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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初中校园霸凌事件频频登上网络热搜，初

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影响初

中生人际交往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家庭等外在因素外，

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人格的特质。作为学生人格培养

和建设的主要时期，初中教师需要承担着重大的责任，

我们不仅有责任帮助学生及时解决问题，同时还需要引

导学生不断完善自身的人格，提高人际交往的能力，以

确保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1

一、人格特质的含义以及分类

（一）人格特质的含义

所谓人格特质，指的就是一种能够使人的行为倾向

表现出持久性、稳定性、一致性的心理结构特征，是人

格的主要构成因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性格。人格特质

越稳定，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频率就越高，那么在描述

个体行为时就显得越重要。不同的人格特质造就了不同

的人，而人格特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际交往能力，好

的人格在人际交往中会占有很大的优势，更容易被接受，

而偏执的人格则会使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受到许多

的阻碍，人格特质是可以通过外界因素慢慢引导改变的，

因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格外注意学生的人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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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培养。

（二）人格特质的分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格研究学者们在人格描述

模式上达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提出了人格五因素模式，

被称为“大五人格”。这五种人格特质主要分为：情绪稳

定性、外向性、开放性、随和性、谨慎性。

情绪稳定性是指人的情绪状态随外界因素或内部因

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情绪稳定的

人性情温和，不易动怒，且引起的情绪反应较为缓慢，

而情绪不稳定的人则容易动怒，性格急躁，情绪反应起

伏大。情绪稳定性是心理学评判一个人格特质的重要指

标之一。运用最多的就是著名的艾森克情绪稳定性测验，

通过对情绪稳定性进行测试，可以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存

在自卑、抑郁、焦虑、强迫症、依赖性、疑心病观念和

负罪感。

外向性人格主要表现特征为热情乐观，他们处事果

断，思维活跃，喜欢冒险性事物，在社交方面也处于积

极的状态，愿意主动结交新朋友，了解新事物。这类性

格的人大多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会过于拐

弯抹角。相对而言，开放性人格则属于情感丰富型。这

类人共情能力极强，情感丰富，且懂得求同存异，包容

性强，但他们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审美，在人际交

往方面也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这类性格的人虽然也明

确自己的喜好，但不会轻易的表达出来，会让人更愿意

亲近和相处。随和性人格与前两种人格相比，会显得相

对比较平和，他们性格直率，愿意相信他人并且释放善

意，但没有明显的主见，属于依从性人格。而谨慎性人

格做事更加有条理性，且尽职尽责，他们相比其他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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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自律和谨慎，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

的状态，因为小心谨慎的态度，所以不会主动出击。

这几类人格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缺点，因此教师要根

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尽量引导学生完善自身人格缺

点，发挥优势，从而为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打下良好的基

础。

二、初中生人际交往现状

人际交往能力是人赖以生存必备的技能，人是群居

动物，离开了群体，我们就没有办法独活，因此人际交

往能力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初中是孩子性格培

养和启蒙的重要阶段，尤其是现在的初中生基本都是独

生子女，且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和进步，导致现在的

学生基本都成为了手机控，电脑控。关于人际交往则处

于一个相对空缺的状态，许多学生宁愿活在虚拟世界里，

也不愿意在现实中沟通，甚至许多人没有办法很好的融

入集体生活，面对人际关系，他们会变得无法适从，最

后被嫌弃，被孤立，甚至被校园霸凌，不仅让孩子的身

心受到严重的折磨，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在学校教育

之中，任何一个个体都需要得到关爱与在乎的，教师要

做的就是及时发现学生问题，通过积极的引导和教育提

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从而促使这种心理活动得到满

足。

三、人格特质对初中生人际交往能力影响

通过以往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人格特质是影响人

际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格的差异很容易在交往的过

程中让人产生误解。往往性格相投的人相处起来会让人

感到舒适，而性格不合的人相处起来就会十分的别扭，

甚至引发更多的误会。但在初中生的人际交往过程中，

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学生往往缺乏自我认知，遇到不

合的时候，往往会过分苛责他人，从而导致人际关系处

理的越来越差，最终变成恶性循环，导致性格阴暗，影

响一生。

为了更好的弄清楚人格特质对初中生人际交往能力

的影响这一课题，我们随机挑选了 300 名本市初中生进

行调查，通过简单的人格测试和调研，将其分为 6 个小

组，分别为：情绪稳定组，情绪不稳定组，外向组，开

放组，随和组和谨慎组。又结合 6 个小组的实际情况进

行了深入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显示：情绪稳定组的学生女孩偏多，他

们在生活中性格温和，不易动怒，基本都能找到志同道

合的朋友，面对陌生人也有较好的接受能力，不会引人

厌烦。而情绪不稳定组的学生男生偏多，他们性子急躁，

生活中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但是情绪起伏大，经常会

因为生活中的小事而发脾气，虽然也有朋友，但面对陌

生人时，容易让人畏惧，从而选择敬而远之，如果没有

必要的交际，很少有人愿意主动结交。剩余 4 组的男女

比例相对平均，外向组和开放组的学生在人际交往的过

程中更容易被人接受，也更受欢迎，且他们待人接物比

较热情，领导能力强，在许多事情上，朋友们会愿意听

从他们的安排。而随和组的学生虽然也比较受欢迎，但

是在朋友当中存在感相对比较低，也不愿意主动结交陌

生人，属于被动接受的类型。最后，谨慎组的学生虽然

也有朋友，但是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比较敏感，因此不算

特别受欢迎的类型，这类学生容易敏感多疑，不易交心，

也不愿意主动结交陌生人，刚刚相处时虽然比较敏感，

但是熟悉后就会放松芥蒂，相处起来也就变得越来越愉

快。但由于过于敏感，也容易造成误会，引发不必要的

争吵和麻烦。

四、如何根据不同的人格特质提高初中生人际交往

能力

（一）情绪稳定性人格和随和性人格

情绪稳定的学生和随和性格的学生一样，他们生性

温和，待人接物都不会让人感到不适，但遇事却没有主

见。针对这类性格的学生，教师就应该多给予他们表达

自己的机会。例如开设主题活动时让他们参与组织，遇

到问题时先询问他们的意见，当别人发表观点时，多引

导他们说出不同的看法等。虽然这类学生在人际交往的

过程中不会成为制造矛盾和误会的人，但由于他们的缺

乏主见和独立意识，所以很容易被利用，教师必须要正

视这一问题，给予此类学生更多机会，锻炼其主观意识

和独立意识。

（二）情绪不稳定人格和谨慎性人格

对于情绪不稳定的学生来说，他们的主观上都是以

自己的意愿为主的，自我中心意识强烈，从而很少顾及

他人的感受。因此教师要积极引导此类学生，让其学会

换位思考，并且能够学会合理的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

情绪不稳定的学生除了暴怒外，性格上也会更加敏感多

疑，这与谨慎性人格的学生十分相似，这类学生在人际

交往初期更容易产生误会，在遇到问题时，教师要给予

学生更多的耐心，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苛

责。教师要学会了解学生内心的不安和敏感，帮助学生

化解矛盾，鼓励其他学生给予此类学生更多的温暖和关

怀，引导其变得越来越开朗，有耐心，从而避免类似马

加爵的悲剧再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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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向性人格和开放性人格

与前面几种性格的学生相比，外向性人格和开放性

人格是相对比较好的两种性格，这两种性格的学生也会

更加受人喜欢，人际交往能力也更好。但由于他们性格

过于开朗，外向，并且有着明确的喜好和个人主见，在

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往往会给其他性格的同学带来压力，

制造误会。因此教师要引导此类学生尊重他人，要让他

们知道，在面对相处融洽的同学时要给予更多的鼓励和

支持，而面对相处困难的学生也不要面露嘲讽，而是尝

试理解，并主动释放善意，给予性格有缺失的同学更多

的耐心和关爱。

五、总结

由此可见，不同人格特质的学生人际交往能力也是

不同的，好的性格不仅更容易被人接受，同时也会让人

在交往的过程中感觉更舒服，但不同的人格在人际交往

的过程中占据不同的位置，每个人格有优点也有缺点。

初中阶段正是建立和完善人格的重要阶段，教师首先要

了解学生是什么类型的人格，然后取长补短，积极引导，

才能帮助学生完善人格，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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