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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 郝唯学 自尊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适度的自尊会产生

一种自信的情感，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

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从而激发人的内在潜能。然

而，过强的自尊，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自命不凡，甚至

不可一世，走向自负；过低的自尊，则容易滑向自卑，总是

生活在悲观、弱小和无能为力的感觉之中。这里，把握好自

尊的“三度”最为重要。 认知评价度。心理学家曾经提出过

一个公式：自尊＝成功/抱负水平，即个体的自尊水平取决于

其实际的成就与潜在的抱负水平之比。由于评价者在作为评

价主体的同时，自身也是评价的客体，因而评价的结果通常

是正向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稳定性。适度的自尊能产生

自我悦纳，是心理健康的标志之一。把握自尊的认知评价度

，应该防止自我评价上的过高或过低。 情感体验度。自尊是

一种精神需要，是人格的内核。积极的情感体验，能形成良

性循环，其价值不仅在于肯定既往，而且有助于达成理想和

追求；反之，则会形成恶性循环。把握好自尊的情感体验度

，一方面要激发积极的情感体验，同时还要注意维持这种积

极的情感体验。特别是对于从事一般岗位或变换岗位的同志

，要防止情感“落差”，避免消极情感体验的蔓延，即便岗

位再平凡，也不能敷衍塞责，而应全身心投入，在平凡之中

体悟出不平凡的意义与价值。 监控调节度。生活是变化的，

因而自尊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自我监督调节适应生活的



过程。按照能力和价值的不同组合关系，自尊分为四种层次

：高自尊、低自尊、防御型自尊和中间型自尊。把握自尊的

监控调节度，就是认清自身自尊的层次及其特点，学会不同

状态下的自我调控。在一个人的成长进步中，既有顺境，也

有逆境。顺境时，自律自觉，须知“山外有山”；逆境时，

善于调适自己，知耻而后勇，懂得“天无绝人之路”。 一分

为二看自尊 ■哲学教授 唐志龙 自尊心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情

感，是人的道德需要能否实现所引起的内心体验。我们所讲

的自尊心，是由于官兵个人正确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地

域、团队，在科学把握自己综合素质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

自爱心、自信心及自豪感，包括尊重自己的人格、智慧和能

力等方面。人人都有一定的自尊心，人人都应该正确看待和

保持自己的自尊心。对待自尊心概括起来说，就是要“一分

为二”。 一方面，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尊心。只有坚持自尊、

自爱、自信、自强，才能确立科学的荣辱观，树立正确的人

生价值观，自觉地不干有损于尊严、有损于威信、有损于声

誉、有损于人格的不道德事情。因此，自尊心可以看作是人

生旅程中道德自律的“警戒线”。一个没有自尊心或缺乏自

尊心的人，就会丢失自己的国格和人格，是非不分、美丑莫

辨，就会成为“无耻之徒”。另一方面，要防止和矫正自尊

心的变态。这种变态，是指自尊心太强太弱或受到损伤后而

产生的不正常心理状态。它既包括自尊心恶性膨胀，表现为

虚荣心强、盛气凌人、自我陶醉、妄自尊大，看不起任何人

；也包括自尊心极端萎缩，表现为胸无大志、甘居下游、自

卑感强、自暴自弃，干不成任何事。上述两个方面相反相成

，我们应该科学把握，在“立”和“破”的辩证统一中培养



良好的自尊心。 维护自尊应有度 ■军队政治工作学副教授 陈

岸然 自尊心人皆有之，从本质上讲，它是人们对自身尊重的

一种心态。自尊不是单个人的事，既包括尊重自己，也包括

尊重他人，它体现在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国家的各种社

会关系中。由于个性的差异，以及道德品质、自身修养的差

异，每个人的自尊心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对自尊的认同、自

尊心的强弱会有很大的差异。既然人人都有自尊心，每个人

的自尊心又有其个性特征，这就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中都

应该把自尊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在和谐中把握好度，而

并非自尊心越强越好。 在军营，官兵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同志

式的官兵关系、战友关系，每个人的自尊心都应有一个弹性

的“包容度”，能够正确对待他人及组织对自身的评价，尤

其是一些批评意见。不能一听到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议论就

认为伤了自尊，更不能把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认为是跟自己

过不去。即使碰到一些同志间有伤自尊的言行，或领导在教

育管理上有欠妥当的地方，也应该正确对待，尽可能大度一

点，而不应该因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去伤害他人的

自尊心。 作为军人维护自尊，还应该把握好关系到军队形象

和民族尊严的“容许度”。军人肩负着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

军历史使命的神圣职责，军队的形象、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

利益，是军人共同的自尊，没有国家、民族和军队的尊严，

就没有我们个人的自尊。这个“容许度”是一个刚性的“度

”，有一个不可通融的底线，这就是决不容许损毁军队形象

、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必须与一切有损国家尊严、民族尊

严和军队尊严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自尊心应该和谐发展 ■

心理学副教授 王金丽 自尊心在心理学领域属自我意识范畴，



指的是个体由肯定的自我评价引起自信、自爱以及期望获得

他人、集体和社会尊重的心理状态。可见，自尊心是自我尊

重，并希望被尊重的心理体验。 以往的研究认为，自尊心强

的人自我认同感也高，比自尊心弱的人表现更积极。而最近

的研究发现，自尊心不是单维度起作用，它与自我评价、自

我概念、自我认同感相互影响，自我认同感更具有整合作用

。如果把自我意识当作系统看待，自尊心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而自我认同感则是系统中各部分的协调员，自尊心健康发

展的前提是自我各部分的和谐。 军人是在群体中通过不断与

他人互动成长进步的，周围的人往往就是自己的参照物。个

人的自尊心一方面可以经由自信、自爱、自强获得，另一方

面也需经由他人的认可得到支持与提升。孤立的自我与孤独

的自尊，在无人回应甚至遭人否定的环境中难以维系。自我

中心等同于只要别人在意自己的自尊心，而无视或否认别人

的自尊心。在强调整体和谐的军营中，无论个体还是组织，

都需要关注每个人的自尊心，个人更应该学会因人因事调整

自己。 军人的自尊心还应该与职业认同感和谐发展。选择职

业是十分慎重的事，其中的一个关键在于使个体的自尊心包

括自信心、自豪感得到满足。喜欢军人的职业，其自尊心就

转化为自信、自爱、自强；反之则丧失自尊心，会使人变得

自卑。从自负到自尊再到自卑，是自尊心由强渐弱的过程。

自负是一种极端的自信，建立在自卑的基础上,自负的人表现

为贬低军人群体或军人职业，过分抬高自己。自卑者贬低的

对象则是自己。军人自尊心与其军人职业认同感步调一致，

军旅生涯才能找准自己的定位，也才会乐在其中。 健康的自

尊心，就是能找到自尊心的支点，因自身的价值、在群体中



的地位、对军人职业的认同等等来肯定和正确认识自我，同

时又懂得把个人自尊心上升为集体、国家、民族的自尊。 自

尊贵在自爱 ■军队政治工作学教授 朱少华 首先应该肯定，适

度的自尊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对于引导青年官兵安心

军营、奋发进取、在本职岗位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建功立业，

是一种向上的心理铺垫。同时，自尊还是一种人格需求，有

了自尊心，才能保持坚贞的气节和情操，才能自强不息；相

反，缺少自尊心的人，什么丧失人格的事都可能做得出来。

古人所说的“有志者在乎自尊自立”，就是这个道理。 显然

，对于战士的自尊心，带兵人应予保护，并引导他们由自尊

向自爱发展，但不能袒护，不能哄着、宠着。自爱既是一种

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去

爱他人、爱集体、爱社会的。何况，现代社会所倡导的自尊

，既包括尊重自己，也包括尊重他人；现代社会所强调的自

爱，既包括爱自己，也包括爱他人。因此，要引导战士保持

健康的自尊心，在爱自己的同时，尊重和热爱战友、领导、

集体和我们的社会，把自爱与关爱他人统一起来。 关爱他人

是爱心的崇高境界。从一定意义上讲，过分自爱往往容易走

向自恋和自闭，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有了关爱他人之

心，就可以走出孤芳自赏、过分自恃的误区。因此，应该教

育战士常怀仁爱之心，用自尊支撑自己的人格，用自爱完善

自己的品行，用仁爱拓展自己的胸怀，在军队这个大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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