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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心理的“距" 扩大交往的“度”
——兼析人际关系对大学生成才的重要性一

口张勋宗 [成都大学成都610106]

[摘 要] 在人际关系中，当代大学生应该做到：交往朋友分层次，期望值不要太高；韬光养晦

待弱者，不卑不亢对强人；放大朋友的优点，忽略朋友的缺点；尊重他人的人格，善待自己的情绪；关

心别人的疾苦，建立彼此信任感；注重自我形象塑造，把握交谈对象心理；摈弃急功近利思想，克服

收支平衡观念；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培养团结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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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各个领域的竞争无处不在，随着竞争越

来越激烈和残酷，人们的心态正逐渐发生变化，传统

的“中庸”、“和合”观念正在淡化，崇尚在竞争中实现

自我的观念日益凸显。竞争刺激了思维的创造性，坚

定了意志，但也助长了人们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虚妄浮

躁的心态，冷漠了原本温情和谐的人际关系。

人不是孤立的，现代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

加密切，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自身不懈的努力外，

还必须具有很好的协作精神，善于处理好与他人的关

系，否则，知识再多、能力再高也没有用。大学时代是

每个大学生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确定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在大学时期学会建立和

谐的人际关系，培养良好的协作精神，不但可以帮助

莘莘学子心情舒畅地完成学业，而且有助于他们将来

适应社会，并得到良好的发展。因此，大学生在学好

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努力开发自己的人际交往能

力，尽可能地全面提高综合素质，为将来踏上社会、适

应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J。

一、人际关系对人生存与发展的影响

西方社会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

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

自我实现的需要。而社交则是下承物质需要上启精

神需求的中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会让你得

到良好的衣食住行、医疗保险和退休福利，还会让你

获得荣誉、升迁、奖励，以及成就的满足、成功的喜悦；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使你在生存艰难困苦、安

全缺乏保障的时候，获得别人的无私援助，还会使你

在职位升迁、成就事业的道路上，得到他人的鼎立支

持。总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你物质需求得到

满足之后，会使你的精神需求得到保证，并让你事业

的发展一帆风顺。

美国管理学家和领导学家弗雷德·路桑斯认为，

凡是领导者都要将精力花费在四个方面：一是传统的

职能管理(如计划、决策与控制等过程)；二是人力资

源管理(如安置、培训、配置、激励和协调冲突等)；三

是沟通活动(如交换日常信息、处理文件资料等)；四

是网络活动(包括政治活动和对外活动的人际交往)。

但是，实际上不同的领导者花费在这四个方面的时间

和精力相差甚远，成功的领导者与有效的领导者在工

作中所关注的重点是大相径庭的㈨。

表1

传统职能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沟通活动 网络活动

一般领导者 32％ 20％ 29％ 19％

成功领导者 13％ 1l％ 28％ 48％

有效领导者 19％ 26％ 44％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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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在哪方面花费的时间最多，说明哪方面对 曰：有容乃大。

他的贡献值就最大；反之亦然。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要想成为一个成功(晋升速度快)又有效(政绩出色)

的领导者，必须充分开发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使自

己成为一个开放型领导者。其中尤其是与上级的交

往技能对成功的领导者非常重要。美国评论家戴维·

雷姆尼克曾赞叹俄罗斯总统普金是一个“人际关系专

家”，他“几乎可以四面讨好、八面玲珑”。

我国也曾对地(厅)级干部做过抽样调查，其统计

数据证明，影响领导职务升迁的关键因素主要集中

在：政绩、机遇和关系三个方面，另外还有为人处世的

方式、经济实力、年龄、学历和专业等方面‘引。

表2

排 序
影响因素

第一位 第二位

政绩 52．1％ 11．6％

机遇 21．5％ 33．9％

关系 18．2％ 20．7％

学历 1．7％ 5．8％

年龄 9．1％

专业 O．8％

经济实力 2．5％ 1．7％

为人处世的方式 3．3％ 9．1％

其他 O．8％ 7．4％

美国著名教育家戴尔·卡耐基通过大量的研究发

现：“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20％是由于他的专

业技术，另外80％要靠人际关系、处世技巧”。

由此可见，人际关系对于人们的发展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福，良好的人际关

系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大学

生必须在大学时代努力开发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

二、关于“铜钱形状”的思考

铜钱的形状：外圆内方。这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的有效途径。

(一)外圆

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要做到八面玲珑，不四处树

敌。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宽以待人。儒学的特色就在于包容，在于

大度，做人就要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尊重别人持不

同观点，容忍他人说错话办错事，没有宽容就没有任

何友爱的诞生，宽容别人才能征服别人的心灵，古训

其次要乐于助人。帮助是交际的原生动力，当朋

友遇见困难遭遇不幸时，应尽其所能给予物质上的帮

助和精神上的抚慰，《圣经》里有一句格言：“爱邻若爱

己”，就是说要与人为善，爱别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

拒绝帮助别人的同时，就失去了锻炼自己、提高自己

的机会。

再次要善于倾听。西方有句谚语：“倾听是最高

的恭维”。耐心倾听朋友的述说是一种美德，更是一

种修养。倾听是对对方的支持和理解，是分享对方的

喜怒哀乐，更是一种爱的回馈。不善于倾听别人说话

的人，是一种没有涵养的表现。

最后要微笑示人。微笑是心灵交往的桥梁，是人

际交往中永恒的通行证，微笑会化解双方矛盾和冲

突，微笑会使人看到希望。亚里斯多德说过“美是比

任何介绍信都有力的推荐”，微笑就是美，谁又会拒绝

美的享受呢?

(二)内方

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要坚持原则，不敷衍讨好。

人际交往中讲原则，就是做人不要人云我云、亦

步亦趋、随波逐流，丧失主见；不搞势利之交、攀龙附

凤、趋炎附势、自贬人格；不养官僚习气、偏听偏信、见

风使舵、烂和稀泥。当然，原则对于不同的交际对象

也是有弹性的，原则弹性的大小，取决于朋友的亲疏

远近距离，越是亲近的朋友，原则的弹性越大，越是疏

远的朋友，原则的弹性就越小。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应将原则深藏内心，不要

动不动就开“原则铺”，不要随时随地将“No”挂嘴上，

不要把话说死，要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人们在讲原

则时应当实施建设性冲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处理

问题时要坚持立场，不要模棱两可地去调解分歧，但

切忌发生破坏性冲突。原则只是解决问题的底线，而

不是攻击人的武器。

“铜钱形状”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哲学

理念。“铜钱”是一种货币形式，是经济效益的直接表

现；获得“铜钱”的多少，是证明每个人是否温饱，还是

“低水平小康”、“高水平小康”的物质标准。但“铜钱”

本身不是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唾手可得的，它需要人

们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外圆内方”，从而消除人为设置

的障碍，减少自然存在的障碍，降低交际的成本，提高

劳动的效率，这样才能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获得更

多合理又合法的“铜钱”。

三、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大学生成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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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获取最新信息、更

新观念的基本条件

据心理学家测定，一个人除了8小时的睡眠以

外，其余的16小时中约有10到11个小时都在进行

相互交往和信息沟通，包括听、读、说、写等，以达到交

流思想、互通情报的目的。现在许多科研人员的专业

信息，只有20％一50％是通过文字材料得来，有30％

的信息则来自文字以外的渠道。可见，现代社会信息

的交流与沟通是交往的基本形式。现代信息社会的

发展要求大学生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已的信息源，既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要交八方友。就是说人际交

往比之从书本上获得信息，具有内容更新颖更广泛，

渠道更直接，速度更迅捷的特点，而且还能将最新信

息经过理性分析接受后，改变原有的旧观念，使自己

的思想与时俱进。

(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由自然人向社会

人转变的必要条件

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其实就是个体社会化

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贯穿于个体生命的始终。作为

个体的每一个大学生，其成长和发展是各种人际关系

互助作用的结果。大学生只有在人际交往中，才能实

现交往双方彼此之间在活动、观念、思想、价值、立场

和兴趣等方面的相互交换，实现在相互评价、制约的

强化中建立起自己行为的社会定势，并在相互交流中

赋予个人人格以新的内容和特质，从而确立自己在社

会的角色的自我意识和行为方式¨1。如果大学生不

通过正确的交往达到真正的个体社会化，也就无法获

得对自己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清晰了解和认识，同样

也就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驾驭自己的角色活动。

(三)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自

我完善的重要条件

在现代人际关系社会里，人的行为不可能是孤立

进行的，只有善于与人合作和共事，在高水平上进行

公关社交，才能使自己成为高素质的人才，获得自我

完善，实现人生价值b]。当代大学生只有在高水平的

公关社交中，不夜郎自大、盛气凌人，不自我封闭、自

我炫耀，做到宽宏大量、真诚待人，关心他人、尊重朋

友，见他人之所优，学他人之所长，弥自己之所短，这

样才能够创造出优越的信息环境，并通过口传媒介、

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迅速获得大量有益的信息，缩

小人际和群际之间的信息落差，从而发展协作关系，

为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创造有利条件o．

(四)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达到调节情绪、心

理保健的有效条件

大家知道弗兰西斯·培根有句名言：“如果你把快

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你如果把忧

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这是因为

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感情需要，渴望心理的安定和朋友

的关爱，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交往，诉说各自的喜怒

哀乐，以增进彼此的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从而在心

理上产生一种依恋感、归属感和安全感。当大学生处

于焦虑、孤独的情境，乃至获得学业的佳绩和事业的

成功时，特别需要与人交往互动，也最看重交往的价

值。这种感情的分享，既包括快乐和幸福的共享，也

有烦躁和郁闷的发泄，这对于克服心理障碍，增进身

心健康，保持心态平衡，调节情绪是大有裨益的。可

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心理保健的良药。

(五)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踏上工作岗位、成

就事业的决定条件

大学生活是大学生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关

键环节，可以说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学会人际交往、建

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演练期№1。因此，当代大学生要珍

惜这难得的大好时光，一方面要以书为友、以教者为

师，认真学习、培养能力；一方面要以有德者为典、以

遨游疆场为目的，学会做人、学会社交。要练就能屈

能伸和开合适度的豁达胸怀，培养练达的处世经验和

机敏的应变能力，增强独立自主意识，掌握一些为人

处世、待人接物的学问，了解国家形势政策，参与各种

社会实践，展开“全方面”公关社交活动，逐渐摆脱长

期形成的对父母的依赖心理，形成良好的群际和人际

关系，为以后踏上工作岗位，提高劳动生产率，成就自

己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大学生如何才能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代大学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是他们面对的最

为困惑的一个难题。他们渴望人际交往，又缺乏宽容

心理；表面热情开朗，内心又过于封闭；喜欢张扬个

性，却功利倾向严重；竞争意识强烈，但朋友概念淡

薄；智商和情商非平衡协调发展等特点"1。那么当代

大学生如何才能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呢?

(一)交往朋友分层次，期望值不要太高

在人际交往中，一般在时空和心距上要把结交的

朋友分层次：远距离朋友、近距离朋友、零距离朋友和

亲密朋友。在与他们交往中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都

不是等量的，四个层次的朋友也不是永恒不变的，随

着利益需求和时空的改变都会发生变化，远距离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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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密朋友都可能互换，不要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你

的知心朋友，有层次的交往还可以避免自己感情投入

过多，而回报较少造成心理失落感。朋友就是资源，

资源越多你取得成功的几率就越高，因此，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善待对方、和睦相处，多多益善积

聚资源，以供将来关键时候开发资源为己服务。

(二)韬光养晦待弱者，不卑不亢对强人

有些学生由于具有较好的成长经历，心理上难免

有极强的优越感和盲目的自豪感，表现在行动上只想

肯定自己而否定别人，自我定位偏高而且盛气凌人，

这样就容易引起别人反感从而把你“束之高阁”，再

“敬而远之”；有些学生则由于人生经历坎坷，成长环

境较差，心理上就难免存在自卑感和孤独感，表现在

行为上喜欢独来独往、性情孤僻、不合群，就会使自己

逐渐演化为边缘人，甚至成为弱势群体。因此，在你

处于强势时要韬光养晦，深藏锋芒；处于弱势时则要

不卑不亢，战胜自我，克服心灵的闭锁。歌德曾说：

“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是错误的”。

(三)放大朋友的优点，忽略朋友的缺点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结交朋友应把握

一个原则：只见长处淡化不足，放大优点缩小缺点。

尽可能多的吸纳别人的优点，才能克服自身的弱点，

逐渐完善自我。专注别人的缺点，挑剔他人的不足，

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模仿学习，别人的缺点和不足，

就会不由自主地成为你的“伴侣”。人性都有一种合

理的弱点，或叫做虚荣心：喜欢被人肯定和赞扬，其实

这是人类本质的自然流露。因此，结交朋友要善于挖

掘对方的长处，并学会欣赏并赞扬对方优点，合理美

化对方形象。

(四)尊重他人的人格，善待自己的情绪

尊重他人，才能尊重自己，才能更好地接近他人，

也才能让别人愿意接近自己，要把双方放在平等的位

置，要自信但不自负，要诚心待人并平等互利的进行

交往，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更不要把自己

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在人际交往中难免会

遇上所谓的“超人”和“怪人”，当他让你感到不快时，

你千万不要拿他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何况“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要善于制怒和忍耐，善待自己的情绪，保

持自己良好的心态，这样才能做出积极和有益的行

动，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惊喜回报。孔子在《论语·卫

灵公》中日：“小不忍则乱大谋。”

(五)关心别人的疾苦，建立彼此信任感

在大学生活里每个学生都难免都会出现困难和

挫折，都会有痛苦和烦恼，如果彼此多一份呵护、多一

份关爱、多一份体贴，大家就能在感情上越拉越近，就

会缩短心理上的距离。在大学里也难免会有竞争，竞

争强调公平，其目的是获取胜利而不是毁灭对手，但

大学生容易产生偏狭心理，对竞争对手往往采取敌视

和不合作的态度，长期如此，就会产生情感上的孤独

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也就自然难以建立融洽的人

际关系。德国作家E·弗罗姆在《爱的艺术》中说“关

怀他人，使其能发展自己，敞亮自己，这即是尊重。”

(六)注重自我形象塑造，把握交谈对象心理

良好的形象是人际交往中的敲门砖，具有无形的

价值。大学生应注重自己软形象和硬形象、浅表形象

和内质形象的建设，“时时勤拂拭，勿使着尘埃”，努力

塑造出饱满的精神状态、热情的待人态度、洒脱的仪

表礼节、适宜的行为神态和高雅的言谈举止，有意识

地为自己创造“首因效应”，并有效地延续“近因效

应”。与对方交流，不仅要有针对性地选择谈话的题

材，切莫随心所欲、夸夸其谈，而且要认真倾听对方的

谈话内容，仔细把握谈话对象的心理变化，并根据对

方的心理变化，调整表达方式，或转换话题，或更换场

合，从而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七)摈弃急功近利思想，克服收支平衡观念

实践证明：密切、和谐的人际关系往往来自于某

种交换的均等和双方的获益。没有对等的互酬，就没

有良好的人际关系。那种只想一味地获取，不肯施

与，甚至损人利己，以牺牲他人代价充实一己私欲的

行为是不可能与人友好相处的。但是也应该牢记，人

际交往中的互酬并不是同步的，也不是等量的，而且

互酬的内容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千万不要急功

近利，或过分强调“收支平衡”，那种“不占别人便宜也

不吃亏”的人也是不受欢迎的。当然如果每一只伸过

来的援手都明码实价，人性的温暖就会荡然元存。总

之，在人际交往中，要牢记“欲人施与己者，己必施诸

人”这个交际法则。

(八)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培养团结合作精神

大学里的社团和活动丰富多彩，它是每个学生展

示才艺的舞台，也是提高能力的平台，学生不仅要积

极主动参与各项有益的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并在活

动和实践中充分表现自己的才艺，发挥自己的能力，

而且还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其他同学学

习，不耻请教别人的学问和才艺，“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通过参加集体活动，不仅能加强相互之间的沟

通，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别人的需求，培养团结合作

精神，还能消除孤独感、自卑感和惧怕心理，这样既不

会做“高处不胜寒”的“超人”，也不会成为“不食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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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nalysis ofⅡle lmpo吨Ince of IIlterpersonal Relatiollsllip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ir Hl湖thy Growul

ZHANG Xun—zong

(Chengdu UniveI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仃act(删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re essemial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gain the 1atest inf0珊ation，to renew

tlIeir ideolo百es，to change theInselves from natuml persons into community people，to make achievements in their work，

to develop and perfect themselVes comprehellsiVely，and to adjust tlleir eInotions and keep themselves mentauy healthy．h

．
intelpersonal relationships，college students should do the following thin铲：making mends with d盐rent pe叩le，not ex-

pecting too much of tllemselves and others，treating the weak kindly，being neither haughty nor huIIlble to the power，en—

larging ot|lers’merits and nedecting their shoItcoIIlings，respecting the perSonality of otllers，treating their owIl moods，

caring for otllers，building Inutual trust，paying attention to self—i眦ges，understanding the talking ta玛ets’psychology

well，rejecting the concept of instant success，overcoming the ideology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balaIlce，participating in

collective activities actively，and fostering the spirit of unity a11d coopemtion．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a＆cting；gm、汕
(编辑薛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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