
第二节  甄选的主要方法 

2、根据面试结构划分的面试类型 

根据面试的标准化程度，面试可以分为非结构化面试、结构化面试以及半结构化面试三种类型。 

（1）非结构化面试 

非结构化面试，是在面试过程中，不存在结构化面试指南或必须遵循的既定格式。面试考官并没有一个必须

遵循的面试问题提纲，也没有明确的问题提问顺序，而可以相对自由地对被面试者进行各种提问，从而使面

试中的问题可以从多个不同的方向展开。 

优点：自然和顺畅、逻辑关系比较清晰、更为深入的探讨。 

缺点：难以确保公平、难以确保所有的关键问题都能问到、容易受个人影响。 

非结构化面试的信度和效度显然要比结构化面试的信度和效度低得多。 

（2）结构化面试 

结构化面试，又称标准化面试，是依据预先确定的面试内容、程序、评分结构等进行的面试形式。 

优点：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结构严密层次强、评分模式固定、重要的信息不会遗漏、降低个人偏见、面试的

公平性和信度效度较高。 

缺点：没有个人发挥的余地，某些很重要的问题不便过多提问，谈话不那么顺畅和自然。 

（3）半结构化面试 

半结构化面试则是一种介于非结构化面试和结构化面试之间的一种面试形式，它结合了两者的优点，有效避

免了任何一种单一方法的不足。 

优点：面试考官在面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做到面试的结构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3、根据面试组织形式划分的面试类型 

根据面试的组织形式，面试可以划分为单独面试、系列面试、小组面试和集体面试四种类型。 

（1）单独面试（比较常见的面试） 

单独面试又称一对一面试，是指面试考官和被面试者两人单独见面，面试考官进行口头引导或询问，被面试

者做出回答。 

优点： 

◈双方的注意力都比较集中； 

◈谈话的连续性和逻辑性比较好； 

◈被面试者相对来说会感到比较自然； 

缺点： 

◈有时双方的对话可能进展不顺利，甚至难以进行，因而会出现一些比较尴尬的场面； 

◈单独靠一位面试考官得出的面试结论做出甄选决策时，可能难以确保决策的准确性。 

（2）系列面试 

系列面试又称顺序面试，是指组织根据某种特定的先后顺序，安排组织中的若干人员对同一位被面试者进行

多轮面试，最后再将所有面试考官独立得出的面试结果加以汇总，从而最终得出面试结论。 

系列面试过程既可以是结构化的，又可以是非结构化的。 

优点： 

最终的甄选决策是在综合多位面试考官分别独立得出的面试结论的基础上作出的，从而有利于确保面试结果

的有效性，避免了因为某一位面试考官的个人偏见或疏忽出现的评价误差。 

缺点： 

需要参与的人员数量较多，而且耗费的时间较长。 

（3）小组面试 

小组面试，是由一组面试考官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场所，共同对一位被面试者进行提问，观察并作出评价的面

试方法。 

优点： 

◈面试考官在提问题时注意相互补充，可以保证在面试时所提的问题全面、深入； 

◈有效地避免在系列面试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即被面试者不得不反复回答每位面试考官提出的相同问

题。 

缺点： 



◈被面试者在接受小组面试时可能会感觉到压力比较大，因此在回答问题时可能会比较紧张和拘谨。 

（4）集体面试 

集体面试，指多位被面试者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场合，共同接受面试，面试考官既可以是多人，也可以是一个

人。 

优点： 

这种面试有助于考查被面试者在一个群体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从而考查他们的人际关系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 

缺点： 

一位被面试者对面试考官所提出问题的回答很可能会对其他被面试者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回答

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怎么样回答既真实，同时又比较妥当。 

 

【单选】几位面试考官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共同对一位应聘者进行面试的形式是（  ）。 

A.集体面试 

B.系列面试 

C.小组面试 

D.单独面试 

答案：C 

解析：小组面试，是由一组面试考官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场所，共同对一位被面试者进行提问，观察并作出评

价的面试方法。 

 

4、特殊的面试形式 

（1）压力面试 

面试考官在面试过程中故意制造出一种紧张气氛，对被面试施加一定的心理压力，然后观察被面试者在压力

状况下的情绪变化以及所做出的反应。 

如果压力面试掌控不好，面试就有可能会因为过于具有侵犯性或者有违一般道德规范而受到质疑甚至起诉。 

（2）电话面试和视频面试 

电话面试既可以作为一种对求职者进行初步筛选的手段，又可以作为一种能够直接作出录用决定的重要面试

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