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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结束前

2025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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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体的各种素质、同一素质的各种成分作为高度统一的有机体存在于个体之中,它们相

互联系,难以分割,这反映了素质的　 　 　 特征。

A. 可塑性 B. 原有基础性 C. 综合性 D. 内在性

2. 以下属于文化素质的是

A. 知识 B. 学校教育程度 C. 思想品质 D. 技能与才能

3. 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工作分析在测评内容标准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形式

A. 工作目标因素分析法 B. 工作内容因素分析法

C. 工作行为特征分析法 D. 工作结果因素分析法

4. 下列关于投射技术说法错误的是

A. 测评目的的隐蔽性 B. 测评目的的明确性

C. 内容的非结构性与开放性 D. 解释的整体性

5. 主试人在面试中不要带着任何主观意志,一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应试者实际表现出发

进行测评。 这反映了面试的　 　 　 原则。

A. 目的性 B. 客观性 C. 全面性 D. 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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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中心是以测评　 　 　 为中心的标准化的一组评价活动。

A. 技术能力 B. 管理素质 C. 性格特点 D. 意志品质

7. 人员测评实施的标准化原则是指

A. 保证测评思路的一致性 B. 保证测评条件的共同性

C. 保证测评方法的连贯性 D. 保证测评次序的连续性

8. 定性分析是指依靠　 　 　 对测评对象素质进行诸如“高或低”、“强或弱”等的价值判断。

A. 模型构建 B. 感觉、印象、经验等

C. 数理分析 D. 实验

9. 根据各个指标(项目)间的差异,对每个指标得分适当扩大或缩小若干倍后再累加的方法是

A. 累加法 B. 平均综合法 C. 加权综合法 D. 连乘综合法

10. 以下哪项不属于标准分数?

A. 百分位数 B. 名次 C. T 分数 D. Z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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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素质包括

A. 身体素质 B. 文化素质 C. 品德素质

D. 智能素质 E. 创新意识

12. 加权的基本形式包括

A. 纵向加权 B. 横向加权 C. 综合加权

D. 全面加权 E. 深度加权

13. 下列属于认知测验的是

A. 成就测验 B. 智力测验 C. 能力倾向测验

D. 态度测验 E. 兴趣测验

14. 操作能力测试主要包括

A. 工作样本测试 B. 工作模拟测试 C. 工作环境测试

D. 工作绩效测试 E. 工作成果测试

15. 面试问话提纲是面试大纲的主要组成部分,问话提纲的构成包括

A. 通用问话提纲 B. 重点问话提纲 C. 工作经验

D. 受教育程度 E. 通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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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属于履历表项目包括的内容的是

A. 家庭状况 B. 工龄 C. 学历

D. 述职报告 E. 自我工作小结

17. 下列属于信度的分类的是

A. 再测信度 B. 复本信度 C. 一致性信度

D. 评分者信度 E. 结构信度

18. 素质测评结果报告的方式按内容可分为

A. 口头报告 B. 分项报告 C. 综合报告

D. 等级报告 E. 评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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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与发展是素质的外在表现。

20. 诊断性测评是以开发人员素质为目的的测评。

21. 主观经验法中对权重的分配要十分精确。

22. 在各种测评方式中,面试的信息沟通通道最多。

23. 在面试过程中,主试人要充分发挥感官的综合效应与直觉效应。

24. 由于测评情境与实际工作情境几乎一致,公文处理这种评价形式的效度较高。

25. 推荐信是由既熟悉被测评者又与测评者有密切关系的第三者以书信形式向测评者介绍被

测评者的文字材料。

26. 评分者信度主要揭示测评结果中个体的主观误差。

27. 区分度是指把具有不同素质水平的被测者适当区分开来的鉴别能力。

28. 趋中心理误差是指测评者不坚持测评的标准要求,就高不就低地测评而产生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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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重

30. 半结构化面试

31. 测评主体

32. 再测信度

33.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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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24 分。

34. 简述投射技术的主要形式。

35. 简述面试考官必须具备的条件。

36. 简述测评方案可行性分析与设计的主要步骤。

37. 简述心理效应误差的种类。

六、论述题:本大题 10 分。

38. 论述人员测评中测评时间和环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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