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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国内学者对能力的测评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领导能力素质测评的主要方法
有考绩法、考评法、考试法、模拟法以及心理测试法。
无领导小组讨论也是一种有效的能力测验方法，这一方法具有生动的人际交互性，被测人员可以在与
他人的互动中充分表现自己（卢纪华等，2002）。
评价和选拔企业管理者比较有效的方法包括资历考核、职业倾向测验、面试和评价中心技术（马欣川
，2001）。
除了传统的测评以外，还可以借鉴电子化的测评手段，如基于电话的测评、基于计算机和基于网络的
测评等（肖翔和王重鸣，2004）。
 2.3个体的性格 性格表现在一个人对现实的态度及其行为方式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并具有核心意义
的个性心理特征。
简言之，性格就是个人的思想、情绪、态度和行为的集合。
性格是与人的社会活动最为密切相关的一种人格特征。
它传递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且这一信息的传递是通过个人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事物的态度以
及言行实现的。
性格中也包含着很强的道德概念，可以最直接地反映一个人的道德水准。
同时，由于受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及世界观的影响，个体之间存在性格差异，性格是人最核心的人格
差异。
“知识改变命运，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性格的好坏对其发展、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3.1 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 古人云：“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积陛成命。
”这表明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性格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随性格特征与个体差异的不同而不同。
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1）遗传因素。
性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性格的形成受遗传基因的影响。
例如，生活中经常会见到性格相像的父母与子女，正所谓“父子天性”就是最合理的解释。
巴普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指出，“人一方面具备先天的品质，同时也具备来自外界生活所形成的
品质”，这一学说从神经系统的角度诠释了性格的遗传性。
 （2）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分为自然环境因素与社会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因素是指一个人生活所处的气候、地势、资源
等一系列自然条件。
例如，我国南北方地域的差异使得北方人生性豪爽、外向；南方人则相对比较内敛、含蓄、内向。
社会环境因素广义上是指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法制、经济、科技、文化等宏观环境因素；狭义上则
指人们生活的直接环境，如家庭、组织、社团等相对较小的范围。
社会环境的不同使得西方人崇尚自由、注重个人主义；而东方国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则过于平和、偏
重集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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