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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高职院校学生健全人格培育的关系探究 

李  娅  翟曦义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  650400）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承载了民族文化，彰显着民族心理。它为高职院校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提供了丰富深
厚的教育资源。也为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格培育指明了一个科学有效的教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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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取决于性格的伟大。在心

理学上，性格是人格的重要构成因素。高职院校学生健全人格

的培育和形成，不仅有利于他们完善自我、适应社会，也有利

于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高职院校学生个体的身心健康与健全

人格培育，力求实现个体与自身、个体与他人、个体与自然的

和谐相依、协同发展，注重个体的人格的内部要素保持完整与

平衡。高职院校学生的个体行为体现着个体人格发展的健全和

谐。高职院校学生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技能型高级的人才,应该

具有和谐健全的人格。而就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高职院

校学生处于心理发育不够成熟，个体社会化加速时期，其间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人格发展缺陷的问题。在我国传统的文化里，

虽没有出现过人格一词，但是对于人格却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

和思想，例如立身处世的理论、人际和谐的思想、人与自然和

谐的阐释等，这为高职院校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提供了丰富的

认知理论和教育资源。 

一、人格的相关理论及健全人格的标准。 

关于人格，人格源于人格拉丁语 Persona，原指古希腊罗马

时代的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扮演不同的人物角色，面具也

不同，类似我国戏剧中的脸谱。现代心理学一般把人格（个性）

（personality）定义为一个人的整体心理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

性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

行为的特有的统合模式，是各种心理特性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组

织结构。由于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不尽相同，人格表现

也千差万别。 

关于健全人格，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创立了人格特质理

论，并且提出健康人格的六条原则：自我广延能力;与他人热情

交往的能力，情绪上有安全感和自我认可，具有现实性知觉，

具有自我客体化的表现，有一致的人生哲学我国学者高玉祥认

为，健全人格的特点有：内部心理和谐发展；能够正确处理人

际关系和发展友情；能够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有效地运用到能

获得成功的工作和事业上。心理学上关于人格理论的阐释帮助

我们提供了判断人格健全的标准,现实生活中，处于人格完善期

高职院校的学生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因此，它为高职院校学生

人格培育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范式。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健全人

格的培育主要体现为：一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能够积极地认识

自我、开放自我,悦纳自我，对学习保持兴趣和进取，对生活保

持积极乐观、对他人保持心存感恩。二是希望高职院校学生能

够努力实现人际和谐。人格健全的高职院校学生通常心胸开朗,

与人为善,包容他人,既能尊重自己也能充分尊重他人。对不同的

参与人际交往的对象都能够表现出适宜的交往态度,既不会自高

自大,也不自轻自贱。他们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通常具有个人的

人际魅力。三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格独立,自信自立、自尊

自强。人格健全的高职院校学生，人生态度通达乐观、积极向

上，生活态度热情而不失沉稳,有着正确的社会主义人生观与正

确的价值观,能够用客观理性地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头脑中

非理性的观念较少。四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努力提升自己的职

业技能，与充分挖掘自己的未知潜能。人格健全的高职院校学

生拥有良好的自我认知能力、良好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能

力。五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能够实现自我与身心、自我与他人、

自我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形成健全和谐的人格,不仅是高职院校

学生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的重要目标,也是国家和社

会对于高职院校学生的期望和要求。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高职院校学生健全人格的思

想源泉。 

健全人格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而大学是个体

心理发展的加速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生命个体“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的教育过程中有着特殊优势与价值。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里蕴含的博大精深且源远流长的思想，为高职院校学

生健全人格的培育提供了丰富深厚的教育资源。一直以来，中

国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的心灵的归宿与精神的积淀,它易于被高

职院校学生吸收和理解，承载和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展示着为人处世的哲学思想。《 •札记 大学》

指出“德者，本也”，告诉人们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强调了德

行对人的重要性。《论语》提出修身的方法，即“吾日三省吾身’，

个人只有做到了适时多次反省，才能弥补自身不足，完善自身。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个人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放在重要位置。屈

原《卜居》写到"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强调人无完

人，,倡导我们每个人准确地定位自己,既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优

点,也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对于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不如意

",方岳《别子才司令》指出"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要坦然地

处之,人生的挫折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

《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告诉我们一个人

要学会在困难中坚守，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磨练自己的意志。

同时，告知人们要理性客观地对待富于变化的人生,不可钻牛角

尖,因为人生存在"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否极泰来"的戏剧性，

通常好事里藏着坏，坏事里藏着好。此外,孔子认为“未知生，

焉知死”，生与死是生命的两种形态，明白了生，才能明白死。

可见，古人对修身养性阐释、对人生的感悟和生死的理解，都

有助于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辩

证看待自己人生历程中的得与失,进而有利于缓解内心冲突,维

护身心和谐，促进健全人格的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展示着人际关系和谐的智慧。在古代中国传

统文化中，人际交往的技巧和仪礼有丰富而深刻的体现。古人

崇尚"礼",《礼记·曲礼上》指出：“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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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亦非礼也。充分体现了人际交往中你来我往的相互性。孟

子追求"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

尊之",人与人相处需要相互去爱、相互去尊重,而"以信接人,天下

信之",则把诚信看成是做人的根本;儒家讲求"忠恕","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告知人们对他人应保持尊重的态度。我们在人际交往

中需要学会公正平等、换位思考、善解人意。讲求"人和",强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始终保持友善友爱,不可排斥异己。同时，

古代典籍中也出现了许多丰富生动的有关人际交往的历史典故,

例如《三顾茅庐》、《高山流水遇知音》、《刎颈之交》等。对高

职院校学生的进行人格培育时，可以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学习

吸取人际交往的智慧,提升人际交往的技巧,增强与人交往的能

力,从而实现自身的人际关系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里展示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观。在中

国传统文化里，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老

庄强调"清净无为"、"道法自然",主张人们应该做到遵从自然规

律,不必强为。庄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

处。道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要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

自然，还要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社会人生。佛教强调人以慈

悲为怀,不仅关爱自然对人慈悲,对其他生物也同样应该如此。"

扫地不伤蝼蚁命,飞蛾扑火纱罩灯"就是我国古代佛家关爱自然

万物的生动体现。古人保护和对待自然资源也始终坚持严守自

然时节、取舍有度的原则。《逸周书大聚》有言:"春三月,山林不

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告戒

我们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应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些思想

深刻地启示着高职院校学生，对待自然的索取应始终秉持节制、

节俭的生态消费理念，如果人们贪得无厌,索取过度,必将破坏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三、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促进高职院校学生健全人格

的培育。 

首先，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熏陶,需要辨识中国传统文化的"

积极面"与“消极面”。毋庸置疑，中国传统的文化具有积极面,

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建性、宗法性等特点,它也有着消极

面。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过于注重人治和人情,轻视民主和法治,

不利于高职院校学生民主和法治观念的形成和树立，对于个体

的自我约束较强,长期强调个体的隐忍和自我服从,"往往易于使

个人需求、欲望、情感受到过分压抑,而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和必

要的宣泄，其结果是引起个体内心焦虑不安、谨小退缩、疑心

多虑、易于形成强迫倾向，出现心理问题。中国古代等级思想

盛行，致使个体的人格不平等。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

大夫‘”便是这种不平等的真实体现。同时,儒家的愚忠愚孝,

道家的无为隐世,佛教的缘分命定等，则会对人产生禁锢思想，

扭曲人格的消极影响，不利于高职院校学生独立自主,自信自尊、

自强自立的人格培育。因此,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传统的文化中

的"积极面"与"消极面”，引导和帮助高职院校学生辩证地思索

和明智地选择、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教师在人格培育

中引入传统文化元必须思考鉴别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格培育应发挥以课堂教学为主的

多渠道教育渗透，将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融入课堂教学、融入校

园文化活动，实现知识育人、活动育人。一是充分发挥高职院

校心理健康课的教育主导作用。尽管影响高职院校学生人格发

展的因素是多层面的，但是学校教育的影响是较大的，好的学

校教育甚至可以弥补其它教育的不足。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健全

人格的培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完成。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

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

总和。”高职院校学生的人际交往具有内隐性，加之良好的个性

品质缺失，容易导致高职院校学生人际关系失谐。而良好的个

性品质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课堂教学中，

加强高职院校学生人际和谐教育，转变高职院校学生人际失谐

现状，有利于培育高职院校学生的健全人格。同时，高职院校

学生存在生态文明意识淡薄，导致自我与自然失谐。例如，有

的高职院校学生仍然想着去征服自然，不关注生态平衡问题；

有的高职院校学生被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诱惑，而忽视其生态

价值，有的高职院校学生在生活用品上铺张浪费，没有形成生

态消费观。观念上的“不生态”，无疑会导致其行为背离。因此，

加强生态观教育，转变高职院校学生自我与自然不和谐的现状

尤为重要。在课堂教学中融入传统的文化中的生态平衡思想,有

助于高职院校学生深刻地认识到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发

展离不开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也是彼此共生共荣的,从而坚定地

树立起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发展的生态观。从而有利于

培育高职院校学生的健全人格。二是丰富创新高职院校学生人

格培育的方法和载体,注重与校园文化活动的互动与融合。在教

育方法上,，高职院校学生人格培育应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

结合,以更好体现教育的时代感与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

保护意识与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现状、科学发展观、

生态与消费等紧密结合,可以有效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的生态文明

的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心和谐教育思想与高职院校学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紧密结合,可以增强他们维护心理健康与抗击挫折的

意识和能力，从而促进他们不断发展自我、完善人格，提高心

理健康水平。在教育载体上,可以积极利用校园的宣传栏、校园

小报、大学生社团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形式，广泛深入传播

我国传统的文化。同时要看到，高职院校学生将以网络为载体

的各种时尚和流行的文化视为主流，,而传统文化熏陶日显不足。

其实，网络的快速发展普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既

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发展机遇。传统文习的优质网站,以高职院

校学生喜欢的形式来帮助其学习领悟，也才更有利于高职院校

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化传播可以借助网络这一载体,制作传统

文化的各类精品视频,创建传统文化学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承载着民族

文化，彰显着民族心理。它为高职院校学生健全人格的培育提

供了思想的源泉和方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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