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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更新于2019年2月3日：本文过于注重技巧，很多内容笔者已不再使用。这是成长的必经过程，正如
孤求败的剑术精进之路，先注重技巧，再内化，变得不拘泥于形式。

纵然本文内容已不完全与笔者真正的面试风格吻合，考虑到可能有开阔视野，启发思路的作用，对新
仍有参考价值，故分享出来。读者可结合自身实践，批判性地看待本文内容，不需要全盘接受。

形势分析
在线上沟通的时候，就可以分析双方的形式，即我方究竟是处于优势，还是处于劣势。这将为线下的
试打下了一个基调，不同的形势下，需要采取不同的打法。

优势

我方处于优势，即我方占上风，此时是买方市场。

其中的可能的表现为：

● 候选人主动发消息沟通，主动发送简历

● 称呼叫“您”，而不是“你”

● 主动提出面试

● 担心不符合岗位要求

劣势

我方处于劣势，即我方占下风，此时是卖方市场，其本质是吸引力不足。

其中的可能的表现为：

● 候选人评价质疑我方的能力，点评我方不足

● 消息“已读”，不回复

很多在劣势情况下， 我们是换一个目标。力挽狂澜的案例还是比较稀少的，性价比也不高。

平局

平局也即所谓“五五开”，互相有需求，互相有筛选，那么，这种要靠线下的发挥，让我方扩大优势
增强吸引力。

实战

优势打法

重点是：少犯错，保持优势。

可以采取以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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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时间紧凑

● “例行公事”

● “喜厌不形于色”

保持时间紧凑

因为在线上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所以现场并不需要聊太多，个人经验而言，保持在半小时内即可。

我犯过的错误就是，最后问“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对方问一些问题; 我还问“还有呢”，不断地给
方提问的机会，忽略了时间，结果说得越多，“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

为什么说“出错”？因为如果对方问的是不利我方的问题，此时如实回答，就会降低我方身价; 如果
修饰一下，临场发挥不一定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只要是回答不好，那就让我方的优势有所丢失。

所以应该控制时间，有效的办法是开场前用手机定个闹钟，则到点后自动提醒，时间到了就得结束谈
，不拖泥带水。

“例行公事”

“例行公事”就是让人感觉流程化，结合时间紧凑，在整个过程中，就不会让对方有多余的思考，一
是我方在带领节奏，我方主导，一切在掌握之中。

如果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流程，虽然灵活，但难免会发意外情况，如果应对不好， 那就减分了，因
还是使用一套自己熟悉的流程，求稳为上。

“喜厌不形于色”

脸上面无表情，不过多地表露内心的情绪。

我犯过的错误就是，当对方表现出闪光点时，我脸上表现得略显惊喜，眼里都是满意，结果被对方当
看出来了。

这有什么不妥呢，这会让增长对方的自信，加重自己的筹码。

所以，纵然自己觉得对方不错，达到我方的标准，也不能表现出“你就是我想要的人”形态。不能让
方觉得我方很需要TA，那就成卖方市场了。

这里有个技巧，就是言语，以及态度中，表现出我方的选择很多，处于买方市场的情形。潜意识中向
方表达，我方的候选人很多，多你不多，少你不少。

指出缺点

该方法适用于想要控制主导权的场景，比如候选人有点自大，或不礼貌，或试图控制局面(当然这种情
很少)时，就可以使用。

注：该方法要求使用者需要一定的控场能力，因为指出缺点会导致气氛变僵，所以必须有后续措施能
气氛缓和回来; 另外指出缺点有可能让对方自尊心受损，所以必须注意形式，不激起对方的反抗心理。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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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面(或称专业面)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只聊专业能力，而忽略了其他。

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可能在最后待遇环节出现问题，候选人只比较薪资，而不考虑其他。于是可能发
offer，候选人觉得别的公司价钱更高，于是没来。

其实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输出我方的价值观，给对方“洗脑”，让对方能看到钱以外的东西。

所以进行专业面的时候，有必要在最后了解一下候选人的人物性格，个人想法，以及生活方面的内容
侧面加深对候选人的了解，同时趁此机会输出一波价值观，让他能看到更高维度的东西。

平台与项目

之前犯了个错误，为了抬高平台，我采用了打压项目的方式，想以此有个对比，来突出平台的优越感
但这样会让人对项目有所抵触。

更高明的做法是“双赢”，而不是“此消彼长”。也即说明平台与项目是相辅相成的。做项目也没啥
好的，我们的都是百万级甚至千万级别的项目，简历上有这样的经验，那也是很添金的。

加班

一个人经常加班，很可能是工作方式不当，缺乏技巧，工作效率低，工作能力不行; 一群人经常加班
一定是leader能力不行，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交流

合格的面试应该是有交流的，而不是完全是一问一答的方式。

在面试的最后，可以有个总结。

所谓交流，其关键点有：

● 换位思考

● 表达感受

● 提供价值

如能触类旁通，就会明白，以上三点各类谈话场景中都是适用的。

我以前犯的错误在于，我的态度是强筛选的，但却一路强势到底，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表示理解; 
没有表达感受，肯定对方的能力; 对我方的信息也没有透露过多，没有让对方看到别的价值。

所以这就导致候选人看不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更好的成长空间，这才会斤斤计较眼前的既得利益。

当然，这样做也是有历史原因，我曾因为太友好却没有产生好的结果而耿耿于怀。但现在想来，我这
因噎废食，所以我反思调整了过来。

总结一下，以上三点是面试进阶点，需要好好琢磨，反复实践，在实战中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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