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同一性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做出了选择……

• A	对这个专业很了解，觉得自己很有兴趣
• B	对这个专业学什么很好奇
• C	对专业没什么感觉，但是希望读个好大学
• D	对专业兴趣一般，但是据说工作前景不错
• E	家人强烈推荐
• F	离家近，可以经常回家
• G	想离家远一点，体验一下独立的感觉
• H	以我的分数来说算是个“性价比”高的选择



自我同一性(identity)

•自我同一性，即青少年同一性的人格化，是指青少年的需要、情
感、能力、目标、价值观等特质整合为统一的人格框架，即具有
自我一致的情感与态度，自我贯通的需要和能力，自我恒定的目
标和信仰。（ Erikson，1982）
•青春期个体所面临的发展危机，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而潜在
的风险，就是同一性混乱状态。



成年期自我意识的统一

•自我意识分化产生的矛盾是十分痛苦的
•青年总力求摆脱这种痛苦与不安，力图使自我意识
重新统一起来，从而使自我意识的发展进入相对稳
定、较为成熟的时期——成年期
•同一性发展的四种状态（J. Marcia，1966）

同一性混乱

Identity diffusion
对生活缺乏热情，性格内向，对未

来失去希望

过早自认

Identity foreclosure
性格刚硬，偏激狭隘，奉行教条，对

他人防御性强

同一性延迟

Identity moratorium
未能探索出个人和职业选择方向

同一性获得

Identity achievement
分析现存的各种选择之后，做出选择

并努力追求



四种同一性状况的特征：

过早自认 同一性混乱 同一性延迟 同一性获得

对父母的态度 爱和尊重 逃避 试图保持距离 爱和关心

自尊 低（易受他人影响） 低 高 高

种族认同 强 中等 中等 强

偏见 强 中等 中等 低

道德阶段 前习俗和习俗 前习俗和习俗 后习俗 后习俗

独立性 非常独立 独立 自我指导 自我指导

认知过程 简化复杂问题、参
照他人或社会意见
和决定

简单问题复杂
化，参照他人
和个人的意识
选择

深思熟虑，延迟，
特别是在做决定
方面。避免参照
他人观点和社会
常模

深思熟虑，通过
寻找信息和考虑
他人的观点来做
决策

大学 非常满意 易变的 最不满意（可能
改变专业）

好成绩

与他人的关系 呆板的 呆板的或孤独
的

亲密的 亲密的



不同年龄个体在同一性获得水平的百分比
（Meilma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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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生从大一到大四同一性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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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螺旋性循环（Michael	Franz	Basch）



自我价值

•我的价值由什么体现出来？
•关于我人生的重大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决定了的事情我会如何付诸行动？
•对于需要我完成的任务我有什么样的
感受？



成为真实的自己
• “自我是一个创造者，自我是一个自由的和自我决定
的存在”（Rogers，1989）

我曾经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心理治疗的亲密人际关
系中，面对适应不良、陷入麻烦的个体……如果要我找到所了解的
那些人困难的核心，那就是在绝大多数的个案中那些人轻视自己，
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和不会被别人爱的……几乎所有这些情感都被
某种虚假的外表所掩盖。

Rogers，1989



咨询中个体成长的普遍模式（Rogers）

“我究竟是谁？
我怎样才能认识到在所
有表面行为之下，这个
真实的自我？
我该如何成为我自己？”

核心探求
自我修正早期阶段：

脱离“他人导向”以及在成长
过程中产生的扭曲的自我知觉

•忙于区分在社会压力和被他人
接受的期望下产生的自我

•一些自我知觉被肯定和强化，
另一些被修改或抛弃

•心理治疗早期充斥的抱怨和自
我贬低

自我实现后期阶段：

更强的自我导向和自我接受

•更容易接受自己的体验

•更充分地接受自己，也更能接
纳其他人

•更充分地接受自己，也更能接
纳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