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卷第 1 期 创新与创业教育  Vol.5  No.1 
2014 年 2 月  CHUANGXIN YU CHUANGYE JIAOYU  Feb. 2014 

试论高职高专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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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适应能力成为高职高专学生的重大人生课题。关注高职高专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探讨提升大学生 

社会适应能力的途径，注重他们的人格塑造，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培养他们 

恰当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促进学生积极人格的发展，体现出自我价值实现的终极目标，寻求个体与社会 

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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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适应与人格 

什么是人格？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并非每个人 

都说得清楚。 从词源上看， 我国古代汉语中没有 “人 

格”这个词， “人格”源自拉丁文“persona” ，本意 

指面具，人格的概念，强调的是个人的独特性。在 

我国的文化中，是把“人格”视为一种“做人”的 

方式，属于道德的范畴，不是指个人的独特性。 

关于人格与社会适应性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以 

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 人格即适应性。 该观点认为， 

人格是个体适应社会的产物，也在适应社会中承担 

着适应功能 [1] 。人格与其适应功能是密不可分。 

第二种观点认为，适应性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 

分。适应性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格结构，就是人们在 

适应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 [2] 。 

第三种观点认为，适应性是个体人格与社会环 

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格在特定社会环境中适应 

的具体表现。 

所谓社会适应状态的实质也就是如何界定什 

么是“适应良好” ，什么是“适应不良” 。 社会适 

应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当我们降生于这 

个世界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陌生的、一无 

所知。通过社会适应，我们获取资源、身份和尊严， 

来达到身心健康的终极性目标。可见，适应是主体 

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二、人格养成的理论探讨 

1．家庭因素与大学生人格养成 

家庭因素对人的影响是巨大和全方位的，大部 

分心理学家都认同早期经历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 

而个体的早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庭里度过，其人际 

交往对象主要是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在所有影响 

个体发展的家庭因素中，父母和长辈的教养方式以 

及家庭环境氛围是最主要的两大因素。研究发现， 

父母消极不良的教养方式会使子女产生许多心理 

问题和行为问题，而积极的教养方式则有益于孩子 

的心理健康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针对父母养育 

方式与大学生人格特征关系的调查显示，父母对子 

女采用消极的教育方式越多，则子女的稳定性、有 

恒性、敢为性、自律性得分越低，敏感性、忧虑性、 

紧张性得分越高；反之，如果父母对子女采用积极 

的养育方式越多，则子女兴奋性、稳定性、敢为性 

得分越高，敏感性得分越低 [3] 。 

2．学校因素与大学生人格养成 

学校是培养人们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形 

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场所。校 

风是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校风一 

旦形成，就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只要没有强大的 

外力使之发生质的变化，就会一直延续下去。校风 

一般包括教风、学风和组织风气。校风具有激励功 

能、凝聚功能和导向约束功能。黄希庭教授等对校 

风、班风与大学生人格发展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做了 

系统的开拓性研究。校风越好的学校，学生自我价 

值感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也越高。 

3．大学生积极人格的促进 

中国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文化的国家，整个社 

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都与人际关系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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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格培养的一个重要途 

径。培养学生“做人”的能力主要就是培养学生恰 

当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通过了解文化传统 

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把处理人际关系放在文化这个 

大背景中，促进大学生积极人格的发展。由于历史 

的原因，传统文化教育一直是学校教育薄弱的环 

节。可结合当前正在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 

要》 中的要求， 以培养大学生的人格与社会适应性。 

大学阶段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形成是非常关键 

的，在大学阶段注重人格教育，使得学生全面深入 

了解自己的人格结构及特点，培养高职高专学生完 

善自己的人格，以更好地适应社会。 

三、健全人格塑造的重要性 

高职高专大学生相对本科院校学生而言，入校 

录取分数线相对低，注重实际操作，专业理论相对 

于本科教育有适度的压缩。他们的人格具有外向、 

热情、自立自强、独立等特点，高职高专大学生能 

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我， 但缺乏严谨性、 周全性、 

坚韧性等人格特征。高职高专大学生的人格具有相 

对稳定性，同时又具有可塑性，是可以改变和发展 

的。高职高专大学生凭借自身基本的人格特征，在 

适应社会的过程中面对类型不一的社会问题，积淀 

和提升自我的技能和沟通水平，达到适应社会的目 

的。如果我们把社会适应本身看作一个追求的目 

标，那么社会适应本身就意味着个体处于某种健康 

状态。高职高专大学生怎么样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社 

会？其实就是社会适应的心理机制问题。从根本上 

说，社会适应是个人与社会环境的一种互动关系。 

适应社会的过程是一个形成良好人格的过程，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取得成功。一些人在适应社会的 

过程中，面对不适应的状态，有良好的心理调节能 

力，能够很快地适应并解决遇到的社会问题，进而 

达到与社会良好互动的效果；有些人不能很好地解 

决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形成一 

些不良的心理情绪，影响社会交往水平。从个人与 

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社会适应归根到底是人际适 

应。 

不言而喻，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的关系非常密 

切。讨论社会适应现象与高职高专大学生的人格， 

必然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问题。心理健康作为人们终 

生追求的目标，是一种复杂的终极性心理现象。社 

会适应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以追求 

与社会环境维持和谐关系的过程。社会适应既是一 

个心理和行为的过程，也是一种心理和行为的状 

态，还是指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的特征。无论是那种 

标准和依据，对于高职高专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都 

强调心理机能正常发挥作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协 

调健康状态。高职高专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本身也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高职高专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是高职高专大学生社会适应的终极性 

的目标 [4] 。 

四、高职高专大学生健全人格塑造的途径 

对于处于成长和发展中的高职高专大学生，社 

会适应是必须面对的重大人生主题。高职高专大学 

生该如何去适应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有相当的 

高职高专大学生对这些问题感到困惑和迷茫。他们 

没有完全认清自己的状态，也没有看清楚所面临的 

社会环境。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个人的人格决 

定其社会适应的过程和结果。对此，高校可以采取 

以下措施。 

首先，注重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德育理念。在 

以学生为本的人格教育理念的大前提下，通过第二 

课堂、社团文体活动、社会实践等实践德育教育体 

系，激发学生的参与性，让学生在实践德育的过程 

中领会感恩、爱国、自强、自立等思政教育理念。 

其次，重视心理健康教育。高职高专院校的学 

生工作对稳定的高素质的心理健康队伍的建设问 

题要重视。关爱高职高专大学生心理健康，健全心 

理健康干预机制，引导高职高专大学生健全人格的 

培养。

最后，打造高素质精业务的学生管理队伍。学 

生管理队伍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 

量，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加强学生管理队伍 

的培训和培养，提高这支队伍的职业素质和职业归 

属感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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