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能够做什么

——我的智能与技能

【关 键 词】生涯定向  自我认知   智能与技能

【辅导背景】

我是谁？我能做什么以及优劣势？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教育工作者为青少年的将来提供方

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引导青少年从自身能力类型与优劣势出发探索自己并为他们的未来道路

提供方向成为可行的途径。

本课通过帮助学生明确能力的作用、类型以及与学习与工作的关系，为学生培养能力提供方

向。本课还对如何培养能力进行了明确和计划，有助于学生课后的实践。

【辅导目标】

1、了解能力在生涯发展中的重要性。

2、不同能力类型适合不同工作。

3、通过测验、讨论等方式了解和明确自己的能力类型。

4、培养与提高自己的能力。

【重点难点】

让学生发现、确定能力特点，制定培养或改变能力类型的计划并付诸实践。

【适用学生】中学生

【辅导准备】

（1）多媒体课件

（2）学生预习

（3）学生成长手册

【辅导课时】1-2 课时

【辅导过程】

1、心理情景——少年的有趣经历——营造气氛、引出主题

教师讲述：这是一位少年的有趣经历： 
1、6 岁时，一位非洲的主教跟他一块儿玩了一下午的滚球，他觉得从来没有一位大人对他这

么好过，认为黑人是最优秀的人种。 
2、8 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嗜好，喜欢问父亲的朋友有多少财产，大部分人都被他吓了一跳，

只好昏头昏脑地告诉他。 
3、上小学时，他常常花一整天时间偷看大姐的情书，从来没有被发觉。 
4、他天生哮喘，夜里总是辗转难眠，白天又异常疲惫，这个病一直折磨着他。他对很多东西

都有恐惧症，比如大海。 
5、他恳求父亲带他去钓鱼，父亲说：“你没有耐心，带你去你会把我弄疯的。”也由于没有

耐性，他成了牛津大学的肄业生。 
6、老师问他拿破仑是哪国人，他觉得有诈，自作聪明的改以荷兰人作答，结果遭到了不准吃

晚饭的惩罚。 
7、他总觉得自己的智商只比天才低一点，结果一测试，只有 96，只是普通人的正常智商。 
教师询问：这个人将来会不会是个伟大人物呢？

学生回答。

教师继续讲述：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位伟大人物的传奇： 
1、他一生朋友无数，他曾列了一个有 50 个名字的挚友清单，包括美国国防部部长、纽约的



著名律师、报刊总编以及女房东、农场的邻居、贫民区的医生等等。 
2、二战期间，在他 31 岁时，他为了帮助自己的祖国，服务于英国情报局，当了几年的间谍。

 
3、38 岁时，他记起祖父从一个失败的农夫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于是决定效仿。没有文凭

的他，以 6000 美元起家，创办了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年营业额达数十亿美元。 
4、他曾自嘲：“只要比竞争对手活得长，你就赢了。”他活了 88 岁。 
5、他一生都在冒险，大学没读完，就跑到巴黎当厨师，继而卖厨具，到美国好莱坞做调查员，

随后又作了间谍、农民和广告人。晚年隐居于法国古堡。 
6、他敢于想像，设计了无数优秀的广告词，至今仍在使用。 
7、他说：“永远不要把财富和头脑混为一谈，一个人赚很多钱和他的头脑没有多大关系。” 
教师总结：其实那位少年和伟人是一个人，名字叫做大卫·奥格威，奥美广告公司创始人。

在这之前你们会觉得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我们把上述两对 7 个例子一一对应，便会发现它们之间没有所谓成功的必然规律：有的可以

牵强的联系起来，比如偷看情书为当间谍作了铺垫，对财富的欲望导致日后开了广告公司，天性

友善适合结交朋友；有的则完全相反，没有耐性却创造了伟业，身体不好却长寿，智商不高却有

着惊人的智慧。大卫·奥格威的成功在于他顺从了性格，并将自己的特点(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二、了解能力——界定概念，促进探索

教师询问：那么如何找到自己的优点，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何找到影响我们成功的能力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能力。

能力是影响某种活动完成所必需的个性心理条件。它包括实际能力或技能或潜在的能力或能

力倾向。一部分能力是通过遗传获得的，例如某些同学听力敏感，有些同学先天弱视。一部分能

力是通过后天努力的，例如演奏家朗朗。

能力分为很多种。一般的分为八种能力。表中代表人物可以由学生提供。

八大智能 工作技能 代表人物

人际

智能

服务、接待、沟通、认同、交易、个别辅导、生活教练、心理咨询、顾问、

评核他人、说服、激发动机、推销、征才、激励、授权、谈判、仲裁、合作、

抗争、洽谈。 

周恩来、丘吉尔、赖斯、克

林顿、奥巴马等

内省

智能

执行决策、单独工作、自我提升、设定目标、达成目标、自动自发、评定、

估算、规划、组织、明察待机、自省、自知。

乐嘉、杨凤池等

语言文字

智能

与人交谈、叙述、通知、教导、写作、用言辞表达、说某种外语、口译、比

译、教学、讲课、讨论、研究、倾听、抄录、校对、编辑、计算机文字处理、

归档、报告。

陈鲁豫、王小丫、韩寒、郭

敬明、九夜茴（《匆匆那年》

作者）等

音乐

智能

唱歌、弹奏乐器、录音、指挥、即兴创作、作曲、抄谱、编曲、听曲、辨别

（音质）、调音、编写管弦乐、音乐赏析、评论（音乐风格）。

朗朗、李云迪、周杰伦、刘

德华等娱乐圈音乐人

视觉空间

智能

画图、彩绘、想象、图书制作、设计、创意、发明、图解、着色、绘制、工

程图、制表、制图、摄影、装饰、影片制作。

徐悲鸿、张大千等著名画家，

影视特效制作人、张艺谋等

数学逻辑

智能

理财、预算、经济研究、推理、估算、会计、数算、计算、统计、审计、推

测、分析、组合、归类、顺序。

纳什（博弈理论创建者，诺

贝尔获得者），华罗庚、陈

景润等

肢体-动

觉智能

分类、平衡、抬举、提取、行走、跑步、手工艺制作、修复、清理、运送、

交递、制造、修理、组合、安装、操作、整理、打捞抢救、表演、唱歌、模

仿滑稽动作、戏剧表演、服装展示、跳舞、运动、筹组户外活动、旅行。

刘翔、田亮、章子怡、姚明

等



自然智能标本制作、种苗培育。 达尔文、袁隆平等

教师询问：看到这几种能力，你能想到在这些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人物吗？

学生回答。

    三、寻找自己的能力资源——了解自我，互动分享

（一）为自己的智能排序

教师引导与询问：看完这些介绍，我们能否大概给我们的智能排个名次？你可询问你的好朋

友或者课后的时候也可以与自己的父母亲友一起讨论。看看哪种智能是你能力中的 NO.1(第一名)，
看看你的长项适合什么工作？我们可以结合自己感兴趣的的工作来思考。

八大智能 排序 自己适合的工作 参考-代表性职业

人际

智能

行政主管、经理、校长、人事行政人员、仲裁者、社

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辅导员、心理学家、护士、

公关人员、推销员、旅行业者、社会工作者。

内省

智能

心理学家、教士、心理学教师、心理治疗师、心理辅

导人员、神学家、方案规划人员、企业家。

语言文

字智能

图书馆员、档案保管员、博物馆或艺术馆之馆长、编

辑、翻译者、语言校正专家、作家、广播员、新闻记

者、法律助理、律师、秘书、打字员，校对员、语文

教师。

音乐

智能

音乐节目主持人、音乐家、乐器制作者、钢琴调音者、

音乐心理治疗师、乐器销售员、作曲家、录音工程师、

合唱团长、指挥、歌手、音乐教师、抄谱员。

视觉空

间智能

工程师、测量员、建筑师、都市设计师、美工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摄影师、美术教师、发明家、绘图员、

飞机驾驶员、艺术家、雕刻家。

数学逻

辑智能

查帐员、会计员、采购员、保险业者、数学家、科学

家、统计学家、保险理赔员、计算机分析师、经济学

家、技师、簿记员、自然科学教师。

肢体动

觉智能

复建物理治疗师、康乐活动辅导、舞者、演员、模特

儿、农夫、技工、木匠、手工艺品制作者、体育教师、

工人、编舞者、职业运动员、森林管理者、珠宝商。

自然观

察智能

生物学家、动植物学家、农业研究人员、天文学家、

生态学家、园艺家、工艺家、海洋学家。

（二）测验中寻找能力

课前学生提前进行《职业能力测试》

教师询问：通过课前的职业能力测验，大家大概了解了自己的能力优势。在这里有没有同学

有什么问题或困惑的呢，关于测验过程或结果？

学生提问。

教师总结：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同学觉得这个测验好像不准，有些同学觉得自

己的兴趣和职业好像没有多大的联系，有些同学好像分辨不出自己的明显优势是什么。

教学意图或教学预设：

本互动环节中，学生会提问很多问题。这时教师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例如：

①关于如何按照指示说明来进行填写，这时教师可以举出某个具体的题目进行示范；

②关于问题中的某些词句的理解，按照心理测验的施测操作原则，一般教师只能重复该句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不需要过于严格遵守原则，毕竟该测验仅供教学参考使用；

③关于结果解读，在这之前教师最好自己先进行实测，这样子教师在回答学生提问时会比较

心领神会；

④部分学生在结果解释环节中会发现，好像结果与自己平日里的感受不一样。遇到这种情况，

教师可以进行解释。一般会有一下这些情况：学生计算过程出现差错，学生填写过程出现差错，

学生查看过程出现差错，学生答题过程未如实填写，若是无以上任何问题需另作解释。

⑤部分学生在结果解释环节中发现，好像结果与自己平日里的感受不一样。这到这种情况，

却无任何以上问题。教师需要进一步解释：本次测验仅供我们发现自我能力优势的参考，但另一

方面表明你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能力优势。这值得恭喜呀！

⑥部分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与能力优势所匹配的职业或工作不一致。教师需要向学生解释，

很多时候兴趣与能力优势并不会相一致（例如我们喜欢看电影但是我们却没有品鉴电影的能力，

而职业影评人则很专业），更不会与能力优势所匹配的职业或工作相一致。既然兴趣可以培养，

那么能力也可以培养的。

⑦部分学生发现自己并没有较为明显的能力优势。教师需要安抚学生情绪：部分同学可能没

有明显的能力优势，一方面说明他可能还未发现自己潜在的能力优势，另一方面说明我们需要帮

助他们一起发现和培养能力优势。这时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来一起培养、拓展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优

势。

4、能力培养室——促进探索与改变

    教师过渡与引导：这里老师需要强调的是①本次测验的结果仅供我们同学参考，测验的结果

并不是我们的标签，它不能决定我们的将来；②兴趣与能力优势很多时候并不会相一致，更不会

与能力优势所匹配的职业相一致；③兴趣可以培养，能力也可以培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发现、

拓展和培养我们的能力吧！

（一）学习与生活中如何获得能力/智能

教师引导：我们知道了能力大致可以分为八大智能，那么请问我们的学校课程中哪些科目可

以培养相应的能力/智能？

学生回答。

教师总结与询问：现在我们知道了八大智能与学校课程的对应情况，所以我们若是要培养与

提高我们的智能就需要相应的认真对待和认真学习相应的学校课程。因为哪些课程可以培养与提

高我们的智能。有些同学会问：除了学习学校相应课程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可以培养与锻炼自己

智能的途径呢？其实那就是我们的休闲活动。那么，请同学们想想与八大智能相对应的休闲与工

作有哪些？

学生回答。

教学意图或教学预设：

学生的回答总会超出我们的预想范围，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提前预设很多的可能性。

对于超过我们知识与能力范围的问题，我们可以坦率的告诉学生我们不清楚，但需要给予学生有

明确期限的参考建议或者答案。

智能、学校课程、休闲与工作对应表（参考）

八大智能 工作技能 学校课程-参考 休闲与工作-参考

人际

智能

服务、接待、沟通、认同、交易、个别辅导、生活教练、

心理咨询、顾问、评核他人、说服、激发动机、推销、征

才、激励、授权、谈判、仲裁、合作、抗争、洽谈。

语文、英语

演讲、主持、辩论等；

担任班干部或者组织

学校活动和班级活动



内省

智能

执行决策、单独工作、自我提升、设定目标、达成目标、

自动自发、评定、估算、规划、组织、明察待机、自省、

自知。

数学、综合实践活动、

思想品德、历史

下象棋、下五子棋等

棋类，组织或参与学

校活动；策划班级学

校活动

语言文字

智能

与人交谈、叙述、通知、教导、写作、用言辞表达、说某

种外语、口译、比译、教学、讲课、讨论、研究、倾听、

抄录、校对、编辑、计算机文字处理、归档、报告。

语文、英语、信息技

术

写小说、书信；主持

学校活动，参与征文

比赛等，帮助老师处

理事务

音乐

智能

唱歌、弹奏乐器、录音、指挥、即兴创作、作曲、抄谱、

编曲、听曲、辨别（音质）、调音、编写管弦乐、音乐赏

析、评论（音乐风格）。

音乐

唱歌、吹口琴、弹钢

琴等；参与班级学校

晚会或才艺展示等

视觉空间

智能

画图、彩绘、想象、图书制作、设计、创意、发明、图解、

着色、绘制、工程图、制表、制图、摄影、装饰、影片制

作。

美术、信息技术、地

理

绘画、摄影、打扮等；

参加相关比赛等

数学逻辑

智能

理财、预算、经济研究、推理、估算、会计、数算、计算、

统计、审计、推测、分析、组合、归类、顺序。
数学、物理、化学

心算、口算等；帮助

母处理商业事务等

肢体-动

觉智能

分类、平衡、抬举、提取、行走、跑步、手工艺制作、修

复、清理、运送、交递、制造、修理、组合、安装、操作、

整理、打捞抢救、表演、唱歌、模仿滑稽动作、戏剧表演、

服装展示、跳舞、运动、筹组户外活动、旅行。

体育、音乐、综合实

践活动、美术

足球、篮球、乒乓球、

羽毛球、跳远、跳高、

骑行、唱歌等

自然智能 标本制作、种苗培育。 生物、综合实践活动 手工制作

（二）制定能力培养计划

教师引导与询问：现在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能力类型，我们的能力有突出的地方也有需要改进

的地方。我们有时候需要为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将来的生活进行完善自己。那么你的能力需要

哪些改变呢？请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填写在表单中。

1、培养兴趣的目标

教师引导：我希望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需要做些什么改变？（可以参考八大智能工作

技能或者自己偶像的技能）

八大智能 人际智能 内省智能
语言文字智

能
音乐智能

视觉空间智

能

数学逻辑智

能

肢体-动作

智能
自然智能

我目前的样

子

我理想的样

子



2、预定计划与困难解决

教师引导：改变是一个很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需要我们考虑很多方面。这里就需要我们制

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而计划的完备就像记叙文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

果——一样齐全。

时间——为计划制定一个起讫（开始与结束）的时间范围、每次规定的时间以及次数；

地点——为计划规定具体的地点或者活动范围；

人物——为计划寻找陪伴者、监督者或参与者，除此之外的工具、经费或其他支持等；

起因——为计划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与目的；

经过——为计划的实施制定预案，包括：可能遇到的困难与解决办法等；

结果——为计划制定可以衡量的标准、达到目标的奖励等。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具体落实，老师已经为大家制定了一个计划模板。每一个项目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填写。

预定计划 可能困难与解决

□时间保证：每天、每周_____________小时

□环境保障：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陪伴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具保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费保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监督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奖励方案：当每天、每周进行___________

小时，给予____________奖励。

奖励可以是□食品  □杂志书籍等  □活

动（例如看书、睡觉）  □其他___________

替代的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替代的环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替代的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替代的工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替代的方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替代的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替代的奖励：当每天、每周进行___________

小时，给予____________奖励。

奖励可以是□食品  □杂志书籍等  □活动

（例如看书、睡觉）  □其他___________

□反思：这项活动能给你带来哪些好处？

□觉得很酷     □很有面子  □增长知识       □学到技能      □得到他人赞赏与夸奖

□对学习很有好处           □对生活有好处   □对健康有好处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认真填写并分享。

教师总结与引导：能力不是天生的，是在生活过程中慢慢形成的，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培

养。在此过程中你可能会因为需要失败而被别人嘲笑，可能需要面对众人的瞩目而不自在，也可

能因为改变习惯而不情愿，但记得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拼命努力的自己。也告诉自己现在的

你没有辜负未来的自己。当你的能力得到别人认可、羡慕或嫉妒的时候。

教师提示：或许有部分人还没有想好该如何面对，这里老师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提示——

教学意图或教学预设：

有时候，部分学生过分关注学业或者真的没有想法。这时，教师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启发学生

的思路：

1、我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2、我最不满意自己那些方面？

3、我的亲朋好友希望我在哪些方面得到改进？

4、我的同学在哪些方面需要培养自己的兴趣？

5、你身边有谁兴趣广泛？

6、我有喜欢的偶像吗？我希望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吗？他的突出能力是什么？

学生依次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其实也是发现自己需要培养的智能类型的过程。



1、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有趣的、需要具有的或者有一定优势的方面作为自己能力培养的目标，

比如阅读、研究、制作等；

2、不断地进行自我暗示：我能行，我对它有兴趣！

3、多尝试、多练习、多请教，再做的过程中熟悉、掌握；

4、争取成功，在别人或者自己面前展示自己的成就，试着体验成功的满足；

5、稳定、持久的坚持一段时间。

教学意图或教学预设：

    在预定计划与困难解决部分，有些同学会觉得比较难处理。这时教师可以增加一个环节来通

过全班同学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在大部分同学结束任务与分享时，或指名道姓或匿名的

方式询问和求助他们，例如：我们班有位同学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有谁能够举手提建议出点子吗？

若希望能够除了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培养自己的能力，还希望学生能够落实计划，那么教师可

能需要几节课通过某个同学的具体例子帮助他来完成。这样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突出实效。

教学意图或教学预设：

学生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在这个环节可以给学生一些指导。例如：

①请先对自己想要培养的方面进行理清与确认，并不是每样能力类型都需要全面培养。

②对希望培养的方面进行优先次序排序。例如哪些是急需要培养的，哪些是很难培养。我们

可以从急需要培养和较容易培养的先开始。

③在培养的过程中请每次只选择一项进行培养。最好能够坚持 21天以上。因为心理学研究表

明坚持 21天以上的行为才有机会变成习惯。当培养自己成为一种习惯，那么很多事情都好办了。

④培养过程中可以自我管理进行，但有些则需要提醒与监督。

⑤对于自己的培养请及时进行必要的奖励，例如物质(冰激凌等)、活动（可以周末逛街）或

者特权（可以老师共进午餐）等等。

以上仅仅是笔者的一些看法。有兴趣的教师可以自己查阅相关材料或者与学生互动等方式来

获得更多的方式或方法。

为了能够更加有效直观的给学生提供示范，教师可以使用某个学生的清单由全体学生来一起

讨论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

五、课堂总结

老师总结：这节课让我们知道了：（1）能力是什么？（2）不同的能力类型适合不同的工作。

（3）我们各自都有哪些能力类型？（4）我们如何培养或改变自己的能力类型？

学生回答。

六、布置作业

1、完成本节课成长手册

2、完成下节课成长手册（阅读第一部分，完成第二部分）

    八、师生互动

思考：收获与困惑

请问本节课给你最深的印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问本节课给你最大的收获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问本节课给你最大的困惑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问你需要我的什么帮助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本节课，你有什么建议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反馈

关于你的困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你所需要的帮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学建议

    再完美的辅导设计都有值得推敲的方面，再完美的解答都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所以本部分用

于辅导完成后学生的反馈。通过学生的反馈，我们可以有针对的进行辅导设计，有方向的进行课

后辅导。

补充与拓展

    做事态度决定成就高度

过去的生活，不管如何辉煌或暗淡，都随着时光如流水般远去。但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人整

日哀叹过去的痛苦或者满足于曾经的辉煌，似乎生活对他们来说，永远都是过去式。羁绊于过

去之中，是很难洒脱地走向美好的明天的，不应让昨天的伤感，腐蚀今天的情绪，羁绊今天的

步伐。

美国新泽西州的一所小学里，有一个由 26 个孩子组成的特殊班级，他们都是一些曾经失

足的孩子，有的吸过毒，有的进过少管所，家长、老师及学校对他们非常失望，甚至想放弃他

们。一位叫菲拉的女教师主动要求接手了这个班。菲拉的第一节课，并不像以前的老师那样整

顿纪律，而是在黑板上给大家出了一道选择题，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判断选出一位在后来能够

造福于人类的人。有 3 个候选人：

A．笃信巫医，有两个情妇，有多年的吸烟史而且嗜酒如命；

B．曾经两次被赶出办公室，每天要到中午才起床，每晚都要喝大约一升的白兰地，而且

有过吸食鸦片的记录；

C．曾是国家的战斗英雄，一直保持素食的习惯，不吸烟，偶尔喝一点啤酒，年轻时从未

做过违法的事。

大家都选择了 C。菲拉公布答案：A 是弗兰克林－罗斯福，担任过四届美国总统；B 是温

斯顿·丘吉尔，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首相；C 是阿道夫·希特勒，法西斯恶魔。大家都惊呆了。

“孩子们，过去的荣誉和耻辱只能代表过去，真正能代表一个人一生的，是他现在和将来

的作为。从现在开始，努力做自己一生中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你们都将成为了不起的人。”这

一番话改变了这 26 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其中就有今天华尔街最年轻的基金经理人——罗伯

特·哈里森！

附件：

职业能力自测

    请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下列每一个问题。根据每个问题的回答在“强”“弱”那一

栏打钩并在每次总计次数中填写相应的次数。

第一组 强 弱

1 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2 阅读速度快，并能抓住中心内容

3 清楚地向别人解释难懂的内容



4 对文章的字、词、段落的理解、分析和综合的能力

5 掌握词汇量的程度

6 您读书期间的语文成绩

总计次数

第二组 强 弱

l 目测能力如测量长、宽、高等

2 解应用题的速度

3 笔算能力

4 心算能力

5 使用工具如计算器、算盘等的计算能力

6 您读书期间的数学成绩

总计次数

第三组 强 弱

1 作图能力

2 画三维度的立体图形

3 看几何图形的立体感

4 想像盒子展开后的平面形状

5 想像立体物体的能力

6 玩拼板游戏

总计次教

第四组 强 弱

1。发现相似图形中的细微差异

2 识别物体的形状差异

3 注意到多数人所忽视的物体的细节部分

4 检查物体的细节

5 观察图章是否正确

6 善于改正计算中的错误

总计次数

第五组 强 弱

1 快速而正确地抄写资料诸如姓名、日期、电话号码等

2，发现错别字

3。发现计算错误

4 发现图表中的细小错误

5 在图书馆很快地查找编码卡片

6 持久工作的能力如较长时间地进行抄写资料

总计次数

第六组 强 弱

1 操作机器的能力

2 玩电子游戏或瞄准打靶

3 运动中身体的协调灵活性

4 打球如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珠等的姿势与水平

5 手指的协调性如打字、珠算等



6 身体平衡的能力如走平衡木等

总计次数

第七组 强 弱

l 灵巧地使用手工工具如榔头、锤于等

2 灵巧地使用很小的工具如镊子、缝衣针等

3 弹乐器时手指的更活度

4 动手做一件小手工艺品

5 很快地削水果如苹果、梨子

6 修理、装配、拆卸、编织、缝补一类活动

总计次数

第八组 强 弱

l 善于在陌生的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

2 去新场所井结交新朋左

3 您的口头表达能力

4 善于与人友好交往并协同工作

5 善于帮助别人

6 擅长做别人的思想工作

总计次数

第九组 强 弱

1 善于组织集体活动

2 在集体活动或学习中。经常关心他人的情况

3 在日常生活中能经常动脑筋，出点子

4 冷静地、果断地处理突然发生的事情

5 在工作中您认为自己的工作能力

6 善于解决朋友与同事之间的矛盾

总计次数

  职业能力自测站果

  现在请根据每组回答的“强”“弱”的总次数。填入下表：

  在强(次数)栏中找出两个数字最大的组，这两个组所表示的能力就是您在职业能力上最强的

两个方面，然后您可以对照下面的分析。看到您所适宜从事的职业有哪些，反之您也可在弱(次数)栏
找出两个数字最大的组。这两组所反映的职业能力对悠来说最弱。您不应该从事要求这两方面职

业能力强的职业。

组别 特征 最适宜从事的职业
强的

次数

弱的

次数

第一组：

言语能

力

您具有对词、句子、段落、

篇章的理解能力，以清楚

而正确地表迭自己的观点

和向别人介绍信息的能力。

您最适宜从事的职业有推销员、商

务师、导游、演员、导演、编辑、

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教师、律师、

审判员等。

第二组：

数理能

能迅速而准确地运算，并

具有在快速准确地进行计

算的同时进行推理、解决

您最适宜从事的职业有会计、银行

职员、保险公司职员、税务员、审

计员、统计员、自然科学家、计算



力 应用问题的能力。 机工程师等。

第三组：

空间判

断能力

具有对立体图形以平面图

形与立体图形之间美感的

理解能力，包括能看懂几

何图形、对立体图彤的三

个面的理解力，识别物体

在空问运动中的联系，解

决几何问题。

您最适宜从事的职业有技术员工程

师、服装设计师、艺术家、家吴设

计师、建筑师、摄影师、家电维修

专察、白然科学家、军官、司机等。

第四组：

察觉细

节能力

您对物体或图形的有关细

节具有正确的知觉能力，

对于图形的明暗、线的宽

度和长度能做出区别和比

较。可以看出其细微的差

别。

你最适宜从事的职业有技术员、工

程师、电工、图管员、咨询师、运

动员、教练员、导演、图书馆员、

会计、银行职员、保险公司职员、

审计员、统计员、编辑、播音员、

自然科学家、计算机工程师等。

第五组：

书写能

力

您具有对词、印刷品、账

目、表格等细微部分正确

知觉的能力，善于发现错

字和正确地校对数字的能

力。

悠最适宜从事的职业有教师、公务

员、社会科学家、秘书、打字员、

编辑、银行职员、咨询师、经理、

记者、作家等。

第六组：

运动协

调

您的眼、手、脚、身体能

够迅速准确和协调地做出

准确的动作和运动反应，

手能跟随眼所看到的东西

迅速行动。具有正确控制

的能力。

您最适宜从事的职业有运动员、教

练员、演员、工人、农民、服装设

计师、家具设计师、美容师、电工、

司机、服务员、导游、医生、护士、

药剂士、导演、警察、战士等。

第七组：

动手能

力

您的手、手指、手腕能迅

速而准确地活动和操作小

的物体，在拿取、放置、

调换、翻转物体时手能做

出精巧运动和腕的自由运

动。

您最适宜从事的职业有医生、护士、

药刑士、运动员、教练员、自瑞科

学李、工人、农民、技术员、工程

师、服装设计师、家具设计师、艺

术家、美容师、售货员、服务员、

保育员、摄影师、演员、导演、战

士等。

第八组：

社会交

往能力

您善于开展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交往、相五联系、相

互帮助、相互作用和影响，

具有协同工作或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的能力。

您最适宜从事的职业有采购员、推

销员、，公共关系人员、外销员、

商务师、编辑、调度员、经理、服

务员、图管员、导辩、咨询师、银

行信贷员、税务员、审计员、保险，

司职员、演员、导演、教师、社会

科学家、，公务员、秘书、警察、

律师等。

第九组：

组织管

您擅长于组织和安排各种

活动。具有协调人际关系

的能力。

您最适宜从事的职业有调度员、导

游、教练员、导演、教师、经理、

公务员、商务师、保育员、咨询师、



理能力 税务员、秘书、律师、警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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