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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dure for undergraduates to enter the Party branch is very strict, which always goes 
through the class discussion, the student Party branch discussion and the teacher Party branch 
discussion, but the specific selection requirements are not clear. In order to provide clear indica-
tors for more activists and the masses who are eager to keep up with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which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elevant literature carried out the BEI, coding, compiled 
the preliminary “Undergraduate Party Branch Members Competency Self-Evaluation Question-
naire”, and carried out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project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validi-
ty analysis, then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was made for testing. After the validity analysis, the com-
petency model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etency model of un-
dergraduate Party branch members includes two factors: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and self cogni-
tion. Among them,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includes five characteristics: initiative, responsibility, 
executive ability, self policing and challenge. Self cognition includes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eo-
retical accomplishment, self-control and self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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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本科生进入党支部的程序十分严格，往往会经过班级讨论、学生党支部讨论、老师党支部讨论等步

骤，但具体的选拔要求尚不明晰。为给更多渴望向党组织看齐的入党积极分子以及群众提供明确的指标，

本研究在综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BEI行为事件访谈、编码、编制初步《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胜任

特征自评问卷》等步骤，并将问卷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由此制

成最终问卷进行施测，在效度分析后成功建立了胜任力特征模型。结果表明，高校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胜

任力特征模型包含两个因子，即成就导向与自我认知。其中，成就导向包括积极主动、责任感、执行能

力、自警、挑战五个特征，自我认知包括理论素养、自我控制、自我反思三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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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McClelland 在其论文中提到了“胜任力”的概念，即真正影响工作绩效的行为

特征与个人条件，并在这之后，设计了行为事件访谈法来研究胜任力特征[1]。从此学术界就从胜任力有

关的各个方面展开了广泛探讨。其中，在胜任力的概念方面，较为详细的一种表述是与参照效标有因果

关系的个体潜在的基本特质，如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态度或价值观、知识或技能等能被可靠测量或

计数的，并且能区分高绩效和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2]。在胜任力的模型上，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冰山模型、

洋葱模型、胜任力词典；其构建的方法有行为事件访谈法、职能分析法、情景法、绩效法、问卷调查法、

专家小组讨论法、多维度法、文献研评法、观察法等[3]。 
高校党建工作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全国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4]。

因此其对于本科生党支部成员的选拔也极为严格，分别要经过班级竞选、学生党支部讨论大会、老师党

支部讨论大会等多个步骤。虽然汇聚多方意见，但具体成为党支部一员的要求尚不明晰，由此带来了诸

多困惑。同时，国内关于本科生党支部成员的分析成果还不够丰硕，因此本研究旨在建构高校本科生党

支部成员胜任力特征模型，为渴望并积极向党组织靠齐的入党积极分子提供一定方向上的帮助。 

2. 高校本科生胜任力党支部成员胜任力特征模型 

2.1. 概念界定 

本研究就胜任力概念，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为优秀组，即绩优组；一组为普通组，即绩平组。其

中绩优组指进入了学院学生党支部的成员，包含预备党员与党员，绩平组为有被选拔为发展对象机会却

未选上的入党积极分子。 

2.2. 行为事件访谈 

行为事件访谈法是一种开放式的行为回顾式探查技术，是揭示胜任特征的主要途径[5]。访谈内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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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让被试回忆过去最成功与最失败的事情，并且要求回忆内容应包含情境、目的、行动、结果。 
此次研究共选取了湖北大学教育学院 6 名党支部成员为绩优组，并随机选取 6 名满足成为发展对象

时间要求的入党积极分子为绩平组。考虑到入党的性质，本次访谈要求访谈对象回忆在过去的 1~2 年里，

从选择入党开始，在靠近党组织的道路上，自己最为成功的 2 件事与最为失败的两件事。访谈前事先告

知访谈对象将会进行手机录音，在征求其同意之后严格按照访谈提纲进行访谈。 

2.3. 编码 

研究者查阅之前的相关文献，汇总了一系列特征。并据此对访谈稿进行特征提取。分别计算绩平组

与绩优组的特征频次，进行对比、删减，讨论有争议的特征，初步得出包括积极主动、自信、责任感等

在内的 20 个鉴别性特征。后研究者又邀请了 3 名党支部书记作为资深对象进行特征评价，频次为 1~3，
最终提炼出了 15 条胜任特征条目。分别是：积极主动(3)，奉献、服务精神(3)，压力应对能力(1)，自我

实现动机(3)，成就导向(2)，自警(1)，责任感(3)，专业知识(2)，凝聚人心能力(1)，党性坚定(3)，见贤思

齐(2)，组织协调能力(1)，作为学生、党员自我认知(3)，人际理解能力(2)，组织纪律性(1)。 

2.4. 问卷编制与发放 

依照特征条目表，将频次不小于 2 的特征词编制两道题目，将频次为 1 的特征词编制三道题目。最

终形成初步的《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自评问卷》。选取湖北大学教育学院本科生党支部成员 34 名，依托问

卷星平台发放电子版问卷，回收问卷 34 份，其中有效问卷 31 份。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3.1.1. 区分度检验 
先对有效的 31 份数据进行项目的区分度检验，首先按照问卷总分进行降序排列，将测验的受测者分

为高分组(前 27%)和低分组(后 27%)，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求出高低分组在每个题项上的差异显著

性，并将 t 值未达到显著性的题目删除，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 6 题的独立样本 t 检验水平不显著，因此将

此题删除，剩下 33 个题目。 

3.1.2. 题总相关分析 
对剩余题目得分与总分之间进行相关分析，删掉结果不显著的题目，剩余 33 个题目。并且，对成绩

和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不显著。对剩余的题目(33 个)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本研究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 KMO 检验，以确保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是做探索性因

素分析的前提。研究者一般通过 SPSS 数据分析工具得到的 KMO 值进行衡量，KMO 统计量的取值在 0~1
之间，KMO 越接近 1，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越适合做因素分析并且 KMO 值在 0.5 以下则不适

合做因素分析。本研究得到的 KMO 值为 0.656，说明适合做因素分析。 
对本研究中的 33 个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因素分析的过程中，删除题目时，按照一定的原则

进行删除：1) 删除某因子下题目数小于 3 的题目；2) 删除在两个及以上的因子上的负荷值接近的题目；

3) 删除因子负荷值小于 0.5 的题目。按照上述规则删除完毕以后，剩余 16 个题目，并最终提取出 4 个因

子，分别命名为成就导向，入党动机，自我认知，党性修养。四个因子累计解释的总方差为 72.798%，

其中因子 1 解释了 19.33%，因子 2 解释了 18.73%，因子 3 解释了 18.287%，因子 4 解释了 16.446%。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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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因子及因子负荷如表 1。 
 
Table 1. Questionnaire items and their factor loads 
表 1. 问卷各项目及其因素负荷 

题号 
成份 

成就导向 入党动机 自我认知 党性修养 

t13 0.841    

t25 0.788    

t4 0.706    

t33 0.664    

t19 0.512    

t10  0.878   

t11  0.810   

t12  0.677   

t1  0.591   

t29   0.789  

t22   0.757  

t32   0.691  

t7   0.594  

t16    0.875 

t17    0.800 

t18    0.788 

3.3. 信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稳定性或一致性程度，信度的估计完全采用统计方法。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

系数(Cronbacha 系数)和分半信度来评估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胜任特征自评问卷的信度。结果如表 2。 
 
Table 2. Reliability of the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for the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duate Party branch 
members 
表 2. 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胜任特征自评问卷信度 

各因子对应的分量表 Cronbacha 系数 分半信度 

1 0.828 0.868 

2 0.867 0.845 

3 0.784 0.745 

4 0.800 0.835 

总量表 0.898 0.901 

 

由上，优秀党员胜任特征自评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8，分半信度为 0.901，各分量表的系数

都在 0.7 以上，具有较好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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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效度检验 

效度是指一个测验或量表实际能测出其所要测量的心理特质的程度。效度分为三种类型：内容效度，

结构效度，效标效度。 

3.4.1. 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用来评估测验题目是否充分代表了所要测量的内容范围，本研究通过专家判断法(邀请资深

对象对本研究的变量进行了评估)和统计分析法(分半信度 = 0.901)的评估，表明本研究具有良好的内容效

度。 

3.4.2. 结构效度 
结构效度是指测验能测量某研究的理论构想或特质的程度。本次研究，采用结构效度来检验所提出

的因子是否有效代表本科生党支部成员的优秀特质。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3。 
 
Table 3. Validity of the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for the competency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aduate Party branch 
members 
表 3. 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胜任特征自评问卷效度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总分 

因子 1 皮尔逊相关性 1 0.554** 0.502** 0.306 0.726** 

因子 2 皮尔逊相关性  1 0.607** 0.448* 0.826** 

因子 3 皮尔逊相关性   1 0.453* 0.864** 

因子 4 皮尔逊相关性    1 0.614** 

总分 皮尔逊相关性     1 

注：*表示 0.05 显著水平，**表示 0.01 显著水平。 
 

各分量表和总分之间呈现中等程度的相关，各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306～0.607，因子 2 与

因子 3 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这可能是因子 2 与因子 3 之间不够独立。总体看，该问卷具有一定的

结构效度。 

3.4.3. 交叉效度 
本次问卷发放采用电子版，共收集到 40 份数据，有效数据为 32 份。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两个

组的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 4。 
 
Table 4. Difference in the competency factor scores between the excellent group and the performance group   
表 4. 绩优组和绩平组在胜任力特征上的差异 

 
绩优组 (N = 16) 绩平组 (N = 16) 

t p 
Mean SD Mean SD 

因子 1 22.81 2.26 19.56 2.42 3.927 0.000*** 

因子 2 15.94 1.53 14.94 1.65 1.779 0.085 

因子 3 16.88 1.41 15.81 1.38 2.158 0.039* 

因子 4 12.25 1.13 11.69 1.14 1.406 0.17 

总分 67.88 4.78 62.00 5.11 3.355 0.002** 

注：*表示 0.05 显著水平，**表示 0.01 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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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因子 4 在两组上的差异不显著，因子 2 呈现边缘显著，因子 1 和因子 3 都显著，总分也显

著。总体来说，该模型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因子 1 具有显著的区分度。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汇总、访谈、资深对象评价等步骤提取了 15 个胜任力特征，并据此自编《本科生党

支部成员自评问卷》。在经过数据分析后，又根据分析结果编制问卷且进行效度检验，最终建构了本科

生党支部成员胜任力特征模型。该模型包含成就导向与自我认知两个因子，囊括了积极主动、责任感、

执行能力、自警、挑战、理论素养、自我控制、自我反思这八个鉴别性特征。模型如图 1，模型特征分

析如下。 
 

 
Figure 1. Competency model of undergraduate Party branch members 
图 1. 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胜任力特征模型 

4.1. 理论素养 

理论素养是区分党支部成员与入党积极分子较为基本的特征。它是指坚定自我正确的入党动机，对

于党的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以及理论精神的学习。对于党支部的成员来说，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必不可少

的，而理论中体现的精神则需要不断的发现与遵从，这是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良好途径，也是个人自然

形成的理论素养。 

4.2. 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指的是个体能够觉察自己的心理与行为存在的不协调，并且能够很好的调节这种冲突。

控制的方面既有自我的不良情绪，也有个人不理智的冲动行为，这也是一种较强自制力的彰显。党支

部成员一般在面对工作和学习中的挫折时，都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冷静应对，以期达到最好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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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我反思 

自我反思指的是个体回顾过去的言行举止以及思想认识，分析其中的不当之处以及能够继续保持的

行为并吸取经验。个体需要对自我的思想和行为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评价，进而不断提升自己。身为党

支部的成员，更需要撰写思想汇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等来进行回顾与反思，可以说，这已经成

为了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促进自我进步的行为。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只有通过反思才能汲

取经验。 

4.4. 积极主动 

积极主动是从两方面体现。一方面是指在学习党组织的知识和活动时，能够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相关

的知识，各位优秀党员的相关事迹等来提升自我思想，做到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是指在行为上，积极主

动找事做。对于党支部成员而言，生活中遇到他人有困难的时候，应积极主动上前助人，奉献自我，服

务人民；参与团体活动或被赋予任务时，要饱含热情，主动认领，积极完成，不拖沓、不延时。 

4.5. 责任感 

责任感是指能始终谨记个人身上的职责。在完成任务的时候，可以做到有始有终，并且在事情出现

失误的时候，能够主动去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党支部的一员，本身就有两种责任。一种是大学生的责

任，国家的未来扛在肩上，当代大学生应该释放自己蓬勃的青春，努力思考、积极创造，彰显当代中国

大学生的风采；另一种是党支部成员的责任，既要履行自己党员的责任与义务，也应为身边人树立榜样。

同时也要做好个人其它社会角色该做的事情，始终坚守自我身上的责任。 

4.6. 执行能力 

执行能力指的是个体能够很好的完成既定的目标的能力，党支部成员则表现为在面对繁多的任务时

也能够保持冷静，寻找对策来应对，以更好的达到组织安排的目标。一个任务或一句指令下达后，能够

保证又快又好的完成。面对多件事情，能够沉着冷静、有条不紊、灵活应变，并贯彻到底的执行任务。 

4.7. 自警 

自警是指作为党的一份子，能够经常提醒自己牢记党的相关的规章制度，遵守道德规范，时刻不忘

自己的身份，奉献自我。刘少奇同志在 1939 年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到的“慎独”是党员个

性品质的一个重要内容[6]。这其中也包含了自警的意思，即无论在哪种场合，都应做到言行规范，警惕

自己不良的想法或行为。 

4.8. 挑战 

挑战是指为了提升个人的能力，愿意去做一些高于个体现有能力的事情，通过高质量的完成度，自

己得到锻炼和进步，进而获得成就感。党支部成员更愿意去不断挑战自我，而不是安于现状，待在“舒

适圈”。这是一种进取心，表现为对知识的渴求、对任务的执着。作为本科生党支部的一员，不畏惧不

退缩。既要提升自我理论知识水平，并不断尝试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中，也应学会迎难而上，磨练自我坚

韧品质。 

5. 结论 

本研究以查阅的文献为基础，通过不断的汇总特征，并在这个过程中穿插使用了观察法、访谈法、

问卷法等，建构了高校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胜任力特征模型。该模型包含了成就导向与自我认知两个因素，

https://doi.org/10.12677/mm.2020.104080


陈颖 等 
 

 

DOI: 10.12677/mm.2020.104080 667 现代管理 
 

其中有积极主动、责任感、执行能力、自警、挑战、理论素养、自我控制、自我反思八个胜任力特征。

该模型能较好地体现出本科生党支部成员的日常行为、遇事态度等方面，对于渴望进入党支部、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本科生入党积极分子乃至群众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方面，就被试来说，访谈仅选取了 12 人，每次发放问卷 30 人左右，

数量较少；且被试来源不够普及，生态效度仍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最初的特征均来自访谈稿，可

见访谈过程的重要性。但不同的访谈对象由不同的研究者进行访谈，存在的个体差异也可能导致访谈内

容细节上的不同，也因此给特征的提取过程带来了一些困难。希望之后的研究者能够在细节的把控上更

加严谨，同时尽可能多地寻找不同高校的被试。 

致  谢 

本研究是在我们与同伴协同合作下完成的，从最初的文献查阅到最后的完稿得到了心理学系老师的

许多指导，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也得到了被试的支持与信任。在此对这些老师与同学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时也感谢湖北大学与湖北大学心理学系给予的开放、良好的平台供我们顺利地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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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行为事件访谈提纲 

您好，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访谈，我们此次的研究是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胜任力特征模型的建构。您的访谈结

果均用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您的一切私人信息以及访谈内容将会被严格保密。论文完成后，录音将立刻被格式化。

下面我们进入正式访谈。首先请您回忆一下在过去的 1~2 年里，从您选择入党开始，在靠近党组织的道路上，您觉

得自己做的最为成功的两件事以及最失败的两件事情，对这些事件描述的越详细越好。 

注意这些事件需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时间、地点与参与的人。 

2.您在这件事情上扮演的角色与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完成的具体任务。 

3.当时的情境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境？这个问题是否需要看事情而定) 

4.最初面对这个事件的时候，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5.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您遇到了什么困难呢？您是怎样看待这些困难的？ 

6.您当时采取了什么行动来完成这个任务？您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结果如何？您当时以及后来对整个事件

和您自己有什么看法和感受？ 

7.您觉得这件事情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您觉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件事情对您有什么影响？ 

本次访谈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对于我们研究的支持与信任。 

二、《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自评问卷》1 

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填写这份问卷，本问卷的目的是用于自我评价，没有对错与好坏之分，请结合自

己平时的真实行为表现来作答。请在填写基本信息后作答问卷部分。问卷部分包括行为描述和等级，在每一项行为

描述右边，有相应的等级。等级由数字表示分为“1 非常不符合”，“2 比较不符合”，“3 不确定”，“4 比较符

合”，“5 非常符合”，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数字。请您认真阅读和填写所有题目，谢谢！ 

基础信息 

1.您的政治面貌是(  ) 

A.党员(及预备党员)   B.入党积极分子 

2.您大二一学年的成绩是否在年级前 40% 

A.是  B.否 

 

题号 行为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 .我总是有意识地关注与党有关的信息 1 2 3 4 5 

2 我总是主动寻找参与与党组织相关活动的机会 1 2 3 4 5 

3 我熟知党的性质与宗旨，并且渴望成为党的接班人 1 2 3 4 5 

4 我认为我的入党动机正确且纯粹 1 2 3 4 5 

5 面对党组织对我的考验，我意志坚定、全力以赴 1 2 3 4 5 

6 对于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总会有始有终，负责到底 1 2 3 4 5 

7 当我负责的事件出现问题时，我愿意承担责任 1 2 3 4 5 

8 我坚持党的领导，无条件服从党的一切政策与方针 1 2 3 4 5 

9 我始终坚持向党组织看齐 1 2 3 4 5 

10 不论环境发生什么变化，我总能保持心态平衡，并且有较强的承受能力 1 2 3 4 5 

11 当任务繁多且困难时，我能保持头脑清醒，冷静处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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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2 即便遭受打击和失败，我也能心态平和，冷静应对 1 2 3 4 5 

13 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违反道德规范和党的各项规定 1 2 3 4 5 

14 我总能自我反思，并对自己的不足进行自我批评 1 2 3 4 5 

15 我能约束自己抵制诱惑 1 2 3 4 5 

16 我总给自己制定较高的目标并希望更好的完成它 1 2 3 4 5 

17 我期望在工作中充分展现我的能力 1 2 3 4 5 

18 我愿意接受重要的、有挑战性的任务 1 2 3 4 5 

19 我清楚地了解自己作为学生与党的一份子的责任与义务 1 2 3 4 5 

20 我能正确认识自己并客观地评价自己 1 2 3 4 5 

21 我总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 1 2 3 4 5 

22 我能汇聚集体的利益，让大家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1 2 3 4 5 

23 我总能在号召大家参与活动时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 1 2 3 4 5 

24 我总是积极地为群众服务 1 2 3 4 5 

25 我能够为组织奉献自我 1 2 3 4 5 

26 我善于找到别人的长处并积极学习 1 2 3 4 5 

27 我见到优秀的人就希望向他看齐 1 2 3 4 5 

28 我善于与人交流，并有一定的语言技巧能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 1 2 3 4 5 

29 我善于和大多数人建立融洽的关系以及营造和谐的相处氛围 1 2 3 4 5 

30 我擅长组织活动 1 2 3 4 5 

31 我能够协调好组织中成员间和各项任务间的矛盾与冲突 1 2 3 4 5 

32 我能够处理好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1 2 3 4 5 

33 党组织需要时，我可以做出必要的妥协与牺牲 1 2 3 4 5 

34 我严格遵循党组织的一切纪律和要求 1 2 3 4 5 

 

三、《本科生党支部成员自评问卷》2 

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填写这份问卷，本问卷的目的是用于自我评价，没有对错与好坏之分，请结合自

己平时的真实行为表现来作答。请在填写基本信息后作答问卷部分。问卷部分包括行为描述和等级，在每一项行为

描述右边，有相应的等级。等级由数字表示分为“1 非常不符合”，“2 比较不符合”，“3 不确定”，“4 比较符

合”，“5 非常符合”，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数字。请您认真阅读和填写所有题目，谢谢！ 

基本信息 

1.您的年级() 

A.大一  B.大二  C.大三  D.大四 

2.您的性别是() 

A．男性  B.女性 

3.您的政治面貌是() 

A.入党积极分子 B.发展对象  C.预备党员  D.党员 

4.您上一学年的成绩是否在年级前 40% 

A.是  B.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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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 行为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不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1 .我总是有意识地关注与党有关的信息 1 2 3 4 5 

2 我认为我的入党动机正确且纯粹 1 2 3 4 5 

3 当我负责的事件出现问题时，我愿意承担责任 1 2 3 4 5 

4 不论环境发生什么变化，我总能保持心态平衡，并且有较强的承受能力 1 2 3 4 5 

5 当任务繁多且困难时，我能保持头脑清醒，冷静处理 1 2 3 4 5 

6 即便遭受打击和失败，我也能心态平和，冷静应对 1 2 3 4 5 

7 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违反道德规范和党的各项规定 1 2 3 4 5 

8 我总给自己制定较高的目标并希望更好的完成它 1 2 3 4 5 

9 我期望在工作中充分展现我的能力 1 2 3 4 5 

10 我愿意接受重要的、有挑战性的任务 1 2 3 4 5 

11 我清楚地了解自己作为学生与党的一份子的责任与义务 1 2 3 4 5 

12 我能汇聚集体的利益，让大家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 1 2 3 4 5 

13 我能够为组织奉献自我 1 2 3 4 5 

14 我善于和大多数人建立融洽的关系以及营造和谐的相处氛围 1 2 3 4 5 

15 我能够处理好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1 2 3 4 5 

16 党组织需要时，我可以做出必要的妥协与牺牲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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