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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C_80_E9_80_89_E6_c26_23402.htm 面试特别是结构化面试

，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的一个重要环

节，近年来对选准选好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上看，

结构化面试是一种较为通用的领导人才测评方法，选拔人才

实际效果较好。但是，结构化面试在我国广泛应用的时间不

长，一些应试者对它还不够了解，面试过程中比较紧张，未

能取得应有成绩。为帮助应试者做好考前心理调适，充分展

现真才实能，这里简要介绍结构化面试的特点、程序及注意

事项。 结构化面试的内涵 与笔试相比，面试的主要优点是：

与应试者的沟通比较充分，通过一问一答，与应试者进行直

接的双向沟通；收集的信息比较全面，不仅有语言信息，还

有非语言信息，如体态、仪表、声音、眼神等；观察评判比

较直观，有利于对有关素质做出准确评判。目前，领导干部

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面试有多种形式，如结构化面试、半结

构化面试、演讲、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其中，结构化面

试应用得最为广泛。 结构化面试又称标准化面试，它要求对

试题构成、测评要素、评分标准、时间控制、考官组成、实

施程序和分数统计等各环节，必须事先按结构化要求进行规

范性设计。考官在与应试者以问答方式当面交谈过程中，根

据应试者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对应试者的有关能力和个性特

征作出评价。 根据所依据的基本原理不同，结构化面试可分

为情景面试和行为面试。在情景面试中，考官逐一向应试者

提出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要求应试者做出分析



，提出解决措施和办法。这种面试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行

为意向影响行为表现”，即应试者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着可能采取的实际行动。行为面试要求应试者描述以往工作

中相关事例，并说明当时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所采取的具体

措施和办法。它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人的行为有前后一致

性”，即过去的行为能预测将来的行为。目前，在公开选拔

和竞争上岗结构化面试中，主要采用情景面试，有时也采用

情景面试和行为面试相结合的方式。 结构化面试的功能及效

果 在结构化面试中，通常围绕执政能力，针对职位的要求和

能力框架，测评应试者的自我认知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决

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言语表达能

力及领导气质与风度等。 结构化面试的主要优点是规范化程

度高，对考官的依赖程度低，比较公平，信度和效度好，选

出来的干部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其不足主要是：各个

环节都是 “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形式上不够灵

活；面对7位～11位考官组成的面试小组，回答“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问题，有些应试者难免有心理压力，感到紧张

，若应对不当，有可能不能充分展示其真才实能。但是，近

年来对用人单位、考官以及应试者的匿名调查结果表明，各

方面反映结构化面试实际效果较好，主要体现在： 程序具有

公平性。结构化面试事先对试题构成、测评要素、评分标准

、时间控制、考官组成、实施程序和分数统计等各环节作出

规定。特别要强调的是，为确保考官评判客观公正，要求考

前对考官名单严格保密，考时坚持现场独立打分，计分时采

用体操打分法。这些规定及相应措施充分体现了用同一把“

尺子”选人，对应试者一视同仁。 试题具有针对性。针对职



位的职责任务和要求，选取典型的工作情景以及该职位工作

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设计面试试题。面试试题着力体现国情

省情以及行业、部门、单位、职位的特点，针对性强。 问题

具有开放性。与一般公务员的面试试题相比，领导干部结构

化面试试题的答题空间比较开阔，问题“口子”比较大，一

般领导干部或多或少都能回答。但是，根据回答的深度和广

度不同，可以考查应试者在知识、能力、经验等素质上的差

异。 结果具有预测性。结构化面试按照职位的要求进行系统

设计，测试较为深入，面试成绩能较好地反映出应试者的实

际工作能力。在面试中脱颖而出的干部，其素质结构比较符

合职位的要求，上岗后通常能在较短时间内进入角色。 近年

来，结构化面试的组织实施日趋规范，确保了面试测评工作

的保密、公平和效率。 考官构成。考官组通常由用人单位主

要领导、相关单位主要领导、行业专家和测评专家以及组织

人事部门领导等多方面人员构成，人数一般在7位～11位不等

。这种考官构成有利于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应试者能力素质和

个性特征作出综合评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