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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自我评价的心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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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反映的内容是从大学生 自我评价的现状入手
,

分析探讨了产生这些现状的心

理根源
,

并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调整措施
,

以帮助大学生正确地把握 自我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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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是 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
,

是指主体对 自己思 想
、

愿望
、

行为和个性特点的判断和

评价①
。

它是 自我意识发展的产物
,

也是主体进行 自我教育的重要条件
。

其发展规律是
:

评价他

人的行为— 评价 自己的行为— 评价 自己的个性品质
。

人对 自己的思想
、

行为
、

动机和个性

的评价
,

可以直接影响其学 习和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
,

也影响其与他人的交往
。

大学时期
,

正

是青年自我评价接近成熟的时期
,

从心理上分析探讨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 自我评价状况
,

有

助于帮助他们正确如实地 认识和评价自己
,

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个人与社会
、

集体与他人的关

系
,

扬长避短
,

在工作和学习中充分发挥 自己的潜力
。

1 大学生 白我评价的现状

据笔者调查
,

几乎每个大学生尤其是进入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

都曾有一段引以为自豪的过

去
。

此时
,

他们心中的
“

自我
”

是高大的
、

理想的
、

实实在在的
。

据一个以
“

中学时代
,

你获得过

多少第一
”

为题的统计
,

差不多每所大学的 80 写的新生都是带着功 劳薄入学的
,

许多同学都是

原在中学乃至省市地县的佼佼者
,

大都习惯了胜利和领先
,

手捧录取通知书迈进大学校门时
,

更多的是 自信和得意
,

过去的辉煌在他们的心中定 了格
,

并被纳入到 自我的重要位置
。

然而
,

一

进入大学情况就不同 了
,

众多的
“

第一
”
聚在一起

,

结果又 只能产生一个
“

第一
” ,

余下的则面临

降至第二
、

第三
,

甚至最后的局面
。

这种天外有天
,

山外有山的新天地使大学生原有的 自信心受

到不同程度的挑战
,

从而产生了一种失落感
。

还有一些同学上大学前生活闭塞
,

经历简单
,

一旦

进入繁华的大都市
,

现代文明的强大冲击使他们感到迷茫傍徨
,

自卑感也随之产生
。

所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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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大学生感到烦恼乃至痛苦的残酷现实使他们原有的 自我评价经受着重大的冲击
,

迫使他们

进行 自我的再评价
。

这种再评价相对于中学时代单一的评价 (主要是学习成绩的好坏 )要复杂得多
,

它不仅包

括对过去成功经历的再评价
,

也包括对 目前状况的分析
,

并且还涉及到诸如家庭背景
、

社会地

位
、

自我容貌
、

个性
、

能力
、

特长等诸多因素
。

如果不能将各方面的评价客观地结合于一起
,

就极

可能导致 自我评价的偏离
。

应该说
,

大部分大学生在经历了一段傍徨
、

迷 茫的大学生活以后
,

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再

评价
,

能够更全面
、

更客观地认 识自己
。

他们在获得新的自我认识以后
,

仍然能够保持 自信心
,

主动地调整 自己
,

积极地发展 自己
。

但是
,

仍有为数不少的同学会产生种种自我评价的偏离
。

第一种偏离是 自我评价过高
。

有些大学生在 日常学 习
、

生活或交往中
,

可能会因自己在某

些方面显露出的优势而产生过高的自我评价
,

认 为别人不如 自己
,

平时显得 自负傲慢
,

举手投

足之 间都要表现出 自己的独到和高明之处
,

不顾及他人意愿
。

希望别人都顺从和赞美 自己
。

这

类学生也许并不 比别人真正有多少优越之处
,

但由于他们过分的 自负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

即

使看到了
,

也喜欢歪曲贬低甚至攻击他人的优越之处
。

第二种偏离是 自我评价过低
。

有的大学生进入大学 以后
,

觉得 自己才不出众
、

貌不惊人
,

又

无什么特长
,

相 比他人的多才多艺
,

自己似乎一无所有
,

十分苍 白
,

于是变得非常 自卑
,

产生了

过低的自我评价
。

这类大学 生总是把眼光聚集在 自己的劣势上
,

把 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相

比较
,

其结果是
,

在 日常学 习
、

生活和交往中缺乏起码的自信心
,

表现得瞻前顾后
,

谨小慎微
,

缩

手缩脚
,

不敢抛头露面
,

严重影响了 自我能力的发挥和 自我的发展
。

从过低的自我评价
,

消极的

心理体验
,

自我能力发挥受阻到更低的 自我评价
,

往往形成恶性循环
,

极不利于大学生的身心

健康
。

第三种偏离是最常见的自我评价紊乱
。

许多大学生一般都能意识到 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

但

往往不能正确地 加以对待
,

尤其是难于把它们都整合到 自我的结构中去
。

想到 自己的优点和取

得的成绩时就沾沾自喜
,

忘乎所以 ;而一旦遭遇挫折或想到 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时
,

就颓废沮丧
,

萎靡不振
。

自我评价 的紊乱往往导致整个心理状态的紊乱
,

如情绪波动
、

行为怪庚等
。

2 大学生自我评价现状的心理分析

自我评价能力产生于学龄前期
,

学前儿童在 自己的活动中听到成人对别人和对 自己的评

价
,

就从这些评价中获得肯定的或否定的情绪体验
,

进而模仿成人对 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
,

最

后逐渐形成 自我评价的能力
,

这种能力随着年龄及知识的增长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

青年期
,

则

是 自我评价逐渐接近成熟的时期
。

目前
,

在校大学生中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处于 18 一 22 周岁这

一年龄阶段
,

正处于青年期的上半阶段即活跃阶段
。

这一阶段 中
,

大学生的 自我评价能力得到

迅速发展
。

他们 日渐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纷繁
、

复杂
、

矛盾冲突的内心世界
,

品味了大千世界的精

彩与无奈
,

并为解决各种矛盾冲突而进行不懈努力
。

但这一年龄阶段心理发展主要是 自我意识

发展的特点又 决定 了他们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

必定要经历种种痛苦的思考

与抉择
,

而后 日趋成熟
。

自我评价能力的发展是 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标志
。

青年心理学研究认为
,

大学生的自我意

识发展处于一个特殊 的阶段
,

即不是呈直线上升趋势
,

而是经历了一个分化矛盾和统一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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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这个过程对于青年的心理发展和健康很重要
。

首先
,

在自我意识的分化中
,

以前笼统的
“

我
”

被分化成
“

理想我
”
和

“

现实我
” ,

这是 自我意识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

其次是 自我意识的矛盾时

期
。

自我意识经过分化
,

使大学生对 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行 为
,

对 自己的角色和责任有了新的认

识
,

从而可以促进自我的发展
。

然而
,

分化也带来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

令大学生陷入苦恼和不安

之中
,

如理想 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
,

即在对未来的向往和热烈追求 中
,

缺少对于怎样实现理

想以及理想与现 实之间关系的足够认识
; 独立意识与依附心理的矛盾

,

即意识到 自己长大 了
,

开始需要别人的尊重
、

信任
、

理解和重视
,

希望能在思想
、

生活
、

学习
、

经济等方面独立
,

而实际

上
,

由于 自身能力的限制
,

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等
。

这些 自我意识的矛盾容易使大学

生在思想上
、

心理上
、

行为上感到 困惑和不适应
,

从而有可能影响其心理发展和心理健康
。

但

是
,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

这些分化和矛盾又是很正常的
,

它可以促使大学生设法解决矛盾
,

以

求最后达到 自我意识的统一
。

凡自我意识发展完善
,

能够积极创造的大学生
,

对
“

现实自我
”

的

认识就比较清晰
、

客观
、

全面
、

深刻
。 “

理想 自我
”

经过努力也可 以达到
,

他们就可以正确地进行

自我再评价
,

使统一后的自我完整而强有力
,

既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又有助于 自身健康成长
。

但是
,

由于各个人心理因素及对客观环境承受力的不同
,

并不是每个大学生的 自我意识都能得

到完善的发展和积极的统一
,

相反
,

却 比较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

引起 自我意识的缺陷
,

主要表现

有自我否定和 自我扩张两种类型
。

其共同特征是自我评价的不正确
。

自我否定亦称自我拒绝
,

是由于
“

理想我
”

与
“
现实我

”

之间距离太大
,

难以实现而引起的自

我意识缺陷
。

指主体不赞成自己
,

不喜欢 自己
,

不能容忍 自己 的缺点和弱点
,

抱怨和指责自己
。

这种人主观上缺乏 自我控制能力
,

心理上常呈现一种消极防御状态
,

自卑感强
,

自信心少
,

极易

悲观失望
,

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 为自我评价过低
。

这种过低的评价会使主体怀疑个人潜力
,

阻

止其对生活的憧憬和追求
,

引起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
,

也可能给社会带来损失
。

对此
,

心

理学家柯里指出
: “

如果一个人看不到 自己的价值
,

只看到 自己的不足
,

什么都不如别人
,

处处

低人一等
,

就会丧失信心
,

产生厌恶 自己并 否定 自己的 自卑感 … …
’ ,② 由自我否定到 自我厌恶

最后 甚至走 向自我毁灭
,

这类人往往会 因不喜欢 自己而不 喜欢别人
,

属于
“

我不好一你好
”

或
“
我不好一你也不好

”
型人际交往模式和生活态度模式

。

自我扩张属于过度的自我接受或 自我认可型
。

即对自己的肯定评价过高
,

常以幻想的我即

理想中的
“

我
”

代替真实的
“

我
” ,

其 自我意识带有 白日梦的特点
。

这类人盲 目自尊
,

爱慕虚荣
,

骄

傲 自满
,

常常对 自己提出过高的要求
,

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
,

因而容易导致失败
。

同时
,

过高的

自我评价易与他人评价发生冲突
,

陷入
“

我好一你不好
”
型人际交往模式 中

。

对此
,

柯里指 出
:

“

如果一个人只看到 自己 比别人好
,

别人都比不上 自己
,

这样就会产生盲 目乐观情绪
,

自我欣

赏
,

自以为是
,

因此就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

调动主客观双方的积极性
,

而且还会遇到社会挫

折
,

产生苦闷
。 ’ ,

③

3 白我评价的调整

自我评价以其方式的不同
,

可以激发或压抑人的积极性
,

无论过高还是过低都是不符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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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卫生的
,

都不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

要调整不 当的自我评价
,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

( l) 成功地把握 自我
,

即要树立正确的认知观点
,

要认识到人有所长亦有所短
,

有成功就

会有失败
,

要充分发挥 自己的潜力和优势
,

按照 自己的个性特征
、

自己的理想及社会的需求来

塑造 自己
,

改造 自己
。

( 2) 积极地悦纳 自我
,

即 自我接受
、

自我理解
、

自我负责
。

人应该有好的感觉
,

悦纳 自己
,

这

是 自信
、

自尊
、

自爱
、

自立的前提
,

但不应 自以为是
,

狂妄 自大
;应该谨慎谦虚

,

严以律已
,

但不是

自贬自抑
,

妄加否定
。

( 3) 确立合理的评价参照系和立足点
。

寻找适合自己的评价标准
,

对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
。

若以弱者为参照则会自大
,

而以强者为标准则可能导致 自卑
。

正确的做法则是立足于 自己的长

处
,

建立起 自信心
,

明了 自己的短处
,

扬长避短
。

在困难时多看期望和成绩
,

以增强勇气
; 在成功

时则应多发现缺点
,

以再接再厉
。

(4 )培养健康的人格品质
,

如 自信不狂妄
,

谦虚不 自卑
,

乐观而不盲 目
,

克已而不过分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