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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选拔优秀的生源是培养高素质研究生、提升研究生教育水平的前提。研究生复试

面试环节在选拔优秀生源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容置疑的。本文从素质冰山模型理论出发,

构建研究生生源素质层级,针对甄选优秀生源提出改进研究生复试面试技术, 以行为考察

作为面试核心,以期提升复试工作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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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 � 随着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浪潮的迅猛发展, 一

场以经济为核心、以科技为手段、以人才为实力的竞

争几乎波及每个国家与地区。其中,拥有一大批高

素质、高质量的人才是在这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的根本保证。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中的最高

层次,肩负着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创新人

才的重任,是增强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力量。选才是成才的前提。实行科学、合理的招生

考试制度,确保招生科学、公正、有效,选拔出真正优

秀的生源是培养高素质研究生、提升研究生教育水

平的前提。我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实施的是初试加复

试的模式,复试尤其是面试环节在选拔优秀生源中

的重要作用是毋容置疑的。优化复试方法和技术,

尤其是面试技术,是复试工作改进的核心。作为研

究生教育者兼管理者, 笔者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复

试工作最大的难点是难以发掘考生真实全面的素质

并作出公平、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在专家组综合面试

科学性和规范性欠缺的情况下。为此, 应明确优秀

生源的素质标准, 比照所要检测的素质标准进行复

试结构、复试内容、复试技术等系统的科学设计, 并

注重解决面试技术的有序和规范性问题。本文从素

质冰山模型理论出发, 构建研究生生源素质层级,针

对甄选优秀生源提出改进研究生复试面试技术, 以

行为考察作为面试核心,以期提升复试工作的效能。

二、研究生生源素质层级构建

� �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 � 麦克利兰 ( David C. M cClelland)提出了�冰山模型�,将人员个体素质的



不同表现形式划分为表面的�冰山以上部分�和深藏

的�冰山以下部分�。其中, �冰山以上部分�包括基
本知识、基本技能, 是外在表现, 是容易了解与测量

的部分,相对而言也比较容易通过培训来改变和发

展。而�冰山以下部分�包括社会角色、自我形象、特
质和动机,是人内在的、难以测量的部分。它们不太

容易通过外界的影响而得到改变,但却对人员的行

为与表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1]

美国学者莱尔� M �斯潘塞和塞尼 �M �斯潘
塞博士 ( Ly le M � Spencer, Jr � & Signe M �

Spencer )则进一步把个体素质形象地描述为漂浮在

洋面上的冰山, 其中知识和技能是属于裸露在水面

上的表层部分, 这部分是对任职者基础素质的要求,

但它不能把表现优异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别开来, 这

一 部 分 也 称 为 基 准 性 素 质 ( T hr esho ld

Competence)。基准性素质是容易被测量和观察

的,因而也是容易被模仿的;换言之,知识和技能可

以通过针对性的培训习得。内驱力、社会动机、个性

品质、自我形象、态度等属于潜藏于水下的深层部分

的素质, 这部分称为鉴别性素质 ( Dif�ferent iating
Competence)。它是区分绩效优异者与平平者的关

键因素。相对于知识和技能而言,鉴别性素质不容

易被观察和测量,也难于改变和评价,这部分素质很

难通过后天的培训得以形成。[ 2]

借鉴上述理论,为确保有效选拔研究生优秀生

源,应首先界定研究生生源素质层级,尤其是鉴别性

素质部分,以此明确优秀生源与普通生源在素质层

级上的差异,为优化复试方法,尤其是面试技术打下

基础。

鉴于权威性和规范性,研究生生源素质层级界

定应基于�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
作的指导意见�( 2006年) ,该意见中的�复试主要内

容�体现了对研究生生源素质较为统一的要求:

1. 专业素质和能力

(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

( 2) 全面考核考生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

应用技能的掌握程度, 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

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

( 3) 外语听说能力;

( 4)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2. 综合素质和能力

( 1) 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

( 2) 本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

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 3) 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和心理健

康情况;

( 4) 人文素养;

( 5) 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 3]

依据�教育部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

作的指导意见�, 结合冰山模型理论, 本文提出研究

生生源素质层级如下:

表 1 � 研究生生源素质层级表

素质层级 定义 具体内容 素质类别

显性技能

隐性技能

考生能完成某项工作或任务所具备的

能力

如:专业外语应用能力; 应用理论知识

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语言表

达能力(书面和口头)

基准性素质

如: 协作能力、创新能力 (专业发展潜

力)
鉴别性素质

显性知识

隐性知识
考生对某特定学科(专业)领域的了解

如:某学科基础性、客观知识 基准性素质

如: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学科发展动态 鉴别性素质

角色定位 考生的学业预期,即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如: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

现及定位
鉴别性素质

价值观
考生对是非、重要性、必要性的价值

取向。

如:信仰、思想政治素养、合作精神、献

身精神、创新精神
鉴别性素质

自我认知 考生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如:自信心、乐观精神 鉴别性素质

品质 考生持续而稳定的行为特性。 如:正直、诚实、责任心 鉴别性素质

动机
考生内在的自然而持续的想法和偏好,

驱动、引导和决定个人行动。
如:马斯洛五层次需求中的各层次需求 鉴别性素质

� � 如上表所示,基准性素质是对考生的基本要求, 而鉴别性素质才是选拔优秀生源的关键因素。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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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将知识和技能归为基准性素质, 但是本文

认为知识和技能内在也有显性和隐性的差异, 优秀

生源与普通生源在知识和技能上仍然存在层次

差异。

三、研究生优秀生源选拔方法优化构想 � � � 以行为考察为面试核心

� � 在研究生复试中,依据现行考试制度,采用的是

笔试加面试的模式。鉴于检测考生基准性素质与鉴

别性素质的目的,为提升复试效能,应合理分配笔试

和面试中的任务和内容。研究生复试笔试以检测考

生基准性素质(即显性知识和技能)为主, 试题不仅

仅考察考生对客观性基础知识的继承, 更应偏重于

考察考生的应用和实践能力。对某些特定学科或专

业而言,笔试不仅可以采用书面答题的形式, 也可以

采用实验或上机操作的形式。考虑到面试时间的有

限性,笔试内容和题目设计也可以发挥部分检测鉴

别性素质的作用, 例如心理健康测试、个人自述等。

这部分检测的结果将为专家面试最终评价提供良好

的参考。

如前所述, 鉴别性素质才是选拔优秀生源的关

键因素。不可否认, 考生的某些鉴别性素质, 例如思

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 包括本学科在内的学习、科

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及定位、自我评价、动

机等可以以书面方式佐证,如原单位组织鉴定、个人

总结、以往科研成果、专家推荐信等,甚至是上述的

复试笔试试题的书面答案, 但是任何书面材料都无

法替代面试环节。在面试过程中考生的表现无疑更

真实、全面、直接。研究生优秀生源选拔重在鉴别性

素质的检测,而这主要依赖面试环节专家的发掘和

评价。基于前述美国学者的理论, 鉴别性素质是冰

山水下深藏的部分, 很难以直接观察和直接询问的

方式发掘。考生甚至还会由于时间有限、情绪等原

因,发挥失常,无法真实展现和表达自己。因此,有

效甄别鉴别性素质的面试技术是提升复试效能的

关键。

为有效实现面试甄选,需要能够代表考生鉴别

性素质的预报因子, 它能与考生鉴别性素质对应并

能从考生身上直接观察到。这一因子就是行为。人

的行为是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卢因, 1951)。

个体的行为认识、行为能力和行为意愿对行为起主

导作用。行为认识、行为能力和行为意愿可以对应

前述鉴别性素质。行为是显性的,可以直接观察的,

可以用语言和文字描述的, 甚至可以用影像记录的。

基于此,研究生优秀生源选拔中面试应立足于考察

考生行为,尤其是过去具体的行为, 发现其规律性,

以此判断考生具备的鉴别性素质, 从而正确评价考

生是否优秀。

四、研究生优秀生源选拔中行为考察的具体技巧

� � (一)建立测评系统以促进评价结果的客观、
公正

首先,在明确需要检测的鉴别性素质基础之上,

招生单位或专家组应在面试之前建立测评系统, 如

下表所示。该系统具体确定各项素质的评价标准,

尽可能进行量化, 提升专家组面试评价结果的客观

性、公正性。

表 2 � 鉴别性素质测评标准体系表

素质层级 具体内容 评价标准 权重

隐性技能 如: 协作能力、创新能力(专业发展潜力) 好、较好、一般、差、很差 15%

隐性知识 如:知识的广度与深度、学科发展动态 好、较好、一般、差、很差 10%

角色定位 如: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及定位 好、较好、一般、差、很差 15%

价值观 如: 信仰、思想政治素养、合作精神、献身精神、创新精神 好、较好、一般、差、很差 15%

自我认知 如: 自信心、乐观精神 好、较好、一般、差、很差 15%

品质 如: 正直、诚实、责任心 好、较好、一般、差、很差 15%

动机 如 :马斯洛五层次需求中的各层次需求 好、较好、一般、差、很差 15%

� � 上表中,评价标准各等级可对应百分制中的 90 分及以上、80分、70 分、60分、50分及以下,可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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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细化评分细则。将各位专家评分加总平均后即可

得出量化的面试专家组评定结果,分值高低或等级

高低体现考生的优秀程度。

(二)专家提问技巧是面试技术的关键环节

其次,面试专家应以行为考察为核心把握面试

进程。面试通过专家与考生之间的问答来获得考生

过去行为的实情。在有限的面试时间里, 专家必须

思路清晰,把握谈话方向,将考生的陈述引向检测其

是否具备某项素质的行为领域,并尽可能去伪存真。

具体而言,以行为考察为核心的面试先需要将考生

引入某一确定的范围进行探查, 当发现与某项素质

密切相关的事件后, 深入发掘考生的具体行为表现,

了解事件真相, 据此判断考生素质。由此,专家提问

的技巧是面试技术的关键环节。

专家提问应是一个科学有序的组合:用无限制

提问开始,为考生提供开放式陈述的领域;用一系列

直接提问或限定性提问深入向下发掘考生的具体行

图 1� 专家提问技术

为;再用调查式提问更加明确地界定谈话边界, 引导

考生在更为具体的方面深入。上述过程随着探查领

域的变换而循环进行。

例如,以评测考生的隐形知识和技能为例。�请

谈谈你对该学科热点和前沿问题的了解。�这是一个
典型的无限制性提问, 将考生引入探查领域。�你刚

才提到了代表学者 � � � ,请问他的代表性观点是

什么? 代表性著作是什么? 你有何评价?�这是限定

性提问,深入发掘考生学科认识的深度和创新能力。

当考生介绍其曾参与科研工作, 但涉及与他人协作

方面细节不详甚至有意回避、修饰时,为深入了解,

可用调查式提问�能否谈谈你是如何与同组的其他

人相处的。�
面试是一个问答的过程, 最重要的仍然是考生

无拘束的谈话。只有在考生的陈述中, 专家才可能

去发掘。所以专家组合式提问固然是一种技巧, 但

是专家对细节的处理, 例如:各项素质的重要性和相

互关系、对问题组合的整体设计、针对某项素质具体

问什么问题、如何在鼓励考生说话的同时有效控制

面试进程、如何起承转结等,成员专家之间如何协作

等,则更是一种高超的技艺,不是简单的书本学习可

获得的,需要时间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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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Interview Techniques for Enrollment of Good Graduate Students

ZEN G Jun�li, L IU Yu�lin, LI Zhi

( Chong qing Univ er sit y , Chong qing 400044)

Abstract: The selection o f go od students is a prer equisite of high�qua lit y gr aduate education. Inter view s play an impor tant r ole

in the enro llment of go od gr aduate students. Based on a hierarchical quality model, a discussion is made on the constr uction o f

a lay ered sy st em o f student qualit ies, improvement of inter view techniques for the enr ollment of g raduate students, inter view s

focused on the assessment of applicant behav io r, and enhanc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enr ollment examinations.

Key words: good g raduate student; quality layer ; inter view for behavior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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