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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3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人员素质测评理论与方法试题
课程代码:06090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2.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素质虽然是内在的与隐蔽的,但它总会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反映了素质的　 　 　

特征。

A. 层次性 B. 原有基础性 C. 表出性 D. 内在性

2. 考核性测评要求所做的每一个评价结论都要有充足的依据,是事实本身的反映而不是事实

的主观推论。 这反映了该测评的　 　 　 原则。

A. 充足性 B. 全面性 C. 可信性 D. 权威性

3. 下列关于心理测验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 心理测验是对行为的测量 B. 心理测验是对一组行为样本的测量

C. 心理测验是对真实行为的测量 D. 心理测验是一种标准化的测验

4. 下列不属于认知测验的是

A. 成就测验 B. 智力测验

C. 能力倾向测验 D. 态度测验

5. 主要用于征询应试者的某些意向、需求或获得一些较为肯定的回答。 例如涉及薪资、福利、

待遇、工作安排等问题时,宜采用　 　 　 的提问方式。

A. 开口式 B. 假设式 C. 压迫式 D. 引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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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面试中,考官往往因应聘人某一方面十分好或坏的表现而产生对应聘人的整体判断,结果导

致录用偏差。 这种问题属于

A. 刻板效应 B. 首因效应 C. 晕轮效应 D. 近因效应

7. 下列不属于测评方法中的书面信息的是

A. 推荐信 B. 申请表 C. 履历表 D. 职务说明书

8. 素质测评的核心阶段是

A. 准备阶段 B. 实施阶段

C. 分析与决策阶段 D. 检验反馈阶段

9. 实际测评到的内容与期望测评内容的一致性程度,反映的是

A. 内容效度 B. 结构效度 C. 关联效度 D. 项目分数效度

10. 通过众数或平均数分析,把握全部被测评者的一般水平的分析方法称之为

A. 频数分布分析 B. 个体水平分析

C. 总体水平分析 D. 差异情况分析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8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6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11. 智能素质包括

A. 体质 B. 知识 C. 技能

D. 智力 E. 才能

12. 封闭式问卷的方式包括

A. 是非法 B. 选择法 C. 等级排列法

D. 计分法 E. 胜任特征法

13. 心理测验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

A. 萌芽时期 B. 成熟时期 C. 昌盛时期

D. 完善时期 E. 衰退时期

14. 理解的三种不同的水平分别包括

A. 直接理解 B. 间接理解 C. 类同理解

D. 迁移理解 E. 深度理解

15. 面试中的“观”是十分重要且关键的,需要坚持　 　 　 的原则。

A. 目的性 B. 客观性 C. 全面性

D. 典型性 E. 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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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属于评价中心技术特点的是

A. 综合性 B. 静态性 C. 非标准化

D. 整体互动性 E. 全面性

17. 相较于其他素质测评形式,面试的特点在于

A. 对象的单一性 B. 内容的灵活性 C. 信息的复合性

D. 交流的直接互动性 E. 判断的直觉性

18. 整体分布分析包括

A. 个体分布表分析 B. 频数分布表分析 C. 频数分布图分析

D. 整体分布表分析 E. 整体分布图分析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

的涂“A”,错误的涂“B”。

19. 绩效考评为素质测评提供了实证与补充。

20. 选拔性测评的结果或是分数或是等级。

21. 特尔斐法的缺陷是由于不再考虑少数人的意见,容易失去一部分信息,同时也缺乏科学的

检验手段。

22. 能力倾向测验是对人的认知潜在能力的测评,是对认知活动的浅层次测评。

23. 面试从操作模式上划分,有问答基本式与操作综合式。

24. 评价中心主要是对技能人才进行综合技能的考察与绩效预测。

25. 评价中心可由一般人操作,对结果没什么危害。

26. 素质测评的时间选择要挑选测评组织者方便的时间,不用考虑被测试的因素。

27. 低信度的评分者用低信度的测评方法则测评结果必然不可靠。

28. 哈罗效应是指测评者往往会因为对被测者整体印象的好坏而影响对其每个素质的测评。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四、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29. 工作日志法

30. 面试

31. 对比效应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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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联效度

33. 标准误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24 分。

34. 简述测评标准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

35. 简述面试的基本类型。

36. 简述申请表的优缺点。

37. 简述评判结构效度的常用方法。

六、论述题:本大题 10 分。

38. 论述投射技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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