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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年前初春的一天，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戚越然、武时勉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计划出一套专门
写给青年学生的书，其中有一本关于人格发展，约我撰稿。
当时我正有几本书要写，恐难以担当此事，故试图谢绝。
戚老师、武老师极力相邀，我被他们的热诚打动，承担了这一任务。
当时之犹豫不仅因精力有限，也出于对撰写困难的担忧。
我心里明白，写这样一本心理学普及读物并非易事。
一来是心理学领域的人格概念与社会生活中的不同。
在日常话语中，人格一词多指人的品性。
在心理学领域，人格是指个体的整体心理动态组织，决定着个体的行为、思想和感受的特征。
概念的不合会带来这本书的写作资源与书稿计划的期望不合。
另一更难的问题是，心理学对人格发展的研究主要来自临床心理学领域，多半是对问题症结的解释，
几乎没有对于积极健康发展的系统研究。
因而，写这本书不仅要力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而且需要更多创造性的工作，需要转换视角，对相
关心理学学说予以重新解释。
所以，写这本书的难度不亚于专业心理学书，撰写需要付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专业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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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青少年科学人文素养丛书”之一种。
    人格又称个性，是指个体的人所拥有的特质模式与行为倾向的统一体。
凡成功者都应具备健全的人格，拥有相当的人格魅力。
本书介绍了人格的具体内涵、各种人格结构以及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穿插了大量引人入胜的小
故事，介绍了对形成健全人格行之有效的各种方法，以此帮助广大青少年学生实现自我超越。
作者还在书中通过分析青少年的成长过程，解释问题状态的形成缘由，帮助青少年学生认识自我、理
解别人，分别给学生、老师和家长以启迪和借鉴。
因此本书也是诸多家长和老师的“好参谋”。
    本书读者对象为广大青年学生、家长和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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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自我身份定位：困惑与探寻  我们是怎样探索自己的  我们在生活中逐渐认识了自己  “我们”
在“我”之中  我们不断创造着自己  步入青春期，我将急转直上第二章  从过去走向现在的我  在父母
呼应中初建人世印象  自我管理从这里开始  “肛门性格”的由来  在主动探索中获悉规则和目标  走出
妄自尊大的天堂  从卫星到行星的蜕变第三章  在同伴交往中主动发展  在表露与分享中，我们一起成长
 以他人为明镜，从现在开始调整自己  与人交往贵在“灵活有度”  自卑感可以成为发展的动力  帮助
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在与异性的交往中丰富自我  让集体活动成为主动发展田野第四章  青春期的我们与
长辈的关系  心理断乳  父母误会我早恋，我该怎么办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第五章  认识情绪的来龙去
脉  “因笑而乐，因哭而愁”  由形扬神：内外的统一  习惯改变，心境变迁  移花接木：变相地表达  由
压而弹：情绪的魅力  暗示牵引：情绪魔术师  尝试掌控自己的情绪第六章  认识动机作用及其障碍  习
惯的潜在力量  期望引发的主动  自我暗示了努力的方向  琢磨灵活的“利器”  最持久有力的学习动机  
为自我保护而懈怠  难道他们真的无能为力了吗  必须把自己当作学习的主人第七章  自我超越意味着什
么？
  自我超越的意义  不断自我超越最需要的品性第八章  选择确立发展的目标  协调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  
判断和选择学习目标  建立锻炼生活能力的目标  建立发展交往能力的目标  建立提高社会修养的目标第
九章  让梦想成真  建立进步的航标——计划  有效学习，做学习的主人  学会经营时间，让人生变长  健
体益心，让人生更有活力  调节情绪，化解不良的情绪  养成良好习惯，掌握发展的命运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格发展>>

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在生活中逐渐认识了自己学生：自我探索是如何形成的？
老师：自我探索的形成离不开每个人对自身的认识。
先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来了解自己的？
身高可以用尺子量，体重可以用磅秤称，这些方面相对客观，用“工具”很容易就可以“量”出。
有些方面（比如能力）要通过和其他人比较后了解，或者要通过其他人的反馈才知道。
这时候别人就像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其实很早就存在了，甚至在我们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婴儿一哭母亲如果能及时过来看发生了什么，是痛了还是饿了，细心地呵护和抚慰，他就从母亲的反
应中感受到安全和信任，感受到自己是有价值的。
四五岁时开始变得更加复杂。
和儿童玩一个“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就能感受到这种变化。
来，先和4岁的小朋友玩，你发现很容易就能赢他，你或许觉得好笑：“这小孩有点傻，还不知道猜
我的心思呢，刚才出什么现在还照着出！
”接下来你再和五、六岁的小朋友玩，这下赢得就不那么容易了，还常常输！
有的小孩“鬼”得很，比如这一个赢了还很开心地自报“秘诀”：“我刚才出了剪刀赢了，他还会猜
我继续出，可我偏不！
”这里发生“重大变化”在于儿童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开始会从他人的角度来看自己了！
心理学家米德认为自我意识是在人际交往中慢慢形成和发展的，没有“他”也就无所谓“我”。
三、四岁时儿童开始通过游戏，比如玩过家家、扮演医生给洋娃娃打针“不痛不痛，宝宝乖，打针一
下就好了”，模拟父母亲、医生的角色，慢慢地他们开始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这样自己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就有了自我意识。
五、六岁后儿童虽然能够“用他人眼光看自己”（交互反观），但这时还很稚嫩，非常倚赖于其他人
，特别是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父母、老师）对他的评价。
在刚上小学的儿童心里，老师的话非常“权威”，自己表现怎么样几乎完全依赖于老师的表扬或批评
、奖励或惩罚。
随着知识的增长，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关注面的扩大，初中、高中生对权威人物观点的“盲从”开始减
少，有时甚至会“不客气”跟他们直接辩论。
秦文君笔下的初一女生贾梅在日记中写道：“我最近有个伤心的发现：在我们家中爸爸是个凡人，妈
妈也是。
”也许很多中学生都有过这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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