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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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试卷分A、B卷,使用2004年版本教材的考生请做A卷,并将答题纸上卷别“A”涂黑;使

用2015年版本教材的考生请做B卷,并将答题纸上卷别“B”涂黑。不涂或全涂,均以B卷记

分。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A卷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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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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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题,每小题2分,共26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素质的第二特性是它的   ,素质是高度统一的个体行为与特定系统中的稳定的结构因

素。

A.可塑性 B.原有基础作用性

C.差异性 D.稳定性

2.绩效考评主要是对主体工作后结果的分析与审定。具体地说,绩效考评是指考评主体对个

体或组织   及其价值的考查与评定。

A.经济效益 B.活动内容 C.活动成果 D.活动表现

3.人们对测评的要求非常严格,非常精确,因此,测评的标准无论合理与否,一旦确定绝不允许

丝毫变动,否则所选拔出来的“优秀者”就难以取信于民。这是选拔性测评的   特点。

A.测评过程特别强调客观性 B.特别强调测评的区分功能

C.测评的标准刚性最强 D.测评指标具有选择性

4.1921年,卡特尔、桑代克和武德沃斯等著名心理学家建立了第一个较大的心理测验公司,将

心理测验向   推广。

A.家庭 B.学校 C.军队 D.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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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列哪种气质类型具有这样的特点:安静、沉稳、反应缓慢、沉默寡言、情绪不易外露、注意稳

定难以转移、善于忍耐,具有内倾性?

A.抑郁质 B.胆汁质 C.多血质 D.粘液质

6.目前绝大多数面试都事先有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对操作要求有一定的程序规定,以提高面

试的质量与可比性。这是面试的   发展趋势。

A.形式多样 B.内容全面

C.试题的顺应化 D.程序规范化

7.主试对被试问、察、听、觉综合进行,说明说明面试具有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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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压力面试是事先给应试者制造一个   的气氛,使被试者一进门便处于恐怖气氛中,接着

主试人穷追不舍地寻究问底,不但问得切中要害而且常常把被试者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直

至被试者无法回答为止。

A.紧张 B.和谐 C.恐怖 D.平淡

9.   是指实际测评到的内容与我们想测评的内容的一致性程度。

A.效度 B.信度 C.关联效度 D.内容效度

10.测评结果以同样的测评工具、测评方式与测评对象再次获得测量结果的变异程度,是指

A.信度 B.再测信度

C.复本信度 D.一致性信度

11.某种统计量在抽样分布中的标准差,是对测评结果误差的数值描述,它是揭示实得分数在

真分数附近变异的一个指标,表示样本的变化性,是指

A.误差 B.差误 C.标准误 D.标准差

12.被测评者行为(包括回答与实际表现)符合项目测评标准的程度,是指

A.适合度 B.区分度 C.难度 D.标准度

13.所谓众数,是相同人数最多的那个素质特征、分数或等级,它代表整体水平结构自然群中

   的典型群水平。

A.最大 B.最小 C.最一般的 D.最少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

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14.从广义上说,下列属于人员测评的是

A.举止相貌 B.身高体重 C.智慧

D.品德素质 E.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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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列属于配置性测评特点的有

A.精确性 B.客观性 C.严格性

D.准备性 E.针对性

16.下列属于操作与运用考核性测评原则的有

A.全面性原则 B.充足性原则 C.可信性原则

D.精确性原则 E.权威性原则

17.根据测验的目的,可以将心理测验划分为

A.描述性测验 B.计划性测验 C.诊断咨询性测验

D.人格性测验 E.配置性测验

18.下列属于导出分数形式的有

A.名次 B.百分位数 C.Z分数

D.T分数 E.标准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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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19.素质是个体完成任务、形成绩效及继续发展的前提。如果把素质限制在个体范围内,是指

个体完成一定活动(工作)与任务所具备的   ,是行为的基础与根本因素,包括生理素

质与心理素质两个方面。

20.素质并非天生不变,不健全的素质可以健全起来。这说明了素质具有   的特性。

21.绩效,是指主体在一定时间与条件下完成某一任务所取得的业绩、成效、效果、效率和效益。

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般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作效率,包括时间、财物、信息、

人力及其相互结合利用的效率。工作任务完成的质与量,包括工作(学习)中取得的数量与

质量。   ,包括工作(学习)中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时间效益。

22.素质测评是指测评主体采用科学的方法,收集被测评者在主要活动领域中的表征信息,针

对某一   作出量值或价值的判断过程;或者直接从表征信息中引发与推断某些素质特

性的过程。

23.要求测评者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权威人士或专家,这是指操作与运用考核性测评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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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05年,法国心理学家   把智力看作人的一种高级复杂的心理活动,创造了世界上第

一个智力测验———比奈-西蒙量表。

25.素质测评量化除了方便简洁的   功能以外,还有助于促进测评者对素质特征进行细

致、深入的分析与比较,有助于从大量的具体行为中抽象概括出本质的特征和作出尽可能

准确的差异比较。

26.通过广泛的调查与咨询来建构与筛选素质测评目标与指标,是建构测评指标体系的   

方法。

27.根据测验的材料特点,可以将心理测验划分为   和非文字性测验。

28.知识测评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进行,它们是记忆、   和应用。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3分,共12分)

29.当量量化

30.气质

31.结构效度

32.复本信度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33.举例说明选拔性测评特别强调测评的区分功能的含义。

34.操作与运用考核性测评时要掌握的充足性原则是什么含义?

35.什么叫能力倾向?

36.什么叫投射技术?

37.多血质气质类型有怎么样的特点?

六、论述题(本大题12分)

38.工作分析是测评标准体系建构的基本方法之一,工作分析的方法也有许多种,具体有哪些,

请说出六种,并给予一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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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卷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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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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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以服务于了解素质现状或素质开发中的问题为目的的素质测评是

A.考核性测评 B.诊断性测评

C.配置性测评 D.开发性测评

2.素质测评量化除了方便简洁的   功能以外,还有助于促进测评者对素质特征进行细致、

深入的分析与比较,有助于从大量的具体行为中抽象概括出本质的特征和作出尽可能准确

的差异比较。

A.内化表述 B.表征信息

C.物化表述 D.内化信息

3.区分度,是指项目把具有不同素质水平的被测评者适当区分开来的   能力。

A.鉴别 B.操作 C.管理 D.考查

4.依据心理测验所测量的行为目标进行分类,可划分为认知测验与人格测验。其中,人格测验

测评的是

A.道德 B.社会行为 C.性格 D.行为习惯

5.在下列的方法中属于多目标决策方法的是

A.特尔斐法 B.层次分析法

C.多元分析法 D.主观经验法

6.评价中心是以测评   素质为中心的标准化的一组评价活动。

A.决策 B.操作 C.管理 D.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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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操作能力测试中,   是测量申请人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中实际的执行某些工作任务的

表现。

A.行为测试 B.工作样本测试

C.工作模拟测试 D.虚拟环境测试

8.   即以分数的形式反馈测评结果。

A.反馈报告 B.成组测评 C.分数测评 D.分数报告

9.面试的方法与技巧中关于如何“问”,应该是以自然、亲切、渐进、   的导入。

A.询问式 B.主动式 C.聊天式 D.被动式

10.   指测评者因对某种特点或某方面的测评结果有清晰、强烈的观察印象而冲淡了对其

他方面测评结果的印象而产生的测评误差。

A.近因效应 B.首因效应 C.定势效应 D.光环效应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

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11.公文处理的具体形式,按其具体内容,又可分为

A.背景模拟 B.公文类别处理模拟 C.信函处理

D.处理过程模拟 E.处理结果报告模拟

12.人员分析技术和方法多种多样,根据人员分析的出发点可分为

A.职位定位 B.任务定位 C.项目定位

D.心理定位 E.工作者定位

13.素质测评标准体系及其分数等级、评语,在素质测评过程中,是充当一种价值等价物的作

用,它一般由   等三个要素组成。

A.要素 B.标记 C.指标

D.标准 E.标度

14.从表征形式看,品德结构包括   等类型。

A.意志型 B.态度型 C.兴趣型

D.理智型 E.情绪型

15.常见的数据综合方法有

A.累加法 B.平均综合法 C.加权综合法

D.连乘综合法 E.指数连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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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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16.所谓   是对标准的外在形式的划分,常常表现为对素质行为特征或表现的范围、强度

和频率的规定。

17.测评结果与某种标准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叫做   。

18.对于知识的记忆测评,可以从记忆的   、准确性与持久性等方面进行衡量。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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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分难割,统一作用于行为方式、行为产品与工作绩效,这说明了素质的   。

20.   的考场安排方式,强调主试人与被测试者之间的平等关系,适合于交谈问答式面试。

21.角色扮演主要用以测评   的情境模拟活动。

22.在操作能力测试中,   被认为是所有测试中具有最高效度和信度的测试,因为它们系

统地测量了与工作直接相关的行为。

23.复本信度,是指测评结果相对于另一个非常相同的测评结果的   程度。

24.考核包括对工作业绩、工作能力、   的测评。

25.与顺序量化相比,   比其更进一步,它不但要求素质测评的对象的排列有强弱、大小、

先后等顺序关系,而且要求任何两个素质测评对象间的差异相等。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4分,共20分)

26.素质测评

27.心理测验

28.压力面试

29.误差

30.人员分析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5分,共25分)

31.何谓效度? 常见的效度考评方法有哪些?

32.测评标准体系建构的步骤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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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面试考官必须具备的条件有哪些?

34.绩效考评与素质测评的关系是怎样的?

35.评价中心法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六、论述题(本大题15分)

36.选择素质测评方法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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