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资格考试心理学辅导：个性的基本特征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9/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459416.htm 个性作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结构，是人的整个心理面貌。每个人的个性倾向性和个性

心理特征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

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结构。那么，这个整体结构从心理学的

角度来说，又有哪些基本特性呢？ （一）稳定性和可变性 个

性是指一个人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的总和。一

个人在行为中偶然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并不能表

示他的个性，只有比较稳定的、在行为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心

理倾向和心理特征，才能表明他的个性。例如，一个平时处

事谨慎稳重的人，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表现出冒险、轻率的

举动，不能由此就可以说他具有轻率的个性特征。 俗话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很形象地说明了个性的稳定性

。因此，可以讲，个性就是指一个人所有的心理静态或较稳

定的状况的全部内容。 总之，在一个人身上总会表现出许许

多多的心理特征：有些是经常出现的，是比较稳定的；有些

则是偶然的。构成个性的特征的则是指那些稳定的心理特征

。正是个性具有稳定性的特点，才能表明具有个性的人，否

则就很难说明人的个性是什么样子。也正因为个性具有稳定

性的特点，我们才能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在精神面貌上区

别开来，我们才能预料到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他将会做什么

，这也是对一个人了解和使用的依据。 个性具有稳定性的特

点，并不排斥个性的可变性或可塑性。稳定性不是指一成不

变的东西，而是指较持久的一面出现的定型化的东西。个性



的心理特征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一个人的长期生

活经历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它一经形成就比较稳固。但是，

现实生活是十分复杂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也是纷

繁多变的，因此作为人生活历程的反映的个性特征，也必然

会随着现实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而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化。 人

的个性变化有两种情况：第一，在个性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东

西，如理想、信念和世界观，在生活过程中不断巩固，逐渐

形成个人的典型的特征。这些特征随着生产关系、社会制度

的变化而逐渐变化。例如，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发展

，人们逐步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劳动态度、爱国主义精神

和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第二，人的个性表现由多种因素

的影响而发展变化。首先，随着人们所处的环境和在人际交

往中受到的影响而改变。尽管一个人始终表现出其个性特征

，但在不同场合也会产生差别。例如，一个懒散的学生，在

娇惯他的人面前这种弱点表现较多，在老师面前则表现较少

。一个勤快的学生，在他感到老师和同学们信任他时，则表

现得更加勤快。其次，由于一时的心理状态影响也会给个性

打上烙印。例如，一个平时活泼快乐的学生，由于突遭家庭

不幸或重大变故，精神上承受巨大打击，可能会变得沉默寡

言，个性发生变化。再有，人的身体自然特点，特别是神经

系统的特点，既影响人的个性的表现，也影响个性特征的形

成。神经过程的平衡性或不平衡性，强或弱，灵活性或惰性

，都会给人的个性特征涂上一定色彩。 除了神经系统类型特

点之外，身体的其他特点也影响个性。科学上已经精确地判

定，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任何紊乱，都会

明显地反映在人的个性特征上。 年龄和人的健康状况也能使



人的个性发生某种改变。儿童和青年一般表现得活泼好动，

老年则变得不好活动。长年体弱多病的人，其活泼开朗的个

性则有可能发生变化。 （二）独特性和共性 每个人的个性都

由独特的个性倾向和个性心理特征所构成，即使是同胞兄弟

姐妹，他们在遗传因素方面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个性品质

也会有所区别。因为一个人的个性是在遗传、环境和学习等

许多因素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些因素及其因素之间的相互

关系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每个人的个性都反映了自

身独特的、与他人有所区别的心理状态和表现。 例如：人们

的兴趣、爱好是多种多样的：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爱体育

，有人喜欢美术，有人对文学作品情有独钟。人们的能力也

各不相同：有人语言表达能力强，善于演讲；有人长于做群

众工作，组织能力强；有人想象丰富，富于独创性。人们在

气质和性格的表现上更是多种多样：有的人脾气暴躁，有的

人性格温和；有的人热情坦诚，有的人虚情假义；有的人助

人为乐，有的人狭隘自私。由此可见，人们的个性千差万别

。正如俗话所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个性品

质不同，就如同人们的面孔各不相同一样。人的个性表现都

是极端个别化的，每个人的个性都是独特的。然而，人的个

性的独特性并不排斥人与人之间在个性上的共性。 例如，中

国人和西方人就有完全不同的个性特点。中国人一般来说，

在情感方面比较含蓄，遇事比较慎重、稳妥，有一定的自制

力和自控力，意志比较坚强，与人交往相对拘谨、有分寸，

在家庭方面注重稳定、专一。产生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

。如民族的特点、历史与文化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物质

条件等。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思



想的熏陶下，又形成了我国人民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热爱

劳动等一些新的、优良的、共同的个性品质。 据一些学者调

查研究，各个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历史背景、风俗习惯的不

同，都会有本民族所固有的个性特征。 由此可见，个性中的

独特性和共性是统一的，它们的统一有两种含义。第一，某

一集团共有的个性总是通过本集团内的成员个人体现出来的

，它制约着个人的独特性的特点。如某一阶级或某一民族共

有的个性总是在本阶级的成员身上表现出来，尽管每一个人

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但并未失去本阶级或本民族的风格。第

二，人类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心理规律也表现在不同人的身

上。比如，人们在观察问题时，有的人观察得比较认真、细

致，有的人比较粗枝大叶，但他们都有共同的观察能力，这

种不同的观察能力总是共同的观察力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具体

体现。再如，在一个班集体中，有的学生活泼热情，生龙活

虎般地积极参加班集体的活动；有的同学则沉默寡言，不声

不响地为集体奉献。他们这些不同的特征，都有一个共同的

热爱班集体的思想为基础。 综上所述，人的个性既有独特性

又有共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个性中孤立地存在不同

的和相同的两个部分。个性的独特性和共性的关系是指共性

寓于独特性之中，每一个具体人的独特性是一般人的个性的

具体表现。正是研究了具体人的个性，通过归纳、概括找出

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借以发现规律，再把这些规律运用到

具体人身上，这就可以看出个性心理现象的本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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