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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素质测评相关理论



人力资源测评
技术－附加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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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个性）适应性

能力水平（智力、知识－一般性与专业
、技能－潜在与现实）

道德水平与可信任水平

环境适应性（工作物理、人际氛围
）

动机水平（一般性、职业动机）－兴趣
、爱好、态度

企业进行招聘时测定的主要指标

健康水平（生理、心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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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测评内容、目标与指标
1、测评内容

     指素质测评所指向的具体对象与范围，如
德、才

      内容由测评目的与所测客体的特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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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式

结构

知识 能力 思维
方式

操作
行为

日常
表现

绩效
表现

德

智

体

个体素质测评内容分析表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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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

结构

知识 能力 思维
方式

操作
行为

日常
表现

绩效
表现

基础知识

专业知识

相关知识

岗位知识测评内容分析表



测评目标
测评目标是素质测评中直接指
向的内容点。如品德中的“诚

实”、“正直”、“谦虚”

测评指标
测评指标是素质测评目标操作化
的表现形式。如“纪律性”



测评指标是对测评对象特征状态的一种表征形式。单
个的指标反映测评对象某一方面的特征状态，而由反
映测评对象各个方面特征状态的指标所构成的有机整
体或集合，就是测评指标体系。

 指标结构与形式

 测评指标＝测评要素＋测评标志＋测评标度

 测评要素＝测评对象的基本单位

 测评标志＝揭示测评要素的关键可辨特征

 测评标度＝测评要素或要素标志的程度差异与状态顺序



逻辑思维能力
测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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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测评要素 测评标志 水平标度

逻辑思维能力

1，回答问题层次是否清楚 清楚 一般 混乱

2，论述问题是否周密 周密 一般 不周密

3，论点论据照应是否连贯 连贯 一般 不连贯



l 1，测评标志的形式

评语短句式：如“语言表达能力”指标下的要素“用词准确性
”的测评标志：

l 没有用词不当的情形

l 偶尔用词不当的情形

l 多次出现用词不当的情形



（2）设问提
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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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要素 测评标志
测评标度

优 良 中 可 差

协调性

1合作意识怎么样？

2见解、想法不固执吗？

3自我本位感不强吗？



（3）方向指
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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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要素 测评标志 测评标度

业务经验
主要从应聘者所从事的业务
年限、熟悉程度、有无工作
成果等方面进行测评

根据具体情况
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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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评标度的形式

（1）量词式标度：如“多、较多、一般、较少、少”

（2）等级式标度：如“优、良、中、差”或“A、B、
C、D”等。
（3）数量式标度：

测评要素 测评标志 测评标度

综合分析能力

1，能抓住实质，分析透彻 10

2，接触实质，分析较透彻 5

3，抓不住实质，分析不透彻 0

点标式标度示例



连续区间式标
度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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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要素
测评标度与标志

5-4.5分 4.4-4分 3.9-3.5分 3.4-3分 3分以下

协作性 合作无间 肯合作 尚能合作 偶尔合作 我行我素



4,定义式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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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要素 三级标度定义
测评结果

序号 要素描述 A B C

1 次废品率 基本无 很少有 很多次

2 作业快慢 能完成 有时能 较慢

3 爱惜设备 能爱惜 能注意 会乱来

4 成绩如何 基本达标 靠近目标 差远了

5 合作共事 乐于帮忙 能帮则帮 帮不了

6 出勤情况 很少发生 不算多 经常出现

7 热心工作 干得出色 不感兴趣 讨厌

8 兢业精神 工作踏实 说得过去 马马虎虎



5,图表式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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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 1 2 3 4 5

1,有些东西尽管不起直接作用,但必须学习

2,别人求助时如不方便就断然拒绝

3,认真考虑,然后才行动、说话

4,总是把表对得很准

5,生活态度是“三思而后行”

6,性情总是“水波不惊般地平稳

7,收到信件马上就回函

8,做事时先确认不会失败后才开始行动

9,做事时考虑先后缓急

思考型性格测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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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他人的事情尽量不插嘴

11,工作先安排好顺序,所以忙而不乱

12,综合自己的想法后再说话

13,几乎从不丢失携带的物品或失手打碎东西

14,笔记中的字的大小形状始终不变

15,别人说你面无表情

16,不受一时的气氛所左右

17,一经决定便尽量遵守

18,写重要的信件或文章时必打草稿

19,从不因一时冲动而买东西

20,没事不打电话

21,买食物首先注重营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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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尊重每个朋友的个性,决不勉强

23,虽然情绪有些不好,但仍把分配的工作做完

24,人生有许多东西不能用金钱买到

25,决不泄露朋友的秘密,背叛朋友的信任

26,借东西到期一定归还

27,怕出麻烦,门窗一般都关闭着

28,打电话之前先考虑好说话的先后顺序

29,彻底寻找失败的原因

30,高效率地记笔记,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31,亲自充分调查入学学校和就业单位

32,得到详尽的说明后,才开始工作

33,即使别人打破了规律,自己也不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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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在人生中比起才能来,气质更重要

35,做事时比起率先行动更善于善后处理

36,不管多么急也不加塞儿

37,经常发现报上的校对错误

38,外出旅行时先准备好洗脸毛巾

39,闲暇时喜欢猜谜读书等活动

40,出了麻烦尽可能不去找人商量,独自思考

41,做事有条理,一切按计划行事

42,把书信重复看几遍才放下心来

43,不干完手头的事不接新的工作

44,做事时有人过来说话也不受干扰

45,即使不拿手的事情也不退避三舍,总想试试



自我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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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身体健康是因为生活有规律

47,愿意细心地做同样的工作

48,晚上制定好第二天的计划才入睡

自我诊断方法:

1,读完1-48题,如果认为同你平时所感、所做一致，就在方格内
画⊙，不一致画×，不置可否画∧。

2，⊙记2分，×记1分，∧记0分，然后计算总分。

3，70分以上为思考型，40分以下为非思考型，41-69分为倾向

不明。



二、指标的作
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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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化联接作用：物理测量以物量物，具体可

行，素质测评以主观度无形，以观念评抽象，不

可操作。
01

2，导向统一作用：测评指标是一个标志，引导

大家行动。02

3，防止主观片面与深化认识作用：按标志分要

素与标度测评，克服了主观随意性；同时在制定

指标过程中又加深了对测评对象的认识。
03



三、指标设计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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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与测评对象同质原则：测评指标与
标志特征同所测评的对象特征相一致
。
2，可测性原则：设立的指标应可以辨别、可以

比较、可以测评。

01

如：“工作经验”本身难以测评，但把它
表征为“工作实际年限”时，就能直接测
评。另如用茶缸测灯泡的体积，得注意方

法。

02



3，普遍性原则：即设立的指标
从内容到形式，要能适合所有的
测评对象，有足够的代表性。

4，独立性原则：设立的指标
在同一层次上应相互独立，没
有交叉。

5，完备性原则：设立的测评指
标体系在总体上要能全面地反映
测评对象的主要特征，即少而精
、少而全。

6，结构性原则：即要求所设
立的测评指标体系在总体上要
有条件、过程与结果三个方面
的指标，防止“短期行为”。



四、指标设计
的过程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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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内容
的设计

归类合并
与筛选

量化

试用

检验

修改



一、要素拟定

指标设计的方
法与技术

24

测评要素的拟定是

整个指标体系内容

设计的基础，标志

选择与标度划分都

是在此基础上进行

的。

01

1，工作分析法：观

察法、工作者自我

记录法、主管人员

分析法、访谈法、

关键事件法、问卷

法。

02

2，榜样分析法：榜

样要典型，榜样中

的关键特征与特征

中的关键要素。如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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