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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173.htm 一、什么是个性 在西

方，个性一词源于拉丁语Persona，它有两个含义：一方面，

原指演员在舞台上所戴的假面具，后引申为一个人在生命舞

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指能独立思考、具有独特行

为特征的人。个性，在西方又称人格。由于个性结构较为复

杂，因此，许多心理学者从自己研究的角度提出个性的定义

，西方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曾综述过几十

个不同的定义。如美国心理学家吴伟士(R.S.Woodworth)认为

：“人格是个体行为的全部品质。”美国人格心理学家卡特

尔(R.B.Cattell)认为：“人格是一种倾向，可借以预测一个人

在给定的环境中的所作所为，它是与个体的外显与内隐行为

联系在一起的。” 现代心理学一般把个性定义为一个人的整

个精神面貌，即一个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一定

倾向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 婴儿出生后只是一个

个体，但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尚未成长为一个社会的人

，所以，称他们为“未成人”。随其成长，他的内部世界在

丰富着、发展着、完善着，最后成长为一个从事社会实践活

动的独立的个体，成长为完全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成员

，形成了全面整体的个人，持久统一的自我，这时他便具备

了自己的个性。 研究和掌握人的个性心理，其目的之一，就

是为教育实践服务。因为，每个学生的个性心理，既是教育

的结果，又是教育的前提条件。只有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

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我国古代



著名教育家孔子提倡的因材施教，至今被人们所重视，并成

为教育教学应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这里的“材”就是指学

生的个性特点。了解并掌握学生的个性特点，是对学生进行

有效教育和教学的主要依据。许多优秀的教师，他们的成功

，无不是建立在对教育对象个性特点的深刻了解之上，并能

根据其个性特点采取教育教学措施，从而获得了好的教育成

果。 二、个性的特性 研究个性必须探讨它的特性及表现，这

样才能把个性心理与其他心理现象区别开来。个性具有以下

几方面特性。 1．自然性与社会性 人的个性是在先天的自然

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学习、教育与环境的作用逐渐形

成起来的。因此，个性首先具有自然性，人们与生俱来的感

知器官、运动器官、神经系统和大脑在结构上与机能上的一

系列特点，是个性形成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但人的个性

并非单纯自然的产物，它总是要深深地打上社会的烙印。初

生的婴儿作为一个自然的实体，还谈不上有个性。 个性又是

在个体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文化

、教育教养内容和方式的塑造。可以说，每个人的人格都打

上了他所处的社会的烙印，即个体社会化结果。正如马克思

所说：“‘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

的肉体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

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由此可见，个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2．稳定性与可

塑性 个性的稳定性是指个体的人格特征具有跨时间和空间的

一致性。在个体生活中暂时的偶然表现的心理特征，不能认

为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例如，一个人在某种场合偶然表现

出对他人冷淡，缺乏关心，不能以此认为这个人具有自私、



冷酷的个性特征。只有一贯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得以表

现的心理现象才是个性的反映。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经常可

以看到，每个学生都具有一些不同的、经常表现的心理特征

，如有的学生关心集体，热情帮助同学，活泼开朗；有的学

生对集体的事也关心，但不善言谈，稳重，踏实，埋头苦干

，这不同的行为表现不仅是在班集体中，在其他场合也是如

此，因此，这才能把某个学生同另一个学生在精神面貌上区

别开，也才能预料某学生在一定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举

止。总之，一个人的个性及其特征一旦形成，我们就可以从

他儿童时期的人格特征推测其成人时期的人格特征。 尽管如

此，个性或称人格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现实生活非常复

杂，随着社会现实和生活条件、教育条件的变化，年龄的增

长，主观的努力等，个性也可能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特

别是在生活中经过重大事件或挫折，往往会在个性上留下深

刻的烙印，从而影响个性的变化，这就是个性的可塑性。当

然，个性的变化比较缓慢，不可能立竿见影。 由此可见，个

性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可塑性。教育工作者要

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履行教育职责时才能有耐心和信心。 3

．独特性与共同性 个性的独特性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行

为是各不相同的。因为构成个性的各种因素在每个人身上的

侧重点和组合方式是不向的。如在认识、情感、意志、能力

、气质；性格等方面反映出每个人独特的一面，有的人知觉

事物细致、全面，善于分析；有的人知觉事物较粗略，善于

概括；有的人情感较丰富、细腻，而有的人情感较冷淡、麻

木等。这如同世界上很难找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也

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强调个性的独特性，并不排除



个性的共同性。个性的共同性是指某一群体、某个阶级或某

个民族在一定的群体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共

同的典型的心理特点。正是个性具有的独特性和共同性才组

成了一个人复杂的心理面貌。 三、个性心理结构 个性心理作

为整体结构，可划分为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系统，即

个性倾向性(动力结构)和个性心理特征(特征结构)。 1．个性

倾向性 个性倾向性是个性中的动力结构，是个性结构中最活

跃的因素，是决定社会个体发展方向的潜在力量，是人们进

行活动的基本动力，也是个性结构中的核心因素。它主要包

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与世界观、自我意识等心

理成分。在个性心理倾向中，需要是个性积极的源泉；信念

、世界观居最高层次，决定着一个人总的思想倾向；自我意

识对人的个性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2．个性心理特征 

个性心理特征是个性中的特征结构，是个体心理差异性的集

中表征，它表明一个人的典型心理活动和行为，包括能力、

气质和性格。(此方面内容将放在后面分三章阐述) 个性倾向

性和个性心理特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从而构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个性对心理活动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使心理活动有

目的、有选择地对客观现实进行反映。个性差异通常是指人

们在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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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