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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在大学生班干选拔中的研究与应用 
——以 B 大学为例 

◆刘欢欢  李  冉  蒋倩倩  刘新高 

（亳州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系  安徽亳州  236800） 

 
摘要：大学班干在的班级日常事务管理、班级活动组织、班级学生思想
动态管理、班级学习氛围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选择一支优
秀的班干团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将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引用到大学生
班干选拔过程，通过问卷调查并运用 SPSS 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社
会型（S）、实际型（R）学生比较适合当选班干；艺术型（A）学生比较
适合当选文艺委员；企业型(E)学生具有当选班干的潜质，但要谨慎任用；
常规型(C)和研究型（I）学生不太适合当选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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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班干部在辅导员的领导下相对独立完成各项工作，是班集体

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监督班级各项学习、活动事务，保证班内各
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班干部可以在管理班级的同时，有机会充分
锻炼自己的各项才能，提升自身的语言表达、沟通协调、人际交
往能力，成为优秀的毕业生， 后成功找到理想工作，这不仅为
社会输送优秀人才，也为学校的教学质量做了宣传和推广，更是
学校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人才。因此，选拔和培养优秀的班干队伍是当务之急。  

关于班级干部的选拔、培养，行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
进行研究和探索。史全良认为“两会制”模式应用在班干管理中，
可以保证班级各项事务顺利开展，并且锻炼班干的能力，在学生
中树立威信。田甜从班干部的重要性、存在问题以及原因、需要
才去的措施等几方面研究班干队伍的培养。本文将霍兰德职业兴
趣测试应用到班干的选拔过程，不同的测试结果适合不同的班干
职位， 终为选择一批 正确、 优秀的班级干部提供参考下意
见。 

二、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用随机调查的方式，向 140 名大学生班干进行调查，让

他们现场进行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测试结果可以归属六种类型
（有现实型（R）、研究型（I）、艺术型（A）、社会型（S）、企
业型（E）、常规型（C）），每个类型都有得分，数分范围[1,10]，
取分数 高的结果进行记录。调查对象涵盖大一、大二、大三、
大四不同年级，涉及经济、法律、电子、师范、生物、美术、音
乐、体育等不同专业的学生班干。实际收回问卷 140 份，有效问
卷 140 份，有效收回率 100%。 

本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列联表方式研
究不同类型的人格测试结果对班干选拔的影响。 

三、分析结果 
表 3-1 职位、霍兰德测试结果 

职位 现实型 研究型 艺术型 社会型 企业型 常规型 
班长 9 1 6 9 5 0 

团支书 3 0 2 5 1 2 
学习委员 2 0 4 8 2 0 
宣传委员 1 0 3 11 3 2 
纪检委员 5 0 3 6 1 0 
体育委员 10 2 6 7 1 1 
文艺委员 2 1 8 5 2 1 

合计 32 4 32 51 15 6 
由表 3-1 分析结果可知，社会型（S）班干人数 51 人，占比

高达 36.4%；实际型（R）和艺术型（A）班干人数都是 32 人，
占比高达 22.9%；企业型(E)班干人数 15 人，占比达 10.7%；常
规型(C)班干人数 6 人，占比达 4.3%；研究型（I）班干人数 6 人，
占比达 2.9%。 

实际型(R)特点：偏好具体任务，不善言辞，做事保守，较
为谦虚。动手能力强，组织协调能力很高，执行力强，布置的任
务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完成，适合当选班干。 

研究型( I )特点：思想家而非实干家,抽象思维能力强，求知
欲强，肯动脑，善思考，不愿动手。喜欢独立的工作，不善于领

导他人，这与班干需要领导班级学生不相符合，因而此类学生不
适合当选班干。 

艺术型(A)特点：有创造力，乐于创造新颖、与众不同的成
果，渴望表现自己的个性，实现自身的价值。具有一定的艺术才
能和个性。善于表达、怀旧、心态较为复杂。这点很适合当选文
艺文员。 

社会型(S)特点：喜欢与人交往、不断结交新的朋友、善言谈、
愿意教导别人，寻求广泛的人际关系。这点与班干善于沟通协调、
语言交际不谋而合，而且能够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具有很
高的班干潜质。 

企业型(E)特点：追求权力、权威和物质财富，具有领导才
能。为人务实，做事有较强的目的性。此类学生具有当选班干的
领导才华，但是由于其习惯以利益来衡量做事价值，违背了班干
要为班级服务这一根本原则，所有此类学生当选班干，尤其是重
要岗位，比如班长、学习委员、纪检委员等，需慎重考虑。 

常规型(C)特点：习惯接受他人的指挥和领导，通常较为谨
慎和保守，缺乏创造性，不喜欢冒险和竞争，这与班干富有冒险
和竞争精神有很大出入，此类学生不适合当选班干。 

四、结论和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结果可知，在选拔班级班干时，霍兰德职业兴

趣测试结果可以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参考指标，进一步确保班干队
伍是“优中选优、强中选强”。 

1.班长职位，经常要组织一些活动，汇报一些工作，是班级
的核心领导者，需要较强的领导、组织、策划、交际、人际关系
处理能力，比较适合社会型（S）和实际型（R）学生当选。其
中企业型(E)不太适合当选班长。 

讨论、分担，实施 
2.团支书职位，协助班长管理班级，分班班长工作，并做好

班级学生的安抚、解释工作，社会型（S）和实际型（R）学生
当选。其中研究型( I )学生不适合当选团支书。 

3.学习委员，要抓好班里的学习风气，使班里有一个很好的
学习环境，适当时候组织学习小组帮助大家解决学习中的障碍，
比较适合社会型（S）学生当选。其中研究型( I )、常规型(C)不适
合当选学习委员。 

4.宣传（组织）委员，组织班级重要活动，向学生宣传积极
参加，保证活动正常开展，比较适合社会型（S）学生当选。其
中调研型( I )不适合当选宣传委员。 

5.纪检委员，协助辅导员、班长监督班级纪律，促使学生遵
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对班级管理中需要改进的方面及时反
馈，比较适合社会型（S）和实际型（R）学生当选。其中调研
型( I )、常规型(C)不适合当选纪检委员。 

6.体育委员，组织班级学生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督促学生按
时跑操，负责升旗、广播操等活动，比较适合实际型（R）学生
当选。 

7.文艺委员，组织学生参加各项文娱活动，编排、演练迎新、
元旦等大型活动节目，比较适合艺术性（A）学生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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