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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馆专业技术人员的胜任力模型构建 

黄 河 杨 东 

(1 重庆市科技馆;2西南大学心理学院) 

【摘 要】：运用关键行为事件访谈法，分别构建了重庆科技馆科普工作类、教育活动类和工程技术类三类专业技

术人员的胜任特征模型，该模型对于科技馆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价标准建立、人员选拔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与管理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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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是以普及科技知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的公益性科普工作机构，承担着展示科技成就与发展，举办科普展览，

开展科普活动及相关社会服务的职责。我国科技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得到蓬勃发展，全国现有科技馆 273 座，从业人员已

形成一定规模。根据国家科技统计报告显示，2008 年全国科普专职人员已达 22.97 万人。随着科技馆新建、改建规模的扩大，

近年来不断引进和聚集优秀的青年人才，从业人员年龄结构逐渐趋于年轻化，专业技术人员对职业发展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要做好科技馆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胜任力的问题。因此，弄清楚科技馆专业技术人员的胜任

力，并根据相关的胜任力设计选拔、培养的标准和方案，根据胜任力来确定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和职级评定标准，这对科技馆

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生涯发展和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 

1．胜任特征模型的构建方法本文使用的是才能评鉴法，其核心是行为事件访谈法(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BEI)。

该方法采用开放式的行为回顾式探察技术，通过让被访谈者找出和描述他们在工作中最成功和最遗憾的 2～3件事，每件事详细

地报告当时发生了什么，具体包括：这个情境是怎样引起的?牵涉到哪些人?被访谈者当时是怎么想的，感觉如何?在当时的情境

中想完成什么，实际上又做了些什么?结果如何? 

2．访谈被试 

综合绩效考核、领导推荐、专家意见确定了 18 名员工作为绩效优秀组。在其余员工中，我们随机抽取了 15 名作为绩效一

般组，根据录音清晰度、访谈配合程度等问题，去掉了 2 份不符合要求的录音。选出了绩效优秀组 17 名，绩效一般组 14 名，

共 31名被试的访谈录音进行分析。 

3．胜任特征模型的研究程序 

（1）胜任特征编码 

第一步，将访谈录音输入计算机，整理成 Word文档。 

第二步，编码训练。采用 Spencer的《胜任特征编码辞典》，由心理学专业人士组成的 4人编码小组分别对一份访谈录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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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进行试编码。经过讨论，使得 4人对这份访谈文稿的编码达成了一致意见。 

第三步，预编码。4人分别对 11份录音文稿进行预编码，这 11份文稿全部来自绩效优秀组。经过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形成

编码规则。 

第四步，正式编码。选择预编码过程中编码一致性较高的 2人作为组长，将 4人分为两个小组，每组分别对 10 份文稿进行

编码，同一组中的 2人对同一份文稿进行编码。 

（2）数据处理 

将编码结果汇总。统计出每个被试在每个特征出现的频次、平均等级分。将 31名被试的数据输入 SPSS16.0进行处理。 

二、结果与分析 

根据科技馆的特点，把科技馆工作人员分为三类，分别是：科普工作类、教育活动类和工程技术类。下面对三类员工的结

果进行分析。 

1．平均分数的差异性检验 

首先，我们进行科普类工作人员的差异性比较，把差异性显著的特征作为该类人员的鉴别性胜任特征。对平均分数的秩和

检验表明，优秀组和一般组在 7项胜任特征上存在差异：培养人才、团队领导、随机应变、思考力、专业知识与技能、影响力、

信息搜集。 

其次，我们对教育活动类工作人员的差异性比较，把差异性显著的特征作为该类人员的鉴别性胜任特征。 

对平均分数的秩和检验表明，优秀组和一般组在 3项胜任特征上存在差异：团队领导、自信、专业知识与技能。 

最后，我们对工程技术类工作人员的差异性比较，把差异性显著的特征作为该类人员的鉴别性胜任特征。 

对平均分数的秩和检验表明，优秀组和一般组在 9项胜任特征上存在差异：情绪与压力管理、自信、组织承诺、分析问题、

政治判断力、进取心、计划性、信息搜集、人际沟通力。 

2．胜任特征的频次分析 

Spencer认为，胜任特征出现频次也包含了重要的信息。在前面的分析中可知，频次与长度相关性较大，说明其受访谈长度

影响较大，所以我们没有统计其在优秀组与普通组的差异。但出现频次较多的特征，表示在事件中被访者经常表现出这种行为，

所以可以作为通用胜任特征（徐建平，2004；李文，2006）。 

科普工作类各特征出现的总频次最高 13次，最低 0次。出现频次最多的特征有：团队合作、情绪与压力管理、自信、随机

应变、组织承诺、专业知识与技能、进取心、主动性、人际沟通力、客户服务导向。其中，随机应变、专业知识与技能是秩和

检验中存在差异的特征，去掉这两项后得到科技馆科技辅导员普遍具有的特征有：团队合作、情绪与压力管理、自信、组织承

诺、进取心、主动性、人际沟通力、客户服务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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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类各特征出现的总频次最高 22次，最低 1次。出现频次最多的特征有：团队合作、情绪与压力管理、自信、随机

应变、组织承诺、分析问题、进取心、计划性、主动性、信息搜集、人际沟通力。其中自信是秩和检验中存在差异的特征，去

掉这一项后得到科技馆教育活动员普遍具有的特征有：团队合作、情绪与压力管理、随机应变、组织承诺、分析问题、进取心、

计划性、主动性、信息搜集、人际沟通力。 

工程技术类各特征出现的总频次最高 20次，最低 0次。出现频次最多的特征有：团队合作、自信、组织承诺、分析问题、

专业知识与技能、进取心、计划性、主动性、信息搜集、客户服务导向。其中，自信、组织承诺、分析问题、进取心、计划性、

信息搜集是 t 检验中存在差异的特征，去掉这六项后得到科技馆工程技术员普遍具有的特征有：团队合作、专业知识与技能、

主动性、客户服务导向。 

三、科技馆专业技术人员胜任特征模型 

总结以上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科技馆专业技术人员的胜任特征模型，分别见下面的三类模型： 

1．科技馆科普工作类人员胜任特征模型 

由图 1 可知，优秀科普工作类人员的胜任特征有：培养人才、团队领导、随机应变、思考力、专业知识与技能、影响力、

信息搜集。科普工作类人员通用胜任特征有：主动性、进取心、组织承诺、团队合作、情绪与压力管理、自信、人际沟通力、

客户服务导向。 

 

2．科技馆教育活动类人员胜任特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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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优秀教育活动类人员的胜任特征有：团队领导、自信、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活动类人员通用胜任特征有：

主动性、计划性、信息搜集、组织承诺、团队合作、情绪与压力管理、分析问题、进取心、人际沟通力、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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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馆工程技术类人员胜任特征模型 

由图 3 可知，优秀工程技术类人员的胜任特征有：情绪与压力管理、自信、组织承诺、分析问题、政治判断力、进取心、

计划性、信息搜集、人际沟通力。工程技术类人员通用胜任特征有：主动性、团队合作、学习与创造、专业知识与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