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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知识结构简图】

【考点指南】

本章属于人格中的基础章节，为之后的学习奠定基础，同时也是较为重要的章节，需要大家着重掌握人格的定

义，性质、成因、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并学会对与人格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常见题型是单选、多选、名词解释、

简答、论述。

1.人格的界定（中国政法大学，2016，单选；杭州师大 347，2019，多选；西北师范大学，2017，名词解释；

华东师大 347，2020，简答；东北师大 347，2012，2013，论述）

2.人格的成因（清华大学 347，2017，简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347，2020，论述）

3.人格研究的主题（南京师大 347，2013，单选；首都师大 870，2012，论述）

4.人格的研究方法（西北师范大学 347，2020，简答；上海师范大学 347，2020，论述）

【知识精讲】

一、人格的界定

（一）人格的定义

许燕：人格是个体在社会生活的适应过程中，对己，对人，对事、对物作出反应时，其自身所显示出来的异于

别人的独特心理品质。

郑雪：人格是个体在先天生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起来的相对稳定的和

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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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人格可以定义为源于个体自身的稳定行为方式和内部过程。

郭永玉，贺金波：人格是个人在各种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动力组织和相应行为模式的统一体。

黄希庭，郑涌：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

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

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织。

郭永玉：人格是个人在各种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动力组织和相应行为模式的统一体。

彭聘龄：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独特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

统一的心理品质。

Tips：

不同的教材给的人格定义不同，同学们可以结合自己院校的情况，掌握相应的定义。

（二）人格的基本性质

1.独特性

人格的独特性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行为是各不相同的。一个人的人格是在遗传、成熟、环境、教育等先天

后天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不同的遗传环境，生存及教育环境，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心理特点。

强调人格的独特性，并非排斥人的共同性。人格不仅反映了人的独特性，也反映了某一团体所具有的共同特性。

人格共同性（众数人格/群体人格）是指某一文化，某一民族、某一群体的人们所具有的相似人格特征。

2.稳定性

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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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稳定性反映在 3个方面：

（1）在人格形成方面，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点一旦形成后，就相对稳定下来了，要想改变它，是较有难度的

事情。

（2）在人格表现方面，人格特征在不同时空下表现出一致性的特点，即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下人格表现出

一致性。它有两种表现形式；①平均水平上的稳定性，②个体间的人格稳定。

（3）在人格特征方面，人格特征是指一个人经常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与行为特点，那些暂时、偶然表现出

来的行为不属于人格特征。

人格心理学家在强调稳定性时，并不会忽略人格的可变性。但人格的改变与行为的变化是不同的，行为改变是

一种外在、表层的变化，人格的改变是内在，深层的变化。

3.统合性

人格的统合性是指人格是一个系统，系统中包含有各种人格结构成分与功能，人格的各种成分都处于一个统一

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这种结构关系赋予了每一种成分特殊的含义，把某一部分从结构关系中孤立出来研究将会

失去许多重要价值。同时，完整的人格是一种自我统一的人格特征的组合，破坏了这种内在统一性，就不能很好地

研究人格。

人格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受自我意识的调控。当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各方面

彼此和谐一致时，人们就会呈现出健康的人格；否则，就会使人发生心理冲突，产生各种生活适应困难，甚至出现

人格分裂。

4.功能性

人格的功能性是指人格对于人们生活方式.命运的决定作用。

人格是一个人生活成败，喜怒哀恨的根源。人格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有时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人们

经常会使用人格特征来解释某人的言行及事件的原因。当人格具有功能性时，表现健康而有力，支配着一个人的生

活与成败；而当人格功能失调时，就会表现出软弱、无力，失控，甚至变态。从这一角度来讲，人格会起到决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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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命运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人格功能性强的人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人格对于认知与智力的影响体现了人格的功能性。人格教育目的就在于，提高健康人格的功能性，使人在生活

中，特别是在逆境中，获得积极的行为结果。

5.社会性

人格的社会性是指社会化把人这样的动物变成社会的成员，人格是社会的人所特有的。所谓社会化，是个人在

与他人交往中掌握社会经验和行为规范、获得自我的过程（黄希庭、郑涌）。

Tips：

人格的基本性质，在不同科目/不同教材内容不同，需结合院校特点备考。比如，许燕《人

格心理学》：独特性，稳定性，统合性，功能性；黄希庭《人格心理学》/黄希庭，郑涌《心

理学导论》：整体性，稳定性、独特性、社会性；彭聘龄《普通心理学》：独特性、稳定性、

统合性、功能性。

二、人格的成因

（一）遗传与生理因素

研究证实了遗传生理因素对人格的影响。根据以往研究，对遗传的作用可以做出如下评价：

（1）遗传是人格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

（2）遗传因素对人格的作用程度因人格特征的不同而异。

通常在智力、气质这些与生物因素相关较大的特征上，遗传因素较为重要，如活动量、焦虑，支配，内外向、

躁郁症，精神分裂，酗酒，犯罪倾向等；而在价值观，信念，性格等与社会

因素关系紧密的特征上，后天环境因素更重要。

（3）人格发展过程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二者不存在“全或无”的情况。遗传因素影响人格的发展

方向及形成的难易。

（二）家庭与早期经验

1.家庭成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间不仅有其自然的遗传因素，也有其社会的“遗传"因素。这种社会因素主要表

现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作用，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是有一定道理的。父母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教育孩子，

使他们逐渐形成某些人格特质。一般研究者把家庭的教养方式分成三类，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人格特征具有不

同的影响。

（1）第一类是权威型的教养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父母在子女教育中，表现得过于支配，孩子的一切都由父

母来控制；

（2）第二类是放纵型的教养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让孩子随心所欲，父母对孩子的

教育有时达到失控的状态；

（3）第三类是民主型的教养方式，父母与孩子在家庭中处于一种平等和谐的氛围中，父母尊重孩子，给孩子

一定的自主权和积极正确的指导。

2.早期童年经验

麦肯侬指出“早期的亲子关系定出了行为模式，塑成一切日后的行为”。在儿童成长的早期，家庭和父母对孩

子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1）人格发展的确受到童年经验的影响，幸福的童年有利于儿童向健康人格发展，不幸的童年也会引发儿童

不良人格的形成，但二者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溺爱也可使孩子形成不良人格特点，逆境也可磨炼出孩子坚强的

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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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期经验不能单独对人格起决定作用，它与其他因素共同来决定人格；

（3）早期儿童经验是否对人格造成永久性影响因人而异，对于正常人来说，随年龄的增长，心理的成熟，童

年的影响会逐渐缩小，减弱，其效果不会永久不衰。

总之，家庭是“人类性格的工厂”，它塑造了人们不同的人格特征。综合家庭因素对人格影响的研究资料，我

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家庭是社会文化的媒介，它对人格具有强大的塑造力；

②父母的教养方式的恰当性会直接决定孩子良好人格特征的形成；

③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自己的人格，并有意无意地影响和塑造着孩子的人格，形成家庭中的“社

会遗传性”。

（三）学校与社会文化

1.学校

学校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学生施加影响的教育场所。

（1）教师的管理风格

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发展具有指导定向作用。特别是教师既是学校宗旨的执行者，又是学生评量言行的标准。教

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产生着巨大影响。

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学生设定了一个“气氛区”，在教师的不同气氛区中，学生有不同的行

为表现。

教育心理学家勒温等也研究了不同管教风格的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影响作用。他们发现在专制型、放任型和民主

型的管理风格下，学生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点。

教师的公正性对学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教师使用奖惩措施也对学生产生不同影响。

教师的人格特征与学生人格特征的和谐性也常常会影响教育实施的力度及有效性。

（2）同伴集体

学校是同龄群体会聚的场所，群体对学生人格具有巨大的影响。班集体是学校的基本团体组织结构，班集体的

特点，要求，舆论和评价对于学生人格发展具有“惩恶扬善”的作用。

总之，学校对人格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①教师对学生人格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②同伴群体对人格发展具有“弃恶扬善”的作用；

③学校是人格社会化的主要场所。

2.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塑造了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使其成员的人格结构朝着相似性的方向发展，而这种相似性又具有维系

一个社会稳定的功能。这种共同的人格特征又使得个人正好稳稳地“嵌入”整个文化形态里。

（1）民族性格的差异

社会文化具有对人格的塑造功能，这反映在不同文化的民族固有的民族性格。

米德等研究了新几内亚的 3个民族的人格特征，他们发现来自同一祖先的不同民族各具特色，鲜明地体现了社

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力。

（2）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跨文化研究是通过比较不同社会文化下的差异来确定文化对人格影响作用的研究模式。

瑞斯曼曾描述社会特征对人格的影响，提出三种社会形态：传统取向，内心取向和他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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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历来就被人们认可，其作用可归纳如下：

①社会文化对人格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后天形成的一些人格特征；

②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人格的共同性特征，它使同一社会的人在人格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综上所述，人格是先后天的合金，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遗传决定了人格发展的可能性，环境决定了

人格发展的现实性。

三、人格研究的主题

（一）人性哲学

人性哲学是人格理论家面临的第一个基本论题。在人格理论研究中，人性观是每个理论都要涉及的问题，因为

人格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学科，人性哲学体现了每位学者看待人的态度与对人的思考取向。在人性哲学中不仅反映了

学者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当时的社会与科学趋势，而且学者对人性的看法也直接影响到他们人格理论与研究的层面

与方式。

（二）人格结构

人格具有稳定的性质，存在着一些基本单位，构成人格结构。不同的人格心理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回答人格

的结构问题。

（三）人格动力

人格动力这一主题探讨的是人格的内在驱动特征，它也是行为的动能。不同的人格理论学家力图说明什么在影

响行为，它们是如何影响行为以及如何表现在行为中的。

（四）人格发展

人格发展主要研究人格发展历程，发展机制的问题。人格发展阶段划分的依据，人格量变与质变的特点，不同

人格发展的关键期或最优发展期，等等。

（五）人格成因

人格成因是解释许多人格问题的基础。主要涉及以下问题：有哪些因素影响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人格的主因是

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影响人格的因素是遗传还是环境，遗传和环境对人格的交互作用是怎样的。也研究人格品质优

秀群体的人格成因，因为其研究成果对于健康，成熟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六）人格改变

人格改变探讨的问题是：人格是如何变化的?改变的条件是什么?改变的过程如何?哪些人格特征能够改变?哪些

特征很难改变。人格改变问题是人格教育与偏差人格调整的理论依据。

（七）人格测量

人格测量是为了考察人们的人格品质与心理差异而设计、编制的人格测量工具与方法。如何有效而准确地测评

人格特征，一直是人格心理学家们致力研究的工作目标。

四、人格的研究方法

（一）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方法要求严格控制条件，系统地操纵某个或多个变量（自变量），以期导致另一个或另一些变量（因

变量）的某种变化，从而作出因果性的结论。

与强调个体的临床研究不同，实验研究一般要求较多被试。与强调个体差异的相关研究不同，实验研究着重探

讨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一般规律。与临床研究和相关研究都不同，实验研究要求对自变量进行操纵，由此得出因果性

的结论。

l.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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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赖自我报告材料，而是力求客观性，对变量的控制严密，能够操纵变量，做出精确的定量分析和因果性的

结论，因而这种研究往往被看成是理想的科学研究。

2.缺点

（1）由于实验情境本身的限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其结论难以直接推广到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

（2）实验研究要求对变量进行严密控制，一次只能对某个或某几个少数变量进行研究，不仅不能把握众多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格因素，而且会对许多主观的，复杂而又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

（3）作为实验对象的人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能动性与独特性，因而实际上难以彻底排除实验对象的主观认识

和态度对实验过程的污染。

（二）相关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运用测量与统计的方法，在相同条件下，考察一组被试的两个或者更多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由

此来确定这些被试之间在某种人格特征上的差异，以及人格特征之间、人格特征与别的因素之间的相关情况。

1.优点

（1）相关研究一般比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更易操作且更省时间，因为它可以同时测试或调查成批被试，在短

时间内获得研究变量的大量数据。

（2）由于相关研究无须严格控制与操纵变量，这就使得其结果比实验研究更可能符合研究对象的自然形态与

实际的情况，减少研究的人为因素，提高其生态效度。

（3）可以研究一些实际上或伦理法律上无法控制或操纵的变量，如性别、年龄、家庭出身等。

（4）在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必要通过实

验法来确定它们之间谁是因谁是果。而且，一旦我们确定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我们也没必要做进一步

的实验研究来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2.缺点

无法确定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临床研究

临床研究，亦称为个案研究（case studies），这种方法着重从个体化和特殊性方面去研究人格，以独特的个体为

研究对象，通过谈话、观察、作品分析等方法广泛地收集材料，以便对个体的人格进行全面和准确的定性描述，进

行系统而深人的研究。

1.优点

可以了解一个个体的心理与行为活动，获得大量有关的信息资料。由此可以诱发我们的直觉，洞察其人格的本

质特点，提出有关前因后果的种种假设与定性的分析。

2.缺点

（1）以特殊的个体（通常为有某种心理或精神问题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强于质的综合判断，弱于量的分析

比较，且难以直接引出普遍性的结论，而容易产生以偏概全的结论。

（2）缺乏科学严谨性，研究者的观察缺乏客观性，观察中常常掺杂着自己的主观猜想与推论，其研究中提出

的理论与假设难以通过操作性的研究来检验，其研究或观察难以被别人重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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