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试中离职原因回答对方 面试时回答离
职原因(汇总8篇)

答谢词是表达感激之情的一种特殊文体，它能够让我们真情
流露。可以加入一些个人的故事或感想，让答谢词更加生动
具体。这里有一些别人写的感人答谢词，或许能给你一些灵
感。

面试中离职原因回答对方篇一

6.个人成长问题：当我所处位置横向与纵向发展空间都不大
的时候，我会因难以突破而离职。（涉及到心态与忠诚度的
问题）。

8.用人机制问题：一朝皇帝一朝臣的用人机制除反映了一种
群带关系外，更揭示了用人要讲究匹配互补。我的主子换了，
把我也换了，并不代表我有什么问题，只是说明我与新主子
不是最佳搭档，我不能与其有效的形成有利于企业的匹配互
补组合（内阁重组就是这种情况）。

人际关系复杂。现代企业讲求团队精神，要求所有成员都能
有与别人合作的能力，你对人际关系的胆怯和避讳，可能会
被认为是心理状况不佳，处于忧郁焦躁孤独的心境之中，从
而妨碍了你的从业取向。

收入太低。这样回答会使对方认为你是单纯为了收入取向，
很计较个人得失，并且会把“如果有更高的收入，会毫不犹
豫地跳槽而去的”这种观念形成对你的思维定势。

分配不公平。现在企业中实行效益薪金、浮动工资制度是很
普遍的，旨在用物质刺激手段提高业绩和效率；同时，很多
单位都开始了员工收入保密的措施。如果你在面试时将此作



为离开原单位的借口，则一方面你将失去竞争优势，另一方
面你会有爱打探别人收入乃至隐私的嫌疑。

上司有毛病。既然是在社会中存在，就得和各式各样的人打
交道。假如你挑剔上司，说明你缺乏工作上的适应性，那么，
很难想象你在遇到客户或与单位有关系的.人时会不会凭好恶
行事。

领导频频换人。工作时间，你只管做自己的事，领导层中的
变动与你的工作应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你对此过于敏感，
也表现了你的不成熟和个人角色的不明确。

竞争过于激烈。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无论是在企业内部
还是在同行之间，竞争都日益激烈，需要员工能适应在这种
环境下干好本职工作。

工作压力太大。现代企业生存状况是快节奏的，企业中的各
色人等皆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生存状态下，有的单位在招聘启
事上干脆直言相告，要求应聘者能在压力下完成工作，这是
越来越明显的趋向。

以上列出的几点面试时离职原因都是会令hr对你的印象大打
折扣的，所以大家要小心应对hr的发问。其实，跳槽对每一
个上班族来说都是正常的，在回答面试时离职原因时，你只
要避开以上说的几点就行，最后祝每个求职者都能找到好工
作。

面试中离职原因回答对方篇二

面试问离职原因怎么回答（实用）

辞职即辞去职务，是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或
劳动关系的行为。那么关于离职的一些小知识你了解多少?下



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面试问离职原因怎么回答，欢迎阅读!

可以找一些理由：

1、从地理位置的原因出发，由于公司搬地址或者自己搬家，
上班的过程中要花很多时间，不方便，也会对公司不利。

2、从自身的职业规划出发，谈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职业规划，
想找一个更大的平台并结合自己过去的工作积累的能力好好
努力，争取做到更好。

3、从生活方面的事出发，比如要回去结婚、生子，或者自己
身体原因，由于跟原来工作有冲突，为了不耽误公司的发展。

4、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由于公司做的工作不是自己感兴趣的，
或者做的主要工作跟自己专业相关性不大，因此这次想找自
己感兴趣的工作，同时自己也会更加努力去做好这份工作。

扩展资料：

巧妙回答离职的原因可以选择避重就轻的方法，避免说一些
敏感的原因，比如被辞退，和领导员工不和睦等等。

1、感觉个人在公司发展的空间有限。

2、薪酬待遇与个人期望值有较大差距。

3、员工与领导层之间的互相信用程度较差，员工与上司不容
易沟通，想法得不到上司重视。

4、公司发生改制、股东或主要经营者更换等，被调整离职。

5、个人原因(如自己选择创业、离开企业所在城市、出国、
考研等)选择离职。



1. 工资低

错误回答：千万不要待着抱怨的心态去说，这样会让hr反
感，hr不是来听你抱怨的。

回答技巧：在上家公司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能力了，现
在想寻找一个新平台，谋求更大的发展。

2. 工作压力大，工作量多

错误回答：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压力的，如果直接说只会让hr
觉得你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不行，进而影响面试结果。

回答技巧：原公司的工作流程繁琐、低效。希望能够从事有
些高效率高质量的工作。

3. 缺乏晋升渠道且晋升机制不合理

错误回答：没能够晋升hr可能会认为是你能力不行，而非是
公司晋升渠道或机制的问题。

回答技巧：原公司不符合我个人的职业规划，经过了几年的
工作，我发现我个人的成长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决定寻求一
份有更大提升空间的工作。

4. 同事关系不和谐，领导难相处

错误回答：吐槽原同事或领导，hr会认为你不成熟、不合群，
进而影响面试结果。

回答技巧：原公司的权责不清晰。导致员工的工作效率都太
低，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无效沟通上。所以希望换一个注重
效率、工作氛围好的平台。



其实，只要不是什么太离谱的离职原因，大部分hr都是能接
受的，但也有几个错误点，希望大家不要去踩。

(1)吐槽、控诉上家公司

很多求职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会刻意避免说自己的主观
原因，那就只能找公司的毛病了。

有部分求职者开始吐槽控诉上家公司后，面试官再一追问，
就忍不住一直吐槽出来。

如果hr问到上家公司，就算有委屈，也要礼貌客套回复，不
要过度去吐槽控诉上家公司。

(2)公司人际关系原因

要知道，在工作中，一定是有人际关系来往的。

即使你在原来的公司中，有着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领导与
自己不和的种种情况存在，呐也不能成为你告诉面试官的理
由。

因为人际关系离职，会让hr怀疑你的个人适应能力和沟通能
力的不足，同时也会想到你能否在未来的团队沟通、客户沟
通中有着良好的表现。

在你叙述人际关系的时候，即使是同事或者领导的原因，但
一说出来，在加上负面情绪的渲染，不管怎样，都会给面试
官留下不好的印象。

(3)钱太少，福利待遇不好

虽然我们打工人出来打工，为的就是赚钱。但不能说自己是
完全因为钱而离职的，会让hr觉得你过于计较得失。



不过也不是说不能提到钱太少的原因，只是不要把它作为自
己离职的主要原因提及，而是作为次要原因来说即可。

从哪些角度去回答离职原因呢

(1) 少点吐槽，不输出负面情绪

就算在上家公司有委屈，不开心，也不要过多的去说。hr问出
这个问题不是来听你抱怨的，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你的
心态，以及看待事情的角度。

所以即使错在别人，有不开心，也要将自己抽离负面情绪，
正向的去看待问题，展现出自己的乐观积极以及抗压能力。

(2) 多从自身主观出发，少点客观原因

如果是因为行业受限、业务等客观问题离职，那么这不是换
一家公司就能解决的。

所以可以从自身出发，融合自己的职业规划，结合面试公司
对自己吸引力来说。

面试中离职原因回答对方篇三

收入低没劲干

这样的跳槽理由会使招聘者误认为你很计较个人得失，对工
作没有吃苦精神，把个人利益看得重于理想抱负。在用人者
的眼里，这样的人最多只能临时聘用，不可委以重任，更谈
不上合作创业。而且，你若仅为了追求高收入而跳槽，会让
用人单位担心如果有更高的收入，你会毫不犹豫地再次跳槽。
这种观念一旦形成思维定势，你的身价将会大打折扣，即使
你有卓越的才能也很难获聘。



人际关系复杂

现代企业都很讲求团队精神。你对人际关系胆怯和逃避，你
可能会被认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协调能力。而协调能力不行
是现代型人才的“硬伤”，这将会直接妨碍你的从业取向。
如果用人单位你加盟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帮助协调企业的人
际关系，若你如此回答，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工作压力太大

现代企业讲究快节奏、高效率，企业中人人都处于高强度的
工作状态之下，不能适应高效工作的只能被淘汰。有的单位
甚至在招聘启事上就已直言相告，要求应聘者能在一定的压
力下完成工作。如果你在原单位不能适应有压力的工作，新
的用人单位同样不会接受你，因为在现今形象下，绝对没有
哪个单位愿意接收一个工作不紧不慢的闲人。

与上司合不来

人在社会，你就和是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什么样的.上司
都有可能碰上。假如你挑剔上司，则说明你在工作上缺乏适
应性，而且没有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毫无疑问，应该是你去主动适应你的上司，而不应要求你的
上司来适应你。再者，在平时的业务往来中，你会接触到各
种各样的客户或关系单位的人，对企业来讲，他们都是“上
帝”，如果你尚处理不好与上司的关系，就更谈不上与“上
帝”友好相处了。

面试中离职原因回答对方篇四

你能否描述一下你上一份工作的离职原因?”这类问题在面试



时经常会被问及,招聘单位能从中获得很多关于你的信息.因
此,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应该集中精力.

面试离职原因:通法就说想找到更适合满意的职位或环境,其
它的回答只要不能反映自己消极不利的一面就行.最后问的问
题就是:详谈比较棘手的薪资待遇问题,或者还想详细了解工
作职责(以确定是自己意愿的工作);最后就说你是为了自己的
前途发展所以离职了!还有就说贵公司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经
我再三考虑决定来贵公司发展!

其实离职的原因很多,你并不一定非要告诉主考官你详细的离
职原因,你只要记住,不要说上家公司及上个领导的坏话就可
以.你可以说,那家公司不适合你,也可以说是家庭的原因,个
人的选择,象你说的工作气氛不喜欢都是可以的,总之,面试所
有说的话,对自己的描述扬长避短就好了.

在面试中，对于工作过的应聘者，绝大多数考官都会问同一
个问题：“你为什么离职？”因为阜阳人才网 经调查研究
发现通过这道题可以洞察一个人的求职动机、价值取向、忠
诚度、心态、品格、某方面的能力缺陷等情况。

在面试初次跳槽的人员时常会听到：上司不好、老板的情人
不好、老板娘很烦、老板很刻雹公司很差等诸如此类“踩”
别人的答案。而“老-江湖”的答案则相对中性一点，如：基
层人员答案常为回家建房，公司效益不好，工资低，与上司
合不来等；中层人员的答案常为合同到期，公司群带关系严
重，公司运作混乱，公司家族式管理，我丈夫在这边等；中
高层人员答案常为公司家族式管理难以发挥，公司体制有问
题，公司要把我调往分公司做经理，当时想出去做生意等。
把以各种上回答追问下去，我们常会感到应试者：忠诚度不
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品格不健康，在撒谎、不诚实，因
能力有问题而得不到升职、加薪、续签合同，因某方面原因
得不到重用而愤世嫉俗，不能融入企业文化，不稳定、骑牛
找马……对于中基层我们一般不会把这道题目的权重放得太



重，而对于中高层则可能因为这一道题不过关而不被录用。
在这里翻船，实在是可惜。

1、收入太低

这样回答会使对方认为你是单纯为了收入取向，而且很计较
个人得失，并且，会把“如果有更高的收入，会毫不犹豫跳
槽”的观念作为对你的思维定势，从而影响对你的评价。

2、人际关系复杂

现代企业讲求团队精神，你对人际关系胆怯和避讳，可能会
被认为你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协调能力。从而妨碍了你的从业
取向。而如果招你来就是为了让你帮助协调单位人际关系，
那你的回答就与要求背道而驰了。

3、分配不公平

现在企业竞争中很注重努力和结果的结合。效益薪金、浮动
工资制度是很普遍的，旨在用物质刺激手段提高业绩和效率；
同时，很多单位都实施了员工收入保密的措施，如果你在 面
试 时将此作为离开原单位的借口，则一方面你将失去竞争优
势，另一方面你会有爱打探别人收入乃至隐私的嫌疑。

4、领导频频换人

工作时间，你只管做自己的事，领导层中的变动，与你的工
作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对此过于敏感，反映你个人
角色的不明确。

5、上司有毛病

既然在社会中发展，就得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什么样的
上司都可能碰上。假如你挑剔上司，则说明你缺乏工作上的



适应性，那么，很难想象你在遇到客户或关系单位的人时会
不会凭好恶行事。

6、工作压力太大

现代企业讲究快节奏，企业中的各色人等皆处于******度的
工作生存状态下，有的单位在招聘启事上干脆直言相告，要
求应聘者能在压力下完成工作。这已经是大势所趋。

那么倒底有没有标准答案呢？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但我们
却可以通过分析找到一些更适合于自己的答案。首先从动机
角度分析，我们会因为企业的：工资、福利、待遇，文化、
政策、机制，名气、前景、机会，工作、生活、心理环境等
进入一家公司，但也会因此而离开一家公司；从自身的工作
本身去分析，找出与自身目前工种、阶层及诉求工种、阶层
相融合的答案；面试过程分析，这道题可能在面试一开始就
会问到，可能在中间问到，也可能在面试结尾时，你要确保
你这道题最终选用的答案不会前后矛盾。经过事前分析与准
备及面试过程的临时筛选，你基本上可以找到适合你自己当
时的回答方式。不过，不管你最终选用什么答案，都不应伤
害之前的公司、老板、上司、同事、客户，也不要伤害自己，
但又要让考官相信并且能够接受，这才是成功的答案。

1、人岗吻合率较低：第一种情况是公司所需求的技能与我拥
有的技能是一个交集，并且交集面较小，那么这个时候劳资
双方都可能不划算；第二种情况是我的技能是公司所需技能
的子集或公司所需技能是我个人技能的子集，这时劳资双方
其中有一方会不划算。这种无法较充分实现劳资双赢的合作
是不会长久的，也即会是阶段性的。

2、职位的生命周期已到：企业中的一部份职位是为配合企业
完成阶段性任务而特设的，并非常设职能，因此当这一阶段
任务完成又找不到适合岗位时，我就得离开。



3、没有成就感：当我已想尽办法都无法改变目前环境、局面、
观念等的时候，我会因无所突破而离职。

6、职业规划问题：在企业中无法实现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计划
时，我会选择离职。

7、理念问题：当我的理念与企业理念差距较大，又无法有效
融合的时候，我会选择离职。

8、用人机制问题：一朝皇帝一朝臣的用人机制除反映了一种
群带关系外，更揭示了用人要讲究匹配互补。我的主子换了，
把我也换了，并不代表我有什么问题，只是说明我与新主子
不是最佳搭档，我不能与其有效的形成有利于企业的.匹配互
补组合。

有的时候采用其中一种方式回答就可以，有时需同时采用几
种方式组合回答，但不管你怎么回答都可能有一定风险，因
为考官还会追问下去，因此你还必须准备好对你当时有利的
解释，当然这种解释不只局限在这一道题中，而是可以渗透
在整个面谈的过程中。 这就要求求职者会“抓题”，在面试
前把答案想好，并做好应答策略布署。

1 、因为你们公司上司的问题导致你离职的，不同的公司上
司千千万万种，我们应该以一颗包容的心去对待以前的领导，
离职后挑上司的毛病是你个人修养的问题，这也从另一方面
说明了你缺乏工作上的适应性，在面试的时候尽量不要诉说
前上司的毛病过分的抱怨以前的领导者。

 

二、原因要真实。你的回答可以不是真实的全部，但一定要
真实，因为只有真实的你才会回答的比较坦然，也只有真实
的才是符合逻辑的才能经得起背景调查。



三、原因不要过多。因为面试时间的限制，过多的原因的罗
列可能会暴露各原因间的冲突，给 hr 造成你思维混乱的印象。

四、原因主次分明。类似于上面提到的对于避讳的辞职原因
的解释，“主要是因为职业发展与预期有了偏颇，其次合同
刚好到期。”主次分明的原因让 hr 感觉你思路清晰，逻辑性
强。

五、希望与失望的刚好结合。失望时因为前公司不能满足你
的需求而新公司刚好可以弥补你的失望。这样既讲述了真实
的离职原因，又能表达对新平台的渴望和赞美，面试官会比
较希望有这样的表述。当然，做到这点一定是要在面试前有
所准备，对面试的公司进行了解。

六、要三个匹配相结合。第一是与职业发展相匹配，刚毕业
时可以表达自己正处于学习期，渴望一个成熟的令自身发展
的平台，但如果是表达了自己才高八斗，想找一个识货的老
板， hr 反而会觉得你太嫩，不懂事。第二是与职业身份相匹
配，即基层、中层、高层的回答均要符合职位身份。第三是
与行业特点相匹配，比如自己不认同行业潜规则，行业衰退，
想提前换个新领域等。

面试中离职原因回答对方篇五

一、正面回答。对这个问题候选人要正面回答，不要绕，也
不要回避。因为回避，会让面试官认为你有难以启齿的负面
原因。如果绕着回答，面试官会认为你不爽快，对你性格和
风格做出不利于录用的判断。

二、回答的原因要真实。第一，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因
为只有真实的才符合逻辑。你回答可以不是真实的全部，也
可以不是主要真实，但一定是真实的。第二，如果不真实，



面试官也许从已知的事实中会判断出你在说谎。第三，只要
是真实的，你就会心里坦然。第四，你可以发掘真实。这些
真实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自己没有总结提炼而已。只有真实，
才能经得起背景调查。

三、原因不要超过三个。正常一个人离开老东家，有太多的
理由。我曾见过一位善于发现问题和总结问题的老总，把离
开老东家的理由罗列了20条，可见这位老总深受老东家“伤
害”。但面试官的时间有限，正常对这个问题的预设时间一
般也就在一两分钟之内。所以，离开老东家的原因最好不超
过三个。讲多了，一是花费时间长，二是容易导致各条原因
之间冲突，或原因有相互包含关系，给人思维混乱的印象。

在面试初次跳槽的人员时常会听到：上司不好、老板的情人
不好、老板娘很烦、老板很刻薄、公司很差等诸如此
类“踩”别人的答案。但这样的答案有可能对你面试带来不
利影响。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有很多见解，比如：

企业的用人机制问题：

一朝皇帝一朝臣的用人机制除反映了一种群带关系外，更揭
示了用人要讲究匹配互补。我的主子换了，把我也换了，并
不代表我有什么问题，只是说明我与新主子不是最佳搭档，
我不能与其有效的形成有利于企业的匹配互补组合。

个人职业规划的问题：

在企业中无法实现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计划时，我会选择离职，
当该职位与个人规划有冲突时，我才选择了下一份工作。

企业理念问题：

当我的理念与企业理念差距较大，又无法有效融合的时候，
我会选择离职。企业与我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点，而企业



的理念价值与我个人差距较大，没有对错，只有适合于不适
合。

人岗吻合率较低：

第一种情况是公司所需求的技能与我拥有的技能是一个交集，
并且交集面较小，那么这个时候劳资双方都可能不划算;第二
种情况是我的技能是公司所需技 能的子集或公司所需技能是
我个人技能的子集，这时劳资双方其中有一方会不划算。这
种无法较充分实现劳资双赢的合作是不会长久的，也即会是
阶段性的。

没有成就感：

也许是企业的发展较慢，当我已想尽办法都无法改变目前环
境、局面、观念等的时候，我会因无所突破而离职，我需要
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实现自身价值，而不是坐以待毙。

在面试中，对于工作过的应聘者，绝大多数考官都会问同一
个问题：“你为什么离职?”因为通过这道题可以洞察一个人
的求职动机、价值取向、忠诚度、心态、品格、某方面的能
力缺陷等情况。 要回答好这道问题确实不易，有很多人就算
是中高层应试者都会在这道题上栽跟斗。

在面试初次跳槽的人员时常会听到：上司不好、老板的情人
不好、老板娘很烦、老板很刻雹公司很差等诸如此类“踩”
别人的答案。而“老-江湖”的答案则相对中性一点，如：基
层人员答案常为回家建房，公司效益不好，工资低，与上司
合不来等;中层人员的答案常为合同到期，公司群带关系严重，
公司运作混乱，公司家族式管理，我丈夫在这边等;中高层人
员答案常为公司家族式管理难以发挥，公司体制有问题，公
司要把我调往分公司做经理，当时想出去做生意等。把以各
种上回答追问下去，我们常会感到应试者：忠诚度不够，不
会处理人际关系，品格不健康，在撒谎、不诚实，因能力有



问题而得不到升职、加薪、续签合同，因某方面原因得不到
重用而愤世嫉俗，不能融入企业文化，不稳定、骑牛找
马……对于中基层我们一般不会把这道题目的权重放得太重，
而对于中高层则可能因为这一道题不过关而不被录用。在这
里翻船，实在是可惜。

面试忌讳提及的离职原因：

1、收入太低

这样回答会使对方认为你是单纯为了收入取向，而且很计较
个人得失，并且，会把“如果有更高的'收入，会毫不犹豫跳
槽”的观念作为对你的思维定势，从而影响对你的评价。

2、人际关系复杂

现代企业讲求团队精神，你对人际关系胆怯和避讳，可能会
被认为你在人际交往中缺乏协调能力。从而妨碍了你的从业
取向。而如果招你来就是为了让你帮助协调单位人际关系，
那你的回答就与要求背道而驰了。

3、分配不公平

现在企业竞争中很注重努力和结果的结合。效益薪金、浮动
工资制度是很普遍的，旨在用物质刺激手段提高业绩和效率;
同时，很多单位都实施了员工收入保密的措施，如果你在 面
试 时将此作为离开原单位的借口，则一方面你将失去竞争优
势，另一方面你会有爱打探别人收入乃至隐私的嫌疑。

4、领导频频换人

工作时间，你只管做自己的事，领导层中的变动，与你的工
作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你对此过于敏感，反映你个人
角色的不明确。



5、上司有毛病

既然在社会中发展，就得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什么样的
上司都可能碰上。假如你挑剔上司，则说明你缺乏工作上的
适应性，那么，很难想象你在遇到客户或关系单位的人时会
不会凭好恶行事。

6、工作压力太大

现代企业讲究快节奏，企业中的各色人等皆处于******度的
工作生存状态下，有的单位在招聘启事上干脆直言相告，要
求应聘者能在压力下完成工作。这已经是大势所趋。

那么倒底有没有标准答案呢?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但我们却
可以通过分析找到一些更适合于自己的答案。首先从动机角
度分析，我们会因为企业的：工资、福利、待遇，文化、政
策、机制，名气、前景、机会，工作、生活、心理环境等进
入一家公司，但也会因此而离开一家公司;从自身的工作本身
去分析，找出与自身目前工种、阶层及诉求工种、阶层相融
合的答案;面试过程分析，这道题可能在面试一开始就会问到，
可能在中间问到，也可能在面试结尾时，你要确保你这道题
最终选用的答案不会前后矛盾。经过事前分析与准备及面试
过程的临时筛选，你基本上可以找到适合你自己当时的回答
方式。不过，不管你最终选用什么答案，都不应伤害之前的
公司、老板、上司、同事、客户，也不要伤害自己，但又要
让考官相信并且能够接受，这才是成功的答案。

1、人岗吻合率较低：第一种情况是公司所需求的技能与我拥
有的技能是一个交集，并且交集面较小，那么这个时候劳资
双方都可能不划算;第二种情况是我的技能是公司所需技能的
子集或公司所需技能是我个人技能的子集，这时劳资双方其
中有一方会不划算。这种无法较充分实现劳资双赢的合作是
不会长久的，也即会是阶段性的。



2、职位的生命周期已到：企业中的一部份职位是为配合企业
完成阶段性任务而特设的，并非常设职能，因此当这一阶段
任务完成又找不到适合岗位时，我就得离开。

3、没有成就感：当我已想尽办法都无法改变目前环境、局面、
观念等的时候，我会因无所突破而离职。

6、职业规划问题：在企业中无法实现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计划
时，我会选择离职。

7、理念问题：当我的理念与企业理念差距较大，又无法有效
融合的时候，我会选择离职。

8、用人机制问题：一朝皇帝一朝臣的用人机制除反映了一种
群带关系外，更揭示了用人要讲究匹配互补。我的主子换了，
把我也换了，并不代表我有什么问题，只是说明我与新主子
不是最佳搭档，我不能与其有效的形成有利于企业的匹配互
补组合。

有的时候采用其中一种方式回答就可以，有时需同时采用几
种方式组合回答，但不管你怎么回答都可能有一定风险，因
为考官还会追问下去，因此你还必须准备好对你当时有利的
解释，当然这种解释不只局限在这一道题中，而是可以渗透
在整个面谈的过程中。 这就要求求职者会“抓题”，在面试
前把答案想好，并做好应答策略布署。

面试中离职原因回答对方篇六

像“大锅饭”阻碍了发挥、上班路途太长、专业不对口、结
婚、生病、休假等等人们都可以理解的因素，是尽可以如实
道来的。可是，有些因素谈起来就要很慎重了，比如：



人际关系复杂。现代企业讲求团队精神，要求所有成员都能
有与别人合作的能力，你对人际关系的胆怯和避讳，可能会
被认为是心理状况不佳，处于忧郁焦躁孤独的心境之中，从
而妨碍了你的从业取向。 收入太低。这样回答会使对方认为
你是单纯为了收入取向，很计较个人得失，并且会把“如果
有更高的收入，会毫不犹豫地跳槽而去的”这种观念形成对
你的思维定势。

上司有毛病。既然是在社会中存在，就得和各式各样的人打
交道。假如你挑剔上司，说明你缺乏工作上的适应性，那么，
很难想象你在遇到客户或与单位有关系的人时会不会凭好恶
行事。

竞争过于激烈。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无论是在企业内部
还是在同行之间，竞争都日益激烈，需要员工能适应在这种
环境下干好本职工作。

工作压力太大。现代企业生存状况是快节奏的，企业中的各
色人等皆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生存状态下，有的单位在招聘启
事上干脆直言相告，要求应聘者能在压力下完成工作，这是
越来越明显的趋向。

案例：姚先生在武昌某广告公司工作5年多，业务上是一把好
手。但因与上司长期不和，姚先生忍无可忍，终于选择了跳
槽。

在朋友的推荐下，姚先生面试了好几家企业。无一例外地，
招聘人员都问到了跳槽的原因。刚开始，姚先生直言相告，
却都没能应聘成功。朋友打探后告诉姚先生，对方觉得他业
务能力不错，但“与上司不和”这一点，却一票否决了姚先
生——与领导关系都搞不好，可见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于是，姚先生吸取教训，将离职原因改为“收入太低”，可
应聘的几家单位却仍不敢要他。朋友打听后告诉姚先生，对



方怕被他当作“过渡”单位，一有更好的单位挖墙脚，就可
能会再次跳槽。

姚先生头疼地说：“‘为什么跳槽’真是个难解的谜，怎么
回答，都有可能被招聘单位抓‘小辫子’。” 专家：尽量淡
化敏感答案，不给招聘人员留下猜测的余地。

曾有调查表明，目前在面试中常见的离职原因包括：人际关
系不好处理、收入不合期望、与上司相处不好、工作压力大
等。但从企业招聘方来看，这些原因都或多或少包含求职者
本身的因素，可能影响将来的工作发挥，如与同事及客户的
人际关系、薪水问题、不能承受竞争等。因此不建议采用此
类原因。 郑州人才网建议求职者：尽量采用与工作能力关系
不大、能为人所理解的离职原因，如为符合职业生涯规划、
上班太远影响工作、充电、休假、生病等。避免敏感答案，
并不意味着欺骗，如招聘人员问及细节问题，应如实回答。
否则求职者的诚信度可能大打折扣，成功可能性更小。

本文来自传邦人才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当面试一个工作过的人员时，绝大多数考官都会问同一个问
题：“你为什么离职?”因为通过这道题可以洞察一个人的求
职动机、价值取向、忠诚度、心态、品格、某方面的能力缺
陷等情况。要回答好这道问题确实不易，有很多人就算是中
高层应试者都会在这道题上栽跟斗。

在面试初次跳槽的人员时常会听到：上司不好、老板的情人
不好、老板娘很烦、老板很刻薄、公司很差等诸如此
类“踩”别人的答案。而“老-江湖”的答案则相对中性一点，
如：基层人员答案常为——回家建房，公司效益不好，工资
低，与上司合不来等;中层人员的答案常为——合同到期，公
司群带关系严重，公司运作混乱，公司家族式管理，我丈
夫(或妻子)在这边等;中高层人员答案常为——公司家族式管
理难以发挥，公司体制有问题，公司要把我调往分公司做经



理，当时想出去做生意等。把以各种上回答追问下去，我们
常会感到应试者：忠诚度不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品格不
健康，在撒谎、不诚实，因能力有问题而得不到升职、加薪、
续签合同，因某方面原因得不到重用而愤世嫉俗，不能融入
企业文化，不稳定、骑牛找马对于中基层我们一般不会把这
道题目的权重放得太重，而对于中高层则可能因为这一道题
不过关而不被录用。在这里翻船，实在是可惜。

那么倒底有没有标准答案呢?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但我们却
可以通过分析找到一些更适合于自己的答案。首先从动机角
度分析，我们会因为企业的：工资、福利、待遇，文化、政
策、机制，名气、前景、机会，工作、生活、心理环境等进
入一家公司，但也会因此而离开一家公司;从自身的工作本身
去分析，找出与自身目前工种、阶层及诉求工种、阶层相融
合的答案;面试过程分析，这道题可能在面试一开始就会问
到(情况较少)，可能在中间问到(常有)，也可能在面试结尾时
(大多时候在结尾问)，你要确保你这道题最终选用的答案不
会前后矛盾。经过事前分析与准备(多几个答案供临时选用)
及面试过程的临时筛选，你基本上可以找到适合你自己当时
的回答方式。不过，不管你最终选用什么答案，都不应伤害
之前的公司、老板、上司、同事、客户，也不要伤害自己，
但又要让考官相信并且能够接受，这才是成功的答案。以下
是本人曾用过的离职理由，供大家参考(较适合主管、经理
层)：

1、人岗吻合率较低：第一种情况是公司所需求的技能与我拥
有的技能是一个交集，并且交集面较小，那么这个时候劳资
双方都可能不划算;第二种情况是我的技能是公司所需技能的
子集或公司所需技能是我个人技能的子集，这时劳资双方其
中有一方会不划算。这种无法较充分实现劳资双赢的合作是
不会长久的，也即会是阶段性的。

2、职位的生命周期已到：企业中的一部份职位是为配合企业
完成阶段性任务而特设的，并非常设职能，因此当这一阶段



任务完成又找不到适合岗位时，我就得离开。

3、没有成就感：当我已想尽办法都无法改变目前环境、局面、
观念等的时候，我会因无所突破而离职。(这种回答方式要有
后续补充说明，否则考官会认为你无能)

4、企业发展较慢：当我在企业呆了较长时间，而因企业发展
较慢，使我无法吸收新的.养分或获得发展机会的时候，我会
选择离职。(涉及到心态、价值观与忠诚度问题)。

5、个人成长问题：当我所处位置横向与纵向发展空间都不大
的时候，我会因难以突破而离职。(涉及到心态与忠诚度的问
题)。

6、职业规划问题：在企业中无法实现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计划
时，我会选择离职(当心考官会认为你不稳定)。

7、理念问题：当我的理念与企业理念差距较大，又无法有效
融合的时候，我会选择离职(以这种方式回答太危险，除非在
之前你已让主考官感觉到你在一家经营管理理念不健康的企
业中工作，而你的理念又是正确的，否则最好不用)。

8、用人机制问题：一朝皇帝一朝臣的用人机制除反映了一种
群带关系外，更揭示了用人要讲究匹配互补。我的主子换了，
把我也换了，并不代表我有什么问题，只是说明我与新主子
不是最佳搭档，我不能与其有效的形成有利于企业的匹配互
补组合(内阁重组就是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采用其中一种方式回答就可以，有时需同时采用几
种方式组合回答，但不管你怎么回答都可能有一定风险，因
为考官还会追问下去，因此你还必须准备好对你当时有利的
解释，当然这种解释不只局限在这一道题中，而是可以渗透
在整个面谈的过程中。 这就要求求职者会“抓题”，在面试
前把答案想好，并做好应答策略布署。



像“大锅饭”阻碍了发挥、上班路途太长、专业不对口、结
婚、生病、休假等等人们都可以理解的因素，是尽可以如实
道来的。华西人才网小编认为大家应掌握面试的分寸与技巧，
有些因素谈起来就要很慎重了，比如： 人际关系复杂。现代
企业讲求团队精神，要求所有成员都能有与别人合作的能力，
你对人际关系的胆怯和避讳，可能会被认为是心理状况不佳，
处于忧郁焦躁孤独的心境之中，从而妨碍了你的从业取向。

收入太低。这样回答会使对方认为你是单纯为了收入取向，
很计较个人得失，并且会把“如果有更高的收入，会毫不犹
豫地跳槽而去的”这种观念形成对你的思维定势。

分配不公平。现在企业中实行效益薪金、浮动工资制度是很
普遍的，旨在用物质刺激手段提高业绩和效率；同时，很多
单位都开始了员工收入保密的措施。如果你在面试时将此作
为离开原单位的借口，则一方面你将失去竞争优势，另一方
面你会有爱打探别人收入乃至隐私的嫌疑。

上司有毛病。既然是在社会中存在，就得和各式各样的人打
交道。假如你挑剔上司，说明你缺乏工作上的适应性，那么，
很难想象你在遇到客户或与单位有关系的人时会不会凭好恶
行事。

领导频频换人。工作时间，你只管做自己的事，领导层中的
变动与你的工作应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你对此过于敏感，
也表现了你的不成熟和个人角色的不明确。

聘者能在压力下完成工作，这是越来越明显的趋向。

案例：姚先生在武昌某广告公司工作5年多，业务上是一把好
手。但因与上司长期不和，姚先生忍无可忍，终于选择了跳
槽。

在朋友的推荐下，姚先生面试了好几家企业。无一例外地，



招聘人员都问到了跳槽的原因。刚开始，姚先生直言相告，
却都没能应聘成功。朋友打探后告诉姚先生，对方觉得他业
务能力不错，但“与上司不和”这一点，却一票否决了姚先
生——与领导关系都搞不好，可见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于是，
姚先生吸取教训，将离职原因改为“收入太低”，可应聘的
几家单位却仍不敢要他。朋友打听后告诉姚先生，对方怕被
他当作“过渡”单位，一有更好的单位挖墙脚，就可能会再
次跳槽。

姚先生头疼地说：“‘为什么跳槽’真是个难解的谜，怎么
回答，都有可能被招聘单位抓‘小辫子’。”

高级职业指导师张少雄：尽量淡化敏感答案，不给招聘人员
留下猜测的余地。

曾有调查表明，目前在面试中常见的离职原因包括：人际关
系不好处理、收入不合期望、与上司相处不好、工作压力大
等。但从企业招聘方来看，这些原因都或多或少包含求职者
本身的因素，可能影响将来的工作发挥，如与同事及客户的
人际关系、薪水问题、不能承受竞争等。因此不建议采用此
类原因。

推荐：尽量采用与工作能力关系不大、能为人所理解的离职
原因，如为符合职业生涯规划、上班太远影响工作、充电、
休假、生病等。

注意：避免敏感答案，并不意味着欺骗，如招聘人员问及细
节问题，应如实回答。否则求职者的诚信度可能大打折扣，
成功可能性更小。大家在面试时也可以参考面试成功的三大
技巧。



面试中离职原因回答对方篇七

1、之前的工作中，已经学到了很多，比如熟悉了某某行业，
掌握了什么技能(具体情况具体回答)。现在想把这些经验应
用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而贵公司的岗位和行业正是自己感
兴趣的, 希望能有机会在新平台上创造出更多的效益。

2、原单位的工作相对安逸，我期望今后的工作能有更多的挑
战，能更好的实现个人的价值。(充满激情的眼神)。

3、之前的公司规模有限，希望能到一个更大的平台，更好的
锻炼自己，更大程度的发挥自己的特长。

4、先前公司的晋升空间已经达到了瓶颈，想换个适合的环境，
更好的实现个人价值。

5、先前工作的和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有所偏离。然后补充说
明自己的职业规划。

6、公司离家太远，想找离家近一点的工作，方便照顾家庭。

7、女(男)朋友在其他城市，为了以后感情稳定，所以想去
女(男)朋友的城市发展。

8、人岗吻合率较低：第一种情况是公司所需求的技能与我拥
有的技能是一个交集，并且交集面较小，那么这个时候劳资
双方都可能不划算;第二种情况是我的技能是公司所需技能的
子集或公司所需技能是我个人技能的子集，这时劳资双方其
中有一方会不划算。这种无法较充分实现劳资双赢的合作是
不会长久的，也即会是阶段性的。

9、职位的生命周期已到：企业中的一部份职位是为配合企业
完成阶段性任务而特设的，并非常设职能，因此当这一阶段
任务完成又找不到适合岗位时，我就得离开。



10、没有成就感：当我已想尽办法都无法改变目前环境、局
面、观念等的时候，我会因无所突破而离职。(这种回答方式
要有后续补充说明，否则考官会认为你无能)

11、企业发展较慢：当我在企业呆了较长时间，而因企业发
展较慢，使我无法吸收新的养分或获得发展机会的时候，我
会选择离职。(涉及到心态、价值观与忠诚度问题)。

12、个人成长问题：当我所处位置横向与纵向发展空间都不
大的时候，我会因难以突破而离职。(涉及到心态与忠诚度的
问题)。

13、职业规划问题：在企业中无法实现我个人的职业生涯计
划时，我会选择离职(当心考官会认为你不稳定)。

回答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面试中离职原因回答对方篇八

一、原因最好有主次之分。你可以这样回答：“我离开的最
主要原因就是职业发展与我预期的发生了偏离；其次是每天
上下班路途太远，耗去了太多的时间；第三，刚好三年合同
到期。”这样回答有主有次，让面试官感觉你思路很清晰，
回答问题有逻辑性、有结构性、有主见，同时也可以判断你
真正的主要职业诉求是什么，新东家能否满足。这种清晰的
职业诉求对自己面试是加分的。

二、三个匹配。描述离开老东家原因要做到三个匹配。

与职业发展相匹配。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两三年，正处于职
业的学习期，你可以说：“我还很年轻，想寻找一个更加规
范和成熟的能让我学习成长的平台。”这个年龄段，不适合



说我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太多的思路和才华无处施展，我
想寻找一个能识货、充分授权、采纳我建议的老板。如果你
这样说，面试官一般会认为你太嫩，招来也麻烦。但如是35
岁以上了还这样说，面试官不会认为你谦虚，反而很有可能
认为你不自信，或认为你太造作。

与职业身份相匹配。如果是基层员工，如果说离职原因是老
板刚愎自用，自己没有发挥能量的舞台，面试官会认为你不
着调。如果是中层经理，离职的很多原因是出在协调能力上，
这符合身份。如果是高层职务、决策层职业经理人，离职原
因是老板不授权、到处插手、放不开手脚干等这正常。但不
要说是经济压力比较大、车配得级别低、费用给报销得不够，
纠结于什么保险、住房公积金，或因老板和同事很偏狭的八
卦，不愿意与这些人为伍等。曝老板和同事层次低，正说明
自己层次不够。这话回家可以说，不能说给面试官听。

与行业特点相匹配。比如：行业内潜规则，自己不认同等；
行业该衰退了，希望尽早退出，并能说出一二三来，说明你
有前瞻性。

个人建议：了解为应聘的公司提问的问题，是想了解应聘者
哪方面？其中辞职原因是为了了解：通过这道题可以洞察一
个人的求职动机、价值取向、忠诚度、心态、品格、某方面
的能力缺陷等情况 a、将到员工的需求，自己的公司能否满足；
b、员工对自己的未来职业有没有比较明确的目标规划： c、员
工的稳定性如何。

个人觉得面试官得目的有两个，一是看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是看其公司和你离职的公司是否存在同样的可能令你离职
的问题以考察你是否会在其公司呆得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