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能力 批判性思维体系 

求真态度：在该维度上得分较高的同学对寻找知识抱着真诚和客观的态度，

若找出的答案与个人原有的观点不相符，甚至与个人信念背驰，或影响自身利益，

也在所不计。 

分析能力：在该维度上得分较高的同学能鉴定问题所在，以理由和证据去理

解症结和预计后果。 

求知欲：在该维度上得分较高的同学对知识更好奇和热衷，并尝试学习和理

解，就算这些知识的实用价值并不是直接明显。 

思维开放度：在该维度上得分较高的同学对不同的意见能够采取宽容的态度，

防范个人的偏见。 

思维系统性：在该维度上得分较高的同学能有组织，有目标地去努力处理问

题。 

思维自信心：在该维度上得分较高的同学对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更有把握。 



思维成熟度：在该维度上得分较高的同学能审慎地做出判断、或暂不下判断、

或修改已有判断，有警觉性地去接受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2、素质一 坚毅力 

坚毅性人格：得分较高的同学在完成目标或克服困难时表现出坚持不懈的努

力和坚忍不拔的品质。 

激情（兴趣持续性）：得分较高的同学能够对长远目标保持一如既往的兴趣； 

坚持（努力持续性）：得分较高的同学能为长久目标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3、素质二 领导力 

领导动机：得分较高的同学更期望获得领导角色，同时愿意付出努力去满足

领导角色的要求。 

领导自我效能：得分较高的同学更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功完成具体领导任务进

而实施有效领导。一个具有更高领导自我效能感的领导者将更有效地带领团队运

转，因为他们倾向于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发挥作为领导者本应发挥的作用，当遇到

困难时，他们会坚持不懈地去克服困难。 

领导自我认同：得分较高的同学对自身作为领导者身份的认同感更强。领导

自我认同越高的个体，越可能按照优秀领导者的标准去思考和行动，也更可能参

与和把握领导力发展的机会，不断改进和提升自身的领导力水平。 

 

 

 

 

 



4 人格：沟通合作、责任心、情绪稳定、好奇心 

 

 

情绪稳定性：反映了个体的情感调节过程，体验消极情绪的倾向和情绪不稳

定性。得分较高的同学倾向于有心理压力、不现实的想法、过多的要求和冲动，

更容易体验到诸如愤怒、焦虑、抑郁等消极的情绪。 

外倾性：反映了人际互动的数量和密度、对刺激的需要以及获得愉悦的能力。

得分较高的同学更喜欢与人接触，充满活力，经常感受到积极的情绪。他们热情，

喜欢运动，喜欢刺激冒险。在一个群体当中，他们非常健谈，自信，喜欢引起别

人的注意。得分较低的同学比较安静，谨慎，不喜欢与外界过多接触。他们不喜

欢与人接触不能被解释为害羞或者抑郁，这仅仅是因为比起外向的人，他们不需

要那么多的刺激，因此喜欢一个人独处。 

开放性：描述一个人的认知风格。得分较高的同学更偏爱抽象思维，兴趣广



泛。得分较低的同学讲求实际，偏爱常规，比较传统和保守。 

宜人性：考察个体对其他人所持的态度。得分较高的同学更善解人意、更友

好、慷慨大方、乐于助人，更愿意为了别人放弃自己的利益。得分较低的同学更

可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别人的利益之上，对别人是非常多疑的，怀疑别人的动机。 

责任心：评估我们控制、管理和调节自身冲动的方式。得分较高的同学容易

避免麻烦，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人们一般认为谨慎的人更加聪明和可靠，但是

谨慎的人可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或者是一个工作狂。得分较低的同学常被认为是

快乐的、有趣的、很好的玩伴。但是冲动的行为常常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虽然会

给个体带来暂时的满足，但却容易产生长期的不良后果。 

5、职业兴趣（2.0） 

 

探索型：得分较高的同学抽象思维能力强，求知欲强，肯动脑，善思考，不



愿动手。喜欢独立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知识渊博，有学识才能，不善于领导

他人。考虑问题理性，做事喜欢精确，喜欢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探讨未知的领

域。喜欢智力的、抽象的、分析的、独立的定向任务，要求具备智力或分析才能，

并将其用于观察、估测、衡量、形成理论、最终解决问题的工作，并具备相应的

能力。 如科学研究人员、教师、工程师、电脑编程人员、医生、系统分析员。 

艺术型：得分较高的同学有创造力，乐于创造新颖、与众不同的成果，渴望

表现自己的个性，实现自身的价值。做事理想化，追求完美，不重实际。具有一

定的艺术才能和个性。善于表达、怀旧、心态较为复杂。喜欢的工作要求具备艺

术修养、创造力、表达能力和直觉，并将其用于语言、行为、声音、颜色和形式

的审美、思索和感受，具备相应的能力。不善于事务性工作。如艺术方面（演员、

导演、艺术设计师、雕刻家、建筑师、摄影家、广告制作人），音乐方面（歌唱

家、作曲家、乐队指挥），文学方面（小说家、诗人、剧作家）。 

社会型：得分较高的同学喜欢与人交往、不断结交新的朋友、善言谈、愿意

教导别人。关心社会问题、渴望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寻求广泛的人际关系，比

较看重社会义务和社会道德。喜欢要求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能够不断结交新的朋

友，从事提供信息、启迪、帮助、培训、开发或治疗等事务，并具备相应能力。

如: 教育工作者（教师、教育行政人员），社会工作者（咨询人员、公关人员）。 

管理型: 得分较高的同学追求权力、权威和物质财富，具有领导才能。喜欢

竞争、敢冒风险、有野心、抱负。为人务实，习惯以利益得失，权利、地位、金

钱等来衡量做事的价值，做事有较强的目的性。喜欢要求具备经营、管理、劝服、

监督和领导才能，以实现机构、政治、社会及经济目标的工作，并具备相应的能

力。如项目经理、销售人员，营销管理人员、政府官员、企业领导、法官、律师。 



常规型：得分较高的同学尊重权威和规章制度，喜欢按计划办事，细心、有

条理，习惯接受他人的指挥和领导，自己不谋求领导职务。喜欢关注实际和细节

情况，通常较为谨慎和保守，缺乏创造性，不喜欢冒险和竞争，富有自我牺牲精

神。喜欢要求注意细节、精确度、有系统有条理，具有记录、归档、据特定要求

或程序组织数据和文字信息的职业，并具备相应能力。如：秘书、办公室人员、

记事员、会计、行政助理、图书馆管理员、出纳员、打字员、投资分析员。 

现实型：得分较高的同学愿意使用工具从事操作性工作，动手能力强，做事

手脚灵活，动作协调。偏好于具体任务，不善言辞，做事保守，较为谦虚。缺乏

社交能力，通常喜欢独立做事。喜欢使用工具、机器，需要基本操作技能的工作。

对要求具备机械方面才能、体力或从事与物件、机器、工具、运动器材、植物、

动物相关的职业有兴趣，并具备相应能力。如：技术性职业（计算机硬件人员、

摄影师、制图员、机械装配工），技能性职业（木匠、厨师、技工、修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