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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健全的人格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健全人格 

同时也是学生获取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技能和提高思想道德 

修养的重要基础。因此，科学把握高职学生人格特征具有非 

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从卡特尔16PF看离职学生人格特征 

为了科学而客观地把握高职学生人格心理特点，本研究 

主要选用目前国内外普遍使用、信度和效度均较高的卡特尔 

16P．F为研究工具．对重庆交通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 

学、重庆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共四所高校的449名高职学生进 

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396份，占发放问卷的 

B8．2％。其中男生2柏人。占∞．6％．女生156人，占∞．4％ 

城市学生252人，占63．6％，农村学生 144人，占36．4％；独生 

子女学生 232人，占58．2％，非独生子女学生 164人，占 

41 4％．普高学生265人．占66 9啦，三校生(职高、中专、技校 

毕业生)131人。占33．1％。调查对象均为一、二年级学生，平 

均年龄 19．65岁，标准差为0 98岁。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根 

据学生基本情况的不同，先后作了5方面比较研究：一是比较 

高职学生与大学本科生；二是比较高职男生与高职女生；三是 

比较农村高职生与城市高职生；四是比较独生子女高职生与 

非独生子女高职生i五是比较普高生与三校生。通过五方面 

的分析研究，目的在于更加清晰地勾画出高职学生的人格轮 

廓图，找准高职学生人格优化途径，尽快帮助高职学生培养和 

重塑健全的人格。 

(一)高职学生与普通本科学生的^橹特征比较 

为了研究和探讨高职学生的人格特征．作者把此次调查 

的结果与李志1998年对本科生词查的结果作了比较(表 1)， 

发现与同年级大学本科生相比，高职学生 16个根源特质中稳 

定性(c)、兴奋性(F)、敢为性(H)、怀疑性(L)、世故性(N)、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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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性(0)、实验性(01)、自律性(Q3)等8个因素都明显高于本 

科大学生，呈现显著性差异(P<0．O5)；而聪慧性(B)、恃强性 

(E)、敏感性(I)、幻想性(M)等4因素又明显低于普通本科大 

学生。再从8项非根源人格比较看(表2)高职学生内向与外 

向、感情用事与安详机智、心理健康、专业成就4项因素明显 

高于本科学生；而在适应与焦虑、怯懦与果断、创造能力方面明 

显低于普通本科学生。这一结果表明，高职学生与普通本科大 

学生在人格因素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性， 个因素检测中，居然 

有l9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性 总体上，高职学生人格特征较 

普通本科大学生，一方面性格更外向，情绪更稳定，处事老练， 

着眼于现实，但不拘泥于现实，敢想敢作，另一方面也较普通大 

学生思想迟钝，忧虑抑郁，多疑世故，投有信心。 

裹1 高职生与本科生人格特质比较 

注：M为平均敷 ，S为标准羔；*表示羔异显著性．⋯ 为 P< 

0．001，**为 P<0．O1，*为 P<0 05(下 同) 

襄2 高职生——本科生卡氏非报薄人格特质比较 

(二)高职男生与高职女生人格特征比较 

在卡特尔 16种根源特质中(表3)，高职男生稳定性(c)、 

恃强性(E)、兴奋性(F)、实验性(Q04项因素均显著低于高职 

女生，而怀疑性(L)、独立性(q'2)两方面又明显高于高职女 

生。这表明男生比女生情绪更不稳定，常常急躁不安、恭顺、 

保守、缺乏信 tL,；而女生则较男生更表现出容易与人相处，对 

人友善，善于体贴他人，但缺乏自立自强精神，往往依赖、随 

群、附和、缺乏主见，容易上当受骗。 

裹 3 高职男生与高职女生 16P．F人格因素此较 

其他次元特质中(表4)，男生较女生更焦虑、内向、优柔 

寡断；心理健康因素和专业成就方面也不及高职女生。 

裹4 离职男女生非根穗人格因素比较 

在此，男女生共有 12项因素呈现显著性差异，这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高职男女学生在人格上存在一定差异。 

(三)农村高职学生与城市高职学生比较 

由于我国现在的城乡差别，客观上造成来自农村和城市 

的高职学生在家庭及文化杜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别。从表5结 

果看，城市高职学生和农村高职学生在人格上的差异主要表 

现为城市学生在恃强性、兴奋性、怯懦与果断、心理健康四个 

因素上得分显著更高，农村学生在有恒性、忧虑性和学习能力 

http://www.cqvip.com


ll8 重庆大学学报(杜会科学版) 撇 年第 8卷第 3期 

因素上高于城市学生。这表明：城市学生较农村学生有更强 

的自信心，他们生括更愉快、在为人处世上更果断，表现出更 

健康的心理水平。同时，农村学生较城市学生做事更有恒心、 

毅力和责任感，但另一方面由于特有的城乡文化差异，农村高 

职学生一无背景，二无人缘 ，不得不使他们对未来忧患重重， 

也铸造了他们性格上优柔寡断的一面，当然这里面显示得更 

多的是农村高职学生信心的失落、自卑的产生。 

表5 高职的城市与农丰寸学生人格差异 

(四)独生干士高职学生与非独生子士高职学生比较 

Eyse~ck(~996)认为人格特质的差异可能是遗传方式、养 

育方式造成。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着完 

全不同的养育方式。独生子女由于是家庭里的唯一，因此备受 

父母宠爱，尊为 宝宝霜”，由此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也比非独生 

子女更好。如此优越的条件变化是否引起独生子女的人格变 

化昵?针对这一问题，把该攻的涸查结果也作了独生子女与 

非独生子女的分类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表6)，独生子女 

表6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高职生^格比镀 

在乐群性(A)、有恒性(c)、忧虑性(0)三方面都明显低于非独 

生子女．表现出性格上的孤僻玲傲、做事马虎、没有恒心和毅 

力，由于独生子女宽松的家庭环境，使他们从小“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所以没有远忧近患，生活倍感安详、沉着，也具有相 

当的安全感。但这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感觉，也使他们失 

去了远大的目标和追求。非独生子女在恃强性(E)、兴奋性 

(F)、怀疑性(L)、幻想性(M)上又明显低于独生子女，表现出 

比独生子女更谦虚、顺乩、随和、现实、善于俸贴他人，但比独 

生子女更多了冷静、审慎．有时可能也是一种强烈的压抑 

再从8种非根源性因素上比较(表7)，独生子女与非独 

生子女有5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独生子女在内 

向与外向、感情用事与安详机智、怯懦和果断、心理健康方面 

都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体现新高职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 

在性格上更倾外向，感情上更加果断刚毅、独立性强，心理健 

康方面也远远高于非独生子女，只有在新环境里的成长能力 

较非独生子女差。 

裹7 独生子女与非鞋生子女非根源性匿素比镀 

(五)普高生与三技生的人格特征比较 

新高职的学生主要由普高生(从普通高中考人高职)和三 

较生(从技校、中专、职业高中)组成。目前，三校生已经占1／3 

上的 比倒。随着新高职招生范围的扩大，三校生在高职存 

在会越来越普遍，由于两种类型的学生在人棱前所处的学校 

环境和知识经验上都存在一定差异，这是否舍使他们在人格 

上显现出差异呢?涸查发现(表 8)，三校生与普高生在l6种 

衰8 普高生与三控生卡特尔^格比较 

人格因素中有 l2种人格因素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 05)， 

仅聪慧性、怀疑性、幻想性、忧虑性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怀 

疑性和幻想性方面，三校生低于普高生，表现出着眼现实，容 

易与人相处；而三校生在聪慧性和忧虑性方面又明显高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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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从适应与焦虑、内向与外向、感情用事与安详机智、怯懦 

与果断性以及心理健康因素、专业成就、创造能力和新环境成 

长能力 8项次元人格因素得分比较发现，三校生在怯懦与果 

断方面比普高生更显得没有信心和勇气，做任何事情总是患 

得患失，顾虑重重；在新环境成长能力方面，三校生又明显高 

于普高生，表现出比普高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强一些。 

上述分析研究表明：高职学生的人格特征总体上积极、健 

康向上，但也存在较严重的人格臆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1)高职生与本科生在人格上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 

高职学生一方面性格更外向、情绪更稳定，但另一方面又较普 

通本科生思想迟钝，忧虑抑郁，悲观沮丧．多疑世故．缺乏信 

心、勇气和主见。(2)高职男女生人格上存在一定差异。高职 

男生较女生情绪稳定性差，常常急躁不安，恭顺、保守，缺乏信 

心，而女生则表现出容易与人相处．对人友善，也善于体贴他 

人，但缺乏自立自强的精神，其它次元特质中，男生较女生更 

焦虑、内向．优柔寡断；心理健康因素和专业成就方面也不及 

高职女生。(3)高职中城市与农村学生人格存在一定差异。 

城市学生较农村学生有更强的自信心．生活愉快，处世果断． 

而农村学生较城市学生做事更有恒心、毅力和责任感。(4)高 

职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学生人格存在一定差异。独生子女 

表现出性格上的孤僻冷傲，做事马虎，缺乏恒心和毅力，生活 

倍感安全，其它次元因素中陈在新环境里的成长能力较非独 

生子女差之外，其它均高于非独生子女。而非独生子女则较 

独生子女更谦虚、顺从、随和、现实，善于体贴他人。(5)高职 

三校生和普高生在人格上存在一定差异。从调研结果看，三 

校生与普高生相比在人格方面存在以下差异：三校生高聪慧 

性、忧虑性，低怀疑性、幻想性；状元因素中三校生显示出怯懦 

的特点；三校生在新环境里的成长能力强。 

二、高职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 

高职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一要服从人格健康发展的需 

要，二要服从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进步需要，三要从帮助高职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可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 

(一)消除家庭、社会、学技对高职学生的偏见 

第一，加强宣传．提高对高职院校及其战略地位的认识。 

高职院校是高校全面扩招的产物，其设置是适台我国国情，适 

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重大战略举措。所以，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学校、新闻媒体要加大对高职院校的宣传力度．如培养目 

标、目的、就业方向等．一方面使家长、学校、社会充分认识到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生是适 

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 

人才，他们也是名符其实的大学生，也当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与厚爱；届时．也要使高职学生明确自己应有的处境．找准自 

己应有的位置。 

第二，帮助高职生找准方向，正确定位。高职学生的人格 

偏差如自卑 、怯懦、抑郁、消极 、悲观等大多是由于对自己目前 

定位不当引起，所以，学校在教育过程中要帮助学生确定发展 

的方向和目标，鼓励其进行 自我剖造和 自我实现。高职学生 

在学校期间能否真正实现最大价值，获得理想的发展，有没有 

学习的成功感和成就感．自我同一性的建立非常重要 这一 

方面需要高职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自我意识的发展，进行全面 

客观的自我评价，充分意识到 自己的优劣长短，尤其在比较的 

过程中．既想着见贤思齐，又要时刻想着与自己的过去比，以 

增强信心。学会悦纳自我，展示自己的才华与能力，自尊自 

爱、自立自强、珍惜自我。同时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成功与失败．积极改造 自我和超越 自我。但另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作为教育部门的高职院校在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学生自 

身的需求与发展，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编排上要符合高职院 

校应用性人才培养的需要，尤其更重要的是要帮助高职学生 

确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帮助他们正确分析形势和认识自我， 

鼓励其进行自我创造和 自我实现。但遗憾的是高职院校在这 

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特别是对高职学生的内心关注较少 

重视，结果带来的是高职学生 自我的迷失和目标的混乱，不知 

道 自己将要干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干什么?!所以要 

增强高职学生的信心，减少其焦虑，作为教育部门的高职院校 

要真正从关心高职学生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及时了解和掌 

握学生的困惑和内心矛盾，因势利导、循循普诱，这样才有利 

于高职学生形成健康人格。 

第三，教师要真正地关爱学生、理解学生，帮助高职生重 

抬信心。考上高职院校对于三校生来说可能是一种成功和自 

豪，因为他们一般都是班上的好学生，能考上高职无疑是一次 

实力的较量和成功的验证，也是对其前途的拓展；而对高职院 

校里比例最大的普高生，反感觉是一次失败的宣告，考上高职 

院校好像是把他们打人了“地牢 ，感到自卑、失落、无奈，他们 

渴望理解和帮助。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所以在这个时候， 

教师首先要真正地从内心关心、理解学生，做学生的朋友．甚 

至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儿女来关爱，注重言传身教．懂得如何因 

势利导，教书育人 做一名“人师”；其次，不断探索适台高职学 

生教育教学管理的新路子．既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让学生感觉“透不过气来 ，甚至是“xx统治下的奴隶”．使之 

产生强烈的压抑．路人心理困苦和焦虑之中，以至导致人格偏 

差的出现，也不能完全照搬普通大学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 

在此，特别是辅导员老师更要把学生当成自己的朋友，以诚相 

待、乐于助人，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了解学生心境，关心、体 

贴、爱护学生。当然教师在帮助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还要注意，男女生的性别差异，因为在实践中发现：女生可 

能更喜欢咨询的帮助模式——希望老师对自己将来“要干什 

么”、“该干什么”提供具体的指导(女生一般进人高职后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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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方向感和目标．所以希望老师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帮自己 

定位)；而男生则一般对将来都心中有数(有具体目标)。找老 

师帮助的目的大多希望老师关心照顾支持甚至是情感上的 

鼓励．更希望老师对其选择加以肯定。 

(二)加强心理素质培养，垒面提高高职学生的自信 

从前面的调查结果看，高职学生的总体心理素质不高。 

表现为信心不足，对未来没有目标感，消极悲观．心理承受能 

力差，更缺乏恒心毅力．不少高职学生还有较严重的自卑感， 

认为自己与本科生相比简直就是笨蛋、白痴、弱智、甚至什么 

都不是；再加之社会的弱视．学校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压制．以 

及教师在育人过程中的偏见．如此种种严重挫伤了高职生的 

自尊心和自豪感，使之产生有负父母亲朋之重托的心理．于是 

内心冲突，矛盾激烈。针对这种现状．学校教育要注重高职学 

生的心理特点．重视对高职生心理素质的培养。 

第一．重点做好高职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辅导工作．帮 

助其重新认识和调整自我，确定积极的心理态度．建立健康的 

自我形象。 

第二，学校、院系可充分利用棱内外的各种活动丰富高职 

生的校园文化生活，通过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生活．培养和提 

高高职学生的自信心和耐挫能力．鼓励他们自尊自爱自立自 

强，主动参与社会竞争．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实力， 

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三．积极加强心理咨询工作 心理咨询是指专业工作 

者利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咨询对象提供帮助，并通过建 

立信任．帮助咨询对象自立自强，健康成长。有条件的高职院 

校可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员或咨询站．针对高职学生在发展 

中存在的学习、适应、情绪、情感、择业等问题进行调适，帮助 

高职生正确认识自身问题．正确对待自我问题，减少心理冲突 

和矛盾。当然在此必须明确：心理吝询的本身并不是帮助学 

生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着眼于背后的心理及人格原因 

的探索，使高职学生能够正确认识、面对和处理发展及成长过 

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和心理困惑，走出阴影，重塑健康的自我 

和健全的人格。 

(三)厦时解嵌由于人格偏差导致的心理固惑 

人格偏差是介于正常人格与障碍之间的一种人格状态， 

可以说是人格发展的一种不良倾向．高职生应从以下几方面 

克服这些偏差。 

第一，了勰自我，优化人格。人格优化就是要健全人格． 

主要通过择优劣汰达到人格优化。择优就是根据自己的实 

际．选择一些好的人格特征作为奋斗目标，以形成健康人格； 

劣汰人格中的不良部分。以达到优化个性的目的。要做到这 

一 步，高职学生首先就要掌握自我调适的方法一 自我分析、 

自我评价、自我教育。自我分析．就是自己对自己．特别是对 

自己的性格等基本情况做客观分析，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合 

乎实际；自我评价．就是自己对自己“定格”，即认清自己在环 

境中的位置．找到自己的角色，自我评价要准确、公正．还要有 

自知之胡．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个体发挥自身的潜能；自我教 

育。针对自己的实际，经常反省，自警和自励。即根据高职生 

自身的情况，不断总结，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加强自我约束． 

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磨练，培养耐挫力．增强责任感，不盲目冲 

动，不捎极低沉，始终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 

第二．保持心情开朗，学会情绪调控。高职学生人格偏差 

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是自我意识问题。即对自己认识不 

清．评价不足．最终导致自耩同一性的混乱，也因此缺乏信心． 

不能悦纳自我。对未来没有目标，更设有方向惑，于是成天表 

现出忧心忡忡，压抑痛苦而又无力自拨．高职学生情绪情感上 

的这种不稳定状况，极易对人生造成影响．“助人自助”，高职 

学生只有自己充分意识到自己情绪情感上的这种不良表现． 

并有意识的加以调控，才能使其偏差了的人格回到健康的轨 

道上。 

第三，消除不 理倾向，学会合作，提高生活质量。首 

先高职学生要改变一些不合理观念．客观看待自己，懂得生活 

与挫折的关系，既有生活目标．又有生活乐趣；多从积极方面 

看待人生与社会．避免“一叶障目 。其次，走出自我，关注群 

体，学会宽持他人．与人愉快合作，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真诚生 

括。再砍．通过培养广泛的兴趣，建立和谐的生活空间；通过 

积极放松，消除紧张与焦虑，注重心理治疗中的相应方法，摆 

脱人格隐患 ．塑造健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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