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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大学生情商不足表现为：自我了解失准，自我控制失效，对待他人失当，人际关系失调。针对此种不足，赏 

识教育给了我们提高大学生情商的理念和方法。通过真诚、恰当合理性的赏识教育可以达到培养大学生自我评价和评价他 

人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和 自信、乐观向上的积极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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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并存的机遇和挑战，对人才提出 

了更高要求。大学生必须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同时 

还更应有较高的情商水平，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人生 

才可能充实、愉快、赋予真正的意义。高校作为向社会输送 

满意人才的教育基地，要为社会提供富有创新能力、创新意 

识和合作精神的人才。而当前大学生情商存在自我了解失 

准，自我控制失效，对待他人失当，人际关系失调等不足，迫 

切需要予以克服，本文使用赏识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来解决这 
一 问题。求教于方家。 

一 当代大学生情商存在的问题 

(一)自我了解失准。有的大学生 自视甚高、自命不凡、 

自我欣赏甚至自我陶醉，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这以资质 

聪颖、成绩良好、家境优裕的独生子女为常有；有的大学生与 

同学相比，常常 自愧不如，甚至 自惭形秽 ，对家庭 自怨 自艾 ， 

对本人 自轻 自贱——这以基础较差、反应较慢或家境贫寒、 

来于农村的学生多见。 

(二)了解他人失明。有的大学生了解他人太过肤浅简 

单。看人品质，常因一时一事下结论，易于以偏概全、以点代 

面；评人优劣，多I 个人关 系为标准 ，私交密者“一俊遮百 

丑”，私交疏者则“不言是非”，甚至不作客观评价。 

(三)自我控制失效。有的大学生对自我行为控制能力 

较差，目无法纪，放任自流，轻者逃课惰学、吊JLli!ll当，重则抽 

烟酗酒、偷摸斗殴；有的大学生则灰心丧气、萎靡消极，学习 

无兴趣，生活无情趣，焦虑苦闷、浑浑噩噩。 

(四)对待他人失当。不少大学生对心 目中的偶像 (球 

星、歌星等)无限崇拜，甚至到了失去理智的疯狂程度；对自 

己的心上人倍加维护，甚至不分是非、不顾原则地包庇、纵 

容 、支持 ；而对自己的老师有时则显得冷漠甚至不尊敬 ；对自 

己“看不惯”、“合不来”的同学，则漠视、歧视甚至打击报复。 

(五)人际关系失调。一些大学生在维系人际关系方面 

也容易走极端。有的大学生在校园“认老乡”、“结同道”，讲 

“哥们义气”，论“兄弟情谊”，违规乱纪，甚至为非作歹；有的 

大学生则独来独往、孤僻封闭，自外于班集体，视同学如路 

人 ，严重者甚至有“同居室三四年，没说过五句话”的情况。_l J 

凡此种种，使部分大学生心理压力沉重、心境异常脆弱， 

平日抑郁烦躁，遇到较大的困难、挫折，便容易激发自毁、毁 

人的恶性事故，如云南大学马家爵就是典型。这些，都严重 

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所以，情商教育已是我国 

大学生素质教育亟需加强环节。 

二 赏识教育对大学生情商的促进作用 

要尽快改变大学生情商不足，必须寻找一个最佳切入 

点，使大学生易于理解情商的性质和价值，引发大学生提高 

自我情商的愿望和兴趣，促使他们主动接受情商教育、强化 

情商修养。笔者以为，“赏识”便是情商培养的一个较好切入 

点。 

(一)赏识与情商的内涵 

赏识、赏识教育，是我国教育家周弘，从对自己女儿的培 

养教育过程中积累经验创造出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它是指 

密切关注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及时对孩子翘起大拇指，充分 

肯定孩子的每一次“小成功”，让孩子在“我是好孩子”的心态 

中自觉奋斗、努力成才。_2 其理念为通过真诚、恰当的评价和 

欣赏，给教育对象以信心，通过弓l导教育对象用理性的赏识 

的思维观察他人和社会以培养起自信、乐观和积极向上的人 

生观。 

所谓情商，又称为情感智商或情绪智商(Emotion all Inte1． 

1igence Quotient，简称 EQ)，1990年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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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赛拉维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约翰·梅耶首次提出“情感智 

商”(EQ)的概念，1995年美国学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丹 

尼尔·戈尔曼撰写了《情感智商》一书，对情感智商理论作了 

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化的阐释。按照戈尔曼的阐释，情商包 

含五种能力：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了 

解他人情绪的能力，控制他人情绪的能力以及维系良好人际 

关系的能力。L3 情商理论认为：(1)人的情商 EQ同智商 IQ一 

样，有高低之分，情商是影响人生事业成败的最重要因素之 

一；(2)情商能影响人的其他能力的发挥，IQ相同而EQ不同 

的人，工作、生活成效会有巨大差异；(3)情商EQ可以通过科 

学的教育、训练、锻炼得到明显的提高，进而带动人的素质的 

全面提升。 

(二)赏识教育是大学生情商培养的一种有效方式 

1、赏识是满足人的多层次需求的良方 

按照美国管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求的层次理论，人的 

需求按重要程度和先后次序依次排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归属或被承认的需求、自尊和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价值 

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人们一般按照这五个层次的递进关 

系来追求各项需要的满足，而这种逐层次的追求便是人的行 

为的根本性动力。̈ 

显然，赏识教育的“赏识”，恰恰是在受教育者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了其较高层次的归 

属或被承认的需求、自尊和被人尊重的需求，从而激发出受 

教育者向最高层次需求——自我价值需求的实现不断冲击 

的主动性，使受教育者的生命闪现出绚丽的光彩。 

赏识意味着承认与赞赏。在大学生情商教育中，老师对 

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及时发现，及时予以表扬，学生受到赏识， 

受到鼓舞，而得到激励，就会表现出我一定要做得更好，这些 

好的行动就能逐渐巩固下来，形成好的品质，从而树立起自 

信，对以后的人生都能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的学生每时每刻都在观察和体会着自己的老师，他 

们非常在意和需要老师的赏识。在老师赏识的目光中，他们 

感到老师喜欢我、信任我而得到一种安全感。在老师赏识与 

称赞中他们感到我是好学生，我能行，从而得到一种力量。 

心理学家认为，心境影响人整个精神活动的情绪状态。当学 

生情绪良好时，注意力集中，对事物感知清晰，记忆牢固，思 

维敏捷，思路变得宽广，解决问题效率高，有利于发挥聪明才 

智，培养创造思维。 

2、赏识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自我评价和评价他人的 

能力 

由于赏识行为在施予者与接受者之间进行着直接的情 

感交流互动，又可以即时获得反馈信息、迅速产生交流实效， 

所以，它在施受双方的情商智力锻炼、提高方面，确属卓有实 

效的便捷方法。 

首先，要赏识对方，必先尊重对方。要尊重对方，必须清 

醒把握双方关系，要平等待人，既不居高临下，又不俯就仰 

视。其次，要赏识对方 ，必须准确评价对方。准确评价 ，一要 

有真诚态度，既不虚意抬举，又不有意贬低；二要有独到眼 

光，既能在平凡中见神奇，又能于细微处显精神。再次，要赏 

识对方 ，还须有恰当的激励行为。或语言赞扬，或情感交流， 

或行为支持，或适当奖励，使对方得到充分的精神满足，并决 

心继续向更高目标努力。激励失当，要么会损伤对方积极 

性，要么会助长对方虚荣心膨胀，都是赏识的失败。所以，能 

否恰当赏识，实际是对赏识主体自我评价能力、评价他人能 

力、自我控制能力、对待他人能力以及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能 

力等多种情商智力的考验和锻炼。 

3、赏识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自信、乐观向上和积极的 

人生态度 

在大学生通过赏识实践感悟到赏识评价、赏识调控对提 

高自身情商智力作用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引导他们以赏识 

的思维和眼光观察世界、观察他人 ，评价他人、评价社会。用 

“赏识”的眼光看社会，祖国繁荣昌盛，事业欣欣向荣，身处当 

今时代，会有无限的幸福感；用“赏识”的眼光看周围的人，人 

人有特点优长，个个有可爱个性，身处现实人群，会有无比的 

亲切感；用“赏识”的眼光看 自己，自有与众不同之优势，更具 

长远发展之潜能，自会拥有充分的自信心，只要目标明确、积 

极勤奋、扬长避短、乐观合群，前途必然一派光明。相反，如 

果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用“赏识”的眼光看事看人，而是用“挑 

剔”的眼光对人对事，则必然处处不顺眼、事事不顺心，牢骚 

满腹 ，烦恼一身 ，消极疲沓 ，灰心丧气，还会有什么学习动力、 

生活情趣，又怎么可能去创造崭新的事业、光辉的人生? 

三 赏识教育的实施策略 

大学生是高智商群体，生理、心理都处于走向成熟的关 

键人生阶段，已经有了比较独立的分析、评价能力，因此，要 

保证大学生赏识教育取得实效 ，还必须注意几点策略。 

(一)态度真诚一赏识行为的出发点 

赏识，必须以真诚的态度来进行。真诚，源于与对方坦 

率交流、友好交往、和平相处、共同进步的愿望；真诚，充满热 

爱对方、尊重对方，也希望得到对方热爱、对方尊重的情感： 

真诚，生于健康积极、乐观豁达、无私无畏、纯洁坦白的心态。 

而唯有真诚的赏识才能动人心扉，才能让人乐于接受，也才 

能起到沟通、交流、互动、互励之作用。 
一 切虚情假意的、言不由衷的、表面应付的、别有用心的 

“赏识”，在大学生群体中没有什么市场，也收不到情商教育 

的实效。所以，对大学生的赏识行为引导一定要强调“真 

诚”。而追求“真诚”的过程本身，也是情商智力锻炼的有机 

组成部分。 

(--)评价准确一赏识行为的成功点 

赏识，只有评价准确才可能产生实效。准确，出于高度 

的关注、充分的重视、强烈的责任、殷切的期望；准确，来于长 

期的观察、细致的解剖、冷静的思索、逻辑的归纳；准确，表现 

为客观的评析、全面的考量、精确的措辞、中肯的建言。只有 

准确的赏识才能震人胆魄，也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一 切漫不经心的、盲目随意的、肤浅表面的、以偏概全的 

“赏识”，在大学生群体中只会受到贬斥，不可能产生任何情 

商教育效果。所以，对大学生赏识评价的引导要特别强调 

“准确”。当然，追求“准确”的过程，也是大学生锻炼情商智 

力的过程。 (下转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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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有不完善的地方，如在实践过程中容易导致为了“诗”而 

顾不全“史”，过于偏重主观抒情而影响或忽略了戏剧性等 

等，但客观地说，郭沫若的史剧理论是他在实践中感悟总结 

出来的一家之言，对他自己和同时代的剧作家均产生了重大 

影响，它在我国现当代戏剧理论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也为促进我国现当代戏剧和戏剧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江河不息，泰斗长存。郭沫若的史剧理论及其创作成就 

永远值得珍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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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Mo—ruo’s Ideas about Historical Drama and iIs Aesthetic Ch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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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 d： Guo Mo—rllo’s historical drarn~q aI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m and contemporary dramas in our counlry．Guo’s ideas 

about historical drama e_．SIl be studied his opinions about dramas and his own historical dr-m~．It mainly contains three insepam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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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strong pdit~ nature，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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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8页) 

(三)理性认识一赏识行为的归宿点 

理性认识，是大学生赏识教育追求的层次。大学生正处 

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快速形成并趋于相对成熟的重要 

人生阶段 ，他们敏感、好学，又善于理性归纳、理论积淀。所 

以，对大学生的赏识方法训练，如赏识评价、赏识调控、赏识 

思维等等只有上升到理性层次，才可能从个别性活动经验上 

升为普遍性人生体验，从技巧性实践经验上升为方法性理论 

积淀，从情商智力锻炼转化为情商智力提高，从单纯的赏识 

方法学习上升到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转变的理性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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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曲sh叠d： The present college students’emotion quotient(EQ)shows failure in 8elf—undemanding．seⅡ一control，misnea6llgtO otll— 

ers．and lack ofhuman communication．Appreciation education provides 118 ideas and method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EQ．RBa80nable 

and 8inoel~appreciation education e_．sil help promote students’ability，confidence and develop positive liv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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