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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7_98_E4_B9_A6_E5_c39_172210.htm 引言：在秘书的职业

活动中，秘书与领导的关系是一种至关重要又十分复杂的人

际关系。它集中体现了秘书工作的本质内容和特点，关系的

状况又直接影响到单位的工作效率和秘书的身心健康、才智

的发挥。第一节 秘书与领导关系的实质 一、秘书与领导的角

色交往和非角色交往，工作交往和非工作交往。 （一）角色

交往是正式的公务交往，是带有规定性的强制性的交往，秘

书秘须有强烈的辅助意识，为领导提供优质的服务。 （二）

非角色交往指相互间的私人交往，是非正式非规定性的交往

，以沟通感情为目的，对角色交往起补充作用。 （三）秘书

与领导的交往重点是角色交往 二、秘书与领导关系的实质 是

一种立体的多层面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事业、目标的基

础之上的。这种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秘书的心理。 （一）政

治上的同志关系是占第一位的关系 政治上权利平等，权力同

等，目标一致。 （二）组织上的上、下级关系 职位高低不同

、责任不同，秘书应服从领导。 （三）地位上的从属关系 工

作特点、范围不同，属性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秘书应辅

佐领导。 （四）工作上的服务关系是本质特征 （五）人格上

的平等关系 无贵贱、尊卑之分，人格上独立，社会地位平等

，不是人身依附关系。第二节 秘书与领导心理互动分析 秘书

与领导的关系，其关键是互动的、双向的心理关系。 一、领

导对秘书的心理影响 （一）影响的心理因素 1、依从 低层次

的被动的、不自觉的、被迫的以权势为基础，心理上是一种



依从关系。 2、认同 是高一级的、主动的、自觉的，以吸引

为基础，亲近、和谐的心理关系。 3、内化 高级的强烈的、

高度自觉的、持久的，以崇拜为基础，内心的折服。 （二）

影响的主要方式 1、感染 情绪的作用外在的影响 2、暗示 含

蓄的方式进行信息发放，无压力而简明 3、服从 外界压力的

作用，自觉服从与非自觉服从 （三）领导对秘书影响的社会

因素影响力类型基础构成因素特征强制性影响法定性权力职

位资历权威性、不可抗拒性、强制性自然性影响素质、人际

关系品格、能力、知识、情感深刻性、感染性、自觉性传统

性影响文化、历史、习惯、观念民族文化、组织文化、群体

文化隐蔽性、无标准性、难改变性 上图各种类型的社会因素

的影响都是基于一定的心理因素，领导对秘书的影响是以强

势心理为特征的，通常呈现出主动的状态。 二、秘书对领导

的心理影响 （一）影响的心理因素 1、依从 树立领导的权威

，排除心理障碍，消除矛盾心理，自觉服从领导，正确对待

权力。 2、认同 自觉自愿，心悦诚服，和谐一致。 3、内化 

细心体察，默契配合，自觉的追随，合理的崇拜，融汇入理

念之中。 （二）影响的主要方式 1、感染 由外在向内在的感

染转化，由情绪感染向情感感染转化，追求理性的创造性的

积极的感染。 2、暗示 默契、配合，心灵的回应，主动接收

，过滤信息，达到心领神会。 3、服从 自觉的服务，自愿的

尊从，积极的服从，理智的服从。 秘书对领导的影响一般处

于弱势，是相对被动的，但它也有效地影响着秘书与领导的

心理关系，必须化被动为主动，因势利导，顺理成章，成功

调适，这更需要掌握心理互动的诀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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