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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落下大幕，而于今年上半年较早完成笔试考试的广东、北

京、吉林和上海四个考区，将率先迎来今年各省市公务员面

试的第一个高峰。为此，中公教育专家将系统地为广大考生

解读公务员面试的相关工作，帮助大家全面认识面试、了解

面试，为下一阶段的备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2000年开始，

在国家各部委招考公务员面试过程中，部分单位开始采取尝

试采取无领导小组讨论的面试形式。这种面试形式相比于结

构化面试更为科学、客观，并且效率极高，很有可能成为将

来公务员面试的主流。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吉林省在招考公

告中明确，报考市州及其以上机关（含长春市所辖区、垂直

管理部门）的考生采用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法进行面试；报

考县（市、区）及其以下机关（含垂直管理部门）和报考公

安机关带编招录职位的考生及报考市州以下机关选调生采用

结构化面谈法进行。先行确定面试方式，也让考生在准备过

程中更具有针对性。 无领导小组讨论（Leaderless Group

Discussion，简称LGD）主要是通过给一组考生（一般是5-7个

人）一个与工作相关的问题，让考生们进行一定时间（一般

是1小时左右）的讨论，来检测考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口头表

达能力、辩论能力、说服能力、情绪稳定性、处理人际关系

的技巧、非言语沟通能力（如面部表情、身体姿势、语调、

语速和手势等）等各个方面的能力是否达到拟任职岗位的综

合要求，由此对考生作出综合评价。 在无领导小组讨论中，



评价者不给考生制定特别的角色，也不制定谁是领导，也不

指定每个人应该坐在哪个位置，而是让所有考生自行排位、

自行组织，评价者只是通过安排考生的活动，观察每个考生

表现，来对考生进行评价，这也就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名称的

由来。 一、 无领导小组讨论的试题特点 面试过程实质是对应

试者的刺激反应过程。一套有效的选拔性试题具备以下特点:

1．容易为应试者接受。 无领导小组讨论的试题取材应是应

试者日常学习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材料的表述形式也应该

是应试者能理解的。背景资料提供多少要看应试者对取材的

熟悉程度。 2．能够引起应试者在测评目标方向上的足够数

量反映。 无领导小组讨论的试题所引起的反应必须是与测评

目标相关.从统计上来说，行为样本的数量越大，考官对应试

者内在特质的推断越准确。 （1）能够引起每个应试者的反

应，并创造反应均等的机会。在目前我国的公务员考试过程

中，考官必须对每名应试者评分，因此，每名应试者都有机

会作出独立反应。另外，由于应试者的理解能力、个性、言

语表达、认知风格等个性因素对其外显行为产生影响，而这

些因素又不是测量目标，所以在讨论过程中应尽量减少个性

因素对应试者表达真实能力和素质的影响。 （2）反应必须

是外显的或可以被外化的。只有外显的反应才能被考官知觉

，并作为评价的依据。 （3）必须能够引发被试者间的充分

互动。在讨论中，应尽量为应试者创设相互作用的机会，以

反映应试者的能力特质。 二、无领导小组讨论基本特点 （一

） 基本特点 1、 人际互动性 无领导小组讨论最突出特点就是

具有生动的人际互动性，应试者需要在与他人的沟通和互动

中表现自己，无领导小组讨论考查的维度也与人际交往有关



，例如言语表达能力、人际影响力等。 2、 对考生的实际行

为进行评价，更加客观和准确 在结构化面试中，评分者主要

依据考生的口头回答进行评价，但说得好并不一定做得好。

而在无领导小组讨论中，评分者是依据应试者实际表现的行

为特征来对其进行评价的，因而评价更加客观和准确。 3、 

考生较难掩饰 在无领导小组讨论过程中，考生往往会处于压

力情境下，难以掩饰，往往会在无意间表现出自己各方面的

优点和缺点。 4、 效率较高 评分者能够同时考查多名应试者

，节省时间，提高面试工作效率。 5、 直接竞争性 无领导小

组讨论是将竞争同一职位的人放到同一时间、空间及场景下

，相比较与结构化面试，考生压力更大，更具压迫感。 三、

无领导小组讨论的优点及缺点 1、 LGD的优点 第一，LGD能

提供给被评价者一个平等的相互作用的机会。在相互作用的

过程中，被评价者的特点会得到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同时

也给评价者提供了在与其他被评价者进行对照比较的背景下

对某个被评价者进行评价的机会，从而给予更加全面、合理

的评价，即考生在相对无意之中能充分地暴露自己各方面的

特点。 第二，LGD具有生动的人际互动效应，通过被评价者

的交叉讨论、频繁互动，能看到许多纸笔测验乃至面试所不

能检测的能力或者素质，如被评价者在LGD中会无意中显示

自己的能力、素质、个性特点等，有利于捕捉被评价者的人

际技能和领导风格，提高被评价者在真实团队中行为表现的

预测效度。 第三，LGD具有赛马场效应，即LGD提供了一个

“赛马场”，在赛马场中选马（被评价者），有利于识别最

具有潜能的千里马。 第四，LGD具有真实诱发效应，即讨论

中的快速反应和随机反应，有利于诱发被评价者真实的行为



模式，大大减少了行为的伪饰性。 2、 LGD的缺点 第一

，LGD的一个突出缺点就是基于同一个背景材料下的各个不

同小组讨论的气氛和基调可能完全不同。有的小组气氛比较

活跃，比较有挑战性，而有的小组的气氛则比较平静，节奏

比较缓慢，甚至显得死气沉沉。一个被评价者的表现会过多

地依赖于同一小组中的其他被评价者的表现，一个很健谈的

人遇到了一些比他更活跃的人物时，反而会让人觉得他是比

较寡言的，一个说服力不是很强的人在一个其他人更不具有

说服力的群体中，反而会显得说服能力很强。这说明不

同LGD小组之间缺乏横向比较性。 第二，LGD对测试题目的

要求较高，题目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对被评价者的评价的全面

性与准确性。 第三，这种评价方式对评价者的评分技术要求

比较高，而且评价标准相对不易掌握，评价者必须接受专门

的培训。 第四，对被评价者的评价易受评价者的主观影响（

如偏见和误解），这容易导致评价者对被评价者评价结果的

不一致。 第五，被评价者有存在做戏、表演或者伪装的可能

性，其经验可能也会影响其能力的真正表现。 相关推荐： 公

务员面试高分之道：语言组织的五大要求 公考面试热点：如

何看待丰田公司召回事件 公务员面试社会热点面试题实例解

读：毒豇豆事件 攻克公务员面试社会类面试热点的不二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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