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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5_c26_516782.htm 一、科学性 面试试题

不仅应该是正确的、科学的，而且就达到面试目的而言应该

是使用的、有效的。比如：考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可以考

虑用这样一道题目：“有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

岸，流必湍之’，你怎么看?”(如考生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换一种问法：“‘枪打出头鸟’你怎么看?”)此题首先可

考查考生文化素质，如不理解“木秀于林⋯⋯.”的含义,其文

化素养可能不高。由考生的回答,可自然表现其综合分析能力

。根据考生回答,考官可进一步追问“如果你是秀于林的木，

你将如何与人相处”?进而了解考生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

好的考生可以联系中华文化的特点,深刻分析“木秀于林⋯⋯

。”的含义,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并分析

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同时能恰当、积极、建设性地提出,如果

自己是“秀于林的木”，将如何做。面试中考官若能深刻领

会出题思路，加以变通追问，试题的有效性一定可以得到充

分的保障。 二、内容有明确目的性 面试的目的是要进一步考

查报考人的能力水平、工作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以

弥补笔试的不足，为选择合适人才提供充分依据。面试内容

如果不明确、不具体，则面试的目的难以达到，进而影响录

用考试总体目标及录用计划实现。面试要依据面试评价目标

，制订试题，从面试目标出发编制试题。 三、重点性 编制题

目是为了完成对重点内容的考查，进而实现面试目的。所以

，题目所及必须是面试所要考查的重点。否则，面试时就会



出现主试人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提问，报考人不得要领、

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地应答的局面。 四、共性和个性 每项面

试内容可从不同角度出一组题目，面试时根据情况有选择地

提问，这样效果更佳。同类岗位的面试题目可分为个性问题

和共性问题两大类。 个性问题，要针对报考人的不同经历和

岗位要求提出，而且总是必须非常明确具体，能紧紧抓住个

人经历和岗位要求中有代表性的东西，提问不在多而在精。

个性问题事先要经过周密考虑，基本上是定型的，但并不排

斥根据临场情况做必要的变通。 共性问题，主要指围绕岗位

所需专业知识所提出的问题，对各个应试对象提问的范围和

重点应基本相同，故称为共性问题。但要注意，所谓共性，

是指提问的范围、类型、性质、大小和难易程度等，而不是

对所有报考人都使用同一套试题或同一种模式。 五、可评价

性和透视性 问题要有可评价性和透视性是指问题能够拓展开

考生的思维，问题设置一定不可“直来直去”，即“正面提

问，正面回答，正面评价”，这种试题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好试题是具有可评价性和透视性的。如下例： 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组织党政干部下基层的通知》下达后，部领

导十分重视，责成人事司负责组织。经研究，司领导安排由

你具体负责这一工作，你准备如何开展这一工作?此题的测试

目标是组织协调能力。测试点有“吃”透两头的意识，办事

有计划(处理好具体组织与各司及领导的关系)，解决具体问

题，掌握要求，依靠各司对本司干部调查，拟定下基层的地

点、单位，提出意见请示人事司领导，制订工作计划做出安

排，请部领导动员，解决下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明确下基

层的任务，分期分批带队下去等方面。 例：在你生活和工作



的环境中，你经常要接触哪些/百考试题收集/人?你是如何处

理同这些人的关系的。如果其中有你不喜欢又不得不与之打

交道的人，你如何应付这种情况? 这道题的测试目标是人际关

系的合作意识和技巧，特别是难处关系的处理能力。测试点

有沟通能力，原则性和灵活性，处理问题的方式，主动性和

适应能力、应变能力。 六、形式的包容性 1.试题的大小要适

度。尽量短小精练，采取“大题化小、成套组合”方法，否

则会使考生觉得题目太大，无从下手.若太琐碎、细小，则会

影响考试质量。 2.试题要新鲜。如角度新、观念新、材料新

、形式新。 3.试题要有开放性、启发性。能触发思想火花，

启发考生思路，并运用自己的实践经验作答。如辩论、演讲

的题目，要有争议性，利于思辨，考生愿谈、可谈。 4.试题

所用材料考生要熟悉。试题力求与考生的实际生活接近，便

于其理解，并能从容自然地回答问题，使考官了解到其真实

的思想情况。比如：根据你以往的经验，要想获得多数同事

的好评，最主要的靠什么?这道题紧贴考生的实际，让其凭借

自身以往的经验答题，使考生不感费解，能够自然表露真实

的想法。 5.试题要清晰。试题在表述上要做到清晰易懂，使

考生能迅速、准确地理解题意。 七、试题内涵的丰富性 内容

有价值，与目的内在联系紧密，并且可以实现目的，否则实

现目的就是一句空话.另外，进入面试的可能是多位报考人，

因而面试内容要有可比性，即通过对报考人按规定内容进行

面试，不但可以探知某人在这方面的情况，还可以对所有报

考人进行比较，以定优劣。 八、试题新颖性与启发性结合 为

提高试题的有效性，应该注意材料新、视角新、观念新、表

述新、形式新，避免重复，以便于测试考生某些素质的真实



水准。但这种新颖、新异、新奇要与启发性结合起来，从而

促使考生的相似联想和对比联想进入活跃状态，摆脱拘束与

紧张，切实探掘其潜力而表现潜在素质。 例如：“孙中山说

：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拿破仑却说：不想

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请你对此加以评析。”从考生对

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的比较、分析和评价中，可以比较

有效地测评其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价值观和进取心。 九、

其他要求 1.语言要精练、明确，不可摸棱两可，语意不清。

摸棱两可或语意不清会给考生带来思考障碍，让考生不能充

分发挥。 2.提问的宗旨不是“问难、问倒”考生，而是给考

生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考生的全部素质展现了，考官才能

发现问题，因此，“问好、问巧”是出题宗旨。 3.问题要有

针对性和明确的意图。 4.问题编制要注意政策，不可提侵犯

考生人权问题，凡涉及个人隐私、家庭问题的题，尽可能回

避。 5.问题不可过长，过长的问题本身会成为应试者理解问

题的障碍。"#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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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