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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吴欣宇

社团招新、考研复试、毕业求职……面

试已经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然

而，很多年轻人在面试中并不能自如应对，

没法发挥出正常水平。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1336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3.8%的受访者在

面试中踩过“坑”，其中，过度紧张和不够了

解行业或企业，是受访者踩过比较多的两

类“坑”。62.4%的受访者认为面试前应适度

放松，调整好心情和状态。

“简历跟实际情况完全不
一样很‘败’好感”

在北京从事市场调研的左悦敏，最近

正在寻找新工作。她表示面试中过度紧张，

是最令自己困扰的问题，“每次面试都非常

紧张，表达结巴，上下文也不连贯。”左悦敏

坦言，在过度紧张的状态下，往往没有办法

很好地展现自己的能力，“有时大脑是懵

的，长篇大论但中心思想没有传达出来，会

让人误解”。

在北京做互联网软件开发的王海

兵，已经有 9 年的工作经验了。回想起

毕业求职的经历，他表示由于技术知识

更新快，如果不及时关注学习，很容易

在面试中露怯。

调查显示，93.8%的受访者在面试中

踩过“坑”。55.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容易

“过度紧张，说话结巴没条理”，47.6%的受

访者表示“不够了解行业/企业信息，答不

上题”。

在贵州从事互联网招聘工作的李加兴

表示，简历过度“包装”让他十分反感，“简

历跟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很‘败’好感”。

他还表示，迟到、仪容仪表不符合规范等也

让人难以容忍，“一个人是否真诚往往从这

些细节体现出来”。

另外，长篇大论，没有逻辑和重点

（32.9%），过度准备消耗精力，导致面试状

态不佳（27.40%），精准踩雷，忽视企业的招

聘要求（27.2%），口无遮拦，该说的不该说

的都说了（26.2%）和过度美化简历，在面试

中被戳穿（24.0%）等也是受访者在面试中

踩过的“坑”。

用放松和自信的状态迎接面试

尽管在面试中经常紧张，但左悦敏仍

觉得面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人的

能力素质，“面试更多体现的是沟通表达能

力，以及面对他人时自信的状态”。

来自重庆的黄玲玲（化名）认为，对于

求职者和面试官来说，都可以在面试中比

较真实地了解对方的情况。“求职者在面试

时可以感受到工作环境好不好。”

调查显示，59.7%的受访者认为面试作

为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能衡量一个人的

能力素质。逻辑思路（64.9%）和沟通表达

（63.6%）是受访者认为面试中比较重要的

方面，然后是谈吐规范（59.8%）、专业知识

（56.2%）、仪容仪表（49.9%），其他还有：简

历包装（36.8%）、方法技巧（35.5%）、真实真

诚（33.6%）和自信自尊（28.3%）等。

黄玲玲感觉，沟通能力在面试中比较

重要，如果求职者使用了一定的沟通技

巧，面试成功率会高一点，“专业知识扎

实，但沟通表达不到位，有可能面试结果

不理想”。

李加兴表示，从招聘方的角度来看，真

实真诚是求职者最重要的方面，“在面试中

越真诚，可能在日后的工作中越踏实沉稳，

特别是在与客户沟通方面，真诚很重要”。

也曾担任过面试官的王海兵表示，专

业知识是他在面试时最看重的，这直接决

定着求职者能否胜任工作。

左悦敏觉得，用放松和自信的状态迎

接面试更容易获得面试官的青睐。“越自信

表达越清晰，面试官对你的印象会更好，但

也不能自负”。

用更好的状态迎接面试，62.4%的受访

者建议适度放松，调整好心情和状态，

59.1%的受访者表示应了解行业/企业信

息，做好充分准备。其他还有：学习面试技

巧，学会合理答题（54.0%），提前演练，针对

突发情况做好预案（50.6%），重视知识积

累，提升专业素质（46.9%），完善简历，凸显

个人能力（46.3%）和保持自信，注意个人形

象（44.9%）等。

李加兴建议，应届毕业生在求职中应

对未来工作保持一种“期待感”，做好职业

规划，坚守诚信底线，在面试中用真诚打动

面试官。从长期来看，也要在学校中注重实

践积累，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

93.8%受访者在面试中踩过“坑”
逻辑思路和沟通表达是受访者认为面试中的重要方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独立购房，

这体现出女性更加独立自主的婚姻观念，

但也有人表示女性没必要太累。你怎么看

女性独立购房？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2006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4.2%的受访者感

觉近几年身边单身女性购房的现象多了，

93.9%的受访者支持单身女性购房。对于女

性独立购房的影响，66.3%的受访者认为能

督促更加努力工作，62.3%的受访者觉得能

提高理财能力，收支有规划。

女性购房者增多反映出
婚姻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观
念变化

郑州的高中教师安月，今年 29 岁，目

前单身。工作前 3年她一直和室友合租，租

约到期后，两人先后买了房。“长期租房不

是个事儿。房子买在单位附近，工作生活都

方便很多。而且自己的房子住得更自在，家

人来也有地方住。”

今年 27 岁的海上乘务员刘钰宁目前

单身，她感觉身边有买房想法的单身女性

挺多的。“现在女孩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

强，自给自足还绰绰有余。手里有积蓄，不

买房也会花在其他地方，不如给自己购置

一套房产，能有个稳定的落脚地方。”

84.2%的受访者感到，近几年身边单身

女性购房的现象多了。

原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天津婚

姻家庭研究会会长潘允康表示，女性购房

者增多反映出人们婚姻方式、生活方式和

社会观念的变化。“在我国传统中，两人结

合是男方提供房子。如今女性购房者比例

提高，不管是否需要父母帮忙，都说明传

统婚姻中，物质上依靠男方的模式正在被

打破。现在的女性更看重自我实现，愿意

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自我发展去打拼，开

辟新空间。”

他表示，女性独立买房在几十年前是

不可想象的。如今，女性越来越追求独立，

不管是经济独立，还是生活方式上的独立，

也包括对婚姻有更独立的态度。“她们更愿

意通过买房，来为自己获得一份安全感，而

不只单纯依靠男性。”

93.9%受访者支持单身女性购房

“尤其女孩，成家后想寻求一个稳定的

住所，希望对方有提供幸福生活的能力，所

以希望男方能有房。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

的。只不过现在买房压力大，如果女生有条

件，完全能先有自己的住房，或双方一起

买。”安月说。

北京某公关公司客户总监张跃对记者

说，从男性立场来看，在婚恋中他首先会要

求自己有房子，不要求女方有。但如果对方

有房，他觉得是更好的事。“能让夫妻在理

财投资、面对困难风险时更从容。一套自

住，另一套灵活应对以抵抗风险。还可以两

套换成一套环境更好的自住房。”

以前买房被很多人认为是男方理所应

当的事。如今，越来越多女性在婚前购置了

房产。大家对单身女性购房持什么态度？调

查结果显示，93.9%的受访者支持单身女性

购房。进一步分析显示，二线城市受访者的

认可度最高，为 95.8%，其次是三四线城市

（94.3%）。
张跃自认为是比较传统的人，他表示

会努力置办好婚后住房。“即便女性的地位

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高，但养家还是男性

的事。男孩负责婚后住房虽然有压力，但给

女孩安全感是应该的。”

对于女性购房，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

周小鹏表示支持。但同时她建议，购房前

需考虑各方面情况。如果买房是为了让自

己更开心，就可以买。但如果买房的初衷

是消极的，比如为了在未来成家后，能成

为吵架、占据上风的有力武器，就容易得

此失彼，“可能房子有了，但输了爱情和

婚姻”。

潘允康表示，理性来看，在婚姻市场

上，男方有房的优势大于女方，“因为社会

对女性的期待更多的不是物质财富。男方

在择偶中，可能普遍更看重女性的性格、职

业等，有房不一定增加对对方的吸引力。所

以，买房要基于自身需求，不能为找对象专

门买一套房子。”

不能把房子作为婚恋的武器

最近，刘钰宁已经和中介多次约看房

了，她感觉活力都提高了不少。“一想到即

将拥有自己的小房子，就很激动。有了很足

的动力去改变自己，打算换一个收入更稳

定的工作，这样月供压力小。我不会被房子

左右，会安排更多时间提升自己，朝着更多

可能性发展。如果将来有异地定居打算也

会考虑置换，不会拘泥一处。”

安月说，如果没有房贷支出，生活会

更宽裕，但消费可能也会大手大脚一些。

虽然买房降低了生活质量，但她欣然接

受，认为有舍才有得。“能督促我支出更

有规划，哪里能省、哪里该花，笔笔都会

考虑。爸妈在首付上给我不少支持，我特

别感激，也会更努力地赚钱，减少他们的

负担。”

周小鹏指出，女性购房的影响是多面

的。在看到能让自己更独立强大，更好地理

财投资的同时，也要看到另一面。“女性不

能因为过于独立而认为男人不可靠，不信

任对方。而且有些女性买房是为了未来在

婆家更昂首挺胸，认为‘我买了房，谁也不

能小瞧了’。这种心态是对婚姻有所防备

的，调整不好可能不利于婚后家庭和谐。所

以不能把房子作为自己的武器。”

女性独立购房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66.3%的受访者认为能督促更加努力工作，

62.3%的受访者觉得能促进提高理财能力，

收支有规划，53.4%的受访者指出对未来生

活规划更清晰。同时，29.3%的受访者指出

容易被房贷捆绑为房奴，不能专注提升自

身，20.5%的受访者认为一段时间内会降低

生活质量，12.1%的受访者直言可能会给父

母带来一定经济负担。

受访者中，44.0%为男性，56.0%为女

性。28.9%的受访者居住在一线城市，47.5%
的受访者居住在二线城市，19.3%的受访者

居住在三四线城市，4.0%的受访者居住在

县城或城镇。

（陈倩盼对此文亦有贡献）

“她购房”需求走强 84.2%受访者表示近几年身边单身女性购房现象多了
93.9%受访者支持单身女性购房 66.3%受访者认为买房能督促努力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吴欣宇

如今，面试已成为企业选人用人的

重要方式，良好的面试氛围可以让面试

官与求职者增进了解。然而在许多面试

中，“求职者不诚恳、面试官不尊重”让面

试充满了套路。在面试中，你遇到过哪些

让你不舒服的情况？你认为良好的面试

氛围应该是怎样的？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1336 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5.2%的受

访者在面试中遇到过让自己不舒服的

事，但仅一成受访者在“被冒犯”时会选

择当场表达不满。72.3%的受访者认为良

好的面试氛围应当相互尊重。

在北京从事互联网软件开发的王海

兵，正在寻找新的工作。在面试中，他明

显感觉面试官想通过不合理的职级对标

和“年龄红线”来压价，“大公司和小公司

的职级标准不一样，认为多大年龄该是

多高职级的观点有点刻板印象了”。他表

示，由于技术岗薪资区间大，在面试中经

常会出现薪酬待遇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让人很不舒服，既然告诉了面试者薪酬

标准，就应该兑现承诺”。

在北京从事市场调研的左悦敏最近

离职，在寻找下一份工作。她认为，性别

歧视在求职面试中仍然是一道隐形障

碍。“在我们这个行业，很多公司为了留

住男性，薪资会翻倍。”左悦敏还很反感

面试官询问与工作无关的私人问题，“比

如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之类的”。

来自重庆的黄玲玲（化名），所学专

业为卫生信息管理。她表示由于专业比

较小众，在面试中总会遭到一些面试官

的反复试探和“为难”，“会问一些跟专业

不相关的问题，回答不上来就否定你的

能力”。

调查显示，对于面试中让自己不舒

服的事情，47.8%的受访者认为是“薪酬

和福利待遇问题前后说辞不一致”，

46.4%的受访者认为是“存在性别、年龄

等歧视问题”。另外，面试官不专业，问与

工作无关的私人问题（42.4%），压力面试

中不断否定求职者能力（38.8%），面试官

态度不好，不尊重人（38.2%）和过度夸大

公司价值，不切实际（36.9%）等也是受访

者比较反感的问题。

对于面试中的“被冒犯”，左悦敏表

示，即使心里生气，也不好表现出来，“面

试后我可能会跟朋友吐槽一下，或者在

社交媒体上寻找建议”。

调查显示，面对面试官的“冒犯”，仅

11.5%的受访者选择“当场表达不满”，

18.3%的受访者会“在面试后向有关部门

投诉”，更多的受访者选择“向朋友、家人

倾诉，或在社交媒体上吐槽”（26.4%）。还
有两成多的受访者坦言为了工作机会，

只能暂时忍住（22.7%）。
黄玲玲觉得，年轻的求职者在社会

经验丰富的面试官面前，往往会成为“弱

势者”。

左悦敏希望，有统一的伦理规范制

约面试官的不当行为，同时设置专门通

道让“被冒犯”的人可以举报投诉。

“良好的面试氛围应该基于平等的关

系，面试是互相选择的过程。”左悦敏说。

在王海兵看来，求职者和面试官也

应站在平等的角度沟通。面试官不能因

为手握选择权就不尊重求职者，同时求

职者要用不卑不亢、平等真诚的态度与

面试官沟通，为自己争取工作机会。

调查显示，72.3%的受访者认为良好

的面试氛围应该是“相互尊重，平等友

善”的，59.9%的受访者认为“准备充分，

从容对谈”是良好面试氛围的基础。此

外，受访者表示良好的面试氛围应该体

现在“专业性强，可以获得启发”（54.0%）
等方面。

超七成受访者认为
良好的面试氛围应当相互尊重

47.8%受访者反感面试
中薪酬待遇前后说辞不一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近些年“她经济”崛起，随之引人关注

的是单身女性独立购房需求的持续增加。

女性独立购房会对情感和婚姻带来什么影

响？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

问卷网（wenjuan.com），对 2006 名受访者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女性独立购房

对情感的影响，72.2%的受访者认为有了物

质支撑，在感情中会更自信，58.2%的受访

者觉得能更加自由地选择爱情，不为房子

左右。

“房子能给我安全感”

27 岁的海上乘务员刘钰宁虽然还是

单身，但已经计划买房，最近一直在看房。

“我还没有对象，但居住是刚性需求。房子

能给我安全感，让我一人在外工作也能安

心。而且以后结婚了，也有属于我的一个

‘窝’，随时等我回去。”

刘钰宁经常畅想住到自己房子里的场

景，那时就不用再为租房而烦恼了，可以轻

松自在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想想很踏实”。

今年 32岁的周巧在 3年前拥有了自己

的一套小房子。“当时还没遇到现在的老

公，想着买房也算是一个理性投资，比花在

包、车上更值。而且每月房租也不便宜，我

能负担得起首付，再结合贷款额，综合考虑

置办了一处固定资产。”

对于单身女性独立购房行为，66.2%的

受访者认为是追求平等自由的表现，63.4%
的受访者分析是为了应对婚姻风险，提高

自身安全感，60.3%的受访者认为反映了现

代女性消费观和财富观的变化。

但也有 30.3%的受访者觉得这一行为

是锦上添花，不能因买房造成过重经济负

担，8.6%的受访者觉得女性没必要自己买

房，买房更多是男方或夫妻共同的责任。

对于买房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压力，刘

钰宁认为合理范围内的压力就是动力，“我

准备在老家湖南长沙买，房价不算太高，我

的收入能负担得起一套小公寓的首付。而

且生活有省才有余，平时节省一些、工作努

力一些，对未来发展也好。”

72.7%受访女性认为有了
物质支撑，在感情中会更自信

29岁的高中教师安月一直单身，在工

作的第四年购置了房子。她认为，自己有房

能在未来婚恋中拥有更多自主权和底气。

“在婚姻中，两人相处会更加平等，日子过

得自在些”。

刘钰宁认为，在婚恋市场，有房产是一

个加分项，能帮助提高择偶竞争力。“女性

有才有貌有房，对另一半的能力更有期待，

也就理所应当了”。

“我们经常会讨论‘女孩到底是嫁给爱

情还是嫁给物质’这样的话题。因为很多时

候二者难兼得，可能真正喜欢的人达不到

物质要求，能达到物质要求的又不是自己

喜欢的。以至于选择有房的人，就要放低对

爱情的期待，那么当女性有了房，她在婚姻

的选择中会更加纯粹，扩大伴侣选择范围，

也更有主动权。”北京某公关公司客户总监

张跃说。

女性购房对其情感和婚姻会产生哪些

影响？72.2%的受访者认为有了物质支撑，

在感情中会更加自信。其中，受访女性

（72.7%）这一比例高于受访男性（71.6%）。
此外，58.2%的受访者觉得能更加自由

地选择爱情，不为房子左右，53.6%的受访

者直言多了择偶的筹码，能选择更优秀的

伴侣，40.0%的受访者表示在家庭中能更有

话语权，有更多安全感，17.9%的受访者认

为有助于感情和婚姻的稳定。

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周小鹏指出，很多

时候家庭的稳固建立在稳定的经济基础之

上。如果两人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好，组成的

家庭经济基础会更稳固，也可以有更多精力

投入到提升婚姻品质与生活幸福度上。“而

且有些女性生育后选择做全职妈妈，可能会

面临婚姻风险、经济风险、再就业风险，以及

个人成就感降低等问题。如果婚前有自己的

固定资产，能减少焦虑和家庭矛盾冲突的发

生，可以有更多精力关注家人生活”。

受访者中，44.0%为男性，56.0%为女

性。28.9%的受访者居住在一线城市，47.5%
的受访者居住在二线城市，19.3%的受访者

居住在三四线城市，4.0%的受访者居住在

县城或城镇。

（陈倩盼对此文亦有贡献）

女性独立购房 72.7%受访女性认为在感情中会更自信
66.2%受访者认为女性购房是追求平等自由的表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如今，女性购房比例在近些年呈现出

明显上升态势。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周小鹏介绍，新一

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单身女性购房者占比更

高。“中国人常讲‘有房才安定’。一直租房会

有漂泊感。特别是在大城市，很多年轻人来

自外地，这种不稳定感会更强烈。如果有了

房子，在城市稳定下来，也会更注重打拼。”

原天津社会科学院首席专家、天津婚

姻家庭研究会会长潘允康表示，按照我国

传统，女性嫁给男性就成为男方的家庭成

员了，所以以往男方的聘礼和为婚姻做的

准备比女方多。“现如今这种传统观念发生

了很大变化”。

现在很多女性在购房上体现出了更多

的主动性，一改以往依靠男方来为结婚准

备房子的传统。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2006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4.2%的受

访者感觉近几年身边单身女性购房的现象

多了，93.9%的受访者支持单身女性购房。

针对“她购房”需求的增加，北京某公关

公司客户总监张跃认为，这体现出女性地位

越来越高，也会促使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更

加平等。“很多男性在家庭中是有大男子主

义倾向的，尤其当女方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

来源，或没有自己独立住所时，会让男性觉

得自己在家庭中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但当女

性越来越强大，不再单纯依靠男性时，也会

让男性多反思，给予对方更多尊重。”

周小鹏认为，拥有自己的住房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女性的焦虑感，“客观来讲，

女性在职场上的稳定度没有男性高。如果

住房条件不好，比如需要频繁搬家，会带来

更多困扰，有房能减轻一些这方面的焦虑，

回到家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一片空间”。

但同时她也指出，女性独立买房不意

味着不能再相信和依靠男性。“不能过于自

我，不信任对方、不愿意更深入的人际交

往。要客观看待女性购房带来的影响”。

潘允康认为，买房是一种个人选择，如

果女性经济实力强，有买房的能力是好事，

但也要综合考虑。他指出，婚恋受很多因素

影响，但最重要的是男女双方的相互认同，

房产不是绝对性的影响因素，不能单纯因

为找对象而买房子。

（陈倩盼对此文亦有贡献）

当女性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女性独立买房不意味着不能再相信和依靠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