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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大学生人格障碍的形成原因与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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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转型时期大学生的人格障碍主要类型有
: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

边缘型人格障碍
、

因循型人格

障碍和附合型人格障碍
。

这些人格障碍的形成
,

与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特有的价值观矛盾冲突引发的信仰缺失
,

文化认同危机引发的民族文化心理失衡
,

以及西方国家信仰危机引发的不确定状态和无意义感等问题密切相关
。

因此
,

对他们的教育也应从重建价值体系
,

提高认识能力和丰富应付方式等相关方面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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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仍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月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

期
,

生产方式的变革
、

新旧体制的交替和对外开放的加大
,

都

在促使社会文化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

这种变

化不但对大学生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

而且在不同程度上

动摇了其原有的信仰
,

信仰缺失带来的困惑
、

迷茫
,

导致出现

了转型时期特有的人格障碍
。

调查表明
,

人格障碍不仅是多数

大学校园恶性事件的原凶
,

而且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学业不良

和人际交往困难的罪魁祸首
。

[l] 因此
,

探索转型时期大学生人

格阵碍形成的原因
,

研究相应的教育对策和救助策略
,

不仅非

常必要
,

而且十分紧迫
。

一
、

转型时期大学生人格障碍的主要表现

人格是个体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
,

通过与后天所

处环境的相互作用
,

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较为稳定和

独特的心理与行为模式
。

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
,

由于人自

身及环境中种种因素的限制
,

常会偏离常态
,

使人格发展

出现异常
,

甚至产生人格障碍
。

而人格障碍一经产生
,

又

会反过来影响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

轻者破坏人际交往
,

重者会给本人带来痛苦
,

给社会造成危害
。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

尽管各个时期都有人格障

碍存在
,

但是文化急剧变迁的转型时期
,

却是人格障碍的

高发时段
。

托夫勒在加世纪 70 年代曾经预言 : 未来的世界

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场文化展荡
,

这种展荡是一种时间

现象
,

它是社会变动急剧加速的产物
。

它是发展源于依附

在旧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新文化的附加物
,

是人们在自己所

生活的社会里所遇到的文化展荡
。

面对文化展荡
,

人们会

因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承受过多的变化之后感到压力重重
,

. 头转向
。

[:] 托夫勒的预言十年后便被全球性的文化冲突应

脸了
。

正在实现改革开放的中国
,

不可避免地卷人了这场

文化冲突
,

并且遇到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危机和更严峻的

挑战
。

在这场急剧的文化变迁中
,

大学生在心理上所受的冲

击无疑是最大的
。

因为他们步人大学前
,

接触社会极少
,

大多数学生思想比较单纯
。

进人大学以后
,

面对相互冲突

的异质文化和多变
、

无序的生活方式
,

他们感到矛盾困惑
,

无所适从
,

缺乏精神支撑成了生活中无法挥去的灰色
。

而

这种灰色又增大了其心理压力
.

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转

型时期特有的各种人格障碍
。

其主要表现类型是
:

1
.

反社会型人格
。

具有反社会型人格的大学生
,

不但

对社会原有的或自身人格结构中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持全盘否定态度
,

而且对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持排

斥态度
。

他们思想偏执
,

对现实的社会形态
、

文化习俗和

道德规范极端不满
,

总是试图从中找出不合理的东西
。

在

人格表现上
,

这种人行为自私
,

缺乏社会贵任感
,

对人不

忠实
,

人际关系紧张
,

社会适应性极差
。

当他们在生活中

遇到困难挫折时
,

总是怨天尤人
,

从不自省自贵
。

这种人

常有畸形的攻击性动机
,

在一定的外界诱因下
,

很容易走

上犯罪道路
。

2
.

边蛛型人格
。

具有边缘人格的大学生
,

常常孤立地

游走在社会的边缘
,

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不闻不问
。

他

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是彼此孤立
、

相互矛盾的
,

形不成具

有导向功能的系统
,

甚至没有稳定的倾向
。

因此
,

对社会

发生的各种变化
,

他们的反应冷漠
、

麻木
。

在现实生活中
,

这种人一般离群索居
,

喜欢生活在幻想和自我设计中
,

他

们没有是非善恶标准
,

为人缺乏道义的同情
,

难以与人和

睦相处
。

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时
,

往往会产生恐

惧心理
,

重大的挫折和不幸的生活事件
,

很容易使他们患

上恐惧症或精神分裂症
。

3
.

因循型人格
。

具有因循型人格的大学生
,

是旧有信

仰和习俗的坚守者
。

他们极力维护过去形成的传统价值观

念和行为方式
,

对社会变化和各种新生事物总是十分反感
,

甚至百般阻挠
。

他们与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格格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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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常常陷人怀旧
、

失落和自怜的境地
。

过度的恋旧心理

和守旧倾向
,

还使其思想封闭
、

任化
,

跟不上改革开放的

形势
,

在日常工作和交往中不舒心
、

不适应
,

遇到挫折就

消沉沮丧
,

严重时甚至会患强迫症或抑郁症
。

4
.

附合型人格
。

具有附合型人格的大学生
,

是各种潮

流
、

时尚的追随者
。

他们在变化
、

多元的社会文化中
,

既

役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
,

也从不对社会上的各种

思想观念进行认真的分析思考
,

只是一味地赶潮流
。

他们

奔忙于各种
“

流行
”

之中
,

不管其是否道德是否健康
,

都

盲目地迫随
、

效仿
。

由于他们对各种思想
、

潮流的理解是

表层的
、

形式上的
,

且过于理想化
,

所以他们的内心深处
,

往往是空虚和混乱的
,

一遇到现实的矛盾和挫折
,

就变得

脆弱和缺乏理智
。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社会角色混乱 严格

者还患有妄想症或戏剧化人格
。

上也受到了西方国家信仰危机引发的无意义感和不确定状

态的影响
。

西方国家的信仰危机
,

是从
“

上帝的死亡
”

开

始的
,

并来自对科学技术所抱幻想的破灭
。

工业革命以来
,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

用
,

使人由祟拜神的力t 转向祟拜人自身
,

崇拜人所发明

的科学技术
。

但是
,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空前灾难 ;

人类对自然的
“

征服
”

所引发的严重威胁自身生存的全球

性问题 ; 按照科学理性建立的官僚机构对人类思想和行为

的禁锢 ;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科学标准
、

科学结论中人为因

素的揭示等
,

却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科学的信仰
,

使人

们普遍陷人精神上的困惑
,

以及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的悲

观
、

恐惧情绪之中
。

三
、

转型时期大学生人格障碍的教育对策

二
、

转型时期大学生人格障碍的形成原因

人格障碍是一种不伴有精神症状的人格适应性缺陷
,

其主要特点是心理活动异常
,

人际关系紧张 ; 缺乏贵任心

和道德感; 缺乏自我反省
,

怨天尤人 ; 猜疑
、

仇视
、

缺乏

自信等
。
r, ]

1
.

价位观矛质冲突引发的信仰袂失

在社会转型时期
,

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核心是价

值观上的冲突与融合
。

在社会转型时期
,

首先对大学生价

值观产生冲击的
,

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西方国家的文化
。

这种文化是以维护自由竞争的平等性和保证社会生产的高

效率为宗旨的
,

它们虽然对增强其独立愈识
,

激发其积极

性
、

创造性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

但是与此同时
,

也打破

了其传统的价值观念
,

使其深深地陷人了价值观矛盾冲突

带来的困惑之中
。

西方文化中的拜金主义
、

李乐主义
、

个人主义
、

虚无

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腐朽思想
,

也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

了重大影响
。

特别是当腐败现象
、

见利忘义行为在社会上

逐渐增多
,

城乡差别
、

贫富差距明显增大以后
,

大学生就

变得更加困惑
、

迷茫
。 “

跟着感觉走
”

等愈识成了一些大学

生的人生信条
。

生活态度模糊了
,

准则没有了
,

建基于其

上的信仰大厦自然也就要随之坍塌
。

2
.

丈化认同危机引发的民族丈化心理失衡

在社会发展的稳定时期
,

各个国家或民族现有的文化

传统
,

就能为人们提供 自发的或自觉的价值标准
,

来确立

自己的文化认同
。

可是在社会转型时期
,

不同文化模式的

相互碰撞和对立
,

新质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展惊和吸引
,

很

快就使旧质文化传统的地位发生动摇
,

从而形成认同危机
。

这种认同危机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

特别是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时
,

西方国家优越的

物质生活
,

对大学生们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

引起了大学生

们对传统文化的不满
。

文化认同危机带来的直接后果
,

引

发了民族文化心理的失衡
。

3
.

西方国家信仰危机引发的不确定状态和无意义感

转型时期大学生的信仰缺失和人格障碍
,

在一定程度

为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

必须有

针对性地采取各种对策措施
。

1
.

重建价位体系

由上述分析可知
,

转型时期大学生的人格障碍
,

从根

本上说是由各种价值观的矛盾冲突造成的
。

要想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

必须重建其价值体系
。

但是
,

在充满文化冲突

的转型时期
,

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自发地

完成其重建
,

它需要在社会教化中承担主力军作用的学校

和文化宜传机构
。

学校和宜传机构必须改变以往任化
、

刻

板的教育和宜传方式
,

不但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当前我国价

值观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更要客观理性地看待人
、

人的价

值观和人的价值观教育
。

首先
,

必须正视人的能动性和价值观的主体性
。

价值

观的思想内容和倾向
,

不是头脑中纯粹自生的
,

而是主体

自身社会存在及生活经历的反映
,

并因此具有该主体的具

体本性和特征
。

[.] 在以往的价值观教育中
,

教育者严! 地忽

视了价值观的主体性和实践生成性
,

将大一统的价值观念

无差别地灌输给每一个大学生
,

其结果不但是难有成效
,

而且往往会产生逆反心理
。

因此
,

要使价值观教育真正发

挥作用
,

必须注愈人的能动性
,

必须明白不同主体间价值

观的差异
,

是由主体的经历
、

地位
、

孺要
、

利益和生活方

式等的差异决定的
,

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惫志为转移的
。

其次
,

必须正视人的独立性和价值观的多元性
。

价值

观的多元性是以每一主体自身价值观的一元性为前提的
,

只有每个主体充分把握自我权利和贵任的统一
,

保持自身

价值的一元化
,

才能有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多元性
。

坚持价

值观的多元性
,

还必须以独立
、

平等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

人
,

既不能把自己认定的价值标准
,

当成一切人应有的价

值归宿
,

也不能消极地屈从和依附他人的价值标准
,

没有

自己的独立意志
。

再者
,

必须正视人的非理性和价值观的超知识性
。

个

体的价值观并不是个体在有关方面的知识或认识
。

构成价

值观的信念
、

信仰和理想
,

不同于知识
、

理论和科学
。

知

识能够为价值观提供一定的基础和选择范围
,

价值观则指

导人们在已有知识基础上
,

按照 自己的价值尺度进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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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

定位和定向
,

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既有理性的一面
,

也有非理性的一面
。

价值观的超知识性
,

正是个体非理性

的表现
。

2
.

提高认识能力

转型时期大学生人格障碍的形成
,

也是和其认识能力

的局限性密切相关的
。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

由于人们在个

人经历
、

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同
,

对许多问题

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也不同
。

人的认识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由其认知方式决定的
。

对于进人育年期的大学生来说
,

虽然其认知方式已经基本

形成
,

但在许多方面都还不够成熟
、

不够完善
,

且仍然具

有较大的可塑性
。

因此
,

适时开展以形成学生正确的认知

方式为核心的心理健康教育
,

不但可以使其认知方式得到

进一步提升
,

而且可以以此促进其各方面素质更加充分
、

和谐地发展
。

那么
,

怎样才能改善大学生的认知方式呢?

首先
,

要面向全体学生进行有关方面知识的普及和宜传
,

使其了解认知方式的作用及其心理过程和运行规律
,

并在

此基础上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
,

从而使其认知方式逐渐走

向成熟
,

具有积极性
、

客观性和灵活性
。

当然
,

要想改普大学生的认知方式
,

仅仅靠面向全体

学生的有关知识的普及和宜传是远远不够
。

因为人对各种

仇息的加工有时是以外显的方式进行的
,

有时却是以内隐

的方式进行的
。

而内隐信息加工方式的存在
,

使得个体很

难发现自己的认知失真
。

只有通过针对学生个体的心理咨

询和心理辅导
,

才能使这种已经成了其生活一部分的自动

化了的加工方式得以改变
。

3
.

丰富应付方式

转型时期的文化冲突虽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

题
,

但它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却存在粉显著的差异
。

笔者在对转型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

究中发现
,

尽管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

但其

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个体的应付方式
。

应付方式丰富
、

灵

活的人
,

能够有效地排解信仰缺失带来的焦虑
,

不安
,

积

极寻找和利用各种有助于自己走出困境的资源
。

而应付方

式贫乏的人
,

则往往不知所措
,

只能被动地接受信仰缺失

感的折磨
。

压力与应付是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

从已

有的研究成果看
,

个体的应付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

一是面对应激时所采用的应付策略
。

这类应付方式是情境

性的
,

它反映了个体在不同情况下
,

处理应激事件的能力
。

另一种表现是跨情境性的
,

它反映的是个体在不同的应激

情境中存在的带有倾向性的
、

相对稳定的应付方式
。

那么
,

怎样才能丰富和改进大学生的应付方式呢? 比

较有效的方法是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
。

因为对多

数大学生而言
,

自己的心理状态最终要靠自己去调节
。

而

自我调节的基本前提是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
,

掌握必要的

应付方式
。

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

人们对心理健康和心理

健康教育还存在若一些片面的理解和认识
,

在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的过程中
,

还普遍存在着学科化
、

医学化
、

形式化

和孤立化的倾向
。

因此
,

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
,

必须首

先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
、

内容和方式进行调整
,

使其切

实起到增进对 自身的了解和丰富应付方式的作用
。

同时
,

还要对东西方文化中有助于丰富大学生应付方式的宝贵遗

产进行深人挖掘
。

因为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
,

都

有丰富的应付方式资源
,

而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冲突与交

融
,

恰为我们挖掘和利用这些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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