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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职学生耻感缺失与健康人格的构建 ①

李翠华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工会，湖南 娄底４１７０００）

摘　要：耻感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道德情感，是人之为人的重要尺度，在人格健康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耻感是
人格的基本点，是自我认知的情感深化、自我情感的重要体现、自我意志的心理基础和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由于高职

院校的生源质量明显下降和片面重视技能的教学指向，高职学生耻感缺失现象严重。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利用耻感为高

职学生发展健康人格提供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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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耻感是个体按照一定的道德伦理标准评价别人行为

或反省自身行为而产生耻辱的一种羞愧心理，进而在人

格深处产生的一种自我谴责和自我贬低意识。孟子曰：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耻感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道德

情感，是人之为人的重要尺度，在人格健康发展中起着重

要作用。当前，由于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明显下降和片

面重视技能的教学指向，高职院校学生人格健康的现状

不容乐观。要培养高职学生健康人格，首先要关注作为

底线伦理的耻感的重要性。因此，如何利用耻感发展高

职学生健康人格，是一个亟待思索的现实问题。

１　高职学生耻感缺失的表现
高职学生是我国职业教育培养的主力军，也是我国

大学生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某种意义而言，

高职学生又有不同于普通大学生的特点，大部分是以较

低的高考分数进入高职院校学习，他们承受着更多来自

社会、家庭、学校和自身的压力，加上本身认识问题、分析

问题能力的相对欠缺［１］，高职学生耻感缺失现象严重。

从人格中的自我系统和道德品质角度概括地说主要表现

在以下五个方面。

１．１　自我认知的异化

高职学生作为大学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学习能力较

弱，且大多数学生家长缺乏理性的教育方式；同时，由于

当前社会上存在对追求高学历的不恰当的引导，造成相

当一部分高职学生出现自我认知的异化，即对自己没有

正确的认知和定位。如有些学生在家长溺爱下自我认知

过高，凡事唯我独尊，目空一切，在学校无视校规校纪，目

无师长，恃强凌弱，毕业时又一味追求所谓的理想工作，

以致“高不成，低不就”，成为不学无术的“啃老族”；有些

学生自我认知过低，往往忽视自我的长处，不能以变化的

眼光看待自己，缺乏自信，缺乏理想抱负，对自己的前途

看得比较渺茫，只想混日子，得过且过。这种自我认知的

异化，不利于高职学生的人格健康和长远发展。

１．２　自我情感的缺失

高职学生普遍处于消极情感的多发期，相当一部分

学生不自尊、不自爱、不自信。由于文化底子薄，综合素

质差，在高中属于老师放任自流的对象，在家长和老师的

冷眼里长大，一部分高职学生失去了生活目标，被逼无奈

才来到职业院校，不尊重老师，不尊重同学，不尊重自身。

他们在课堂上只顾聊天、吃零食、听音乐、打手机，全然忘

记了自己的身份。相当一部分学生花父母的钱，花得心

安理得，全不顾父母的窘迫，一遇到挫折就轻言放弃，缺

少乐观向上，自我奋斗的动力。

１．３　自我意志的缺乏

意志是高职学生耻感中的关键一环。可是，由于各

种原因，高职学生恰恰缺乏意志的磨练，缺乏勤奋、吃苦、

自制、毅力、奋斗的意志品质。大多数高职学生是独生子

女，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自

我控制和自我管理能力较差。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光顾

高消费文体娱乐场所；外出逛街，常坐出租车；聚会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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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讲排场。他们缺乏艰苦的意志磨练，易产生挫折感。

１．４　自我发展的不足

塑造高职学生健康人格的最终目的就是帮助高职学

生实现自我发展［２］。由于在高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好，进

入高职院校后相当一部分学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放松自

身的学业。这部分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热情、学习情绪

和学习潜力都相对较弱。甚至部分学生存在着靠父母为

自己安排工作的依赖想法，没有发展目标，成绩好坏无所

谓，厌学情绪严重，上课不认真学习，玩手机，打游戏，甚

至睡觉，也不会去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１．５　道德品质的淡化

道德品质是植根于人内心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对于

高职学生而言，正义是非、诚实守信和责任意识是其健康

人格中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正义是非是人类最基

本、最崇高的价值追求。可现在相对一部分高职学生缺

乏正义感，甚至看到一些不义行为在眼前发生都熟视无

睹。诚信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是做人的基

本原则，也是人在活动中相互联系的道义凭借［３］。不少

高职学生的诚信意识淡薄，考试作弊已成为相当普遍的

现象。责任意识使一个人对国家、集体和他人能自觉承

担和完成应当做好的分内之事，可相当一部分高职学生

缺乏责任意识，个人主义严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

于因自身不当行为致使他人、集体和国家受到影响甚至

连累时也不感到内疚。

２　高职学生耻感对构建健康人格的作用
塑造健康人格，拥有良好的自我系统和优秀的道德

品质，既是个体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体奋斗的

目标。耻感是人格的基本点，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对

个体人格的价值取向有着独特的设定和要求。因此，耻

感对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有着特有的推动作用。

２．１　耻感是自我认知的情感深化

古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自我是个体健康人

格的基石，是自我控制和人格完善的重要前提。自我认

知是解决“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喜欢做什

么”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能帮助高职学生了解自我、认

识自我、把握自我，从而很好地策划自己的职业规划，把

握人生前进的方向。耻感的产生需要个体对自己的过失

和存在的不足的认识。个体在体验耻感的痛苦感受这一

情感的同时，会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对自己有一个更加清

醒、真实、透彻的认识。因此，耻感会使个体深刻反省、审

视自己，明确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努力改正之，以完善自

己的人格。

２．２　耻感是自我情感的重要体现

自我情感作为自我意识系统的核心成分，是影响人

们人格健康的重要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原本能

力不强，但在自尊、自爱、自信等积极情感的推动下努力

开拓，积极创造，遂成强者；有的人虽有聪明才智，但因消

极情感的影响而玩世不恭，不思进取，蜕为懦夫。自尊、

自爱、自信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价和体验，体现这种

“评价和体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对“耻”的感知能力便

是其中之一。耻感作为一种重要的自我意识性情绪体

验，在觉察到自己的失态和不足之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

自己的形象进行适当的维护，从而避免自己继续在别人

面前失态，减少自己的消极体验，使得自己的自尊、自爱、

自信得以维护。

２．３　耻感是自我意志的心理基础

高职学生健康人格发展的良好标志之一是拥有自我

意志。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自我意志适时控制自己，克

服种种困难，朝着自己设定的远大人生目标奋斗，将最大

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形成一个健康的人生。自我意

志使个体在没有外在强化或外在控制的情况下，自觉按

照勤奋、吃苦、自制、毅力、奋斗等品质约束自己，修身养

性。古语说：“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

无事不可为矣。”耻感作为一种个人自觉把守的价值尺

规，从一开始便担当起了约束个人行为以遵守准则的

重任。

２．４　耻感是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

高职学生正处于生理需求旺盛、精神思维敏捷和发

展愿望强烈的重要阶段，在日常生活和在校学习过程中，

应努力实现自我发展，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把自己所学

知识转变成实际运用能力，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

价值。因此，高职学生的种种困惑是发展中的困惑，困惑

的消除也只有依赖于他们的自我的发展。儒家认为：“知

耻近乎勇。”耻感的痛苦体验，即个体在遭受磨难与打击

后，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才有卧薪尝胆的决心和勇气，

进而奋发进取、迎难而上，实现自我发展的目标。虽然，

外在的压力对高职学生的自我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而高职学生的内在动力耻感才是个体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的力量。因此，耻感是促进高职学生自我发展的强大内

驱力。

２．５　耻感是道德品质的重要保证

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健康人格不可或缺的方面。在市

场经济冲击中，网络和大众新媒体的低俗化，使部分高职

学生的价值取向出现扭曲，缺乏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

识［４］，甚至产生对社会的信任危机感，导致是非不分，诚

信意识淡薄和责任意识缺乏。清代石成金说：“耻之一

字，乃人生第一要事。如知耻，则洁身励行，思学正人，所

为皆光明正大，凡污贱淫恶，不肖下流之事决不肯为；如

不知耻，则事事反之。”可见耻感对个体品德的养成有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耻感是以否定性方式来把握善，对可

耻之事的坚决抵制，对美善之事的向往追求，个人品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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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发展。

３　提升高职学生耻感意识与构建健康人格的实
践途径

实现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构建健康人格，始终是高

职院校的重要目标。实现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除了要

强调高技能，还必须重视精神层面的人格建设。健康人

格的核心是健康的自我系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构建高

职学生健康人格，需要提高高职学生的自我系统完善程

度和道德水平。从这个层面看，无论是学校、家庭还是社

会必须利用耻感，并发挥其培养个体的耻感意识，为高职

学生发展健康人格提供价值导向。只有充分发挥耻感的

强大功能，才能提高高职学生完善自我系统，提高道德境

界，从而使高职学生实现全面发展，为构建高职学生健康

人格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３．１　学校层面

学校要通过多种途径对高职学生进行“耻感”教育。

通过各种校园宣传平台，如校园网、广播、院报、短信平

台、宣传橱窗、宣传牌等媒体，形成弃恶扬善的舆论氛围，

对大学生进行“耻感”教育。通过一些组织机构团体，如

学工、团委、思政部、系部、班级、群团协会、志愿者团队，

对学生进行人格培养，深化“耻感”教育。采取不同的形

式：从正面引导，组织学习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参加

社会服务活动，做一些公益事业，请先进人物做报告，激

励学生从内心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培养大学生自我发

展能力。根据学校的特点开展关于“知耻感”教育的演讲

比赛、文艺晚会、诗歌朗诵会、主题班会弘扬正气，净化学

生的心灵。用反面典型强化教育：到监狱、劳教所、少管

所、戒毒所参观，请监狱的服刑人员做报告现身说法，让

学生感知没有羞耻心，触犯法律会带来终身遗憾，加大耻

感情感体验，完善大学生人格。

加强学校教育者耻感建设。教育者要不断学习，加

强自身修养，提升人格魅力。严谨做人，学会忍耐，经得

起名利的诱惑。在自己的教育生活中，率先垂范，模范遵

守教师职业道德，言行举止大方，有仁善之心。廉洁从

教，远离“耻辱”。公平、民主、合理地处理班级评先评优、

发展党员、助学金和奖学金的评定。经常采取不同的方

式对学生进行“耻感”教育。组织学生学习《弟子规》，学

习耻感文化，把规范做人内化为自己的道德情感，懂得做

人的要求和规范。通过与学生面对面谈心、短信互动、ＱＱ

聊天等方式交流沟通，理解和明白耻感的内涵和底线，关

心学生的心理健康，强化“耻感”知荣辱的自觉性。在课

堂内外培养大学生的知耻感、羞耻心，传递正能量。让学

生耳濡目染地感受真善美的熏陶，养成良好品性，树立正

确荣辱观，健全完善人格。

３．２　家庭层面

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必须有优良

的妇孺，才会造就优良的城邦。他认为好母亲能治国安

邦。纵观历史，多少伟人名士的背后，不是有一位眷眷爱

心、循循善诱的母亲呢？中国历史上有四位伟大的母亲：

孔母、孟母、岳母、陶母。家教有方，世代不辍，方可奠定

子孙为人治学的根基。家教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成大

器者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走上犯罪道路的不知羞耻

者，家庭都带来过负面影响。当今的家庭教育，首先，父

母要给子女造就绿色环保的家庭环境，不要污染孩子的

心灵。其次，父母要有高尚的仁德。汉·《淮南子·泰族

训》：“中考乎仁德，以制礼乐，以人义之道，以治人伦，而

除暴乱之祸。”父母有品格，子女自然有羞耻心。再次，父

母要关心子女的成长，注重健康人格的培养，对孩子进行

正反面教育，在孩子内心深处根植仁善的种子，培养孩子

自我控制能力，面对名利的诱惑能保持一颗坚定的仁善

之心。家庭教育更容易带来亲切感与自然感，让他们懂

得感恩，懂得回报，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从而促进羞耻

感和负罪感的养成，懂得奉献与回报的重要性。

３．３　社会层面

社会要营造出尚荣知耻的良好环境，尤其是大众传

媒和网络宣传。大众传媒和网络宣传给高职学生带来巨

大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现实的负面影响。行政机构应对大

众传媒和网络宣传不良信息、毒害学生的组织和个人进

行严厉打击，坚决杜绝色情、不良道德等信息出现，同时，

增加尚荣知耻的大众传媒节目和网络主题宣传，满足学

生的文化消费需求，才能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在此

基础上才能培养起学生健康的耻感。此外，家长和教师

应对传媒和网络的选择进行调控，进行合理的监控管理

并提高学生鉴赏和批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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