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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和谐社会的三个空间是自我关系、个人与他人关系和个人与社会关系。
其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它主要涉及个人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又称“人己关系”，
其中包括友朋、同伴、同事、同志、亲子、师生、上下级、长幼、敌我等之间的关系。
大学生之间的和谐，或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和谐大学校园，乃至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人与
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
这是人与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使大学生对群体产生归属感，大学生心理上产生安全感。
高湘萍教授领衔其课题组，从心理学的角度，致力于大学生人际关系特征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与实际意义。
高湘萍的课题组研究目标是明确的：一是描绘了当代大学生人际关系特征全貌，了解大学生人际关系
行为特征、认知特征、情感动力特征，及其与社会区域环境的关系；二是建立大学生人际关系特征系
统心理模型，包括认知系统模型、人际关系动力特征与行为策略关系模型；三是阐述了大学生人际行
为塑造的教育对策，利用社会化强化因子在人的行为塑造过程中的影响作用，从人际关系的协调入手
，从和谐关系认知技术、人际交往技巧、人际共情体验几个方面，提出培训建议，培养大学生的个体
独立性和团队精神。
整个研究，表现出四个特点：(1)时代性。
把大学生人际关系特征研究融入社会经济、文化的时代背景，了解当前社会区域背景与大学生人际关
系特征间的互动关系，为建构以良好人际关系为切入点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探索新方法、新思路。
(2)创新性。
样本规模大、有代表性，整个研究跨全国四个地区，包含东南沿海、西部、东北地区七所高校四类本
科专业，有效回收问卷1 670份；调查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涵盖三个维度：人际关系类型、人际交往
行为类型、特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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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研究目标是明确的：一是描绘了当代大学生人际关系特征全貌，了解大学生人际关系行为特征
、认知特征、情感动力特征，及其与社会区域环境的关系；二是建立大学生人际关系特征系统心理模
型，包括认知系统模型、人际关系动力特征与行为策略关系模型；三是阐述了大学生人际行为塑造的
教育对策，利用社会化强化因子在人的行为塑造过程中的影响作用，从人际关系的协调入手，从和谐
关系认知技术、人际交往技巧、人际共情体验几个方面，提出培训建议，培养大学生的个体独立性和
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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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人共同活动的需要，只是在人际交往中比较缺乏主动性。
五、大学生人际交往技能1．自我暴露人际关系良好的大学生与人交往非常坦诚，虽不能做到与所有
人无话不说，但是一般都能够与自己的好朋友无话不说，包括一些非常隐私的话题。
不仅仅愿意与朋友谈论个人的问题，而且也愿意向朋友谈论家里的事情，“家里出点儿事情，我在家
里做了什么我都给他们说的”。
同时，此类学生不仅自我暴露的能力较强，而且还兼具倾听他人的能力，“只要他告诉我，我愿意当
倾听者”，这样可以促进双方彼此交流，增进了解，袒露心声。
人际关系不好的同学较少能够像人际关系良好的同学那样具备自我暴露的能力，虽然也有部分大学生
愿意与好朋友无话不说，但是还是有所保留，例如一些“从小到大，非常触及内心，非常伤心，难以
忘掉又不想再提起的事情，那肯定是永远埋在心里不想再提”。
个别人际关系困难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即使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该轻易表现出来，
因为有大学生认为这样做其实让别人承担了保守秘密的责任，会增加对方的心理负担。
2．主动沟通与交流访谈中，当问及朋友之间产生误会的时候是否会主动沟通、澄清误会，或者是否
主动道歉，人际关系良好的大学生一般都做了肯定回答，但他们并不是一味地澄清，而是视情况而定
，因为他们认为有些误会不用澄清，过一阵两人就会和好，误会也会自然消除。
可见，人际关系良好的同学在处理纠纷和矛盾的时候不仅具有主动性，而且考虑问题比较周全，更有
远见，如一位同学这样回答“要看某些方面，有的事的话我不喜欢，如果误会了，情感方面的就有点
麻烦”，说明他认为有些时候主动沟通或道歉会使小事变大事，使双方变得更生分。
人际关系不好的同学在被问及是否会主动沟通或道歉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去沟通”，或者认
为双方应该平等，“各占一半吧”，或者认为“对方会理解自己”。
也有人际关系不好的同学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误会自然会消除，不用刻意去解释，但这些也只是针
对一些小事，如果大事的话还是有必要自己主动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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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2005年到2008年，这项历时3年的调查研究终于画上了一个还令自己满意的句号。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起意开展这项研究，是因为近年来大学生在人际关系方面遭遇的困扰有愈
演愈烈的趋势，不管从媒体报道上还是从自己亲历的教学活动中，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对当前大学生群体人际行为特征的判断存在种种推测、臆断，我们觉得应该有一
批可靠的数据帮助社会、教育界形成切实的印象。
从对一种现象证明的可靠性程度而言，调查研究是最低层次的一种证明研究手段，但是不容置疑，它
是获取客观数据的有效途径，适宜在短时间内完成对一种复杂现象总体的把握，更是对问题进行深入
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
于是便有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资助立项。
有很多人介入_『这项颇具规模的研究。
首先是我的研究生们，连续几届研究生李慧渊、邢乃愈、龚燕、李晓芳、钱锦、宋欣春、孟繁兴、陈
巧英参与了调查问卷讨论、设计，主持大学生问卷回答和个别访谈，数据登录，成为项目研究实施的
主要战斗力量。
同事崔丽莹博士欣然同意加盟课题组。
我自己则承担了整个项目的总体策划、设计、组织实施。
样本调查得到了各校朋友的帮助，他们是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刘勇弟和崔珊珊老师
，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聂叶，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游旭群，上海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党委副书记谢青、生命与环境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赵诚、建工学院丁丽萍老师，集美大学吴江
秋老师，以及毕业后在长春大学光华学院人文社科系任教的邢乃愈。
课题组成员承担了书稿各章的数据处理、资料整理和写作，第一章：崔丽莹、钱锦、高湘萍；第二章
：高湘萍、龚燕、孟繁兴；第三章：钱锦；第四章：高湘萍、孟繁兴；第五章：龚燕；第六章：崔丽
莹；第七章：孟繁兴；第八章：陈巧英、高湘萍；第九章：陈巧英；第十章：宋欣春；萧倩、徐晓滢
担任了文字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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