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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格的定义 人格又称个性，是指决定个体的外显行为和内

隐行为并使其与他人的行为有稳定区别的综合心理特征。 (

二)人格的发展阶段 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是人格发展理论的两

位代表人物。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他

认为，人格的发展必须经历八个顺序不变的阶段，其中前五

个阶段属于儿童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时期。 1．基本的信任感

对基本的不信任感(0～1．5岁) 该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发展对周

围世界，尤其是对社会环境的基本态度，培养信任感。埃里

克森认为信任感是一个人形成健康人格的基础。发展顺利者

的心理特征是对人信任，有安全感；发展障碍者的心理特征

是面对新环境时会焦虑不安。 2．自主感对羞耻感与怀疑(2

～3岁) 该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自主性。埃里克森认为这个

阶段的儿童具有双重渴望：既想获得父母的支持，同时也渴

望父母能放手让自己做主。这一阶段发展顺利者能按社会要

求表现目的性行为；发展障碍者的心理特征是缺乏信心，行

动畏首畏尾。 3．主动感对内疚感(4～5岁) 该阶段的发展任务

是培养主动性。这一时期，父母、其他家庭成员或者监护者

如果允许儿童跑动、蹦跳等，那么儿童的主动性将增强。对

儿童的主动探索进行严厉惩罚的父母会让儿童对自己天性中

的强烈需求感到内疚。即发展顺利者的心理特征是主动好奇

，行动有方向，开始有责任感；发展障碍者的心理特征是畏

惧退缩，缺少自我价值感。 4．勤奋感对自卑感(6～11岁) 该



阶段发展任务是培养勤奋感。如果前三阶段对儿童影响最大

的是家庭因素，那么这一阶段对儿童影响最大的就是学校因

素了。儿童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体验从稳定的注意和

孜孜不倦来完成工作的乐趣”。发展顺利者会具有求学、做

事、待人的基本能力；而发展障碍者会缺乏生活基本能 力，

充满失败感。 5．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12～18岁) 该阶段的

发展任务是培养自我同一性。自我同一性指个体组织自己的

动机、能力、信仰及其活动经验而形成的有关自我的一致性

形象。在青少期，“我是谁”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能够

把自己的各种形象综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对自己的过去

、现在、将来产生一种“内在相同和连续”之感。同时，他

们也开始认识自己和别人的异同，认识现在和未来在社会中

的关联。这一阶段发展顺利者的心理特征是有了明确的自我

观念和自我追求的方向；发展障碍者的心理特征是生活无目

的、无方向，时而感到彷徨迷失。 6．亲密感对孤独感(成年

早期) 这一时期是人们进行求爱和过早期家庭生活的时期，在

这一时期，个体往往十分关注镜像自我、注重印象管理、关

注自身的前途和发展。发展顺利者与人相处有亲密感；发展

障碍者与社会疏离，感到寂寞孤独。 7．繁殖感对停滞感(成

年中期) 繁殖就是“对养育和指导下一代有兴趣”，通常人们

通过抚养自己的孩子获得普遍关注。发展顺利者的心理特征

是热爱家庭、关心社会，有责任感和义务感；发展障碍者的

心理特征是不关心别人和社会，缺少生活意义。 8．自我整

合对绝望感(成年晚期) 在这一阶段，人们回顾自己的一生，

解决最终的同一性危机。发展顺利者会随心所欲、安享晚年

；发展障碍者的心理特征是悔恨旧事，失望、沮丧。 (三)埃



里克森的发展理论对教学的作用 埃里克森的发展理论指明了

每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并给出了解决危机、完成任务的具体

教育方法，有助于教师理解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所面临的冲

突类型，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因势利导，对症下药。 (四)

影响人格发展的社会因素 影响儿童人格发展的社会化动因基

本上是家庭、学校、同伴以及电视、电影、文艺作品等社会

宣传媒体。 1．家庭教养模式 鲍姆宁曾根据控制、成熟的要

求、父母与儿童的交往、父母的教养水平四个指标，将父母

的教养行为分成专制型、放纵型和民主型三种教养模式。专

制型教养模式下的儿童不太知足、不安全、忧虑、退缩、怀

疑、不喜欢与同伴交往。放纵型教养模式下的儿童是最不成

熟的，他们缺乏自我控制力和探索精神，有极强的依赖性，

遇到新奇事物或紧张事情就会退缩。民主型教养模式下的儿

童是最成熟的，他们有能力，独立性强，自信，知足，爱探

索，善于控制自己，喜欢交往，自我肯定。 2．学校教育 学

校教育在学生社会化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教师与学生的相互

影响来实现的。教师的品德修养、知识经验、教育和教学技

巧、对学生的态度等，对学生社会化与人格的发展都具有举

足轻重的意义。同时，学校教育按照一定社会的教育目标，

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青少年学生施加影响，因而直接制约着

学生人格发展的方向和基本质量。 3．同辈群体 与同辈群体

的交往使儿童能够进行人际关系和交流的探索，并发展人际

敏感性，奠定儿童今后社会交往的基础，促进儿童的社会化

和人格的发展。一方面，同辈群体是儿童学习社会行为的强

化物。另一方面，同辈群体又为儿童的社会化和人格发展提

供社会模式或榜样。 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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