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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459418.htm １．群体原则 群体原

则，主要指健康、良好的个性所表现出来乐于与人交往，在

与人交往相处时，对他人持尊重、信任、友爱、诚恳、善良

和谦让等肯定的态度，而较少持怀疑、憎恶、恐惧、欺诈、

骄横和敌对等否定的态度。对自己所属的单位或团体有一种

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情感，与人和谐相处，把自己置身于

同他人之间相互关心的、真实的、信任的关系之中。 群体意

识是人类共有的要求。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社会的存在

物”，群体性或团体性、集体性是作为一个具体的、 现实的

人存在的重要条件，也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的个性的重

要表现。 西方的一些研究个性的学者，把人的社会交往的需

要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他们认为，假如一个

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获得了满足后，他就会产生一种友

爱和归属的需要。在日常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

活在和谐的群体中，得到友谊，得到温暖，希望为群体所接

纳和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证明：当一

个人生活在群体与和谐的气氛中，由于得到他人的关心帮助

，可以减少孤独感和心灵上的痛苦，可以减少恐惧并能宣泄

自己不愉快的情绪，从而减少心理压力。相反，如果一个人

与群体分离，得不到爱的温暖，往往会造成心理障碍和精神

疾病；如果一个人不被群体所接纳或被他人拒之门外，就会

产生一种孤独感和压抑感，感到失落、空虚、抑郁，时间一

长就会使自己的心理扭曲，个性变异。而只有在群体或集体



中，才能够充分表现自己的容貌、才华、能力、智慧和品质

，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受到别人的重视、尊重和关心

，使自己获得安全感、平衡感、自信感和成就感。而且在群

体和集体中能诉说自己的喜怒哀乐，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交流，减少个人生理和心理方面可能产生的苦痛和忧愁，有

益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增强个人的生活乐趣。 由此可见，群

体性原则是健康、良好个性所不可缺少的动力与原则。 就中

学生来说，群体性主要表现在集体主义精神方面。中学生主

要是以班集体为学习与活动单位的。作为班集体中的每一个

成员，应该热爱班集体，关心班里的每一个成员，积极地参

加班集体的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与同学进行广泛的接触和

交流；为班集体的团结友爱和荣誉充分发挥个人的作用；当

某个同学在学习上、生活上有困难时，应主动帮助他们排忧

解难；主动协助老师和班干部对班集体的日常工作、纪律进

行管理。总之，要把自己置于集体之中，在集体生活中，充

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才干，在团结友爱的群体气氛中，使自

己身心、学习健康地发展，使自己的个性更加鲜明，更加符

合时代精神。 ２．环境适应原则 环境适应原则，主要是指一

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在变化了的客观条件与人际关系中，能

较好地保持自己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适应的统一性，并能

达到自己的目的。 环境适应原则，对一个人的个性心理和个

性特征也是一种检验与考验。 人对客观环境和现实生活的适

应行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对人的整个健康状态的界定

，是以多方面的适应能力参数来对健康所做出的评价，包括

对一个人在精神上，身体和体格上，在工作、生活、人际关

系上的完美状态及其适应力的综合评估，涉及到一个人的生



理、心理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一个人的个性倾向性和

个性特征。由此可见，环境适应原则，作为良好个性的一项

重要指标，它体现着个性结构的整体性。 环境适应原则，在

主观方面表现为一种对周围环境的满意和愉快的心理体验和

心境，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总是抱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

，对未来有自信心，能够清醒、明智地面对客观现实，积极

地接受、正确地解释自己所面对的已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和人

际关系及所经历的事情，克服内心的不稳定性，并且不会以

个人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的不满意、不顺心的各种事情而焦虑

、不安、忧郁和产生一种挫折感；相反却能始终保持一种坦

然、乐观、平静和积极接受的情绪。因此，遵循环境适应原

则的人，虽然他们的知识、能力有高低，但一般来说没有或

基本没有心理和行为的障碍，心理智能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仍然一如既往地在工作上取得成绩，获得成功的喜悦。这

种心境又会反过来促进其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的进展

，并从中获得乐趣，使其对环境更加适应。 适应环境，并不

是指对周围客观环境的消极的认可并与之保持一致，而是指

在实际的自我及其目的、能力、成就同现实环境之间，保持

一种继续不断的和创造性的联系。这是个体同现实世界多方

面的均衡、协调和整合，体现着一个人在健康、智慧、品质

方面的协调发展，体现着一个人对现实的认识和自我认可以

及在工作、生活、学习、娱乐等方面的均衡性，因而能自如

地处理各种各样的生活问题。 环境适应原则，虽不是指认可

不满意的现实，但要求在一般的情况下，能承认现实，积极

地面对现实，对不够理想的现实及人际关系能够以宽容大度

的态度对待，并以积极的创造精神在可能的限度内改变环境



、改善环境、创造并影响环境。否则，如果一个人总是对自

己所处的环境、所面对的人际关系不满意，不能适应比自己

理想低的实际状况，就可能造成自己情感上的困惑，行动上

的消极，这不仅容易导致自己个性的变异，而且也会直接影

响自己事业的进展与成功，影响与人的和谐相处，变得朝三

暮四，挑肥拣瘦，一事无成。 由此可见，一个人不是生活在

真空中，他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中，而且也不会永远不变地

处在同一种环境中，这就要求他不断地调整自己，主动适应

环境，在任何环境中，能保持良好的个性，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己的才能。 中学生们正在成长过程中，伴随这种成长过程

的是环境的不断改变，从家庭到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

大学和社会。因此，环境适应原则对他们的成长和良好个性

的培养显得特别重要。要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地调整

自己、完善自己，既要保持自己个性的稳定性和积极、健康

的发展，又要防止对环境变化的抵触和消极适应，扭曲自己

的个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健康地成长，并使自己的

个性不断地完善。 ３．心理平衡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

活动的多元化，心理平衡原则对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日益显示

其重要性。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各种竞争越来越激烈，保持心理平衡，越来越成为人们调

整自己心态的一种尺度。 所谓心理平衡原则，就是指对人际

关系、利益得失和各种事变能保持一种平衡、灵活、辩证和

全面的看法。它要求一个人要有预见人生挫折、失误及人与

人之间利益冲突、利益差距扩大的能力，善于平衡自身与环

境的关系，正确处理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的关系，保持

与社会的良好接触，客观地分析、评价成败、得失，使自己



的理想、信念、目标和行动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与社

会要求相符合。如果遇到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

发生矛盾和冲突，能积极调整自己的计划，放弃不切实际的

思想，以求与集体、与社会协调一致。而不是行为反应程度

大大地超过刺激程度，情绪反应大大地超过行为反应，造成

不良的社会后果，或对自己情绪、身心产生剧烈震荡。 平衡

原则还表现在一个人在遇到挫折、冲突、失误等境遇时，也

能保持人格要素自我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平衡性。

在正常情况下这些要素是保持一致性的，但当一个人在遇到

挫折、冲突和失误时，这种一致性往往被打破，个人的欲望

、得失心往往同自己信念、行动和思想相矛盾。这时就要学

会平衡自己，调节自己，坚持自己人格要素的一致性，使自

己的个性不至于发生变异。 就中学生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

，他们的心理和行动是能够平衡的，但在考试成绩的好坏及

名次的先后、三好学生的评定、尤其是在中考或高考的激烈

竞争中，容易失去平衡，使自己的心理有大的起伏，甚至会

改变自己的个性，即向不良方面转化。这就要求每个中学生

，正确地分析和估价自己，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克服攀比

心理，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和水平，制定自己的目标，得失

心不能太重，不能有一种见异思迁的心理。当然学会与掌握

心理平衡原则并不是不要竞争，并不是不要充分发挥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并争取更好的结果，而是要在各种矛盾、冲突和

利害得失中，保持冷静大度的态度，保持心理的平静与健康

，使自己的个性保持在一种持续、良好的态势上。 上面我们

从个体差异性与个体社会化两个方面论述了培养健康、良好

个性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只要我们、尤其是正在成长的中



学生们能适当而灵活地掌握这些基本原则，必定会对他们良

好个性的培养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 在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培养良好个性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要重

视个性与共性的相互关系。我们所说的个性与共性的相互关

系，亦即矛盾学说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一事物

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

意义。 从理论上说，我们认识事物，总要从认识一个个具体

事物的特殊性开始，然而逐渐认识事物的共同本性，概括出

普遍性。这就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

。 具体到中学生们来说，当代中学生的共性是：热情向上、

开拓进取、思维敏捷、富于创造性、最少保守、最易接受新

事物；但每一个中学生，又千人千面，能力、兴趣、特长、

气质、性格各不相同，这就是特殊性，即个性。每一个中学

生，实际上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 只要共性不要个性，

必然导致模式化。比方说：在“文革”的十年E劫期间，青少

年学生也如全国人民一样，都穿着绿、蓝、黑颜色的服装。

男女中学生，一律皆为绿军装。什么少女的美，男孩的帅，

皆淹没在“共性”中。在那个不正常的年月里，只能塑造一

批又一批没有个性、思想僵化、行为步伐一致的“机器人”

。 然而，只要个性不要共性，也必然导致自由化与个性的扭

曲。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嬉皮士”们，他

们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地打扮自己：有的奇装异服，有的蓬

头垢面，有的行为怪异，有的男扮女装，有的搞“同性恋”

。他们的个性已淹没在被扭曲的人格之中了，成了被称之为

“垮了的一代”和社会的“祸害”。 上面两个极端的例子可

以从反面说明，个性与共性不仅需要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基础



上，而且还应当把共性与个性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

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健康而全面地发展自己。 当代的中学

生们应努力遵循良好个性的上述一些基本原则，既能充分发

挥自己的个性，又能表现具有时代特征的共性。在改革开放

的大潮中，团结协作，积极进取，充分展现当代青少年奋发

向上、绚丽多姿的精神风貌。 让正确的个性理论指引我们培

养良好的个性品质，让良好的个性品质激励、规范我们的行

动、生活，面对人生、度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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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