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文  论  坛

161

INTELLIGENCE

······ ··················

人格心理学研究进展及展望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   彭永亮

摘 要：对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综述了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概况。
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和趋势作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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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格研究的经典范式

1、精神分析论范式

该范式由弗洛依德创立的，其后由

荣格、阿德勒和艾里克森等发展起来。

该范式强调潜意识、性本能等人格动力

的重要性。其重要研究内容有焦虑、防

卫机制、早期经验对人格成长和发展的

重要影响等。

2、特质论范式

该范式由奥尔波特发起，其后的研

究者有卡特尔、艾森克和“大五”因素

模型的研究者。该范式强调人的个别差

异，认为人们在一些基本的人格特质维

度上存在稳定的差异，因此基本人格特

质表现为行为的跨情境的一致性和跨时

间的持续性。特质论研究的基本任务就

是基本人格特质的探寻、分类以及对人

格特质的行为表现和形成原因的解释。

3、学习论范式

该范式起初产生于华生和斯金纳

等的行为主义，然后发展到班杜拉、罗

特、米切尔等的社会认知理论。该范式

强调个体的外部力量而忽视个体的内部

原因，认为个体行为的差异来自于个体

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学习经验的差

异。其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行为是如何习

得的。

4、现象学范式

该范式也称人本主义范式，其主要

代表人物有马斯洛、罗杰斯、罗洛·梅

等。该范式关注人的主观经验、关注个

人对世界的看法，通常不关心人的潜意

识、特质、强化史或对行为的预测。

随着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和发

展，近几年出现了人格心理学研究的新

范式。其中社会—认知范式和生物学范

式分别源自于行为主义和特质方法。而

进化心理学应被视为人格心理学的新范

式。

二、人格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基本

问题

1、人格要素三合一的不平衡

人格的实验研究包括三个要素：

人、情境和行为。理论上讲，有关其中

任何二者的知识都能导致对第三者的理

解。但是，人格的三合一理论本身是不

平衡的，因为三者中的两个要素在理论

和研究中受到了很少的注意。个人的因

素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几乎所有的人格

理论和评价都集中在刻画个人性格的变

量上。因此，未来的研究迫切需要对刻

画情境和行为的心理效应的关键变量加

以概念化。

2、需要更广泛的数据收集方法

自陈的人格测量虽然是研究人格

特质的一个经济且富有成效的方法，得

到了人格心理学家的广泛使用。然而问

卷方法本身是有局限的，人格心理学的

重要事实并非问卷方法所能全部收集

到。除问卷法之外的其它类型的收集数

据的方法已经出现，这些类型的数据包

括生活结果数据 ( 如健康结果、工作绩

效、犯罪纪录 ) 、回忆录、采访、日

记纪录的日常经验及直接的行为观察。

但这些数据收集形式比问卷数据更难以

获得而且花费巨大，这就是它们很少得

到使用的原因。

三、人格心理学的未来发展展望

1、人格要素三合一的不平衡

人格的实验研究包括三个要素：

人、情境和行为。理论上讲，有关其中

任何二者的知识都能导致对第三者的理

解。但是，人格的三合一理论本身是不

平衡的，因为三者中的两个要素在理论

和研究中受到了很少的注意。个人的因

素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几乎所有的人格

理论和评价都集中在刻画个人性格的变

量上。对情景和行为来说情况有所不同。

所有的争论都认为情境是重要的，但很

少得到实验的证实，甚至情境怎样影响

行为或基本的情境类型有哪些都没有理

论化。因此，未来的研究迫切需要对刻

画情境和行为的心理效应的关键变量加

以概念化。

2、研究方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

需要

很多人对“自我报告”的测量方法

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方法缺少必要的

真实性，需要进一步完善测量工具，采

用多种收集数据的方法，比如生活记录、

日记、访谈等以确保数据的丰富性和真

实性。

3、人格研究与其他学科知识相结

合的需要

人格心理学不但要从大的心理学

背景中借鉴其他分支学科的理论知识和

研究方法，还应当将人格心理学置于大

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等广阔的学科背景中

进行研究， 博采众长，拓宽研究领域，

丰富人格理论，提高人格理论的应用价

值。

4、努力建构中国本土化人格心理

学体系

中国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亦称心

理学的中国化，是为了要使研究的结果

能够帮助我们更真切及全面地描述、了

解及解释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人格既

具有人类所共有的类特性，更具有民族

性与个体性，对人格问题的研究，绝对

不能照搬国外的有关理论，简单地套用

西方人格心理学的测评工具和基本观点

等，来测量、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人格。

要提升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水平，促使人

格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走本土化

的道路。对本土化人格心理学的探索，

主要是思考如何学习和选择国外的人格

理论为我所用，如何扎根于中国“本土”，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格心理学，从而

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民人格的塑造与

提升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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