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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职业形象越来越重视，一个人的五官长相是不可选择的，但诸如气

质、风度等却可以后天培养和改变。通过一个人的穿衣打扮、举手投足、言谈风貌是可以将

一个人的礼仪品格，也就是礼仪形象分为三六九等的。 

周总理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有一个著名的“40 字镜铭”，上书“面必净，发必理，衣必

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急。颜色：宜和，

宜静，宜庄”。正是对这些看似简单和琐碎的小节的重视，周总理才培养出了优雅的风度。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接人待物、衣着打扮、言谈

举止很重要，因为人们往往会根据一个人在社交场合的为人处事来判断其人品，评价其修养。

职业人士要讲究形象，落落大方的举止、和蔼可亲的问候、得体的称谓、礼貌的语言，这些

都说明其所在单位形象良好。 

日本的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从前不修边幅，也不注重企业形象，因此企业发展缓慢。

一天理发时，理发师不客气地批评他不注重仪表，说：“你是公司的代表，却这样不注重衣冠，

别人会怎么想，连人都这样邋遢，他的公司会好吗?”从此，松下幸之助一改过去的习惯，开

始注意自己在公众面前的仪表仪态，生意也随之兴旺起来。现在，松下电器的产品享誉天下，

这与松下幸之助长期率先垂范，并要求员工懂礼貌、讲礼节是分不开的。 

在现代社会，各种组织的品牌和形象都备受关注。组织的形象不仅仅体现在产品、广告、

办公环境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每个员工的身上。员工的职业形象反映着整个组织的精

神内涵和文化理念，这也直接关系着组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在职场中，职业形象既能体

现个人的职业风采，也能提高组织和团队的形象。个人职业化形象的树立，既是组织中职业

化员工的具体体现，也是赢得客户信任、增强团队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一提到职业形象，大家自然而然会联想到空姐，她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有端庄秀

丽的容貌、精致漂亮的制服，还有动人的微笑、柔美的声音、优雅的动作，以及细致入微的

服务，这一切的总和便是个人形象与职业形象相结合的体现。 

职业形象就是将个人形象和组织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个人形象通过职业群体形象的特

征表现出来，符合某类特定的职业角色，反映出良好的职业风范，从而提升组织和个人的形

象，这样有利于开展工作。 

职业形象包含很多方面，如职业人的气质、仪表、语言、举止、服饰、礼仪，以及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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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文化背景和职业素养在其行为和仪表方面的体现等。职业形象不仅重视个人的仪表与

礼仪技巧，而且还重视职业形象背后蕴含的内在精神，即职业化精神的力量。 

麦当劳的服务生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他们穿着整齐，热情洋溢，工作时紧张有序。麦

当劳是以“不招漂亮员工”而著称的。仔细观察一下，你便会发现他们的服务员相貌平平，

年龄也大小不一。麦当劳声称自己是一座培养人的学校，即使是下岗女工到了他们的餐厅

工作，经过培训和见习，一旦穿上麦当劳的工装进入工作状态，也会精神焕发，充满自信

与活力。即使是麦当劳的清洁工，似乎也与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你能从服务的细节方面

感受到他们的敬业精神。如果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却在左顾右盼、心不在焉，你不会觉得

他们与其他地方的员工有什么不同。就像很多效仿麦当劳餐厅的服务员，你会觉得漂亮的

衣服穿在他们身上，让人感觉不舒服，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工作的专注和投入。这种现象

不仅有外在形象的原因，也有职业形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职业化精神力量的原因。 

曾经有这样一位美国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到一家汽车公司去应聘，与他同时去应聘的还

有另外三个人，且都比他学历高，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大希望。当他敲门走进房间时，发现门

口的地上有一张废纸，于是便弯腰捡起扔进了废纸篓里，然后才走到主持面试的董事长面前

说：“您好，我是福特，是来应聘的。”那位董事长说：“年轻人，你已被我们录用了。”福特

感到非常惊讶，露出不解的神情。这位董事长解释说：“先生，前面的三位应聘者确实学历比

你高，而且仪表堂堂，但他们的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而看不见小事。你的眼睛能看见小事，

我认为能看见小事的人，将来自然能看见大事。一个只能看见大事的人，却往往忽略了很多

小事，他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决定录用你。”多年以后，美国有了一个叫福特的公司。他

缔造了美国的汽车产业，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状况，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形象是人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等具体表现。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形象让他人认识自己，

而周围的人也会通过这种形象对你做出相应的判断。所以，从业者的形象就是职业形象。换

言之，只要有职业，就会有职业形象。职业形象与职业相伴而生，随着职业的变化而变化。 

职业形象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环境下，社会公众对从业者（团体或个人）的外在表现和

内在素质的印象、看法、认识的综合体现。 

职业形象是一个大系统，其内部由三个子系统构成，即内在系统——精神心理层、外表

系统——仪表风度层、行为系统——言谈举止层，每个子系统又都包含了一系列的要素。 

第一，内在系统。该系统是职业形象的内部软件系统，它对另外两个子系统起着决定性

作用。其主要构成要素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理想、职业信念、职业道德、自信

心、人格、气质、智力、情感、潜意识、想象力等。 

第二、外表系统。该系统是职业形象的外表状态，其主要构成要素有眼神、表情、色彩、

动作、服饰、发饰、气味及用品等。 

第三、行为系统。该系统是职业形象的运作系统，是表现职业形象生命活力的系统。其

主要构成要素有各种职业行为、职业礼仪行为及职业能力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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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子系统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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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案例】 

东华公司办公室人员小沈能讲一口漂亮的法语，另一员工小陈很喜欢打扮。公司

明天要与法国某公司谈判，古总经理叮嘱担任翻译的小沈和作会议记录兼会议服务的

小陈要好好准备。小沈和小陈除了在文本、资料等方面做准备外，还花了一番功夫进

行打扮。 

正式会谈这天，只见坐在古总经理一旁的小沈衣着鲜艳，金耳环、大颗宝石戒指

闪闪发光，这使得古总身上的那套价值千元的名牌西服也黯然失色。 

古总经理与法国客商在接待室内寒暄时，小陈拿来了托盘准备茶水，只见她花枝

招展，一对大耳环晃来晃去，五颜六色的手镯碰撞有声，高跟鞋咚咚作响。她从茶叶

筒中拈了一撮茶叶放入杯中……这一切引起了古总经理和客商的不同反应。客商面带不

悦之色，把自己的茶杯推得远远的，古总经理也觉得尴尬。谈判中讨价还价时，古总

一时性起，双方争执起来，小沈站在古总一边，指责客商。客商拂袖而去。古总望着

远去的客商的背影，冲着小沈：“托你的福，好端端一笔生意，让你给毁掉了，无能！” 

小沈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错，为自己辩解：“我，我怎么啦！客商是你自己得罪

的，与我有什么关系？” 

思考题： 

看完这则案例，你有何感受？ 

【情境演练】 

1. 根据自己对职业形象三个子系统的理解，写出每一个子系统应包含的形象要素。 

2. 清醒的自我认知：评价自己现在的形象特点，并指出不足之处。 

3. 有针对性地设计与训练个人形象。 

【情境延伸】 

你留给人的第一印象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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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A，1 分；选 B，3 分；选 C，5 分。 

测试题： 

1. 与人初次会面，经过交谈，你能对他（她）的举止谈吐、知识能力等方面做出积极、

准确的评价吗？ 

A. 不能 

B. 很难说 

C. 可以 

2. 与人告别时，下次相会的时间、地点是： 

A. 谁也没有提这事 

B. 对方提出的 

C. 我提议的 

3. 第一次见到某人，你的表情是： 

A. 大大咧咧、漫不经心 

B. 紧张局促、羞怯不安 

C. 热情诚恳、自然大方 

4. 在寒暄之后，你是否很快能找到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A. 觉得这很难 

B. 必须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才能找到 

C. 是的，对此我很敏锐 

5. 你与人谈话时的坐姿通常是： 

A. 两腿叉开 

B. 跷起二郎腿 

C. 两膝靠拢 

6. 你同他人谈话时，眼睛望向何处： 

A. 看着其他的东西或人 

B. 盯着自己的纽扣，不停玩弄 

C. 直视对方的眼睛 

7. 你选择的交谈话题是： 

A. 自己所热衷的 

B. 两人都喜欢的 

C. 对方所感兴趣的 

8. 第一次交谈，你们分别所占用的时间是： 

A. 我多于他 

B.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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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他多我少 

9. 会面时你说话的音量总是： 

A. 高亢、热情 

B. 很低，以致别人听得较困难 

C. 柔和而低沉 

10. 你说话时的姿态是： 

A. 常用姿势补充语言表达 

B. 偶尔做些手势 

C. 从不指手画脚 

11. 你讲话的速度： 

A. 频率相当高 

B. 十分缓慢 

C. 节奏适中 

12. 假如别人谈到了你兴趣索然的话题，你将： 

A. 打断别人，另起一题 

B. 显得沉闷、忍耐 

C. 仍然认真听，从中寻找乐趣 

 

结果分析 

1. 分数 0～22：首因效应差 

你可能想要给人留下好的印象，可是你的漫不经心或缺乏体贴或言语无趣，无形中却给

别人留下错误的理解。 

2. 分数 23～46：首因效应一般 

你的表现中存在着某些令人愉快的成分，但同时又偶有不够精彩之处，这使得别人不会

对你印象恶劣，却也不会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如果你希望提高自己的魅力，首先必须从心理

上重视在“交锋”的第一回合显示出最佳形象。 

3. 分数 47～60：首因效应好 

你的适度、温和给第一次见到你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对方是你工作范围还是私

人生活中的接触者，他们都有与你进一步接触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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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系统——精神心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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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职业性格塑造 

【知识目标】 

◇认识性格是职业选择的重要依据 

◇认识性格与职业形象的关系 

◇认识性格管理的方法 

【能力目标】 

◇掌握职场人士应该具备的职业性格 

◇掌握情商管理的方法 

【素质目标】 

◇培养真诚、乐观、自信而又不失严谨的职业性格 

 

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

性心理特征，它是一种与社会相关最密切的人格特征，性格中包含有许多社会道德含义。性

格表现了人们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态度，并体现在人的行为举止中。 

情境一  性格与职业选择的关系 

人的性格形成，遗传是基本因素，《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

性格是先天赋予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

这强调的是性格的遗传性和先天性。当然，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的潜移默化也是不可忽视

的。现今社会讲究人尽其才，一个人的性格对其相关职业的选择，有着非常现实而重要的影

响。性格与职业匹配得当，能使人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

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人力资源也能得到充分合理地使用，并创造出最大的社会财富，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