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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格科学研究书系：儿童自立品格的发展与养成》有以下特色：一、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相结
合。
从纵向历史的角度与横向文化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自立的概念内涵与理论结构，同时采用多特质、多方
法的实证研究策略确立和验证了中国当代儿童自立行为的内涵和结构。
理论论证深入，研究证据充足。
二、科学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书前六章主要探讨儿童自立品格的内涵、结构、评估、发展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等，偏重于理论和实证
研究；后四章关注儿童自立品格的培养和训练，注重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通过提供若干可操作的技巧使家长和老师可以更好地帮助儿童养成自立品格。
三、逻辑严谨。
结构完备。
从对儿童自立品格的内涵、结构、发展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的系统思考和探索，到培养儿童自立品格的
家庭和学校实践，循序渐进，环环相扣。
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结合，学理与应用结合，形成一个逻辑严谨的完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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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辉，西南大学心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现任湖南师范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
格与社会性发展。
曾承担和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研究项目(01JAXLX002)、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
研究课题(DBA01016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课题(02JAZJDXLX001)、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ZX004)等课题的研究工作。
在《心理科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在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等国外刊物发表SSCI收录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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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自我概念与儿童自立品格的养成　　一、自我概念概述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
个体对自己的存在状态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特点、人际关系以及社会角色的认知，
也称为自我意识或自我，实际上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我”。
“我”是什么呢？
单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我”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不同的个体，其身体结构和物质成分大同小异，
无非是水、脂肪、蛋白质，等等，只有在精神的层面或心理的层面，这个“我”才显示出丰富的个体
差异性。
大而言之，东方人的“我”不同于西方人的“我”，中国人的“我”不同于美国人的“我”；小而言
之，张三的“我”不同于李四的“我”，你的“我”不同于我的“我”。
因此，作为自我概念的“我”是一个精神性的概念，每个人的“我”都是独特的，各不相同的。
比如一对双胞胎兄弟，几乎完全同样的躯体物质构成，但也许一个认为“我”很棒，“我”有能力，
而另一个认为“我”不行，“我”是一个笨蛋。
　　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我”，决定个体独特的处世态度和行为风格。
比如一个儿童，如果在他的自我概念中，“我”是聪明的、有能力的，那么在学习中就会对自己有较
高的要求，而不是得过且过，遇到难题也会努力坚持，尽量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反过来，如果在他
的自我概念中，“我”是笨拙的、无用的，其对待学习就可能消极敷衍，遇到困难也可能轻易放弃或
依赖他人。
　　自我概念是人格的核心成分，对个体的行为起着统领和引导的作用。
　　首先，个体通过自我概念保持自身内在的一致性。
人是稳定和连续的，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可期待和可预测的。
今日之我是昨日之我的延伸，明日之我又是今日之我的继续。
人的行为的稳定性和一致陛，关键在于有一个稳定、明确和统一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引导着我们的
行为，使我们表现得像“我”的样子。
　　其次，自我概念决定个体对经验的解释。
同样的事件、同样的经历，可能对不同的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每一个人基于各自的自我概念
对事件做了不同的解释。
比如两个儿童在一次考试中同样获得80分的成绩。
面对同样的分数，一个惊喜万分，视为意外的成功，因为在他的自我概念中，“我”是差生，是学习
不良学生；另一个则认为作为一个“成绩优秀学生”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分数，是严重的失误。
自我概念是个体关于自身的图式、信念或认知结构。
这一独特的认知结构对个体的经验起着“过滤器”的作用，决定着个体对经验信息的预期、选择、输
入、解释以及反应。
一个有着积极自我概念，能坦然接受自我的人，会将批评视为鞭策和激励；而自我概念消极，不能正
视自我的人，有可能将表扬理解为别有用心的吹捧或者讽刺。
　　最后，自我概念决定个体对人对事的期待。
自信心不足，自认为能力平平的人，学习上不求甚解，工作上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是其对自己的期待；自认为社交笨拙，缺少人际吸引力的人，进入社交场所时，心里想着的是被批
评、被拒绝、被嘲笑，这是其对他人的期待。
作为期待的深层基础是个体的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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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凌辉所著《儿童自立品格的发展与养成》对儿童自立品格的内涵、结构、功能、发展特点以及影响因
素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并对儿童自立品格的养成进行了探讨与实践。
本研究针对中国教育实际，对于培养创造性人才、学生健全人格养成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格理论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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