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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7_9A_84_E8_c26_23346.htm 五、心理特征的评分角

度与论点 1、兴趣 兴趣在心理学上的涵义是指一个人对一定

事物所持的积极探索的认识倾向，它促使一个人对一定事物

优先发生注意。兴趣是一个人活动的影响可从以下几方面详

细来分析： 第一，兴趣是从事活动的推动力之一 就一名公务

员来说，如果他对从事的活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他身

上的意志、毅力和顽强精神定会集结起来，融为一体，产生

一种推动力。他就会以百倍的精神、满腔的热情去从事工作

和活动，积极汲取公务员工作的专业知识，熟悉有关部门的

业务，掌握比别人更多的知识；他就会以旺盛的求知欲、强

烈的好奇心去从事本职工作，深入钻研，于平淡中见出不平

淡，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贡

献。这种带着浓厚兴趣从事工作的人，在旁人看来似乎既苦

又累，但兴趣使他乐于吃苦，甘于受累，在他看来苦中有乐

，其乐无穷。因此，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往往是兴趣的副产

品。 第二，兴趣有助于培养自身的职业素质 一个公务员对工

作兴趣越浓，则积累的知识就越广博，越深厚。所以兴趣可

促进公务员知识的积累，而知识的积累是公务员素质提高的

基础。公务员有了良好的兴趣，就能培养和提高自身的职业

素质。 第三，兴趣能促进一个人掌握与工作相关的技能 兴趣

是一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原动力。尽管兴趣并不一定都会

发展成为能力，但有兴趣为基础的能力显然比没有兴趣为基

础的能力更容易掌握。比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



种现代化办公设备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秘书工作领域。如果

一个秘书对现代化办公设备和技术兴趣很大，在活动中又有

这种迫切需要，他就会努力探索自己心中向往的东西，情绪

饱满，精神愉快，充满自信，学得快，记得牢，准确迅速地

掌握这些设备的操作技术，为提高活动效率服务。与之相反

，如果他对学习新技术毫无兴趣，则学习过程中就会感到枯

燥无味，学习效果就很不理想，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第四，兴趣可以减轻人活动的挫折压力 实践证明，人们对失

败和挫折的感受，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事业和工作中的

一个挫折，如果排除其他诸如情绪等原因，仅从兴趣角度分

析，兴趣同样能影响人的感受。也就是说，对事业和工作有

兴趣的人和对之没有兴趣的人所产生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

公务员在工作中总会遇到挫折，但如果对工作有浓厚兴趣，

挫折仅仅意味着需要再试一次，再做一次努力。当受挫时，

他们的主观感受不是沮丧和懊恼，而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

去预防下一个失败，争取下一次的成功。因此，兴趣对人活

动的另一个作用表现在，它可以减轻人在活动中所受挫折的

压力与份量。 2、情感 情感作为一种非智力因素对人活动的

成败、优劣起着重要作用。强烈、稳定的情感可以提高人认

识事物、钻研问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认识效果，从而

促进人的智力和能力的发展，达到更好地认识事物、熟悉情

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可以增强人开展活动的信

心和力量，提高战胜困难、排除障碍的毅力，还可以激励人

自觉地从事各项工作，实现工作和活动目标。 公务员工作中

的情感内容，大体可分为以下二种： (1)道德感 所谓道德感是

人根据一定社会或阶段的道德需要和规范，评价自己或别人



的行为时，所产生的态度体验。人的行为举止符合社会道德

行为标准，就会产生积极的、肯定的情感，并感到心安理得

；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否定的情感，并感到痛苦、内疚

。由于公务员工作的特殊性，对其道德感的要求也有特定的

内容。 ①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

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包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

热爱，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祖国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热

爱，还包括对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光荣的革命传

统以及锦绣前程的自豪等等。可见，公务员的爱国主义情感

要求具有极其崇高的性质和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新时期，热

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支持改革开放，

这是公务员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 ②集体主义的情感。集体

主义就是对自己所属的集体和同志所持的关怀和爱护态度的

体验。集体主义感包括对集体成绩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对同

事之间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友谊感和凝聚感。集体

主义情感是公务员活动意志力的重要动因。 ③强烈的义务感

和责任感。所谓义务感和责任感，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应尽

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所持的主动和积极态度的体验。义务感

和责任感是公务员道德感的核心，它既以集体主义、爱国主

义情感为基础，也是这些道德感的集中体现。只有当一名公

务员具有强烈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时，才能尽力去完成自己的

工作，当他们尽到了自己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时，就会感到满

意、自豪；相反就会产生不满、内疚、羞耻等情感。 ④对本

职工作的深厚热情。所谓热情，是一个人对于一定事情或活

动所持的某种深厚而又坚定态度的体验。热情是具有极大的

持续性的，一个人一旦树立了公务员工作的光荣感，产生了



对秘书事业的热情，就能保持很长时间；热情又是和人的意

志相联系的，一个人只有对公务员工作充满热情，以公务员

工作为乐，有事业进取心，他才不会向困难屈服，而是坚持

不懈，努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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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