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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气质一、大学生的气质特点在学校里我们经常会观察到

学生的情绪和活动有不同的外部表现。有的学生精力充沛、

爱说爱动、容易激动；有的学生活泼敏捷、表情丰富、兴趣

广泛而容易变化；有的学生冷静稳重、反应迟缓、情感不易

外露；有的学生感情脆弱、说话声小、动作无力。心理学上

把这种表现在情绪和活动发生的强度与速度方面的特点，叫

做气质。气质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多血质。这种气质

的特点是活泼、好动、敏感、反应迅速、喜欢与人交往、注

意力容易转移、兴趣容易变换。（2）胆汁质。这种气质的特

点是直率、热情、精力旺盛、易于冲动、动作剧烈。（3）黏

液质。这种气质的特点是安静、稳重、动作缓慢、不易激动

、情绪不容易外露。（4）抑郁质。这种气质的特点是孤僻、

行动迟缓、体验深刻、能觉察出别人觉察不到的细微事物。

除此以外，还有以上四种类型的多种变型。两千年来经过研

究和分析都同意把气质划分为这四种类型。怎样科学地解释

气质这种心理特性呢？按照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来

看，大脑皮层的神经过程，即兴奋过程与抑制过程的基本特

性有三，即强度、平衡性和灵活性。强度是指神经细胞经受

强烈刺激或持久工作的能力；平衡性是指兴奋过程与抑制过

程的力量是否均衡，这两种过程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

平衡的，即一种过程比另一种过程强（或兴奋占优势，或抑

制占优势）。灵活性是指对刺激的反应速度和兴奋过程与抑



制过程相互转化的速度。根据这三种神经过程的特性可以组

合成四种基本的神经系统类型。（1）强而不平衡型：兴奋过

程强而抑制过程较弱。这种类型易兴奋、易怒，激动起来难

于控制，亦称“不可遏止型”。（2）强、平衡而灵活的类型

：爱动，行动迅速，一旦缺乏刺激很快地由兴奋转入抑制，

又称“活泼型”。（3）强、平衡而不灵活的类型：条件反射

容易形成，但难于改造，行动迟缓而有惰性，又称“安静型

”。（4）弱型：兴奋过程与抑制过程都弱，神经过程的灵活

性低。这四种神经系统类型与上述四种气质类型相适应，它

比较正确地从高级神经活动说明了气质的各种不同的表现。

气质是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在人的行为和活动中的表现，而神

经系统类型的特性影响人的行为和活动的动力特点。这些动

力特点首先表现在感受性（即感受外界刺激的能力）上，是

神经系统强度特性在心理上的表现，我们可以根据外界影响

的最小强度来判断这种特性。其次表现在对外界刺激强度的

耐受性上。第三表现在反应的敏捷性上，如说话的速度、记

忆的速度、思考的速度、动作的速度等，是神经系统灵活性

的表现。第四表现在对外界事物变化适应的可塑性上。当外

界事物变化时，必须随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有的

人顺应快，有的人情绪上有困难，有的人果断，有的人犹豫

不决、行动迟缓，因而有灵活性与刻板性（惰性）的区别、

外倾的人的心理活动（包括情绪的兴奋性）、言语反应都容

易表露出来。内倾的人，由于抑制过程占优势，情绪不易外

露，沉默，善于克制自己，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慢。第五，气

质的社会制约性。人的神经活动的动力特点是受社会制约的

，气质的各种外部表现，如情绪与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



性等都受到社会要求与教育的制约。一个胆汁质者可能是勇

敢、顽强、正义感强，也可能是粗暴、任性、不顾纪律要求

。气质不是不变的，神经系统的可塑性就表明神经系统的先

天特性和类型都是由后天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或受后天环境

影响而掩蔽起来。学生的气质可能有许多混合型，但基本类

型只是四种，有的已经在后天环境和实践活动中，经过教育

而发生了改变，有的被性格掩蔽起来。二、大学生气质类型

的分布（一）按四种单一型测查大学生气质类型的分布在一

项对大学生气质、性格的调查研究中，测查对象为309名高年

级大学生。测查结果表明这些大学生气质类型的分布的百分

比为胆汁质占13.5%，多血质占22.6%，黏液质占45.2%，抑郁

质占17.7%，其他占0.9%。性格类型分布的百分比为外倾型

占26.8%，内倾型占50.7%，独立型占13.4%，顺从型占7.8%。

这项调查说明被调查大学生气质与性格分布的特点是黏液质

气质和内倾型性格类型的人数超过其他类型。其中黏液质和

抑郁质的总数达到62.9%，胆汁质和多血质学生合计为36.1%

。这个分布明显地与外倾型和内倾型的分布相似。形成这种

分布的原因，经分析问卷了解到在当前属于黏液质和抑郁质

类型的192人中，约有60%原来都倾向于多血质和胆汁质，因

而在性格上外倾型较多于内倾型。从被试的历史发展过程来

看，这种变化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生活环境的压

力改变了他们的气质类型。80年代中期（1984年）的一项调

查表明（参阅李健荣等主编：《大学生心理学》，陕西人民

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2页。），在255名大学生中的四类

气质分布是多血质占43.6%，黏液质占27.6%，胆汁质占17.3%

，抑郁质占11.6%。文科专业中属多血质者占46.9%，理科专



业中属多血质者占40.7%。这说明随着外部环境和个人经历的

变化，气质也在发生变化。（二）按单一型与复合型测查大

学生气质类型的分布有一项用“内田克列别林精神检查表”

调查了大学二、三年级学生36人（其中理科190人，文科174

人），检测结果表明单一型占34.07%（其中包括胆汁质2.47%

、多血质26.10%和黏液质5.50%），复合型占65.93%（其中包

括胆汁质为主的复合型11.26%、多血质为主的复合型30.22%

、黏液质为主的复合型18.68%、抑郁质为主的复合型5.77%）

。这项调查说明三点。（1）复合型的气质多于单一型气质。

总的趋势是多血质类型人数最多，共占56.32%，其次为黏液

质占24.18%，第三为胆汁质共占13.73%，抑郁质类型最少，

占5.77%。（2）文理科大学生四类气质分配的差异是：理科

大学生属于黏液质者比文科大学生多；文科大学生中属于胆

汁质、多血质、抑郁质者多于理科生，但无明显差异。（3）

男大学生中属于胆汁质、多血质者多于女大学生，女大学生

中属于黏液质者多于男大学生。（参阅黄希庭等主编：《大

学生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三、

大学生气质的培养（一）了解气质类型的特点，有利于分析

个性品质就气质类型的特点来看，气质类型本身没有好坏之

分，每一种气质就有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例如胆汁质

的人容易发生迅速有力的动作，养成勇敢、爽朗等品质特点

，但也容易养成粗心、暴躁等消极品质特点。黏液质的人容

易形成稳重、坚毅、有耐心的积极品质，但也容易养成冷淡

、固执、拖拉等消极品质。多血质的人容易形成活泼、机敏

、爱交际、富于同情心等品质，但也容易形成轻浮、精力分

散、注意力不稳定、忽冷忽热等消极品质。抑郁质的人容易



形成细心、观察力敏锐、善于察觉别人不易察觉的细小事物

、做事小心、情感细腻等积极品质，但也容易表现出耐受力

差、胆小怕事、不爱交际、孤僻、怯懦、多疑等消极的品质

。因此教育工作者应掌握学生气质的这一特点，帮助各种类

型气质的学生向积极方面发展，并采取措施防止与纠正消极

品质的形成。（二）根据不同的气质类型，因势利导，采取

适当的教育方法或不同的对待方式例如，胆汁质的学生容易

激动，就要培养他们的自制力，与人争论时，说话要考虑；

对多血质的学生要培养他们学习认真、工作扎实和专心，做

完一件事再做另一件事，防止兴趣多变和任意转移。对黏液

质和抑郁质的学生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活动机会，多参加集体

生活。对黏液质学生进行教育时要耐心，容许他们多思考，

在思考问题与作出反应之间给予足够的时间；对于抑郁质学

生要更关心、体贴，批评时避免过重的刺激，少公开指名训

斥。在分配工作时，要求作出迅速灵活反应的工作，适合于

胆汁质和多血质，而后两者就较难适应；相反的是要求持久

、细致的工作，黏液质和抑郁质就较为适合，而前两者又较

差。对前两类不守纪律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评，容易收效，

对后两类就不一定能收效。后两类学生在习惯的作息制度改

变时或重新编班、转学、考入新的学校时，很不容易适应新

的环境，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三）有些特殊专业在人

的气质特性上有特定的要求例如飞机驾驶员、宇航员、大型

动力系统调度员或运动员等，要求能经受身心的高度紧张、

灵敏的反应、敢于冒险和坚强的毅力等，测定这类人员高级

神经活动的基本特性和类型是能否从事这类工作的一项重要

条件。（四）根据临床研究，两种不平衡类型往往是精神病



的主要发生者就强而不平衡型来看，强烈的愿望、过度的紧

张与劳累，常常使胆汁质的人抑制过程更加减弱，于是容易

出现精神衰弱，或时而暴躁时而忧闷的躁郁性精神病。对弱

型人来说，困难的任务、社会的冲突、个人的不幸遭遇，就

会使其脆弱的神经过程无法忍受，皮层转入慢性抑制状态，

容易出现易受暗示、情绪异常的歇斯底里或发展成精神分裂

症。为了保护青年的身心健康，应更好地关怀和了解这两类

学生的情况与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做好思想工作，使他们

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