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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确定“最佳”专业？ 潜能是代表一个人潜在的、尚未完全

表现出来的能力倾向，它是个人发展的一种内在特质，是由

智能、个性、兴趣、动机或价值观等多种因素构成的一个有

机整体。个人潜能既包括一些天赋，又包括一些后天学习的

经验，最终形成个人的一种独特风格。年龄不同，组成的主

要因素也不同。对于幼儿，智能和个性特征这些天赋的成分

较多些，对于高中学生、大学生或从事职业者，不仅包括智

能和个性等被后天发展的天赋，还包括个人的兴趣、动机或

价值观这些主要是后天形成的因素。 一个人的潜能能否充分

发挥出来，或得到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因素之间有

机地组合、协调。如果某个专业或职业是他感兴趣的(兴趣因

素)，并且认为是有价值的，值得去做的(动机因素)，而且又

有能力去做(能力因素)，同时又适合去做(个性因素)，那么他

就会做得更好，或者说，他的潜能就充分发挥了出来。如果

某个专业虽然很有兴趣去学，但和本专业有关的能力却比较

低，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在这个专业上的潜能发展，当然

在兴趣非常浓厚并且十分稳定的情况下，此方面的能力也会

逐渐提高，但如果在花费同样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就不如

另一个和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做得更出色。 例如一个学生如果

对语文和数学都非常感兴趣，但他的逻辑推理能力不如他的

语言能力，如果上大学非要学习数学，可能同样学习了四年

，他在英语专业上可能会获得更高的成绩。 选择符合潜能发



展的专业，不仅学得轻松愉快，更重要的是能获得一种成就

感、价值感，从长远来看，能充分感受到人生的意义。 每个

人的潜能都不尽相同，各有各的优势和弱点，这是因为这些

潜能因素还包括许多方面： 从兴趣来看，由于每个人所生活

的环境、家庭背景、接触到的人或事物不同，形成了各自不

同的兴趣，就学生的学科兴趣而言，至少可以划分到二十多

种，如数学兴趣、文学兴趣、经济学兴趣等(参看第三部分)

。一般来说，对感兴趣的学科，投入和保持的时间较多些，

形成了优势兴趣中心。不感兴趣的学科，虽然因为要考试，

也必须多花费时间，但一旦结束考试，可能很快就放弃。对

于中学生而言，学科兴趣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从不确定

到确定，从广泛到专一的过程。 从动机来看，因为每个人的

价值观不同，可以分为文学、艺术、社会管理、研究、技术

、常规等类型的动机(参看第四部分)。如有的学生，认为一

生中做个文学家或文字工作者更有意义；而有的学生认为，

做个技术专家更有价值。正因为动机表现不同，使人们在不

同领域中，发挥了不同的潜能。 从能力来看，对学生而言，

常常用九大能力来刻画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它们是一般学习

能力、言语能力、数学逻辑能力、空间判断能力、形态知觉

能力、文秘能力、运动协调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等(参看第五

部分)。如有的中学生才十几岁，却写出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

小说，语言贴切、丰满，让人看了是一种享受，然而也许他

的数学逻辑能力却糟糕。有的学生可能很早就表现出了音乐

天赋，人际关系能力却可能不高等。 从个性来看，对于16岁

以上的人而言，通常可以用16种个性特征来刻画，它们是：

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有恒性、兴奋性、恃强性、敢为



性、幻想性、实验性、忧虑性、紧张性、独立性等(参看第五

部分)。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所以每个人的个性都

不相同，个性的优势和弱势也不同。 发现自我潜能的途径和

方法 认识和评价自我潜能必须全面、客观、深刻，既要看到

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也要知晓自己的弱点和短处。因为“当

局者迷，旁观者清”，可以参考父母、朋友、师长、专业咨

询机构等第三者的意见，力争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下

面介绍这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借助亲近的人的评价发现

自己的潜能。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熟悉的生活圈子，各种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人对你有不同程度的了解

，在家庭主要有父母、亲戚、在外有朋友、同学、老师，因

为长期的交往使他们对你有不同程度的印象和评价，大都很

中肯、客观，这对你了解自我的潜能起到了直接作用。但这

么多人的评价往往比较凌乱，本书将提供你一种具体、系统

的整理自己思路的方法(参看第三部分到第七部分)，最后帮

助你确定自我发展的“最佳专业”计划。 第二种方式是借助

咨询机构来了解自我潜能和发展计划。 专业咨询机构一般会

设计比较具体的问题，形成一套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标准

化的测量工具，再辅之于和专业咨询人士面对面的交谈，最

后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由于第一种方式缺乏一定信度和效

度的支持，对自我的了解比较概括，甚至对一些人还是觉得

不能清楚地了解，而第二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补。

本书第八部分做了详细阐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