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3 年第三批公开招聘计划岗位

考试科目与笔试大纲

本考试大纲适用于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3 年第三批公开招聘计划

岗位工作人员的考试。

一、考试科目及类别

岗位编号 部门名称 岗位 考试科目及类别

23108301
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办公室

网络管理员

专技岗

《综合知识》（计算机类）

《职业能力测验》

23108302 财务处
财务出纳

专技岗

《综合知识》（财会类）

《职业能力测验》

23108303 学工部
专技岗 1

（辅导员）

《综合知识》（辅导员类）

《职业能力测验》

23108304 学工部
专技岗 2

（辅导员）

《综合知识》（辅导员类）

《职业能力测验》

23108305 后勤管理处 专技岗 1
《综合知识》（文字综合类）

《职业能力测验》

23108306 后勤管理处 专技岗 2
《综合知识》（文字综合类）

《职业能力测验》

23108307 后勤管理处 专技岗 3
《综合知识》（文字综合类）

《职业能力测验》

二、作答要求

（一）综合知识（计算机类、财会类、辅导员类、文字综合类）



应试者务必携带的考试文具包括黑色墨水的钢笔或签字笔、2B

铅笔和橡皮。应试者必须用 2B 铅笔在指定位置上填涂准考证号，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作答客观题；用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

指定位置上作答主观题。不按要求作答的，一律无效。

（二）职业能力测验

应试者务必携带的考试文具包括黑色墨水的钢笔或签字笔、2B

铅笔和橡皮。应试者必须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试题题本

上或其他位置作答的一律无效。

三、综合知识（计算机类）简介

主要测查应考者应具备的基本计算机常识和系统分析与设计能

力。计算机常识包括操作系统、硬件、办公软件、计算机原理、程序

设计、数据库、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内容。系统分析与设计是测查应

考者能够综合运用已学过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如数据库开发、程序设

计、计算机网络、Internet 应用等。运用有关理论的常用方法、工

具及项目管理方法，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的

系统设计。

四、综合知识（财会类）简介

主要测查应考者应具备的会计基础知识、财务管理和会计相关法

律知识。会计基础知识主要包括会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会

计核算方法和会计处理程序，会计准则的有关基本内容。财务管理包

括企业筹资决策、股利决策和投资决策等方面的内容。会计相关法律



知识包括财经法规中关于会计核算、会计监督、支付结算的相关规定，

以及经济法基础知识。

五、综合知识（辅导员类）简介

主要测查应考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理论水平，开展大学生思

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风建设、学生日常事务

管理、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校园危机事件

应对、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等方面工作应具备的学科基本知识、

工作实务技能、法律法规知识，以及国家和天津市关于高校和大学生

的系列文件等内容。

六、综合知识（文字综合类）简介

综合知识（文字综合类）主要测查应考者从事事业单位工作应具

备的写作水平。写作是测查应考者对给定资料的阅读理解能力、文字

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七、职业能力测验简介

主要测查应考者应具备的基本潜能和技能。考试结构包括数量关

系、言语理解与表达、判断推理、资料分析四个部分。

1．数量关系

数量关系主要考查应考者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量

关系问题的能力。主要涉及数字和数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运

算等。根据考试目标，试题一般有两种题型：数字推理和数学运算。

（1）数字推理

试题给出一个数列，但其中缺少一项（或两项），要求通过仔细

观察这个数列各数之间的关系，找出其排列规律，然后从四个（组）



供选择的答案中选出最适合的一个（组）填补空缺项，使之符合原数

列的排列规律。这个（组）选项就是正确答案。

例题 1. 2， 5， 8， 11， （ ）， 17

A．12 B．13 C．14 D．16

解答：正确答案为 C。这是一种很简单的等差数列排列方式，其

特征为相邻两个数字之间的差是一个常数。从该题中很容易发现相邻

两个数字的差均为 3，所以括号中的数字应为 14。

（2）数学运算

试题一般给出的是一道算式，或是表述数量关系的一段文字，要

求考生运用心算和简单的计算得出结果。备选答案只有一项是正确的，

与考生所得结果一致的选项即为正确答案。

例题 2. 78，59.50，121.61，12.43 及 66.50 的总和是（ ）。

A．343.73 B．343.85 C．344.76 D．338.04

解答：正确答案为 D。实际上你只要把最后一位小数加一下，就

会发现和的最后一位小数是 4，只有 D符合要求，就是说你可以动脑

筋想出解题的捷径。

例题 3. 甲、乙、丙、丁四个班级中，甲、乙两班共有 83 名学

生，乙、丙两班共有 86名学生，丙、丁两班共有 89名学生，问甲、

丁两班共有多少名学生？（ ）

A．83 B．84 C．85 D．86

解答：正确答案为 D。根据题目中给出的条件，可知：甲、乙两

班共有83人，丙、丁两班共有89人，则甲乙丙丁四个班共有83+89=172

人，而乙丙两班共有 86人，据此可知，甲丁两班共有 172-86=86 人。

2．言语理解与表达

言语理解与表达着重考查应考者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表达能力。根

据考试目标，共有三种题型：选词填空、语句表达和阅读理解。



（1）选词填空

试题给出一个不完整的句子，要求你从所给的四个（组）词中选

出一个（组）填入句中括号内，从而使句子的意思表达最准确。

例题 1. 这个地区，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既造就了一批有作为

的弄潮儿，也（ ）了一些意志薄弱者。

A．暴露 B.出现 C．清除 D．淘汰

解答：由于题目中前面讲到“造就了……”，所以后面用“淘汰

了……”最贴切，故正确答案应选 D。

（2）语句表达

试题要求从语法、语气、语义等方面对有关语句做出判断。分为

两种类型，即歧义句辨析和病句判断。

例题 2. 下列句子中有歧义的一句是（ ）。

A．张老师的女儿说她生病了

B．生物学家的研究表明，人是从猿进化来的

C．铁路托运需要办理很多繁杂的手续

D．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被告的上诉请求

解答：该题的正确答案是 A。A 选项的表述存在歧义，既可以理

解为张老师生病了，亦可理解为张老师的女儿生病了。

例题 3. 从给出的几句话中选出没有语病的一句（ ）。

A．三年前，电脑上网对人们可能是陌生的

B．通过参观访问，使我们开阔了眼界

C．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D．清晨，雄鸡报晓三更时分，我就起床出发了

解答：该题的正确答案是 C。A 选项因介词误用，导致主客体颠

倒；B选项缺主语；D 选项中“清晨，雄鸡报晓”与“三更时分”矛

盾。



（3）阅读理解

包括片段阅读和短文阅读。每道试题都给出一段（篇）文章，在

段落（文章）后面有一个（几个）不完整的陈述，要求考生从四个备

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来完成这一陈述。

例题 4. 日前，上海华联家电维修公司等来自北京、上海、河南、

黑龙江等地的 8 家家电服务企业聚集京城，打出“我是中国家电服务

商”的旗帜，欲做这一新兴行业的领头羊。目前全国每年销售彩电

2000 万台，以 1500 元一台和 1%的服务费计算，彩电服务这块就有了

3个亿的市场。

这段报导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 ）。

A．全国 8家家电服务企业抢滩京城市场

B．家电维修服务将成为崛起的新兴产业

C．彩电售后服务有广阔的市场

D．应当重视家电的质量

解答：正确答案为 B。题目中给出了这样的信息：上海华联家电

维修公司等 8 家家电服务企业集聚京城争当家电服务业领头羊，紧接

着以“家电服务”中的“彩电服务”为例展望家电服务业的市场前景。

因此，本题的正确选择是 B。其它选项要么是对段落某句话的复述，

要么结论简单化，没有抓住段落的主题。

例题 5. 阅读下面文字，并回答题后的问题。

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这项技术是一个有可能导致对

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技术。它主要研究怎么能使计算机来做原来只

有人工才能做的具有智能性质的工作。智能，就是指人在脑力活动中

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如感知观察能力、记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等。

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探索途径来实现对人脑智



能的模拟：一是通过仿生学手段，从结构上进行模拟，以达到功能模

拟。目前科学家正在想方设法“确定人类的思维模式”，即弄清大脑

中的 1000 多亿个神经元是如何工作的。另一个是直接通过启发式程

序模拟人脑能力。目前，在制造某些专业化机器时，这一研究已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成功。如能识别邮政编码的机器，能读取支票信息的机

器。不久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深蓝”击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

帕罗夫，说明在这一领域科学家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也有科学家

在设想把机器人与一部百科全书相连，这样它就“懂得”了许多事情，

一个机器人就可完成多项工作。

人工智能仍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是在学习方面。对一个人来说，

学习和掌握知识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但要让机器也这样做就相当困

难了。当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的想法不再能够解释周围世界的时候，他

就会去学习、改变它，他也因此而成熟起来。这一神秘的变化对于没

有创造力的计算机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另外还有感觉

及观察方面。人可以感觉到空气的不新鲜而主动打开窗户换一下新鲜

空气。机器人能否用自己掌握的物理知识对周围环境做出判断，这是

一个难题。不过，有关的程序仍在不断取得进展。在向机器说明人类

是如何理解事物这方面，人们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一些革命性的软

件不断问世。例如，美国人道格拉斯·莱纳特设计的“EURISKO”软

件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软件能够按照自然淘汰的法则自己修改所贮存

的内容和规则。

问题 1.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是（ ）。

A.人脑功能 B.人工智能 C.计算机 D.程序设

计

问题 2.对智能的含义解释恰当而全面的是（ ）。

A.记忆能力 B.观察能力

C.逻辑思维能力 D.人脑的活动能力



问题 3.人工智能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 ）。

A.程序问题 B.存储器问题

C.不能自我学习、提高 D.不能进行创造性思维

问题 4.下列判断，与文意最符合的一项是（ ）。

A.人工智能就是要求机器人掌握比较全面的知识

B.人工智能就是对人脑结构的模仿

C.人工智能就是模拟人的感觉和思维，使计算机做具有智能性

质的工作

D.人工智能研究需要解决硬件问题

解答： 1题的正确答案是 B；

2题的正确答案是 D；

3题的正确答案是 C；

4题的正确答案是 C。

例题中，1题的解答相对简单，看完全文，可知本文讨论的对象

是人工智能，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B；2 题所给的选项中，前三个选项

包容在第四个选项中，选项 D的表达更准确。因此，正确答案应该选

择 D；3 题，这篇文章讲到人工智能的局限性时提到两点，一是在学

习和掌握知识方面，二是在感觉观察方面，选项 A、B、D 都不符合，

只有选项 C 与局限性第一点相符，正确答案应该是选项 C；4 题，这

道题要求考生通过阅读全文，对什么是人工智能有全面的认识和概括。

计算机趋向智能化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一、趋向思维机器（能

模仿人的思维）；二、能模仿人的感觉、观察能力，对环境变化做出

灵敏的反应。选项 A、B 论述不全面，选项 D 明显不符合文意，只有

选项 C 的论述符合文意。因此，正确答案应该是选项 C。

3．判断推理

判断推理主要考查应考者的逻辑推理及判断能力。判断推理能力



测验分为语言文字和图形两大类，试题分为事件排序、图形推理、演

绎推理等三种类型。

（1）事件排序

事件排序试题主要考查应考者在未掌握全部必要事实的条件下

解决问题的能力。每个事件均以简短语句表述，接着给出事件假定发

生顺序的 4个数字序列，请你选择其中最合乎逻辑的一种事件顺序。

例题 1. （1）支付违约金 （2）提起诉讼

（3）法庭判决 （4）单方违约 （5）订合同

A．5-4-2-3-1 B．4-5-3-2-1

C．1-5-2-3-4 D．4-5-1-2-3

解析：答案为 A。首先第一步应该为“订合同”，否则其他各事

件都无从谈起。根据“首项判断法”可以直接选 A。

（2）图形推理

图形推理试题主要考查应考者抽象推理的能力。要求考生从四个

备选答案中选择最符合规律的一个，替代题干中的问号，使图形呈现

出一定的规律性。试题包括多种类型，仅举其中一种类型为例。

（3）演绎推理

试题给出一段陈述，这段陈述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要

求根据这段陈述选择一个答案。注意，正确的答案应与所给的陈述符

合，不需要任何附加说明即可以从陈述中直接推出。

例题 2. 对于穿鞋来说，正合脚的鞋子比大一些的鞋子好。不过，

在寒冷的天气，尺寸稍大一点的毛衣与一件正合身的毛衣差别并不大。

这意味着（ ）。

A．不合脚的鞋子不能在冬天穿

B．毛衣的大小只不过是式样问题，与其功能无关

C．不合身的衣物有时仍然有使用价值



D．在买礼物时，尺寸不如用途那样重要

解答：只有 C是可以从陈述中直接推出，故正确答案为 C。

4．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着重考查应考者对数据资料的理解、分析和计算能力。

根据考试目标，资料分析试题一般有三种题型：图形、表格及文字试

题的分析、计算。

（1）图形资料

统计图是运用几何图形或具体事物形象来表示现象之间数量关

系的图形。具体种类有：条形图、曲线图、饼图等。考生根据统计图

给出的信息加以分析、计算并回答有关问题。

例题 1：

根据上图回答 1-3 题：

问题 1．从 1993 年到 1997 年中，该国共从亚洲国家进口多少小

麦（百万吨）？

A．450 B．400 C．350 D．300

问题 2．该国小麦年进口量大于 200 百万吨的年份有几个？（ ）

A．2 B．5 C．6 D．8

问题 3．该国在哪一年，自亚洲以外其他国家进口的小麦数量最

多？（ ）

A．2003 B．2001 C．1998 D．1996

百万吨



解析：从 1993 年到 1997 年共计 5 个年份，根据图示，该国共从

亚洲国家进口小麦约为 450 百万吨；该国小麦进口量曲线在 200 百万

吨以上的年份共有六个，故题 2 答案为 C;题 3 问该国在哪一年，自

亚洲以外其他国家进口的小麦数量最多，根据题意：小麦进口总量减

去自亚洲国家进口小麦总量即为自亚洲以外其他国家进口的小麦数

量，由图可见 1996 年该值为最大，故答案为 D。

（2）表格资料

统计表是统计资料的一种表现形式，即把统计对象及其指标按一

定顺序填列在表内，具有简明扼要、条理清晰、提纲挈领等特点。任

何一种统计表都是表格和统计数字的结合体。

例题 2：下面是某日几个城市的天气预报

城市 天气 风力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空气污染指

数

北京 晴 1～2 级 35℃ 26℃ 轻度污染

汕头 雷阵雨 ≤3 级 33℃ 20℃ 优

成都 多云转阴 4～6 级 27℃ 19℃ 良

天津 晴 2～3 级 29℃ 22℃ 良

哈尔滨 多云 4～6 级 20℃ 14℃ 良

大同 小雨 2～3 级 24℃ 15℃ 中度污染

问题 1.在这一天，温差最小的是哪个城市?（ ）

A．成都 B．天津 C．大同 D．哈尔

滨

问题 2.汕头的最高温度比哈尔滨的最低温度高多少? （ ）

A．19℃ B．18℃ C．14℃ D．9℃

问题 3.六个城市的最高温度的平均值为（ ）。

A．25℃ B．26℃ C．28℃ D．30℃

解析：日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值最小的即为温差最小，故题 1的

正确答案为D；题 2中汕头最高气温为 33℃，哈尔滨最低气温为 14℃，

差值为 19，故题 2 应选 A；六个城市最高温度的平均值为 28℃，故



题 3答案为 C。

（3）文字资料

文字资料试题是资料分析试题中较难、较复杂的部分，因为它不

像统计图表那样直观、一目了然，而是在一段文字中通过文字描述来

表达事物的数量关系。应考者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准确的把握

字里行间包含的各种数量关系及其逻辑关系，并进行分析、计算、判

断，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例题 3.根据下面文字所提供的信息回答 1-3 题

对某企业工时利用率进行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实行 44 小时（每周）工时制和进行人员精简等改革前，该企业

的制度工时利用率为 85%，也就是说有 15%的制度工时没有被利用。

其中缺勤占去 50%，停工占去 40%，非生产性工时占去 10%。

实行 40 小时工时制并进行人员精简等改革后，该企业的制度工

时利用率提高了 5个百分点，缺勤时间和非生产性工时都有所下降，

其中人均每周缺勤时间和非生产性工时分别为 1.6 小时和 0.4 小时。

问题1．实行40小时工时制后，该企业的制度工时利用率为（ ）。

A．80% B．90% C．20% D．10%

问题 2．实行44小时工时制时，该企业人均每周缺勤时间为（ ）。

A．3.3 小时 B．4小时 C．4.4 小时 D．6.6

小时

问题 3．实行 40 小时工时制后，在没有被利用的工时中，停工

占去百分之几？（ ）

A．10 B．45 C．50 D．56

解析：题 1 的问题是“实行 40小时工时制后，该企业的制度工

时利用率”，根据题意，实行 44 小时工时制时，该企业的制度工时

利用率为 85%，实行 40 小时工时制后，该企业的制度工时利用率提



高了 5 个百分点，故题 1 的答案为 B;实行 44 小时工时制时，15%的

制度工时未被利用，且其中缺勤占去 50%，故题 2 的答案为：44×15%

×50%=3.3 小时。实行 40 小时工时制后，没有被利用的工时为 40×

10%=4小时，人均每周缺勤时间和非生产性工时分别为1.6小时和0.4

小时，则停工所占比例为(4-1.6-0.4)/4×100%=50%，故答案为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