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zT卷第 6期
zO∞ 年 H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md of s圮huan Normal U“ veFsity(socid som∞sE山ton)

Vol。 27,No。 6

November,2∞o

自我与自我发展的理论研究

陈 国 典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自 我是人类个体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 ,是 人类个体行为的动力源泉。心理科学对 自我的研

究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 自我结构的研究,通 过对自我结构要素的分析来认识自我的本质 ,并 为自我的操作

性研究指明方向;二 是自我的发展研究,探 索人类个体自我的发展进程及影响的主要因素,以 期为儿童个体

教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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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的结构性认识

自我是指一个完整的个人 ,一个具体的1活生生的存

在。自我(self)在英文单词中作为前缀 ,用得极为普遍 ,

它表示人类存在的各种状态和个体的种种行为。从语法

上讲 ,这些辞条是些反身名词和形容词 ,涉及与自我有关

的种种认识状况、态度、情感及个人行为等范围。而作为

后缀 ,其运用范围较窄 ,出 现在重要但效量有限的某些反

身代词中 ,如
“
myser” 、

“Ⅱmself” 、
“
herser” 、

“
c,uⅡeIves” 和

“
themoelves” 。虽然在许多研究自我的心理学著作中时有

出现 ,但并没有被 自我心理学所认同。在西方心理学著

作中与
“

self” ∵词一样被常用的是
“
ego” ,后 者使用时更

倾向于自我的结构性研究 ,如弗洛伊德、皮亚杰及洛文格

(Jane Loevinger)等 ,前者更倾向于自我的社会文化解释 ,

即认为自我的形成是
“
自——他

”
互动中产生和发展的。

在心理科学中,由 于研究者的认识角度的差异 ,自 我

(ser,ego)又 分化出几个重要的概念 :角 色 (r。le)、 角色采

择 (r。 le taking)、 自我概念 (seIf concept)、 自我防卫机制

(ego defenses mechanisms)等 。在 自我研究中,不 同的概

念意味着一个特定的领域。

自我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如何理解这个人 ,首 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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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结构分析人手。

弗洛伊德是一个
“
自我

”
理论家 ,他 把人类的精神世

界划分成三个区域——“
本我

”
、
“
自我

”
、
“
超我

”
[1]

(1aB-I“ 页)。
“
本我

”
是与生俱有的 ,是 完全无意识的 ,

是人类生命活力的源泉 ,是
“
自我

”
和

“
超我

”
发展的内在

动力 ,其表现本质就是追求本能需要满足的快感。由于

本我在现实条件中不可能永无休止地得到满足 ,因 此一

部分本我经历特殊的发展 ,就分化出带有一定理性的
“
在

伊特和外部世界之间作为一个调解人
”
来活动的

“
自我

”
。

同时 ,个体在
“
自——他

”
互动中把父母和教育者的行为

规范通过
“
自居作用

”
内化成自己的

“
良心

”
,即 从本我和

自我中分裂出人格的最高层次——“
超我

”
来。弗洛伊德

认为 ,人类心理由两个基本力量对抗构成——盲 目本能

欲望总和的本我和家庭、社会禁令内化总和的超我。雨

超我常与本我、与保持本我超我之间平衡的自我发生冲

突 ,在这场冲突中
“
自我

”
陷人了无创造性、无 自主性的被

动地位。因此 ,在 弗洛伊德的理论中 ,自 我的前途非常暗

淡。与弗洛伊德相反 ,马斯洛 (A。 H。 MasIow)认 为人具有

向善的倾向,每个人的自我前途都非常光明一ˉ“
自我实

现
”
(ser~ac1udization)。 马斯洛与弗洛伊德一样把人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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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采 用整体分析法来研究人。二者的

区别在于弗氏把人看成是一个本能性的生物 ,而 马氏则

认为人是一个有思维、有感情、有 自我实现潜能的个体。

马斯洛认为人即使有动物性本能也极易通过学习、文化

期望等把它埋没。实际上人类所有需要都已本能化了 ,

只是各种需要的强度不同。他把人类的需要分为五个层

次∵生理需 要 (physioloJcal needs)→ 安全需要 (safety

n浼do)△从属和爱的需要 (belonging needs&bve needs)

→尊重需要 (esteem needs)→ 自我实现需要 (ser~autud~

弦ati。 h need。》。个体的发展就是按照这个由低到高的层

次逐渐演进的,而 自我实现则是人类个体 自我发展所要

达到的最高水平。什么是自我实现?自 我实现就是个人

自身中的统一、完整及协同的一种不间断的倾向,是使自

己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达到自我潜能的最高的倾向。

一些学者认为 :对 自我进行人格结构式的内部要素

分析 ,只是提示了人类个体的
“
小我

”
,而忽视了人类个体

在与社会文化互动中所形成的
“
大我

”
,对 自我的理解是

不全面的 ,因 而有必要把 自我放到
“
自——他

”
的互动过

程中分析。詹姆斯 (W。 James)曾 把自我分为两种——客

体自我和主体 自我。前者即被知者或被认识的对象 ,后

者即知者 ,按 莱因斯利 (Ⅱnsley,1962)的 说法 ,就 是
“-

个行动者
”
。在此意义上 ,自 我由诸如思考、回忆、理解等

-系列能动过程所构成。不管客体的我还是主体的我 ,

都是在
“
自——他

”
互动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这种区分

实际上包含了传统发展心理学对个体身心发展过程的研

究及现代自我心理学研究两个领域。现代自我的研究是

在前人结构分析的基础上 ,倾 向于用文化及跨文化的方

法来解释 ,这并不排除结构理论 ,但研究的方法论却发生

了转变。例如弗朗西斯 ·徐 (L。 K。 Hsu Francis)提 出了自

我结构的心理平衡同心圆(PsH),就 是采用社会文化方法

分析自我的典型代表[2](sO-40页 )。

∶∶雾晷芸 l弗
洛伊德的

5.不可表达意识

4.可表达意识

3.个人的社会与文化

2.有用的社会与文化

l。 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

0。 外部世界

第七层和第六层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
“
无意识

”
及

“
前意识

”
的内容 ,包括被压抑和半压抑的心理成分 ;第 五

层
“
不可表达的崽识

”
是因其内容通常隐藏在个人内心中

不愿让他人知晓 ;第 四层
“
可表达意识"是那些可传递给

他人的观念、情感、动机等心理内容 ;第 三层是每个人对

其有强烈依恋感的外部世界之一部分 (不 同文化环境的

差异极大 ):第 二层是以角色关系为本质特征 ;第 一层由

人、文化规范、知识和人工制品组成 ,但 这些内容与个人

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 ,甚 至可有可无 ;零层即最外层是其

他社会的人、习俗及人工制品 ,个人很少接触或只有错误

的认识。当然 ,弗 朗西斯 ·徐并没有揭示出自我结构中

的具体内容 ,他 只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自我的方法论。

詹姆斯的
“
客体自我

”
及弗朗西斯 ·徐的

“Jb理平衡

同心圆
”
都强调自我的沟通性 ,即 自我与自己的沟通和自

我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这种沟通性特征就是 自我心理学

研究中
“
关于自我

”
概念的研究。自我概念是指自我关于

自己及自己与他人、自己与外部物质世界关系的观念性

认识 ,是一个关于自我信念的组织。如我们常问
“
我是怎

样一个人
”
、
“
我的朋友是怎样看我的

”
、
“
我在这个群体中

处于什么位置
”
等。国内外心理学者对 自我概念也从类

型和结构上进行了理论分析。从类型分析而言 ,阿科夫

(Abe Ark。f)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将自我分为
“
主观自

我
”
(su犭 ective ser)、

“
客观自我

”(o丬 ective ser)、
“
社会自

我
”(social ser)及 “

理想自我
”
(ideal self)四 种 ,并 且通过

“
自我洞察

”(ser insight)、 “
自我同一性

”(ser Ⅱentity)、

自我接纳 (ser acceptance)、“
自尊

”(self esteem)及 “
自我

暴露
”(self山sclosure)五 种品质来衡量 自我的发展水平

[丬 (1-Ⅱ 0页 )。 这种分析为理解自我概念的本质及研究

的可操作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针对这种类型的划分 ,

心理学家们编制了许多研究 自我概念的
“
自我同一性测

定量表
”
、
“
自尊量表

”
、
“
自我悦纳量表

”
等 ,使 自我心理

的研究涌现了大量成果。为了更深一步认识 自我概念 ,

许多心理学家运用因素分析法对 自我概念的结构内容进

行了广泛探讨 ,如 中国的黄希庭等对大学生 自我概念结

构的研究 [4]。 西方心理学界关于自我概念因紊的一般

模型 ,具有代表性的是由希尔森(R,J,shavelson)等 提出

的[5]。 这一模型为自我概念的层次结构认识开创了先

河 ,激发了众多心理学者后来的研究热情。

二 自我发展的阶段

鲍德温 (J。 M。 Bddwin)在 《儿童与种族的心理发展》

(1g95)一 书指出,不论对个体还是对种族来说 ,意识的出

现都是存在阶段性的。在他看来 ,儿 童要经历一个从 自

我中心到主观自我 ,然后移情到社会性 自我 (empathic so~

oal self)的 辩证发展过程。要是没有别人的影响 ,以 持续

不断地修正儿童的自我观 ,那 么他们的人格将难以得到

发展。鲍德温同时指出,早 期经验不能一成不变地确定

一个人的人格倾向 ,“ 人格是不断发展、永不停止的,是一

个不断获得的过程 ,是 一个 自我逐步地与他人及社会传

统和谐统一的过程
”
[6](62-65页 )。 关于自我发展及发

展阶段的辩证思想在接下来的众多心理学家手中得到了

继承和发挥。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虽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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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早期经验对人格的决定作用 ,但后来的追随者们却

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文化因紊。如阿德勒 (Alfred Adler)

在〈儿童教育》(中 译本 ,1937)一 书中指出,要提倡儿童多

与人交往 ,获 得各式经验 ,尝试各式成功机会 ,这样他就

可以养成合作、自信、快乐、客观等良好品格。与弗洛伊

德不同,他提出了创造性自我的思想 ,即 人在塑造自己的

人格和命运时是一个有葸识的主动力量 ,一 反弗洛伊德

的自我侏儒形象。艾里克森 (EⅡ k Eokson,1963)虽 然承

认生物因素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性 ,但 更强调社会文化因

紊的地位 ,强调自我的自主性 ,提 出了著名的自我发展变

化的八阶段理论。八个阶段依次发展 ,每 一阶段都须发

展特定的自我能力 ,而 自我能力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力量

与自我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危机解决性质:(I)口 唇期 :

信任——不信任;(2)肛 门期 :自 主感——羞槐感 ;(3)生

殖器期 :主动——内疚;(4)潜伏期 :勤奋—— 自卑;(5)生

殖器 :自 我同———角色混乱;(6)成 年早期 :亲 密——孤

独;(7)成年期 :贡献感——无能感;(8)老年期 :自 我完整

感——失望。虽然有人批评艾里克森的阶段发展理论缺

乏科学实证的支持 ,但是由于他的理论第一次完整地对

各个年龄时期自我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因 而被心理

学界誉为自我心理学的典范。如果说艾里克森的理论带

有粗放 性 的特 征,那 么另 一 位精 神 分 析学 家玛 勒

(M.Mahler)则 对幼儿自我的发展进行了更深

^的
研究 ,

对艾氏的
“
信任——不信任

”
阶段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完

善。她与她的合作者对 38位正常婴儿及其母亲 ,从 出生

l周 开始观察 ,一直持续到 “ 至 48个月。在《论人类共

生和个体化变迁》(I%8)及 《人类婴儿的心理诞生》

(19T5)两本著作中,她深人地描述了婴儿自我发生发展

的过程。她认为儿童从出生到三岁之间自我的发展经历

了三个明显的阶段。(I)我 向阶段 (autism):从 出生到 4

周。此时婴儿完全被他们的内部状态所吸引 ,极少觉察

到外部环境。婴儿没有 目的,不 能区别 自我与对象 (母

亲 )。 (2)共生阶段 (symbio⒍s):从 1个月到 4个月。此

时婴儿在喂乳之前就会转向母亲 ,这 似乎表明婴儿已经

觉知到需要的满足来源于外部 ,但这只是一种模糊的意

识 ,他们虽热爱母亲 ,却把母亲看成一个和他们没有分化

的部分 ,即 他们自身的延伸部分。不过婴儿从母亲对其

需要满足的条件性控制中,反复体验愉悦与痛苦的经验 ,

从两促进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觉与外部对象的感觉加以

区分。(3)分 开——个体化阶段 (separati。 n-indi“ duaˉ

‘on):从 4个月到冗 个月。分开是指一种心智的和情绪

的内部养成。在此状态中儿童学习把自己和母亲区分开

来。个体化是指儿童把他们 自己感觉为分开、独立和自

主的个体。玛功将此阶段分为四个亚阶段。第一 ,分 化

亚阶段(4-9个月 )。 妥儿能从他与母亲的共生中分化自

已的身体表象。具体表现为儿童尝试和母亲分开 ,或将

母亲与他人比较 ,产生了一种
“
陌生人的焦虑

”
。第二 ,实

行亚阶段(10-15个 月 )。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儿童稍

稍离开母亲很短一段时间 ,作 为个体化的第一步 ,但主要

兴趣还是在母亲身上 ,如 把兴趣专注于母亲所提供的物

体上——玩具、奶瓶等 ,但 当母亲离开时则会产生分离焦

虑 (separation anxiety)。 第三 ,恢 复协调亚阶段 (16-24

个月 )。 此阶段儿童积极努力和母亲分开及个体化 (认知

及动作能力发展促使独立性增强的结果 ),但 同时又往往

出现攻击性抗拒 ,如 对母亲的要求几乎完全用断然语气
“
不

”
来回应 ,但与母亲分开又会引起持续的不安全感 ,这

就是协调危机。第四,分离——个体化阶段 (2-3岁 )。

随着儿童言语、动作及认知能力进一步发展 ,此 阶段出现

了两种成就 :一种成就是儿童个体化的加强 ,即儿童自己

的独立活动获得了不断增加的满是感 ;另 一种成就是情

绪对象的恒常性 ,即 感到母亲是一个恒常不变的热爱和

信任的对象。总之 ,分 离——个体化阶段使儿童最终形

成了自我概念 ,产生了一个具有稳定意义的
“
客体 自我

”
。

玛勒的耐心及精致分析令人敬佩 ,她 使我们能清晰地洞

察人类个体自我的起源 ,其 理论本身也填补了原精神分

析理论与儿童生态式样的裂隙。

婴儿自我概念的形成并非意味着 自我概念不再发

展。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 我的发展水平及内容都会随之

发生变化。我国心理学者韩进之等在对中国儿童青少年

自我意识的发展的研究中发现 ,我 国儿童青少年 自我评

价、自我体验及自我控制三要紊的发展存在着四个明显

的发展转折期 :第一个转折期在 4岁 左右 ,第 二个转折期

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 ,第 三个转折期在小学五年级到

小学六年级 ,第 四个转折期在初三到高一 [9](狃8-449

页)。 转折期间意味着这一时段内发展速度加快 ,前 后差

异变化大 ,而在其它时段发展变化较少或相对稳定。

自我概念是在
“
自——他

”
互动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

的。
“
最初它是对个人的和才能的简单抽象认识 ,随年龄

增长而逐渐复杂化 ,并 逐渐形成社会的自我、学术的自

我、身体的自我等不同的层次
”
[10](312-315页 )。 由于

内容庞大 ,这 里不作详尽介绍 ,在 此仅就塞尔曼 (Robert

L。 selman)关于儿童社会观点采择 (perspective taking)发

展阶段理论来解剖三岁后儿童自我发展的历程。观点采

择是个体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观点、情感 ,并进而根据当前

或先前的信息对他人的思想、情感作出准确推断的能力。

塞尔曼认为个体观点的采择分为六个阶段。

阶段 0:自 我中心的社会观点采择 (egocentric social

pespective taking:3-6岁 )。 儿童能认识发生在他人之

间的相互肜响 ,但 此时期的儿童往往把他人和自己的观

点相混淆。在同样的情境中 ,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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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与自己的感受一样 ,因 此 ,他们还不能认识他人的观

点与自己不同。

阶段 I:主 观的社会观点采择 (su刂 ective social per-

spective taking:6-8岁 )。 此阶段儿童已能意识到他人的

观点与自己的看法也会不同。然而 ,他们还不能同时接

纳他人和自已的观点 ,也 缺乏从他人的观点中认识 自己

的能力。

阶段 2:自 我反省的观点采择 (selfˉrenec1ive perspec-

tive1aking:8-10岁 )。 此阶段儿童发展到了相互理解 ,

即相互把对方当成活动的主体 ,而 这种对方把自己看成

一个主体的意识会影响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表现。此

时,儿童已能通过他人的观点来认识评价自己。不过即

便如此 ,儿童还不能同时考虑自己和他人的观点。

阶段 3:旁 观者观点采择 (thkd-person perspecthe tak-

ing:10-12岁 )。 此阶段儿童能同时认识自己和他人的

观点 ,他们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 自己与他人的相互

作用 ,以 及他们相同的观点。

阶段 4:社会和习俗系统观点采择 (qualita1ive systems

level of perspective:1z-15岁 )。 此阶段的少年已认识到

与他人共享的观点 ,这些观点支持了他的社会地位 ,它 们

是由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态度及各种信仰等构成。于

是此阶段的少年开始用社会系统的信息来分析、比较、评

价自己的和他人的观点。

阶段 5:符 号相互作用的观点采择 (symbolic interac-

tion perspective1aking:15岁 以上 )。 此阶段的主要特征就

是发现了社会观点的相对性 ,他们的观点是自己采纳的 ,

并超越了社会的约定俗成界定。

塞尔曼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儿童自我

发展过程中与社会、与他人互动的重要意义 ,开 辟了自我

发展研究的新领域。

洛文格 (Jane Loe“ nger)对 自我的研究投人了极大的

热情 ,他通过对自己及他人的研究成果的分析 ,把儿童自

我的发展总结成了 I0个发展阶段 [11]。 ①前社会性 :其

主要特征就是
“
物我的分化

”
,建 立客体世界的永恒性。

只要儿童还处在物我未分的状态之中,他 们就是
“
我向性

的
”
(autis山 )。 ②共生阶段 :即 使儿童形成了客体世界的

稳定性 ,但仍保持一种与母亲的
“
共生性

”(symbiotic)关

系 ,独 立的个体意识在此阶段逐渐发展 ,而一旦形成便进

人下一个阶段。③冲动阶段 :独 立个体意识的产生使儿

童表现出冲动性行为倾向,如 断然说
“
No” 及

“
Do it by

self!” 这些冲动会受到成人世界的强制性控制。④ 自我

防卫阶段 :通过前一段的强制性控制及儿童自身的活动

经验 ,使儿童懂得存在许多规则 ,为 避免惩罚而学会了利

用规则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此阶段也有了自贲的意识 ,

但往往要么把责任外化到他人或物质环境 ,要 么就是把

错误归之于 自己的某一部分 ,如 说
“
"y eyes”

,“ my免-

ure” ,这也许能说明此阶段儿童为什么许多有
“
假想伙

伴
”(血aginary∞ mpanion)。 ⑤避从阶段 :此 阶段主要特

征就是由于群体的支持而接纳群体的规则 ,并 用此来评

定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群体规则使他们对个别差异并不

关注。⑥ 自知阶段 :此 阶段与前阶段存在两个显著的差

异 ,一是自知的发展 ,认识到自己并不总是符合社会模式

的要求 ;二是对环境各种可能性的鉴别。此阶段儿童认

识到了选择性 ,允许例外及偶然性。例外的认识为下阶

段打下了基础。⑦良心阶段 :此 阶段完成了规则的内化 ,

而并非群体的支持 ,因 而他们具有真正分化的自我反省

能力 ,雨 不是把责任外化于环境及他人。⑧个人主义水

平 :出 现个体差异及环境复杂性的思想 ,并 体验到更多复

杂的内心冲突。⑨ 自主阶段 :此 阶段主要是认识和处理

内部冲突的能力得到发展。在此阶段许多人有了某些角

色和职业概念 ,认 识到在不同的角色中其机制有差异。

⑩整合阶段 :自 我发展的最高阶段 ,预示着对 自主阶段各

种冲突的某种超越。洛文格认为此阶段的最好描述就是

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的人的论述。洛文格的阶段理论就

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样 ,年 龄特征不是他关注的

问题 ,他关注的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 自我发展本身会经

历怎样的顺序阶段。不同个体由于自身的经验及所处的

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 ,加 之先天潜能的差异 ,最终达到的

阶段也会不一样。

三 展望

自我概念的结构理论是一种元素分析 ,为 我们理解

自我的本质及研究个体 自我发展的具体形态指明了方

向,但结构理论不足以让人对不同人类个体实际的自我

水平加以掌握。自我发展理论在 自我结构理论的指导

下 ,对不同年龄段的个体自我发展水平的研究 ,正好填补

了结构理论的缺陷。未来自我的研究必须是结构理论和

发展理论的协调统一。正如 BO年 代以后 ,Haner在 自我

概念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 ,自 我研究应注意两点 ,“ 首

先要把涉及具体领域的能力自我概念和普遍的自我价值

信念加以根本的区分 ,要 重视具体成份 自我概念的测

量
”

;“ 其次 ,要评价儿童的自我概念水平必须考虑其心理

发展的年龄特征 ,不 同的年龄阶段儿童的自我概念的成

分耍素是不同的。随年龄的增长 ,其 自我概念的成分会

不断增加 ,儿 童对自我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和完善
”
[12]。

除了结构和发展研究统一外 ,未 来的自我研究的趋

势就是打破传统 自我研究中研究者的个性化倾向,即 各

个研究者只分裂地研究自我要素的某一方面而违背自我

整体结构性实质。研究者的个性倾向正是造成当前有关

自我概念认识混乱的原因。例如 :皮 亚杰对智慧发展的

研究、塞尔曼对社会认知的研究、斯登伯格对智力风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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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及性别角色、延迟满足、归因、人际交往等等研究,  个性化的研究领域 ,尽 快建立
“
自我发展心理学

”
的科学

都属自我范畴的研究。但过去研究者都是各 占一个山  体系 ,使人们能对
“
自我

”
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

头 ,各打一面旗。因此 ,未来 自我的研究有必要整合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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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σcaI Res0arch of Ego and Ego lDevelopment

CHEN Guo-dian
(Educat0n sc△ nce Institute,s忆 huaⅡ No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Ego is an essential feature tha1distinguishes human beings from ani:uals and a power sourCe of individuals’

action。  Psychology researches into egp mainly in two aspec1s: oni,is ego stmcture, that is, to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ego

and pon1out the山 recton of operatonal rese0rch in ego!hrough an analys“ of the essen1ial elements of its stmcture,and

the other is ego development rescarCh, that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human individuals’  ego and 1he main

innuencing f巳 C10r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ldren’ s individual education dev。 lopment,

Key words: ego; serˉ consci。 usness; serˉ c。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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