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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7_A1_95_E5_c76_566569.htm （3）教师还可积极引

导学生认识到自己气质中的积极一面，克服气质中的消极面

，使其在学校生活中得到更好发展。例如让多血质的同学认

识到自己积极、主动的一面，克服不耐心、不长久的一面；

让粘液质的同学认识到自己仔细、认真的一面，克服反映慢

、不灵活的一面。 2、简述性格和气质的关系。 性格和气质

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一） 

区别 （1）性格与气质的性质是不同的。性格更多受到后天

环境的影响，而气质更多地受先天因素的影响。 （2）性格

与气质的生理基础有所区别。气质的生理基础是高级神经活

动的类型特点，气质的特征因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特点而异

；而性格的生理基础是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特点与暂时神经

联系系统的“合金”，后天形成的条件反射在性格中起主要

作用。 （3）气质没有好坏优劣之分，性格有好坏优劣之别

。 （二）联系 （1）性格可以隐蔽和改造气质，指导气质的

发展，使它更有利于个体适应周围的生活环境； （2）气质

又会影响一个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和行为风格，使性格带上某

种气质的色彩； （3）气质还影响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对一

定的性格特性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4）气质不同的人

可能形成相同的性格品质，同一气质类型的人也可能形成不

同性格。 3、*试述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类型气质说。 高级

神经活动类型气质说是由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提出的。巴

甫洛夫在实验研究中揭示，高级神经系统活动的兴奋和抑制



有强度、平衡性、灵活性三种特性。根据这三种特性的结合

，巴甫洛夫将人的高级神经活动分为四种类型，而高级神经

活动类型是人的气质的生理基础。与这四种类型相对应，人

的气质可分为四种类型（见下表），它们是高级神经活动类

型的心理表现。 4、举例说明性格的形成。 人的性格是在与

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遗传、环

境、成熟和教育等因素，都会对人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

影响。 （1）遗传的作用 人的神经系统在人的性格的形成中

有一定的作用，但性格受遗传的作用较小。例如在不同环境

中长大的同卵双生子，气质非常接近，但性格迥然而异，而

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分开的时间越长，性格的差别就越大。 

（2） 家庭环境的影响 在性格的形成过程中，环境起着重要

作用。环境既包括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包括

和其他人结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家庭中，父母的责任感

和教养态度、家庭气氛和人的出生顺序等因素，都会影响儿

童性格的形成。例如在和睦家庭中成长的人，通常性格完善

，待人礼貌、诚恳；而在严厉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往往胆小

怕事缺乏自信，甚至丧失自尊，自暴自弃。 （3） 学校教育

的影响 学校教育在儿童性格的形成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儿童

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和掌握，逐渐形成世界观，从而影响到特

定性格的形成。 （4） 社会实践对性格形成的作用 环境对性

格的影响，需要通过人在环境中的实践活动去实现。因此，

对性格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环境本身，而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

用。人的性格就是通过他在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与环境发生作

用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 5、性格的培养途径和方法。 ① 

加强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 ② 及时强化学生的积极行



为 ③ 充分利用榜样人物的示范作用 ④ 利用集体的教育力量 

⑤ 依据性格倾向因材施教 ⑥ 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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