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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面试心理障碍及调节方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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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发展，各地学校对教育人才的重视程度逐渐升高，因此，对教师专业素养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

师范生为应对这一就业环境，需要针对面试环节做好心理障碍调节工作。但是一些师范生由于自身心理压力以及面试环境

产生的心理失衡，在面试过程中会因为受情绪影响导致发挥不稳定。本文就此针对常见的面试心理障碍进行分析，结合产

生该类障碍的客观因素，提出预防心理障碍的方法。从而促使师范生在面试过程中能够将更好的一面进行展现，进一步提

升我国学校在师资团队上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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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面试心理障碍指的是其在面试过程中的不良心

理表现，该类情况往往也是导致其面试不通过的重要原因。

面试过程是面试者和相关组织的双向选择，是能提供给师范

生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随着师范生就业压力的增大以及逐

年毕业的人数增多，在面试中不少学校本着择优录取的原

则，对师范生的表现有更高的要求。让师范生在面试时，产

生了较大的心理压力，从而出现一些不健康的心理表现。针

对此方面，师范生应当加强对自身心理的心理保健和自我调

节。利用对岗位的面试模拟提升信心，从而在面试过程中更

充分地展现自身优势。

一、师范生面试常见心理障碍

1. 面试过程过度紧张

师范生作为特殊的学生群体，其专业素质水平关乎我

国青少年教育的教育水平。随着我国在师范生政策上的调

整，该类岗位竞争逐渐变得激烈，各地对师范生面试条件审

核越发严格 [1]。并且因为教师本身作为教导学生的存在，许

多学校为遵循新课改视域下的教学需求，对教师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对语言表述、行为动作等在课堂中起引导作用的能力

要求更高。因此，在面试中师范生的语言表现能力会占据较

大的面试分值。并且一些学校在面试过程中对面试者的谈

吐，以及精神样貌有更高的要求。导致一些师范生在面试过

程中，受面试的竞争氛围影响以及专业素养有所欠缺，对自

身不够自信。导致面对面试问题时，无法对问题进行合理的

分析，缺少清晰的解决问题思路，使其在面试过程中的动作

和语言都处于紧张状态。存在该种心理障碍的师范生，自然

无法将自己优秀的一面展现给面试官。

2. 面试过程过于自负

一些师范生对自身水平没有进行正确的判断，缺少客

观的自我评价，在就业和面试上盲目定位自身所处的位置 [2]。

因此在面试过程中对自我价值过度估高，面对面试官的问题

以孤傲的态度进行回答，希望借助心理上的优越让学校产生

被威慑的现象。但是教师作为教育和引导学生的存在，在核

心素养教学理念的大环境下教学应当更加需要注重“以人为

本”理念，因此，更加看重教师对学生的引导能力，而不是

对课堂的掌控水平。因此这种心理表现往往会使面试官认为

其与岗位职能不匹配，从而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师范

生本身专业水平可能足以胜任岗位，但是因为表现与相关学

校的理念不符遭到反感，失去面试通过的机会。

3. 过于谦虚和自卑

师范生应届毕业人数逐渐增多，所以一些学校在进行

教师招聘，面临大量的应届毕业生，有着较大的面试压力。

更希望以较快的速度筛选出更加适合岗位的人才。借助高效

率的面试方式，降低工作人员的压力，提升招聘水准。因此，

在面试过程中会存在，专业素养为主其他方面为辅的综合面

试方式。而一些师范生在这一环节中缺少对面试官的面试模

式的判断，面对面试官在面试中提出的问题，回答时过度隐

藏自身的专业素养水平。希望以这种假谦虚的面试态度，获

得面试官的好感，从而获得就业机会。或是一些应届生本身

缺少教学经验以及对学校中的专业知识掌握程度低，在面试

过程中直言自身能力不足。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面试官认为

其胜任岗位能力不足，从而使师范生面试受挫，产生更大的

心理压力。

4. 面试恐惧心理

师范生因为缺少社会实践经验，并且没有接触过社会

交际方面内容，对社会的认知水平不足，心理处于断乳阶段。

因此，在面试过程中缺少对面试环境的适应能力，无法避免

因为环境氛围产生过度紧张的心理。并且在自身专业素养不

足，以及因为对面试标准、要求、注意事项等内容了解不足。

在出现屡次面试碰壁的情况下，会对面试产生恐惧心理。从

而无法正常应对面试，在面试中因为心理障碍的原因处于被

动的状态。

二、产生心理障碍因素

1. 社会环境因素

师范生作为特殊的就业群体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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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相关，是保障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相关学校在

进行师范生招聘时，对其胜任岗位能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3]。

但是随着我国在教育上的政策改变，该类岗位需求的增速方

面与应届师范生就业并不是完全成正比。使一些学校在面试

过程中，对师范生的整体专业素养和能力有了更高的标准。

不仅需要对师范生面试中的精神面貌进行考验，同时还着重

对其专业能力进行考察。从而给师范生面试，造成了较大的

心理压力，产生心理失衡，促使心理障碍的出现影响其心理

健康。

2. 师范生自身因素

师范生作为大学生群体之一，不仅有家庭对其的期许，

同时其自身也有较高的自我定位和成才希望。面对就业问题

和人才需求标准逐渐升高的就业环境，其应对各类学校的面

试时，因为实际与理想的极度不匹配，会导致师范生因为受

挫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和心理压力。并且师范应届生缺少实

际的社会经验，心理上的不够成熟，容易导致其在面对面试

问题时，无法进行合理的分析。加上对自身的认识程度不够，

导致面试方法过于理想化，与实际情况不符。随着社会对人

才的标准和定位逐渐升高，面试本身已经属于一种双向选择

的就业环节，师范生在缺少心理素质时，面对面试挫折很容

易产生绝望的心理，从而出现心理障碍。

三、师范生面试心理障碍调试方式分析

1. 重视心理调节能力培养

师范生心理调整能力的培养，不仅是为其今后面试可

能出现的心理障碍进行预防和调试 [4]。同时也因为从事的职

业特殊性，心理调节能力是否出色，关乎是否会对其教育的

学生产生影响。因此，相关高校应当针对该方面，积极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内容。例如，定期举办相关的心理健康讲座和

培养课程，培养师范生心理调节能力。使其在出现心理障碍

时，能够借助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避免其出现心理失衡的

情况。从而有更好的应对面试压力和挫折能力，避免在面试

过程中产生恐惧心理。并且还可以通过加强心理健康相关的

实践活动和体验方式，进一步帮助师范生提升心理健康水

平，以及利用相关课外活动的开展和心理素质竞赛，加强师

范生应对压力的能力。

2. 正确认识自我

自我定位过高是大学生就业时常见的就业问题，师范

生作为该类群体之一也存在面对面试时，自视过高的情况，

影响面试通过的概率。因此，师范生在面试前应当通过合适

的方式进行自我评估，参考他人评价，加强对自身的认识。

针对性格、兴趣、优劣势等方面，全面分析自身在面试过程

中以及将来就业中，更加适合哪方面的工作内容。从而更好

地发挥自身在工作的优势，在面试中充分展现优秀的一面。

相关高校针对该方面心理调试内容，应当就此设立诸如职业

能力测量机构，帮助学生结合自身性格和优劣势进行职业能

力测量。以正确且客观的自我认识，避免其在面试过程中出

现自负、自卑等心理障碍。

3. 提升自我认同感，降低紧张感

师范生面试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避免因为出现紧张的动

作语态，影响整体的表现，使面试人员认为其与教师岗位需

求不符，无法胜任教师的岗位。就此师范生可以采取自我

鼓励和包容的方式进行心理调适，从而产生心理上的自我肯

定，提升自己的信心和紧张氛围的抗压能力。同时可以在面

试前主动与他人进行交谈，营造一种轻松的面试氛围，使其

在面试前提前进入一种轻松自信的状态，从而使自身心理放

松。当面试失败时，为避免影响受挫导致的自卑和心理失衡，

可以通过一些名人遭遇挫折后，仍旧获得成功的例子勉励自

己，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思想。减少因为面试挫折导致的

心理压力，从而避免影响心理健康的情况出现。借助这种方

式合理地进行不良情绪的舒缓，降低因为之前的挫折影响接

下来面试中对问题判断的可能。

4. 模拟面试场景，提升自信心

提升自信心是保障面试过程，能够充分展现自身素质

水平的重要方式之一。针对此方面，师范生可以借助模拟面

试的方式，提升面试经验和适应面试环境。可以就面试官可

能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营造出符合实际面试环境的氛围，

将自身代入到面试氛围当中。并且通过对问题的全方面思

考，加强自身分析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例如，面试官提出

“对素质教育的理解”问题时，师范生需要紧扣问题核心。

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特点的角度进行分析，明确两者的不

同和相同点。再举出两者的优劣势，并明确实施素质教育的

必要性。结合这些方面进行实际教学举例，阐述自身在利用

素质教育进行教学时的实践方法。以详实的逻辑思维和实践

想法锻炼面试过程中，对面试问题的分析能力。从而进一步

提升对面试环境的适应水平和信心，避免出现心理障碍。

5. 培养良好人际关系，锻炼语言交流能力

师范生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与他

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重要的保障方式。这对于师范生面

试中出现心理障碍也有良好的调试作用，可以有效降低出现

面试心理障碍的概率。师范生在面试前可以与好友教师进行

交流，缓解面试前的压力。面对面试时遇到的心理压力和挫

折，与他人进行分享和交流是最有效的舒缓方式之一，借助

该方法可以更好地调节不良情绪，对其工作和健康所造成的

影响。而且该过程还能够增强师范生自身与他人的语言交流

能力，避免在面试过程中出现措辞不严谨、发言不流畅等情

况，影响整体面试形象，从而有助于师范生更好地在面试中

发挥自身优秀的一面，起到面试的正向心理调节作用。

6. 利用舒缓情绪方法，提升受挫承受能力

随着面试要求和标准的提升，给面试者也带来了更大

的压力。当师范生在面试过程中受挫，出现心理障碍是很难

避免的。因此，需要加强对情绪的舒缓，维护自身的心理健

康。可以利用情绪转换的方式，使师范生面试后出现不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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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时，可以利用运动、听音乐等方法进行情绪转换。转移注

意力和发泄心中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其

次，可以借助合适的理由接受面试挫折的现实，承认自身存

在的不足，以及通过积极的例子或者案例提升对自己的认同

感。同时在出现不良情绪或心理障碍时应当积极与亲友进行

沟通，疏导自身因为面试产生的不良情绪，避免其对师范生

产生长期的心理健康影响，影响今后的面试。借助情绪舒缓

的方法，能有效提升师范生应对挫折的能力，更好地保障其

心理健康。

四、结束语

在近年来就业压力逐渐上升的环境下。一些师范生面

对面试的紧张环境，会因为各类因素产生心理失衡，从而出

现心理障碍。就此师范生应当加强对自身心理障碍的心理调

节能力培养，学校需要重视对师范生心理健康的教育。同时

师范生需要加强对自身的认同感，进一步提升应对挫折的能

力。从而促进我国在教育行业上的面试水平提升以及高素质

师资团队的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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