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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结构化测评具有自主评判、内容灵活、氛围轻松等特点,适用于对不同个体开展差异化考查,发掘

个体潜质,但其运行条件相对苛刻。本文从非结构化测评的内涵以及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复试的特点进行

必要性阐述,分析了在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中开展非结构化复试的可行性,并立足非结构化复试的信度和效

度,从设置考查要素、确定生源筛选标准、建立复试专家组、设计复试试题、制定评价标准和完善评价体系等

方面设计了非结构化复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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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研究生招

生制度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全国统考为主、推荐

免试为辅的多种方式并存的多元招生选拔机制,为
实现科学选才提供了制度保障[1]。从人力资源管理

角度来看,研究生招生属于人才测评范畴,即采用一

定的测量方法,对考生知识水平、个性特征、发展潜

力和价值取向等素质开展测量与评价,为选人用人

提供依据。全国统考实行初试、复试两阶段招生制

度,初试以全国统一组织的笔试方式进行,复试主要

以招生单位组织的笔试+面试方式进行。推荐免试

则以推荐选拔替代初试,在接收阶段由招生单位自

行组织复试,这个复试是保证生源质量的重要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选拔和公平公正是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基本

原则。相对于科学选拔,公平公正更容易直观表现,
研究生招生一般采用差额复试,受到考生及社会的

关注。以往,复试大多采用结构化测评的方式进行,

即对复试的组织流程、问题设置、考核要素、评分标

准等进行规范化、结构化和精准量化[2],使所有考生

的测评程序相同,考题基本相同,考查结果客观且具

有区分度。结构化测评既有利于招生单位考查考生

基本能力水平,又因操作方式符合公平公正的要求,
受到招生单位和考生的青睐。然而,相对于操作形

式上的公平公正,结构化测评程序严密,甚至过于僵

硬,缺乏灵活性,导致其在科学选拔方面存在一定缺

陷。具体表现为:
第一,结构化测评考核内容上要求统一规范,而

考生与考生之间存在内在素质的个体差异,这些差

异体现在人格、智力、价值观、知识、态度、技能和能

力等方面,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选拔出的考生易于

成为统一规格的“标准件”,不利于专门人才和跨专

业考生的选拔。
第二,结构化测评评价方式上追求客观、量化,

而招生复试不但要考查考生所具备的专业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以及基本技能掌握程度,还要考查考生

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等。前者宜使用客观试题考



查,而后者需要考查创造性思维和专业素养,评价标

准具有非确定性,宜使用开放性试题考查,以往的结

构化测评难以灵验评判。
相对固定的考核内容、考核程序以及评价标准

将考核限定在固定范畴内,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生

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利于导师招生自主权的有效发

挥。这种缺陷在推荐免试招生复试中尤其明显。不

同于全国统考,推荐免试在复试阶段考生之间竞争

相对缓和,结构化测评公平公正的制度优势被大为

弱化,反而在科学选拔上的缺陷被进一步放大,这也

导致了推荐免试复试录取中 “唯学校层次”和“唯推

荐排名”等乱象情况的出现,偏离了人才选拔规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提出“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的考试招生制度”。研究生招生复试应在保证公平

公正的基础上追求科学选拔,在不同的招考模式中,
根据考生的特点因类施策。全国统考报考人数多,
竞争激烈,复试开展结构化测评能够最大限度保证

公平公正,体现国家考试公信力。而推荐免试相对

于全国统考考查方式更加灵活,在复试中为有效避

免结构化测评的缺陷,有必要尝试探索其他的测评

方法。一些大中型企业为弥补结构化测评的不足,
在对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招聘中经常使用“无领导小

组讨论”和“实际问题的调研”等非结构化的能力测

评方法[3],取得了良好成效,这也为研究生招生,特
别是在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复试中开展非结构化测

评提供了借鉴方案。

二、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复试中

开展非结构化测评的可行性

(一)非结构化测评的优势及应用条件

非结构化测评与结构化测评的区别在于测评内

容和形式的标准化程度。非结构化测评追求深层次

了解考生,采取灵活的考查方法,既没有固定的结构

框定,也不使用有标准答案的固定问题,多以面试形

式进行,具有明显的随机性,以及深入化和差异化等

特征,在考查考生潜质方面优势明显。第一,考官具

有自由裁判权。评分标准不固定,考官可针对考生答

题思路、角度和风格等特征,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及

理解自定评判标准。评判结果直接体现考官意志,考
官自主权得以充分发挥,体现专家智慧的高水平选

才。第二,测评内容自由灵活。考官一般提出一个初

始问题或设定一个情景,根据考生的回答进行追问;

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回答,还可提出多个问题,追问

可以往多个方向发展[4],没有固定规则和框架。考生

不易提前准备,回答内容出于本能,有利于真实考查。
第三,考查环境轻松自由。测评内容以开放性问题为

主,没有固定答案,考官可以任意地与被试者讨论各

种话题[5]。测评氛围宽松,过程自然随意,考生容易

敞开心扉,更能激发考生潜能的发挥。
但由于非结构化测评存在结构化和标准化低,

被试者之间可比性不强,影响测评的信度和效度[5],
因此尚不具备普适性,其应用需要满足特定条件。
第一,自主性考查。结构化测评为保证可比性,追求

统一化,易受事先安排好的规则和框架约束,而非结

构化测评重在发掘潜质,追求差异化,测评流程、内
容、方式、时间均由考官自由把握,针对某些特质,考
官认为如有必要可以随时调整既定策略,进行更深

入考查,因此考官要具有较高自主性。第二,精英式

考查。结构化测评考查点主要体现在易于测量和比

较的通性要素上,便于进行显性比较,适应大众化考

查,而非结构化测评考查点在特性素质,考查对象宜

少而精,即根据特定的条件和标准开展指向性测评,
挖掘特质,评判匹配度,选拔出最合适的个体或群

体,在企业中一般用来考查中高级领导干部。第三,
轻竞争性考查。结构化测评追求公平公正,致力于

考查结果不被质疑,而非结构化测评往往可比性弱、
信度低,容易引起公平性质疑,所以适用于竞争性偏

低或者公平性不被过度解读的人才选拔情境。
(二)推荐免试招生复试具有深入化、差异化考

查的内在要求

推免招生制度分推荐和接收两个阶段分别施

行。在推荐阶段由推荐单位遴选考生,给予免初试

申报研究生资格;在接收阶段由招生单位根据考生

申请,组织复试(以面试为主),确定录取资格。推荐

单位按考生本科期间的表现择优推荐,主要以考生

课程成绩以及发表论文、社会实践、竞赛获奖等为推

荐依据。而为避免公平争议,大多数高校以刚性的

课程成绩排名作为学生是否获得推荐资格的基本条

件[6],实践经验表明,高分未必高能。本科与研究生

的培养方式截然不同,前者侧重基础教学,后者侧重

培养专业素养。研究生入学后要面临学习方式转变、
专业衔接等方面的挑战。因此,对接收推免生必须在

复试中深入细致地考查,将真正具有学术志趣且具备

培养潜质的考生选拔出来。
同时,推荐免试研究生来自不同高校,考生与考

生之间存在校际差异、区域差异、知识结构差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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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没有经过初试的统一筛选考核,复试更应尊重个

体差异,因人而异设置考查方案,开展差异化考查。
由此可见,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复试的深入化、差异

化要求,正是非结构化测评的基本特征。
(三)推荐免试招生复试具有开展非结构化测评

的外在条件

1.复试自主权较大

第一,招生单位复试自主权日益加大。2003年

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部分高校进行自主确定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分数线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

允许部分高等学校自主确定复试分数线,并明确提

出积极大胆地探索复试工作的新思路、新做法,加大

复试权重,增强复试的有效性。2006年教育部发布

《关于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提高复试有效性,各招生单位可以根据学科

(专业)特点及办学特色决定复试内容。2020年教

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招生单位科学制定复试方案,自
主确定复试办法,科学设计复试内容。随着研究生

招生复试制度改革不断发展,招生单位被赋予更多

自主权,学术自由精神进一步体现。
第二,由导师组成的复试专家组具有高度自主

权。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入学

后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课题研究进行学习和

培养,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如何选人,导师应最有

话语权。推荐免试接收环节,专家组全程组织考生

材料筛选、复试名单确定、复试方案及试题设计、复
试、成绩评判等工作,可最大限度行使招生自主权。
另一方面,在全国统考中,录取结果依据初试成绩与

复试成绩按照一定比例生成的综合总成绩确定,复
试成绩所占比重仅为30%-50%;而在推荐免试

中,考生已先期取得推荐资格,接收阶段由招生单位

根据复试成绩确定录取结果,复试成绩所占比重为

100%。相比于全国统考,推荐免试为导师发挥招生

自主权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础条件。
2.复试生源偏精英化

第一,精英化推荐。为保障生源质量,推免制度

对推荐条件以及规模做了严格限制。其一,教育部

依照本科教学质量、办学行为规范性以及研究生招

生管理水平,严格筛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

试攻读研究生资格单位。2021年全国共有1270所

本科高校,而具备推荐资格的仅为366所[7],且一般

为重点高校或部分具有优势学科的高校,占比不足

30%。其二,严格限定推荐条件。1953年发布的

《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限定的推荐

对象除了应届毕业生,还包括有规定资格的人员[8],
从1985年开始推荐对象限定为全日制应届本科毕

业生,且要求品德优秀,一贯学业表现良好,本科阶

段综合成绩名列前茅等。其三,严格限制推荐比例。
1985年以来推荐比例多次调整,1991年推荐比例为

1%;2006年研究生院高校的推荐比例为15%左右,
未设研究生院的“211工程”建设高等学校一般按

5%,其他高等学校为2%,初次开展推荐免试工作的

高校前三年按1%的比例进行推荐[9]。从全国层面

看,2011年硕士推免生录取人数为8万人,2021年录

取人数为12.7万人;随着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和非

应届考生数的大量增加,推免生录取的绝对数量虽有

较大增长,但录取比例反而有所降低,由2011年的

16%,下降到了2021年的12.1%,总体录取控制在较

低比例的精英化水平。
第二,精英化复试。不同于大众化的本科教育,

研究生教育目前仍是以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为目标

的偏精英式教育,专深性、研究性和创新性是其显著

特征,招生录取应坚持宁缺毋滥,优中选优原则。为

保障生源质量,教育部设定了推荐免试生接收限额。
1985年限定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的30%,随着推荐名额的增加,2014年将限额调整

为50%。推免生招生人数仅设定了上限,招生单位

没有完成计划的压力,可以纯粹从人才培养的角度

开展生源选拔,择优录取。据调查,除个别招生单位

接收硕士推免生所占比例接近50%外,大多数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介于30%-45%之间。
3.录取竞争相对较小

第一,备选生源不足。随着硕士研究生招生规

模大幅增长,尤其一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硕士研究

生招生规模已达到甚至超过本科生招生规模。多数

大学推荐名额未超过本科生招生规模的20%,而部

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接收名额可达到硕士研究生招

生规模的50%,推荐人数远低于可接收人数。另

外,取得推荐资格的考生也可以申报“直博生”,分流

了部分优秀生源;一些科研院所虽然不是推荐免试

单位,但可以接收外单位推免生;部分取得推荐资格

的考生,选择出国深造,或后因各种原因放弃,而致

使推荐免试名额浪费的。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硕士推

荐生源不足。虽然推荐阶段因推荐率低导致竞争激

烈,但在接收阶段只要考生取得推荐资格,则会形成

供小于求的局面,录取率将近100%,大幅缓解了考

生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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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考生选择范围广。现行的推免制度要求

切实保证考生自主报考,一方面鼓励所有取得推荐

资格的考生(定向专项计划除外)自主选择报考单

位;另一方面要求推荐高校不得限制考生自主报考。
考生为增加录取机会,一般会同时申报多所高校或

专业志愿,并多次参加复试,最终决定选择一个录取

志愿;高校为应对复试合格生源流失,往往会扩大复

试规模,为更多考生提供复试机会。复试机会越多,
考生录取选择范围越大,复试录取竞争性越小。

(四)非结构化测评在“保研夏令营”中的成功

应用

“保研夏令营”是针对潜在推荐生源开展的以学

术活动为载体的招生复试形式。招生单位按照一定

标准邀请部分大三学生入营,开展参观实验室、学术

讲座、与导师座谈、分组讨论等活动,一方面加深营

员对未来求学环境的了解,宣传专业特色,另一方面

通过“提前面试”锁定优质生源。
“保研夏令营”对营员的综合考查具有明显的非

结构化测评属性。首先,夏令营活动内容丰富。与

传统面试20-30分钟的时限不同,夏令营活动时间

长,一般持续一周左右,招生单位可以举办丰富的考

查活动,为营员提供全方位展示机会。第二,夏令营

活动形式灵活多样。招生单位可以自主设置考查活

动,活动形式可以结构化也可以非结构化,座谈、分
组讨论等属于非结构化测评的常用手段。第三,夏
令营活动需要导师的深度参与。夏令营为导师和营

员提供交流平台,导师可以在各项活动中与营员互

动,根据生源需求,自主把控考查要素、考查内容和

考查标准,深入考查营员的科研潜质,以及与科研要

求的匹配度。
“保研夏令营”实现了对营员的全方位考查,对

招生复试的非结构化测评进行了有益探索,成为推

荐免试招生的重要途径。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于2000年首次开展以来,取得良好示范效应,
现已有100多所高水平高校(含绝大部分“双一流”
建设高校)、超过500个二级院系陆续跟进[10]。然

而“保研夏令营”对营员的选拔标准相对苛刻,仅涉

及部分学校层次高且本科成绩排名靠前的考生,非
结构化测评的覆盖面有待进一步拓展。

三、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复试的

非结构化测评方案设计

在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复试中,考生要经过复

试资格初选和综合素质测评双重考核。初选主要针

对考生报名材料开展横向比较,筛选并确定复试名

单;综合素质测评是复试的关键环节,一般以面试的

形式进行,需组建面试专家组、确定测评要素、设计

试题并制定测评标准,以测评结果决定录取与否。
在复试中开展非结构化测评能够实现导师与考生之

间的深入交流,使复试考查更充分,但是测评难度和

复杂性高,评价结果难以把控。科学设计测评体系,
提高非结构化测评信度,是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非

结构化复试有效实施的关键。
(一)组建专业化面试专家组

面试专家的知识、能力和经验是保证非结构化

测试信度的关键。组建面试专家组应注重选拔有具

备长期研究生指导经验,熟悉研究生选拔和培养规

律且有较强责任心的研究生导师。面试专家组设主

考一名,评委若干名,主考控制面试进程,掌控全局,
一般由学科带头人或者学系负责人担任;其他评委

根据考生面试表现独立打分,一般由上岗招生的研

究生导师担任。鉴于面试专家存在个体差异,为避

免面试打分差异过大,首先面试前对专家组成员开

展业务和纪律培训,强调正确执行招生政策,遵守面

试规则;第二,由主考组织评委集体研讨评价体系、
评分尺度以及注意事项,并组织专业化培训,也可以

开展模拟演练,使面试专家熟练掌握非结构化面试

技巧和评分规则。
(二)标准化筛选复试考生

针对考生申报,招生单位可建立统一的考生信

息表,将审核要点逐一列出。审核要点由考生逐项

填报,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社会实践、专业竞赛、奖
励惩罚、发表论文、研究计划等情况。标准化征集信

息既方便开展考生间的横向比较,又可以通过审查

考生填报信息详细程度评估考生报考态度。招生单

位可要求考生提交本科课程成绩单,该成绩单是对

本科期间上百门学分、数十门课程学业绩效的综合

反映,是数十名评委在多种背景下对学生的多维评

价[11],是考生学术背景和专业基础的直接体现。招

生单位也可要求考生提供专家推荐信,推荐信一般

由申请人的指导教师、授课教师等对申请人熟悉的

学者来写,用于说明申请人的素质和能力,作为第三

方评价,丰富招生单位了解考生的途径。为保证公

平公正,招生单位成立资格审查小组,统一审核考生

材料,必要时可以辅以专业笔试或者心理测评。为

保证入选考生有充足的面试时间,提高面试效果,还
应尽量控制考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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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确考查要素

心理学研究认为,个体的内在素质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行为表现,只有当工作特点与素质结构相匹

配时,才会有最佳的工作业绩[12]。研究生招生实质

是考查考生是否具备胜任“研究生”这一角色的能

力,根据培养定位可将这种能力概括为专业素养和

创新能力等专业素质能力,以及思想品德和综合素

质等综合素质能力。这些能力需要由复试专家根据

考生的各项表现加以综合评价,由于能力表达的相

对抽象,考查往往过于宽泛,测评结果容易以偏概

全。因而,考查关注点要集中和统一,考查要素要简

要且明确,可分成专业素养、创新能力、思想品德和

综合素质等四个考查方面。专业素养考查可具体到

专业知识掌握程度、专业技能运用能力、外语听说能

力等要素;创新能力考查可具体到学习能力、系统性

思维能力、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能力等要素;思想品

德考查可具体到政治态度、心理健康、遵纪守法、诚
实守信等要素;综合素质考查可具体到知识结构、读
研动机、表达能力、担当精神等要素。考查要素具体

化,既有利于分项考查,分项评分,又有利于选取针

对性的考查方式。知识和技能等显性特征可以通过

本科成绩单、获奖情况、专业笔试等形式考查;品质、
动机、价值观等隐性要素,不易直接观察测量,是复

试考查的关键环节,一般以面试形式深度考查。
(四)科学设计试题

面试专家组根据生源定位以及专业培养要求,
有针对性地设计面试试题,针对思想品德、专业素养

方面设置最低限度的资格要求;针对创新能力、综合

素质设置择优标准,在考生其他方面都相当的情况

下,评判考生优良程度。试题设计应选择研究生学

业中可能遇到的研究问题及情境作为测试内容,重
点考查影响培养成效的能力要素。当然,结构化和

非结构化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在推免研究生接收

复试中开展非结构化测评的同时,可在部分适合客

观考查的素质如专业素养,采用结构化的测评方法,
兼取两者之长。而在其他不适宜客观考查的方面,
主要采用面试的方法进行非结构化测评。见表1。

表1 复试测评要素及测评方式

测评要素 二级测评点 具体内容 测评方式

专业素质能力

综合素质能力

专业素养 专业知识掌握程度、专业技能运用能力、外语听说能力等

创新能力 学习能力、系统性思维能力、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能力等

思想品德 政治态度、心理健康、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

综合素质 知识结构、读研动机、表达能力、担当精神等

结构化测评

非结构化测评

  非结构化面试形式主要分追问式考查和情景模

拟考查两类。追问式考查主要针对考生个人信息设

计试题,考查既往表现,试题设计体现STAR原则。
如依据考生本科期间参加过的实践(如竞赛、科研、
社会 实 践 等)设 计 问 题,第 一 步,开 展 背 景 考 查

(SITUATION),通过不断发问以了解实践背景,判
断考生在实践中的贡献度;第二步,开展任务考查

(TASK),追问考生实践中完成了哪些任务,了解其

具备 哪 些 实 践 经 验;第 三 步,开 展 行 动 考 查

(ACTION),追问考生为完成任务具体采取了哪些

行动,了解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第四步,开展结

果考查(RESULT),追问考生采取行动后取得了哪

些成效,了解其总结概括能力。情景模拟考查主要

根据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些环节,如研究课题讨

论等,设置类似的模拟场景,安排考生扮演某一角

色,去完成指定任务。在情境中考生可自由发挥,考
官做好观察和记录,并依据考生行为表现评判素质

潜能。情景模拟中也可同时安排多名考生扮演角

色,方便考官甄别比较素质潜能。情景模拟可在研

究生招生夏令营中广泛推广。
(五)规范评价

正视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尊重个性发展,因材

施教,是教育的基本理论[13]。非结构化复试正是根

据考生个体差异以及各专业或学科生源需求的不

同,采取差异化考查的具体表现。但是非结构化面试

没有固定评分标准,评分尺度完全由评委自主把握,
每个评委评选喜好、评价侧重点各不相同,难免出现

打分结果差异过大的情况,导致评价结果信度过低。
充分发挥非结构化面试的成效,必须规范评价

标准。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具有选拔性,测评结果

要有区分度,可将各考查要素评价结果划分为优秀、
良好、一般和较差四个等级,并赋予其分值范围,方
便评委按相对一致的评分标准打分。面试前选择个

别考生进行试评,由面试专家根据考生面试表现分

别发表评判意见,形成统一共识,确定评价等级,并
以此标准作为后续考生面试评判参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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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结构化测评体系的动态优化

许多用人单位在对人才进行测评时,为了弥补

面试的不足,通常开展追踪分析,对录用人员进行全

面的业绩考核,测试结果与考核结果一致性越高,测
评效度越高[4]。影响个体业绩成效的内在素质,在
测评中也会有所体现。测评体系可通过后续追踪个

体业绩来反向验证是否存在偏差,并据此不断校正。
研究生生源需求、招生模式具有一贯性,选取以

推荐免试形式录取的在读或已毕业硕士研究生作为

效标样本,评价其在学习、科研上的表现,并划分为

优秀、良好、一般和较差四个等级。将效标样本表现

等级与其接收复试时的评判等级进行比较,二者一

致性越高,表明测评体系效度越高,若二者差别较

大,则需对测评体系进行校正。为此,应坚持对非结

构化测评体系实施动态优化的原则方向,首先组织

面试专家回看效标样本接收复试时的视频,对比其

入学后表现等级,检查评价体系在考查要素、筛选标

准、考官业务素质、试题设计、评价标准等方面存在

的缺陷,并加以校正;第二,在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

非结构化复试时采用校正后的评价体系,同时对录

取考生建立跟踪机制,再次比对其入学后的表现等

级与接收复试评判等级一致性,循环往复不断完善

测评体系。
致谢:本文得到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

斌教授、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卢铮松副研究员和张

舒亮老师的指导与帮助,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参考文献:
[1]张立迁.中国特色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的百年探索

与新时代改革创新思考[J].中国考试,2021(07):16.
[2]王垒,姚宏.实用人事测量[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1999:38.
[3]李晏墅.能力测评领域理论创新的力作———读《管理能

力的非结构化测评》[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
(3):123-124.

[4]盛宇化,方志军.非结构化面试的信度分析[J].中国人

力资源开发,2000(4):35-37.
[5]陆雄文.管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252.
[6]陈立章,蒋清华.公平与质量:推荐免试研究生制度的

矛盾与平衡[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4):5-10.
[7]曾赛阳.我国研究生推免制度的发展与反思[J].高等

理科教育,2021(4):37-42.
[8]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9]罗敏.我国研究生招生推荐免试制度的特征、矛盾及发

展趋势[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12):39-44.
[10]郭圣莉,唐秀玲.保研夏令营:硕士研究生招生的高校

策略行为及扩散研究[J].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9
(1):217-238.

[11]薛刚,孙晓敏.如何有效选拔研究生———国外研究生选

拔实践的证据[J].教育科学,2011,27(4):67-78.
[12]徐世勇,陈伟娜.招聘与人才测评[M].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21:116.
[13]黄志坚.差异化优势决定你的价值[M].北京:民主与

建设出版社,2017:33.

AnAnalysisoftheApplicationofUnstructuredAssessmentonAdmissionReexamination
forPostgraduateCandidatesRecommendedforExemptingfromEntranceExamination

BAILixin,LIChuanbo,ZHANGLiqian,HOUZhaochen

(GraduateSchoolof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072,China)

Abstract:Unstructuredevaluationischaracterizedbyindependentassessment,flexiblecontentarrangement,andrelaxed
atmosphere.Itissuitablefordifferentiatedexaminationupondifferentindividuals,soastounderstandandexploretheir
potential,buttheoperatingconditionsofthisevaluationarerelativelyharsh.Thispaperexpoundsnecessarilytheconnotation
ofunstructuredassessment,discussesthecharacteristicsofthereexaminationforpostgraduatecandidatesexemptedfrom
entranceexamination,andanalyzesthefeasibilityofcarryingoutunstructuredreexaminationintherecruitmentprocess.Based
onthereliabilityandvalidityoftheunstructuredreexamination,theauthorsdesignanunstructuredreexaminationschemefrom
the aspects ofthe examinationfactorselection,studentselection criteriaformulation,reexamination expert panel
establishment,reexaminationpaperpreparation,evaluationcriteriadetermination,andtheevaluationsystemimprovement.
Keywords:postgraduateenrollment;postgraduatecandidaterecommendedforexemptingfromentranceexamination;secondary
examination;unstructuredassessment

·57·白丽新,等:非结构化测评在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复试中的应用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