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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的心理特点时，常常要谈到他的兴趣特点，人的兴

趣特点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进行分析。 (1)兴趣的广度：这是

指兴趣范围的大小而言。有些人对新鲜事物十分敏感，对什

么事都发生兴趣；有些人则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天地里，兴

趣的范围极为狭窄。人的心理的充分发展是常常与兴趣的广

阔相联系的。历史上许多卓越人物具有令人惊讶的渊博知识

，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广泛的兴趣。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卓越人

物。当马克思的女儿请求他说出他所爱好的格言时，他就把

古代的一句谚语写了出来：“人类的一切东西，对我都不是

陌生的。”(2)兴趣的中心：这是指在广泛兴趣的基础上要有

一个中心的兴趣。多方面的兴趣只有在与某个中心兴趣相结

合的情况下，才是一个珍贵的品质。例如有一位数学教师，

他是一个文艺的爱好者，他能够出色地作各种有关普通教育

的报告，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读得很多，他特别醉心于

传记文学，他对于艺术理论与哲学也感到兴趣，而且还研究

过心理学的问题。但他对于数学具有一种特别的、任何东西

都比不上的兴趣。他说：“这门科学经常给我以创造性的愉

快，并且这种愉快逐年在增长。”这是一位既有广泛兴趣又

有中心兴趣的教师。(3)兴趣的稳定性：一个人必须有持久的

、稳定的兴趣，才能经过长期的钻研，获得系统而深刻的知

识。有些人有多种多样的兴趣，但是不能持久，一种兴趣迅

速地被另一种兴趣所代替。这种见异思迁的人，难于有多大



的成就。 (4)兴趣的效能：这是指兴趣对活动能够产生效果的

大小而言。有的人的兴趣只停留在期望和等待的状态中，不

能促使人去积极主动地努力满足这种兴趣。这种兴趣缺乏推

动的力量，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有的人的兴趣则不然，它

能推动一个人去积极活动，它能产生实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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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