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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师健康人格引述

教师人格要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必须在品质上纯洁而高尚，
在内容上丰富而深刻，在结构上稳定而开放，而在一般人格类型方
面不是那种极端的、典型的人格类型———教师健康人格应体现真善
美的和谐统一。

一、人格与教师人格

（一）人格的含义、特征及其类型

１．人格的含义
由于学科视域与研究范畴不同，人们对人格一词有着不同的理

解。在法律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上的人格意义
是不相同的。即使在同一心理学领域内，不同的心理学家对人格的
解释也有不同。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 （Ｇ．Ｗ．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３７）认
为，可以简单地说，人格就是 “一个人真正是什么”，更具体地说，
“人格是个体在心理物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它决定人对环境适应
的独特性”。我国对人格的传统心理学解释是：人格是指一个人的
整个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黄希庭教授
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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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代心理学家大多
倾向于人格的统合模式说。我们认为，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需要、

① 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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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等内在的心身组织及其相
应的行为模式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
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

人格与个性是否等同，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个性是
指人的个别差异性，仅表达人格的独特性，但人格还有共性、整体
性等特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个性，但人格只是对人而言的。
因此，人格这个概念比个性具有更多的内涵。① 另有学者认为，如
果是如奥尔波特所言的那种包括身体特质在内的人格概念，则其外
延比个性大；如果是不包括身体特质也不包括能力的人格概念，其
外延比个性小；如果是不包括身体特质但却包括能力在内的人格概
念，其外延与个性相同，这时这是两个相同的概念。② 在本书中主
要研究的是不包括身体特质但却包括能力在内的人格概念。不过，
只有当特别强调人的个别差异时，才使用个性一词。

人格与性格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格是完整而稳固的心理特
征与行为倾向的总和；而性格是构成人格的一个主要成分，是人格
中侧重于含有道德、伦理评价意义的品质方面，是一个人的有关道
德和伦理问题的行为倾向的社会系统。

２．人格的特征
人格具有整体性。它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各种

成分都处于一个统一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而且只有当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各方面彼此和谐一致时，才会呈现出
健康的人格特征。但人格的整体性并不否定人格有分化的可能。

人格具有独特性。正如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
样，世界上也没有两个人格完全相同的人。人格中包含有个人与其
他人不同的心理特征，如人们的气质、性格不会完全相同，智慧、

能力类型与水平会有差异，兴趣、爱好也各有特点。但人格的独特
性并不否定人格的共同性。

①

②

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２
叶奕乾．现代人格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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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具有稳定性。人格是指一个人比较稳定的心理倾向和行为
特征的总和，它具有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一致性。某种人格特征一经
形成，就会相对稳定下来，要想改变它是有一定难度的。但人格的
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变的，人格是一种发展、变化的结构。

人格具有社会性。一个人的人格是在先天生物特性的基础上，
通过社会活动与社会交往而形成的，每个人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社
会化的过程，因而其人格总会打上社会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
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造就特定的人格素质。但人格的社会性是在其
自然生物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人格的社会性并不排斥其仍
有一定的生物性。

３．人格的类型
按照心理倾向划分，人格可分为外向型与内向型。外向型的人

感情外露，自由奔放，当机立断，不拘小节，独立性强，善交际，
活动能力强，但也有轻率的一面；内向型的人处事谨慎，深思熟
虑，顾虑多，缺乏实际行动，交际面狭窄，适应环境比较困难。

按照独立性程度划分，人格可分为独立型与顺从型。独立型的
人不易受外来事物的干扰，能独立地判断事物、发现问题与解决问
题，易于发挥自己的力量；顺从型的人易受附加物的干扰，常不加
批判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应激能力差。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格划分类型，如按照文化社会学的类型
论可以将人格划分为经济型、理论型、审美型、社会型、政治型、
宗教型；按照知、情、意在人格中的表现程度可以将人格划分为理
智型、情绪型、意志型；按照成就欲高低可以将人格划分为Ａ型、

Ｂ型。但在社会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人格类型并不属于那种典型
的人格类型，而是混合型或中间型。

（二）教师人格的含义、特征及其类型

１．教师人格的含义
（１）教师人格的界定
教师人格的界定以一般人格的定义为基础。与人格因不同的学

科视域而有多种不同意义一样，教师人格也可根据不同学科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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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法律人格、教师伦理人格、教师社会人格、教师心理人格等。
本书除特别说明外，一般所研究的主要是教师心理人格，即从心理
学的范畴来探讨与构建教师人格。

葛泰兹和杰克逊 （Ｇｅｔｚｅｌｓ　＆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６３）认为，教师人格
是指一个教师的全部行为，包括行为认识方面和情态方面的因素，

如态度、价值观、兴趣、判断和需要等。我国学者刘维良认为，教
师人格是一种具体的人格，它是教师以自己的个性为基础，为适应
社会角色规范的要求，在教育活动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
特征。① 这种定义强调了教师人格的职业适应性，侧重于从功能上
给教师人格下定义。王荣德则把教师人格看成教师作为教育职业活
动的主体，在其职业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优良的情感意志、合理的智
能结构、稳定的道德意识和个体内在的行为倾向性。② 该定义详细
指出教师人格应具有的几方面的结构要素，同时也指出教师人格具
有的职业特殊性，侧重于从结构上对教师人格下定义。蔡岳建等指
出，教师人格是指教师个体在教育职业活动中逐渐发展并表现出来
的行为上的内部倾向性，是教师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
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等方面的有机整合及其在教学过程
中的表现。③ 邢少颖、贾宏燕认为，教师人格是指教师在其生理素
质基础上，在履行其教师角色的责任和义务中自觉形成的相应的和
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是存在于教师个体内的动力组织。它
由诸如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价值观、世界观、能力、
气质和性格等多种成分组成。④ 这两种定义同王荣德的定义一样强
调了教师人格的内部动力组织及其构成成分。沃建中等认为，教师
人格是以先天为基础，在教育实践活动及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形

①

②

③

④

刘维良．教师心理卫生．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２３
王荣德．教师人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２
蔡岳建，谭小宏，阮昆良．教师人格研究：回顾与展望．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３２ （６）：１５－１８
邢少颖，贾宏燕．试论教师完善人格的塑造．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９，１２ （４）：

５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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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并在教育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决定个体整体样式的精神特征，它是
主体性与社会性特征的统一体。① 此定义强调了教师人格的结构、
功能和形成机制。可见，这些学者给教师人格的定义的侧重点有所
不同。

我们认为，教师既是 “作为人的教师”，又是 “作为教师的
人”，其人格既有一般人格共有的基础性特征，又有与一般人格不
同的职业性特征；既有教师职业群体共有的特征，又有教师活动个
体独有的特征。因而，教师人格有在一般人格基础上的独特的性
质、结构、功能与形成机制。但教师在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稳定的
职业人格特征———包括教师群体共有的特征与教师个体独有的特
性，是区别于其他人格的本质性特征。因此，给教师人格下定义，
最根本的是要揭示这一特征的内涵，同时也可对教师人格的结构、
功能与形成机制作一定的概括性的描述。综合各家观点，我们认为
教师人格是指教师在其生理素质基础上，在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与
教师角色相符合而又区别于其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的总
和。它是由教师的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价值观、能
力、气质、性格、自我意识等多种成分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组成，
是一个教师特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和行为特征，它反映着教师总的
心理面貌。

（２）教师人格概念的区分
对教师人格界定所形成的是一个广泛、抽象、笼统的教师人格

概念。由于在实际研究与运用中教师人格的具体所指不同，教师人
格常表现为以下几对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

·教师群体人格———教师个体人格
教师群体人格是指教师这个职业群体所普遍的、共有的人格品

质，如身为教师都应该具有热爱教师工作、关爱学生、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等教师这个职业群体所应有的人格品质；教师个体人格是
作为一个教师所特有的人格品质，如教师个人的兴趣特长、认知风

① 沃建中，罗良．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教师篇．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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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
教师群体人格与教师个体人格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教师群体

人格寓于教师个体人格并指导教师个体人格，教师个体人格包含教
师群体人格特征并表现一定的教师群体人格特征。其实，“人格就
是一个真实的人。人是由某些其他人共同的或相似的特征以及完全
不同的特征复杂地交织而成的，其中既有个人所独有的，也有与他
人相似的或共同的”①。按照奥尔波特的特质说，教师群体人格的
特征属于教师共同特质，它属于同一文化形态下教师所具有的一般
人格特质，是教师在共同的生活方式下形成的，并普遍地存在于每
个教师身上的。教师个体人格的特征属于教师个人特质，是教师个
人所独有的人格特质，是以个人经验独特方式发展起来的动力倾
向。教师个体人格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无限多样性等特征，因而
在研究中不能离开个案分析。

将教师人格划分为教师群体人格与教师个体人格，有利于更好
地了解教师人格的共性和差别性，有利于教师在同化优质共性的基
础上突出发展自己的个性风格与特色。忽视个体人格而片面强调群
体人格会使教师迷失自我，忽视群体人格而片面强调个体人格会使
教师难于融入教师群体和扮演好教师角色，因此二者都是不可取
的。

·教师现实人格———教师理想人格
教师现实人格是教师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已有的或特定环境要

求其具备的人格，标志着教师人格的事实状况，是教师人格的 “实
然”方面，具有现实性；教师理想人格是教师所追求的具有完美品
质与形象特征的一种职业人格，是人们认为完美无瑕的教师的人格
特征的总和，它体现对教师人格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
教师现实人格，预示未来教师人格的发展水平，引导当今教师人格
的发展方向，具有前瞻性。教师理想人格既具有良好的教师群体职
业特征，又具有良好的教师个体独特成分。

① 黄希庭．人格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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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现实人格与教师理想人格既有差距又有着紧密联系。教师
现实人格是教师理想人格的基础，教师理想人格是教师现实人格的
发展与价值延伸。认识教师现实人格，有利于把握教师的现实身心
水平；认识教师理想人格，有利于教师知晓自身人格发展的努力方
向。同时，教师现实人格水平与教师理想人格状态之间的区域便是
教师人格的有效发展区。只有以现实人格为基础，以理想人格为出
发点和归宿，教师才能更好地磨炼自己的人格品质。当然，随着理
想人格的现实化，教师现实人格内涵相应扩大，有效发展区随之扩
大。

·教师面具人格———教师真实人格
教师面具人格是指一个教师表现于外的与其内在品质不完全相

同的人格特征，是向社会和他人所展示的自我形象；教师真实人格
是指一个教师实有的内在人格品质。从词源上讲，人格原本有面具
的意思。英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来源于拉丁文ｐｅｒｓｏｎａ，后者的本意就是
指面具，即戏剧演员所扮演的角色的标志，代表着这一角色的某种
典型特点。古罗马著名学者西塞罗认为：“一个人表现在别人眼中
的印象，或外表的自我”是人格一词的含义之一。它不仅指戏剧中
演员所戴的面具，而且也指人们生活中所戴的 “面具”，是在生活
中向社会和他人所展示的自我形象，而不一定是真实的自我。教师
在课后和日常生活中则没有那么拘谨，没有刻意地限制自己的行为
习惯，其人格较少受到教师职业规范的制约，因此比一般戴有面具
的教师职场人格更真实，更本质。

根据教师人格的真实度将教师人格划分为教师面具人格与教师
真实人格，对于教师选择合适的教师人格度与教师面具人格度，恰
适地扮演教师角色并维护教师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熊川武教授认
为：“在正常情况下，教育感情表达 （即表情）要发自内心，是真
情实感。这意味着教育感情表达是自然与自由的。但是，职业性与
教育性决定了教育感情的表达的自由是有限的。对那些随意嬉笑怒
骂、口无遮拦的有损教育效益的感情表达不仅要进行限制，而且要
用 ‘适当的’方式取代。这使得内心痛楚、外表愉悦 （或者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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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感情表达经常发生。这种 ‘异化’或 ‘扭曲’的装饰性表达
往往牺牲了个人感情却服从了公众感情。此类教育感情的自由与限
制的冲突是必然的。它不仅是教育活动的规律性要求，而且是师生
感情发展与成熟的必由之路。”①

·教师职场人格———教师非职场人格
主要在教学场境中表现出来的教师人格称为教师职场人格，或

称为教师角色人格；主要在非教学场境中表现出来的教师人格是教
师非职场人格，或称为教师生活人格。教师现实人格包括教师现实
职场人格与教师现实生活人格。教师现实职场人格即为教师在教育
教学情境中所表现的人格，而教师现实生活人格特指教师在非教育
教学情境中、在课余休闲等时所表现的人格。

教师职场人格与教师非职场人格是有差距的。因为这些差距，
教师人格面具得以存在。在教育教学情境中，社会要求、社会监督
被强化，个人特质、个体生活方式被压抑而弱化，从而使教师职场
人格具有更大的社会性、规范性、扮演性，更多地表现出教师群体
性、共同性；而在教学情境之外的生活中，社会要求、社会监督相
对弱化，个人特质、个体生活方式得以舒展与凸现，从而使教师非
职场人格具有本真性、自然性、个别性，更多地表现出特殊性和自
我性。按照弗洛姆的观点，教师职场人格是一种群体心理，是教师
群体在共同的处境下，在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基本的教学实践活动的
基础上形成的，是激发教师群体行为的共同内驱力。教育作为一种
社会活动，社会必然会对其提出一定的要求。而教师作为这一活动
的具体承担者，社会必然会对其提出一些特殊的期望，这些社会期
望是人们判断教师人格水平的重要依据与标准。不过，教师职场人
格与教师非职场人格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教师实践人格———教师理论人格
教师实践人格是教师在实际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具有客

① 熊川武．译序∥Ｓｃｈｕｔｚ　Ｐ　Ａ，等．教育的感情世界．赵鑫，等，译．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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