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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笔者对某医学院校的棾棸棸余名大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暎调查发现棳大学生的独立人格在思

想暍经济暍行为暍学习等方面情况各异棳共生性人格在工作暍学习暍集体活动暍公益意识暍环保理念等方面呈现出不

同的特征暎建议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棳强化学校教育的提升作用棳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独立与共生的人格暎
关键词暋独立椈共生椈人格椈大学生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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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暋问题的提出

独立是个体独一无二的存在形式棳更强调心理

学角度的独立棳并体现于政治倾向的明确与坚定暍
道德伦理的价值统一等方面棳它表现了个体心智发

育的健康与成熟椈共生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

种生存状态棳更强调其哲学层面的共生暎包括人与

社会暍人与自然间的相互独立棳相互需求棳相互合作

与竞争棳是个体心理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暎二者缺

一不可棳在人格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暎培养独立

与共生的人格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棳是个人全面发

展的根本保障棳是大学生人格培养的双重任务暎为

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人格现状棳笔者于棽棸棻棾年棻棸月

至棻棽月对某医学院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一次抽

样调查暎报道如下暎

棽暋调查方案

棽灡棻暋调查对象和方法

对某医学院校大一至大四的全日制本专科生

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棳共发放问卷棾棸椆份棳收回有效

问卷棽椃椃份暎
棽灡棽暋调查内容

采取问卷法收集资料暎问卷由棾棻项客观题构

成棳内容涉及大学生思想暍经济暍行为暍学习等方面

的独立性棳以及工作暍学习暍集体活动暍公益意识暍环
保理念等方面的共生性棳较为全面地调查了当代大

学生人格独立与共生的现状暎
棾暋结果与分析

棾灡棻暋大学生的独立人格方面

棾灡棻灡棻暋思想独立性暋棿椄灡椄 棩的学生当看到微博

上或空间中的一些消息时棳会经过自己的判断和证

实之后再转发暎但是棳当听到别人的反对和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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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棳棽棿灡棾棻棩的学生不会因受到干扰而放弃考虑已

久的想法暎可见因大学生的思想相对独立棳当受到

其他人的干预时棳独立性相应降低暎
棾灡棻灡棽暋经济独立性暋大学生的生活费来源于家长

的占到椄棾灡棸棻棩棳其他少部分同学是通过兼职或奖

学金棳只有棻棿灡棾棿棩的学生会利用课余时间定期主

动做兼职暎调查显示棳大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家

长棳只有少部分同学能够完全经济独立暎
棾灡棻灡棾暋行为独立性暋在学校棳棽椆灡棽棾棩的学生会经

常整理寝室卫生暎放假回家后棳棾灡棾椄棩的学生会

总是帮助家长做家务暎棽灡棻椆棩的学生总是喜欢参

加实践活动并愿意把想法付诸实践暎可见大学生

动手实践的能力较差棳行为缺乏独立性暎
棾灡棻灡棿暋学习独立性暋 椄灡 棩的学生具有强烈的求

知欲和自觉的学习动机暎当没有考试时棳椆灡棸椆棩
的学生能主动暍自觉地学习暎显示出大多数学生有

较强的学习独立意识暎
棾灡棻灡 暋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暋椂灡棽 棩的学生认

为自己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正负面两种情绪的人暎
刚进大学时棳椆棻灡椂棾棩的学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适

应环境暎表明大多数学生能够自我调节和控制负

面情绪暎
棾灡棽暋大学生的共生人格方面

棾灡棽灡棻暋学习中的合作精神暋当学习上遇到困难

时棳请兄长或同学帮忙的学生占到棿棸灡椂棻棩棳当选

择学习合作对象时棳椂棾灡椂棸棩的学生会考虑合作对

象的背景情况棳包括合作对象的成绩高低暍道德品

质如何暍和自己的人际关系状况好坏暍是否与自己

存在利益冲突暎在 喜欢的学习合作方式中棳选择

暟个别交流沟通暠暍暟专题学习小组暠暍暟老师课后答

疑暠和 暟寝 室 内 部 讨 论暠的 分 别 占 到 棾椆灡棿棩暍
棾椄灡棿棸棩暍棻棾灡椂椆棩和椄灡棾椃棩暎因此棳大部分学生重

视学习中的合作棳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沟通交流暎
棾灡棽灡棽暋社会工作中的合作精神暋被调查者中棳
棿灡棿棽棩的同学从事学生组织是为了锻炼能力棳
棽棿灡棸 棩的同学是为集体和同学服务棳其余同学是

为了充分展示个人才华或者不愿意参加暎棽椄灡棸棾棩
的同学在学生组织中开展工作时会与其他学生干

部协作或协商暎因此棳多数学生参与社会工作的目

的出于个人目的而非服务目的棳并且工作中较多强

调个体而忽视合作暎
棾灡棽灡棾暋参与集体活动的热情度暋对于学校和学院

安排的集体活动棳棾棿灡椃棾棩选择主动参加棳椄灡棿棸棩
的同学会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定暎对于宿舍和班级

安排的集体活动棳相较其上略好棳棿椄灡棿椄棩选择主动

参加棳棿棻灡椂椃棩的同学会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定暎因

此棳当代大学生是否参与集体活动更多的是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棳宿舍和班级作为较小的集体比学校和

院系这种大集体对他们更有吸引力暎
棾灡棽灡棿暋参与志愿服务情况暋调查中棳棽棿灡棽棿棩的学

生定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暎棿椂灡椆椃棩的学生选择志

愿服务是为了暟锻炼能力暠棳棽椃灡棽椃棩的学生是为了

暟服务社会暠棳为了暟充分展示个人才华暠和暟未参加暠
的分别占到棽棸灡棿 棩和 灡棾棻棩暎可见棳大学生参与

志愿服务的主动性欠缺棳目的性不太纯粹暎暟被志

愿暠的情况依然存在暎
棾灡棽灡 暋环保认知与行动暋调查中棳大部分学生都

具有一定的环保常识棳并认为环境保护是一件很紧

迫的事棳人人都有责任棳但是棾椄灡棽椂棩的学生仅仅

是观看了一些环保宣传影片或展览棳能够经常向他

人宣传环保只占到棾椂灡椃棿棩棳从来没有参加过环保

宣传活动的占棽 棩暎因此棳当前大学生对环保理

念的认知较强棳而环保行动相对欠缺暎
棿暋对策建议

调查发现棳大学生的独立人格在思想暍经济暍行
为暍学习等方面情况各异棳共生性人格在工作暍学
习暍集体活动暍公益意识暍环保理念等方面呈现出不

同的特征暎应建立家庭暍学校暍社会三位一体的体

系棳增加大学生人格的独立与共生暎
棿灡棻暋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棳家庭是一个人情感和人

格养成的根源棳是一个人情感成长和寄托的重要方

面椲棻椵暎因此棳进入大学阶段的个体仍维系着原生家

庭的人格基因棳它是大学生人格改善或变化的基

础棳对大学生的人格养成意义重大暎另外棳家庭教

育由于其特殊的启蒙性暍持续性和全面性等特点棳
而具有学校和社会教育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棳因
此棳应该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棳培养大学生

的独立与共生性人格暎
棿灡棻灡棻暋民主开放棳协调代际间价值观差异暋法国

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棳教育就是一种代际关系问

题暎他认为椇暟教育若想成为教育棳就必须有成年人

和年轻人这两代人的互动棳有成年人对年轻人的影

响暎暠椲棽椵因此棳在家庭中存在着家长对孩子的管制或

影响棳但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约束暎法

国哲学家阿兰暏雷诺曾将此归结为教育中一种暟非
对称的关系暠的原因棳暟不管是在家庭或是学校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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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对称的关系使权威和传授得以成立棳而没有

一种教育不带有这种非对称的关系棳不承认某种高

下不等的差别暠椲棾椵暎随着大学生自我意识的逐步增

强棳他们开始对上一代一贯的行为方式甚至思维方

式提出质疑棳这难免造成代际的冲突棳即暟代沟暠的
产生暎

因此棳家长应该具备民主开放的思想棳消除独

断意识和专断行为棳尊重子女的个性独立棳使其在

宽松的家庭氛围中形成自我同一性和健康成熟的

心理棳养成独立思考和独立选择的习惯暎另外棳民
主开放思想也有助于协调代际间的价值观差异棳形
成父母与子女间平等自由的良好氛围棳有助于两代

人关系间的统一暎
棿灡棻灡棽暋双向互动棳实现家庭成员共同教育暋当代

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对于家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棳
长辈单方面灌输已经过时暎生活阅历暍经验的丰富

性棳使父母在做事做人方面优于子女棳但随着科技

水平的迅速发展棳子女通过教育或网络等方式接触

到更多新知识棳从而造成父母和子女间知识的互补

性暎因此棳教育者的资格和身份棳不能完全由父母

所承担棳子女也应该作为其中一分子棳以更新父母

的旧思想和狭隘观念棳在两代间的双向互动中棳实
现家庭成员的共同教育暎

当子女担当教育者的角色时棳不仅增加了他们

的自尊心暍自信心和独立性棳还使其变被动为主动棳
由过去对知识的单向接受转变为双向交流棳由规则

的承担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棳因此棳他们会以更

大的热情投入到与父母关系的构建中棳是一种自我

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的人格培养方式暎
棿灡棽暋强化学校教育的提升作用

人格培养在大学教育中占据着重要作用棳中外

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相关论述暎著名爱国教育家

张伯苓先生主张暟教育一事棳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

而已棳尤要在造成人格棳三育并进而不偏废暠椲棿椵暎棽棸
世纪中叶美国 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罗伯特暏
梅纳德暏赫钦斯在暥学习化社会暦中指出椇暟大学是

人格完善的象征暍保存文明的机构和探求学术的社

会暎暠椲椵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回顾自身的求学之路时

总结道棳暟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椇青年人在离开学

校时棳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棳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棳
照我的见解棳在某种意义上讲棳即使对技术学校来

说棳也是正确的暠椲椂椵暎此处所谓的暟和谐的人暠正是

一个知情意行统一的人棳包含着人格的完善暎当一

个大学生走出大学校门时棳能够独立自主地思考问

题棳能够娴熟地与人交流棳能够对自己坦诚棳对他人

友善棳对社会负有责任感棳那么棳这所大学就是成功

的暎
棿灡棽灡棻暋加强教育环境的人格熏陶暋教育环境棳是
指学校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一切因素构成的体系暎
它包括校园内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椲棽椵暎学校的

物质环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食暍住暍行暍学等各方面

的生活要素棳而且还对人格具有熏陶作用暎学术的

灵性为有形的物注入活力棳这些地方有来往的学

子暍谈吐不凡的教授以及深造的政府官员棳从而为

校舍暍图书馆等物质环境增添了深厚学术的底蕴椈
学校的精神环境为大学生的人格形成提供充分的

营养棳没有崇高而理想的大学理念及文化棳大学生

健康人格将无法形成暎
棿灡棽灡棽暋加强教师的人格导向暋乌申斯基说过椇暟在
教育中棳一切都基于教师的人格棳因为教育力量只

有从活的人格源泉中产生出来棳只有人格才能影响

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棳只有性格才能形成性格暠椲椃椵暎
洛奇在一项教育研究中发现棳在性情冷酷暍刻板暍专
横的教师所管辖的班级中棳学生的欺骗行为增多椈
在友好暍民主的教师气氛区中棳学生的欺骗行为就

减少暎此外棳教师的公正性对学生人格也有很大的

影响棳教师的不公正态度会使学生的学业成绩和道

德品质下降椲椄椵暎因此棳教师自身的人格特征反射于

学生个体身上棳对学生的人格塑造具有导向功能暎
如果教师倡导个性独立棳并与学生融为一体棳将有

助于大学生独立与共生性人格的生成暎
棿灡棽灡棻暋加强高校管理与学生自治的结合暋美国大

学的暟荣誉制度暠是管理与自治相结合的一个模范

案例棳它是美国大学生对学校的一种承诺制度棳也
是一种独特的学生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制度暎
其实质是信任学生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棳让学生在

各方面进行自我管理椲椆椵暎到棽棸世纪上半期棳荣誉

制度已从 初简单的誓词和约定发展成一套结构

完善暍内容丰富的高校管理制度体系暎我国高校应

该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棳学习国外经验棳将高校

管理与学生自治相结合棳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

创造性棳实现其独立与共生性人格的形成暎
棿灡棾暋重视社会服务的熏陶作用

康拉德和赫丁指出暟社会服务学习暠可以让青

少年人借着服务的过程棳掌握处理问题的技巧和信

心棳提升其组织能力及领导才能棳并进一步透过服

务的成效棳提升青少年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暎
耶茨和尤尼斯也认为暟社会服务学习暠可以带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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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人在社会行为及态度的转变暎透过自身的不

同社会情境棳体验服务对象的困难棳并借此了解他

们棳因而改变参与者本身对服务对象的态度及行

为椲棻棸椵暎
由此可见棳暟社会服务学习暠可以为青少年人带

来心理及社会层面中不同程度的成长暎我国大学

在对学生实施社会实践教育方面应该借鉴暟社会服

务学习暠的理念棳将社会服务与学校课程相结合棳重
视学生自我发展棳以培养大学生的完整人格暎

传统的教育一直把重心定位在家庭和学校之

上棳而通过社会活动的教育只看作一个辅助因素暎
在当代社会棳仅依靠在家庭和学校范围内推行人格

教育其实并不完善暎对大学生来说棳社会环境是

直接暍 具体可感的活动氛围棳可成为学生接受社

会人格熏陶的主要场所棳是认识世界暍改造世界暍实
现人格社会化的大暟学校暠暎
参考文献椇
椲棻椵暋李智勇棶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理想人格塑造问题研究椲斈椵棶陕

西椇西安科技大学棳棽棸棸椄棶
椲棽椵暋李静棶当代大学生独立人格培养研究椲斈椵棶山东椇山东理工大

学棳棽棸棸椆棶
椲棾椵暋陶圣叶棶道德发展视角下的教育惩戒探索椲斒椵棶思想理论教

育棳棽棸棸椆棳棿椇棿灢椆棶
椲棿椵暋才亮棶棽棻世纪呼唤人格教育椲斒椵棶内蒙古教育棳棽棸棸棸棳椇棻椃灢棻椄棶
椲椵暋赫钦斯棶姚教育现势与前瞻椲斖椵棶柏春译棶香港椇今日世界出

版社棳棻椆椃椂椇棻棻棸棶
椲椂椵暋爱因斯坦棶爱因斯坦文集棬第三卷棭椲斖椵棶许良英译棶上海椇商

务印书馆棳棽棸棻棸椇棻棿椂棶
椲椃椵暋韩传信棶教师是会说话的教科书椲斘椵棶中国教育报棳棽棸棸椃灢棸椃灢

棸椂棬棸棿棭棶
椲椄椵暋万成棶人格教育椇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椲斒椵棶继

续教育研究棳棽棸棸椆棳棻棽椇椃棽灢椃棿棶
椲椆椵暋张爱芳棶美国大学椇用荣誉制培养学生责任感椲斘椵棶科学时报棶

棽棸棸椄灢棻棻灢棻棻棬斅棾棭棶
椲棻棸椵万增奎棶道德同一性的心理学研究椲斖椵棶上海椇上海教育出版

社棳棽棸棸椆椇棾棸灢棾棸椂棶
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棿灢棸灢棻棻棭

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崅
棬上接第棻椄椂页棭空暠增加棳刺激了左心室下后壁感

受器棬斆纤维棭椲椂椵棳反射性引起迷走神经兴奋增强促

使发病棳高血压患者在应激和松弛状态有过分的升

压和降压反应棳均超过正常人的血压改变幅度棳因
此高血压患者也常伴有血管迷走性晕厥椲椃椵暎

本试验可见高血压组多为曒 棸岁患者棳高血

压组直立倾斜试验阳性患者恢复时间在曒棽旐旈旑分

组中占比例较大棳恢复时间长于正常组棳可能与以

下因素相关椇棻棭高血压病患者常为年龄较大患者往

往伴有动脉硬化棳且常伴有血糖血脂的变化可导致

心暍脑供血相对不足椲椄椵椈棽棭随着年龄增长棳患者血管

弹性差棳对交感神经及迷走神经调节不敏感棳老年

人血管抑制素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及心脏对自主神

经的反应性下降椲椆灢棻棸椵棳血压及心率升高暍降低等反

应迟缓导致患者恢复时间延长暎因此高血压病患

者进行直立倾斜试验时应加强护理棳密切观测棳出
现症状时及时平卧棳以利于患者症状的及时恢复棳
必要时给予吸氧暍注射阿托品或静脉点滴异丙肾上

腺素棳防止患者其他并发症的出现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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