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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理论告诉我们
,

一个人的

成功 取决于智商
、

取决于情

商
。

领导干部从事复杂多变的领导

工作
,

其情商关乎作风和能力建设
,

关乎政治信念和党性修养
,

关乎事业

成败
。

从本质上讲
,

男女领导干部的

情商没有任何区别
,

但现实中
,

受性

别刻板印象影响
,

人们对领导干部应

当具有特定行为和特征的
“

定型化印

象
” ,

给女领导干部的情商打上了深

深的性别烙印
,

陷人了性别刻板印

象误区
。

笔者认为
,

女领导干部应

当在领导实践中进行情商再造
。

一
、

性别刻板印象对女领导干

部情商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
,

性别刻

板印象与我们如影相随
,

它是人们

对男性或女性角色特征的固有印

象
,

是人们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定

型看法
,

并且一经形成很难改变
。

由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

人们常

用感性
、

细腻
、

委婉
、

包容等关键词

来描绘女性领导者
,

认为她们更关

注细节
,

形象思维能力很强
。

具体

来说
,

性别刻板印象对女领导干部

的影响
,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是女领导干部男性化
。

现实

中
,

一些女领导干部为了摆脱负面

刻板印象的不利影响
,

获得与男性

同等的社会认同和晋升机会
,

极力

掩盖女性特征
,

挑战生理极限
,

穿衣

打扮
、

为人处世
、

领导行为刻意模仿

男性
,

说话大嗓门
、

走路大步伐
、

做

事大手笔
,

比起男性领导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
,

被人们冠以
“

女强人
” 、

“

铁娘子
”

的称号
,

潜意识中隐藏着

某种异乎常类的感觉
,

并且带有可

以觉察的贬义
。

男性化女领导表现

在个性上
,

往往一半是 自大
,

一半是

自卑
,

内心敏感多疑
、

性情刚烈
、

风

格强悍
、

粗犷豪放
、

大胆泼辣
,

没有
“

女人味
”

表现在工作上
,

往往一半

是果敢
,

一半是霸道
,

坚韧不拔
、

严肃

认真
、

争强好胜
、

霸道武断
,

通常被称

为
“

工作狂
” “

事业狂
”

表现在家庭

上
,

往往一半是渴望
,

一半是无奈
,

既

渴望有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

又为了
“

一己私业
”

很少顾 及家庭
,

甚至导致

感情缺失
、

夫妻失睦
、

家庭失和等
。

女领导干部男性化
,

既有工作能力

强
、

胜任领导岗位
、

不比男性差的有

利方面
,

也有着
“

不像女人
”

的负面

形象
,

有的甚至赢了事业输了生活
。

二是女领导干部中性化
。

社会

审美从
“

超女热
”

到
“

中性美
”

成为一

种时尚
,

对女领导干部也产生了深

刻的影 响
,

她们不穿裙装
、

不 留长

发
、

不做家务
、

不苟言笑
,

少了女性的

知性
、

温柔
、

优雅
,

一副
“

冰模
”

形象
,

被人们形象地称为
“

女人 中的男

人
” 。

中性化女性领导认为只要将男

性化和女性化进行简单叠加
,

就能

实现刚毅与温柔
、

坚忍与包容
、

情感

与理性 的融合
,

从而得到下属和男

性领导 的认同
。

其实
,

中性化是两

性和谐发展的新误区
,

也是女性领

导的情商误区
。

一些男性领导也把

女性领导视为
“

没有性别差异的同

类
” ,

无差异的中性化比起性别歧视

是个进步
,

但并不利于女领导干部

舒展个性
、

发挥潜能和健康成长
。

事实上
,

忽略两性差异来达到男女

平等的观念和做法是荒谬的
,

表面

的平等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等
。

三是女领导干部刻板化
。

这是

女性领导走向非
“

女强人
”

的另一个

极端
,

甘当花瓶
,

甘居辅位
,

依赖性

强
,

符合温和
、

善良
、

依赖
、

软弱等较

为典型的女性刻板印象
。

她们的领

导形象或母仪天下
,

或小鸟依人
,

或

形 同花瓶
。

她们虽然走上领导岗

位
,

但无法摆脱软弱和情绪化的性

格本质
,

因而无法胜任管理工作
。

“

母仪天下
”

的女性领导
,

如母亲般

无私
,

善解人意
、

克己利人
、

培养下

属
,

没有批评
、

没有指责
,

易造成下

属的过分依赖
。 “

小鸟依人
”

的女性

领导
,

娇气十足
、

乖巧可爱
、

纯洁善

良
、

温顺听话
,

渴望被人保护
,

表现

出强烈的心理依赖性和领导工作中

的被动性
,

充分满足了大男子主义

者的保护欲
。 “

花瓶式
”

的女性领导
,

是组织中的点缀角色
,

不需要展示

领导才能
,

经常被忽略
、

被忽视
,

用

于反衬男性领导的包容和魄力
。

二
、

女领导干部情商再造的路

径选择

情商就是管理 自己的情绪
、

情

感以及影响并管理他人情感
、

情绪

的能力
,

优秀领导者常具备出众的

管理 自己及公众情绪的能力
。

情商

是可以改变
、

可以再造的
。

同样
,

女

领导干部完全可以跨越性别之桥
,

克服性别刻板印象
,

在生活
、

学习和

领导实践中进行情商再造
。

跨越性别之桥
,

去男性化
、

中性

化
、

刻板化
。

女领导干部情商再造

必须跨越性别 的桥梁
。

首先
,

要厘

清
“

男女平等
”

与
“

男女一样
”

的界

限
,

去男性化
。

男女平等是指男女

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
,

以及男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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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机会和责任的平等
,

而不是把
“

男女一样
”

当作
“

男女平等
”

来理

解
。

当女领导干部一手抱着孩子
、

一手拎着锅碗瓢盆
,

在从政道路上

奔跑时
,

面对的压力和阻力 比男性

领导大得多
,

她们在很多方面的才

能被埋没
、

被低估
,

于是男性化便成

了一些女领导干部参与竟争的法

宝
。

事实上
,

女性领导与男性领导

在能力素养
、

知识水平
、

责任感
、

事

业心等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
,

有的

只是性别不同和个体领导工作方式

方法的差异
,

但领导成效却是异曲

同工
,

有时还会取得意想不到的佳

绩
。

因此
,

女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

去男性化
,

高举现代女性 自尊
、

自

信
、

自立
、

自强的精神旗帜
,

提高情

商
,

增强竟争力
,

为实现男女平等创

造条件
。

其次
,

要厘清
“

两性和谐
”

与
“

两性融合
”

的界限
,

去 中性化
。

两性和谐是男女两性各 自发挥优

势
,

取长补短
,

和谐发展
,

而不是两

性特征融合一体的中性化
。

女领导

干部要跳出
“

中性化
”

陷阱
,

做到外

圆内方
、

刚柔相济
,

涵养
“

宠辱不惊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

漫随

天外云卷云舒
”

的心境
,

强化聪慧睿

智
、

从容淡定的修养
,

树立坚韧果

敢
、

知性优雅的领导形象
,

以良好的

情商凝聚团队
,

实现领导 目标
。

再

次
,

要厘清女人与女性领导的界限
,

去刻板化
。

现代女性领导不仅要有

女性感情细腻
、

待人柔和
、

善于沟

通
、

亲和力强的特质
,

更要有领导者

的大智慧
、

大 目标
、

大气度
、

大境界
,

培养统筹总览的思维能力
、

洞察问

题的判断能力
、

把握未来的预见能

力
、

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和不断创

新的创造能力
,

做一名称职的现代

女性领导者
。

控制 自我情绪
,

善于自我认识
、

自我调适
、

自我提升
。

女领导干部

只有管理好 自我情绪
,

才能管理好

团队情绪
。

一是善于自我认识
。

多

维度自我观察
、

多层次 自我分析
、

多

角度 自我评价
,

正确认识 自己及自

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

适时适度调

整 自我
,

使身体
、

心智
、

情感
、

精神
、

心力融会一体
,

以适应领导工作的

需要
。

二是善于自我调适
。

女领导

干部要在识别情绪的基础上驾驭情

绪
,

评估恶劣情绪带来 的压力
、

矛

盾
、

冲突
、

风险
、

危机
,

从而克服紧张

情绪
、

避免急躁情绪
、

摆脱消极情

绪
、

释放不良清绪
、

培养积极情绪
,

打造卓越的思维力
、

决策力
、

愿景

力
、

团队力
、

感染力
、

学习力
、

品质

力
,

营造现代女性领导的强大气场
,

不断提高领导成效
。

三是善于自我

提升
。

要讲理想
、

讲宗旨
、

讲奉献
,

正确对待是与非
、

公与私
、

真与假
、

实与虚
,

不为名所累
、

不为物所惑
、

不为利所驱
,

不说假话
、

不办假事
、

不造假数字
、

不搞假政绩
,

把领导工

作当成一种事业
、

一种耕耘
、

一种奉

献
,

而不是一种投资
、

一种收获
、

一

种索取
,

既当好人民公仆
,

又当好贤

妻良母
,

既当好领导者
,

又与部属共

同成长
,

既保持女性特质
,

又与男性

和谐发展
,

既实现 自身进步
,

又促进

女性群体进步
。

管理团队情绪
,

做团队的引路

人
、

激励人
、

圆梦人
。

团队情绪主要

表现为集体性的激昂
、

平静
、

消沉

等
。

团队情绪以平静为常态
。

团队

情绪受各种因素影响
,

会由于成就

感和 自豪感而产生激昂
、

亢奋等情

绪
,

会因受挫而集体消沉
,

也会由于

个体的情绪影响而起伏
。

团队情绪

会影响团队业绩
,

积极情绪可以激

发团队的自信心和创造力
,

消极情

绪则会对团队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

优秀领导者都非常善于调控团队情

绪
,

尤其是对于集体消沉带来的消

极影响
,

要尽快发现
、

尽快释放
、

尽

快遏制
。

女性领导只有改变性别刻

板印象
,

善于引导被领导者的情绪
,

才能使组织内部团结一致
,

发挥出

团体的力量
。

一要放下架子
,

做和

谐团队的引路人
。

女领导干部要把

自己当成团队的一员
,

学会关心
、

学

会分享
、

学会合作
、

学会平等对话
,

对下属要尊重
、

信任
、

体凉
、

支持
、

鼓

励
、

帮助
、

体贴
、

引导
,

要关注团队成

员的个体情绪
、

协调团队成员关系
、

理顺团队内外部关系
,

在组织内部

实现上下级之间
、

班子成员之间思

想上同心
、

目标上同向
、

行动上同

步
。

如果高高在上
、

当官做老爷
、

脱

离群众
,

必将众叛亲离
。

二要做出

样子
,

做团队的激励人
。

女领导干

部要提升非权力影响力
,

以女性的

知性优雅
、

品德修养
、

知识能力等综

合素养
,

形成独具魅力的亲和力
、

感

召力
、

吸引力
,

赢得下属的信赖
、

认

同
、

服从和追随
。

要把握批评
、

表扬

的艺术
,

表扬于公开
、

批评于私下
、

交心于平时
,

为下属 出方子
、

治乱

子
、

保面子
,

让领导工作真正闪烁人

性的光芒
。

要刚柔相济
、

奖罚分明
,

奖得让人心动
,

罚得让人心痛
,

以强

化下属尽心尽力工作
、

尽职尽责奋

斗的自觉性和激情
。

要打造优秀团

队文化
,

以最大限度地统一意志
,

以

共同愿景激励 团队成员
、

凝聚团队

力量
,

为实现团队总 目标服务
。

三

要敢压担子
,

做成功团队的圆梦

人
。

麦克里兰的三重需要理论认

为
,

在一个组织中
,

人们最重要的需

求是成就需求
,

如果 自己能够得到

上级的嘉奖
、

提携
、

加薪
,

就会产生

巨大的成就感
。

女领导干部要相信

下属的潜能
,

注重下属的需要
,

少一

些强制
、

束缚和事必躬亲
,

对下属给

位子
、

压担子
、

铺路子
、

搭梯子
,

让下

属挑大梁
、

干大事
,

满足下属的成就

需要
,

用成就感激发下属的工作热

情和积极性
。

要严格执行 《干部任
用条例 》

,

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
,

不

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
,

做到公平不

倾斜
、

公正不护短
、

公道不藏私
,

用

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
,

打造一支

善于推动科学发展
、

促进社会和谐

的强大团队
。

未来的世界
,

方向比努力重要
,

能力比知识重要
,

健康比成绩重要
,

水平 比文凭重要
,

情商比智商重

要
。

而对于女领导干部来说
,

情商

永远比智商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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