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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在系统回顾高校教师胜任特征模型构建方法及研究成果之后，详尽地介绍了工作分析法建模
及行为事件访谈法（BEI）建模的步骤及注意事项，提出了采取O*NET工作分析与行为事件访谈法整
合的研究范式构建高校教师胜任特征模型。
研究发现：能区分高校优秀教师与普通教师的胜任特征有8项，即创新、批判性思维、教学策略、专
注、社会服务意识、逻辑分析能力、成就欲、尊重他人，重要但不具区分效应的胜任特征有23项。
高校教师胜任特征模型可简缩为三个因子，即创新导向、成就导向、人员导向。
研究采取团体焦点访谈和“高校教师胜任特征评价表”，验证了高校教师胜任特征模型的专家效度与
同时结构效度。
此外，还采取360度反馈评价方式，探讨了模型在高校教师绩效管理上的应用。
最后，基于高校教师胜任特征模型的开发实践，提出了整合型胜任特征建模的新路径。
研究成果不仅对高校基于胜任特征模型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为今后的胜任特征
模型开发研究提供了整合型建模的新路径。
　　本书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高校教师胜任特征模型的构建、验证与应用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不
断修改、完善并最终成型的。
本书的“实证篇”基本保留了博士论文的四个实证研究的内容，但是在“理论篇”有较大幅度的扩充
，主要是将工作分析法建模（第2章）与行为事件访谈法建模（第3章）单独成章，以凸显这两种方法
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本书“工作分析与行为事件访谈法整合”构建胜任特征模型的基础。
在“实证篇”的第9章，笔者依据经过效度验证的胜任特征模型，结合名师的教学科研实例，提出了
高校教师胜任力提升对策，这对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提升篇”，笔者结合高校教师胜任特征模型开发实践及胜任特征建模趋势，提出了整合型建模路
径（第10章），并将该建模流程应用于“工业设计通用职业胜任特征模型”的开发中，实践表明整合
型建模路径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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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系统回顾高校教师胜任特征模型构建方法及研究成果之后，详尽地介绍了工作分析法建模及行
为事件访谈法（BEI）建模的步骤及注意事项，提出了采取O*NET工作分析与行为事件访谈法整合的
研究范式构建高校教师胜任特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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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2 工作分析的作用　　工作分析是连接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重要纽带。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一个企业的组织目标、组织战略、组织设计相联系的
。
工作分析不仅仅是对工作本身信息以及任职者要求信息的收集，还包括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工作。
工作分析是以组织内外部环境分析为基础的，根据组织结构、职能设置、生产运作等进行相关工作职
责、技能、任职者要求的分析和描述。
所以工作分析是从企业战略、组织向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过渡的纽带。
不仅如此，工作分析的结果也为人力资源内部各个板块的定义和运作提供了依据和基础。
　　工作分析是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基础，在工作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对组织的整体运作、职能设置
以及各个岗位的职责、权限、要求等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而工作分析的结果是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服
务，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的各个部分提供运作的基础和前提。
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中的各个模块都需要以工作分析结果为基础。
工作分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人力资源规划方面。
人力资源计划对于组织的持续稳定发展是很重要的，而工作分析可以为企业人力资源计划制定提供基
本的信息，如组织中有哪些工作任务、多少个职位和岗位，这些职位的权力传递链条及汇报关系如何
，每一职位目前是否产生了理想的结果，组织中人员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培训需求和工
作安排等。
如果没有进行确实的工作分析，就没有对人力资源现状的充分认知，不可能制订出适合企业发展的人
力资源规划。
　　第二，在人员招聘与甄选方面。
招聘人员不是对所有的工作都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有些招聘人员对某些工作可能完全是外行。
工作分析可以提供职位的任职资格要求（工作规范），从而为人员招募、甄选决策提供依据，大幅度
提高人员甄选技术的效度和信度，降低组织的用人风险，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与工作适应性。
没有工作分析基础的人员招聘和甄选是盲目的、缺乏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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