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格的心得体会 动机与人格读后感
(优秀8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心
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
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人格的心得体会篇一

《动机与人格》这本书详细阐释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行
为背后的需求、需求背后的动机，对于理解我们人类生活的
各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旦从动机和需求出发进行分
析就会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和迷惑就能拨云见日，而曾经视
之为问题的结就自然而然就松开了。

本书对于了解人类动机理论及人本主义心理学、自我实现者、
需求层次论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人的介绍或引用往往有
误解、误读或者断章取义的成分，比如对于需求层次论就有
一些机械或片面的解读或理解，而且被没有读过原著的人所
接受所误解、误传。另外，阅读此书对于观察与认识自我也
是一面较好的镜子，而且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进一步洞
察自我的人性，就像作者从自己研究对象――自我实现者身
上所学到的`。

该书提出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人类动机的需求层次论，即需
求的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
自尊的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对大多数人说这五个层
次是由低到高需要予以满足的顺序，但是也有例外，也就是
说满足需要的顺序不一定是这五个层次呈现出来的固定的顺
序，优势需求并不一定是在低一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转移
到更高一级，在低层次需求未得到满足之时，高层次需求也



可以成为优势需求。“某种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起积极的
决定作用或者组织作用”，一个新的需要在优势需要满足后
出现，是指新的需要成为又一个优势需要，由次要需求转为
主要需求，这个出现是逐渐的而非突发的，是此消彼长的过
程。而且作者所说的一般情况下这五个层次是，一个需要得
到满足则另一个层次的需要相继产生，但这并不是说，一个
需求必须百分之百满足后另一个需要才产生。事实上，社会
上的大多数正常人其全部基本需求都部分得到了满足，同时
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未得到满足。称为基本需要的东西大部分
是无意识的，而且需要本身具有文化差异性，但是“基本需
要比表面的欲望或行为更为人类所共有”。

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级基本需要经过长期的满足后，
可能变得既独立于它们的更强有力的先决条件，又独立于它
们本身的满足，正是那些坚强、健康、自主的人最能经受住
爱和声望的损失。是的，小时候缺爱的人，长大后往往没有
安全感和归属感，经常觉得孤独、无依无靠，很难从内心自
主产生积极情绪，对他人的接近与离开很敏感，遇到不顺容
易崩溃钻牛角尖。因此，在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的人，拥有
足够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知道如何接受别人的爱，也知道如
何爱自己、爱别人，这样的人即使遇到打击，会把它看作挫
折而不是灭顶之灾。

人格的心得体会篇二

由于人格差异，个体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
稳定而持久的行为模式，或者说，人格给个体的行为打上了
独特的烙印。人格包含性格、气质、能力、兴趣、爱好等成
分。其中性格为表现在人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特征，主要由
于后天学习和生活锻炼而形成的，是人格重要组成部分。气
质俗称“脾气”，主要指由于先天遗传，加上后天影响，形
成一般较小的特征，如情绪体验的快慢、强弱以及动作反应
的敏感迟钝，就属于气质范畴。它不能决定人格特征的内容，
只能使人的人格带上一定的色彩。



了解个体的人格特征，不但可以预测个体在特殊情况下的行
为反应，而且，不同的人格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患病倾向。例
如，近代研究表明，a型行为与冠心病明显相关，被认为是易
患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在精神病学临床上，病人的人格不仅
决定了他患病后的行为，而且为某种精神疾病的发生准备了
基础。例如，强迫病人常有某种焦虑、刻板、固执、自信不
足的精神衰弱人格，癔症病人常有情感不稳、易受暗示、自
我中心的表演性格。有时，人格所表现的独特行为方式可能
和精神疾病混淆起来，导致论断错误。

有些人的人格较为脆弱，在应激性事件作用下，易于发生神
经症性障碍。对于细小的事情总是忧虑的人，在困难的情境
中更容易产生焦虑障碍，而相同的情境对其他人却没有这种
影响。如果人格更为脆弱，那么，异常行为可能在没有应激
性事件的情况下出现。有时，这种异常行为表现非常明显，
以致难以判断这些行为是由于人格还是由于精神疾病所致。

人格和疾病在概念上的区分，在临床上具有重要价值，但这
种区分并不都容易。核心在于能否确定行为异常的病程。如
果一个人以前行为正常，以后产生了异常行为，他被认为有
病。如果他的行为以往和现在一样反常，他被认为可能有人
格障碍(personalitydisorder)。这种区分在行为改变急速显著
时容易做到，如急性躁狂症。但在行为改变缓慢不显著时，
这种区分就有困难，例如，某些精神分裂症。

由于人们的人格特征存在许多差异，于是就产生了人格类型
的概念。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类。孤僻好静，
自负清高、不苟言笑、不善交友、不爱劳动、不肯合群、不
喜欢参加集体活动、对人冷淡、胆小怕羞、生性多疑、多思
多虑、怕负责任、有时想入非非、脱离现实，是“内倾”人
格的典型特征。而“外倾”的人格特征则与此相
反。kretschmer曾将病人的人格、体型与所患的精神病联系起
来研究，提出了所谓“分裂症型”和“情感性循环型”两种。
实际上“分裂症型”类似jung的“内倾型”，“情感性循环



型”类似“外倾型”。他认为内倾人格患病多为精神分裂症，
而外倾人格多为躁狂抑郁症。

人格的心得体会篇三

1.好人格是成功的基石。

作者：萨迪·

2.假如有人出卖生命水，要别人以人格作代价，聪明人决不
肯买;因为耻辱地活着不如光荣地死去。

作者：康德·

作者：雨果·

4.丧失人格的诗人比没有诗才而硬要写诗的人更可鄙，更低
劣，更有罪。

作者：卡尔·马克思·

作者：歌德·

6.保持人格不仅靠功劳，也要靠忠诚。

作者：李苦禅·

7.中国的文人，历来重气节。一个画家如果不爱民族，不爱
祖国，就是丧失民族气节。画的价值，重在人格。人格——
爱国第一。

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

8.要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
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



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就看到崇
高的善。

作者：雪莱·

9.道德的最大秘密就是爱;或者说，就是逾越我们自己的本性，
而溶于旁人的思想、行为或人格中存在的美。

作者：(英国)谚语·

10.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

作者：池田大佐·

作者：巴尔扎克·

作者：今道友信·

作者：屠格涅夫·

14.一个人必须剔除自己身上的'顽固的私心，使自己的人格
得到自由表现的权利。

作者：佚名·

15.自重——人格天平上的砝码，质地越纯，价值越重。

作者：麦尔顿·

16.一个成功者以最谦虚的态度来接受一个最忠诚的指导，这
并不影响他的独立人格。但是你在接受指导之前，必须进行
冷静的分析，千万别存有屈服感。

作者：歌德·



17.只有伟大的人格，才有伟大的风格。

作者：柏拉图·

18.体操和音乐两个方面并重，才能够成为完全的人格。因为
体操能锻炼身体，音乐可以陶冶精神。

作者：梁启超·

19.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

作者：郑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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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心得体会篇四

看完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一书，我对于其着重论述的自
我实现者颇感兴趣，进而陷入思索，试图将其理论与东方的
文化作一下比对，看看两者能否融合贯通起来，且共同点与
差异又在哪里，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着实让人兴奋！



根据马斯洛对自我实现者特征的描述，我试着对东方历史上
以及现如今的著名人物作一番粗放性的筛选，看看有哪些人
的人格类型吻合这些自我实现者的特征。

而筛选的结果诸如尧、舜、孔子、管仲、包拯、王守仁、周
恩来、稻田和夫等人的人格特征都符合了马斯洛对自我实现
者的特征的描述。

由此试想，东方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圣（人）贤，不
就是马斯洛所描述的自我实现者吗？一个被马斯洛称之为真
正健康的`人、全面得到发展的人，实现了人的最高级需求的
人。

深入透析后我们会发现中西方的文化其实是互为交融、相互
联系着的。

另外让人感到兴奋的一点是，不管是东方的儒家学说，还是
西方马斯洛学说，都明确的认为，通过自身的努力，每个人
都可能达到自我实现者的高度――在这个高度的个体，体验
着作为健康自由人的所有的美好与幸福。

人格的心得体会篇五

最近两天没怎么上网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读一本书：《24
重人格》。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记得学院的副院长就曾经
推荐过这本书，不过当时没有精力，就忘记了。现在偶尔的
大这本书，一开始看，竟然舍不得放下。

《24重人格》是一部类似于自传的小说，作者因为小时候的
经历产生了多重人格障碍，不过三十余岁之前，他还是非常
正常的，不但非常正常的结婚生子，甚至在事业上也略有小
成。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非常不幸的意识到自己在心理上
可能有些问题。



在意识到这点之后，作者得到了家人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
妻子的全力支持（庆幸的是她学了一点点心理学知识，勉强
能够理解），为了治疗他们寻找心理咨询师、搬家、住进医
院等等，经过数年的努力，他终于战胜了疾病，并且获得了
心理学博士学位（函授），为心理治疗贡献自己的力量。

看完这本书，感想颇多。

首先是面对心理问题的态度。在中国，人们对心理疾病都存
在一些偏见，不仅是普通人，就算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
会对心理问题患者有些看法。在课堂上，学生对典型案例的
态度也仅仅是感兴趣而已。至于对心理问题患者的正确态度：
同情、接纳和支持，我觉得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在本书
中，作者能够被治愈，除了专业的治疗之外，家人的接纳和
支持也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是完整的心理咨询体系。可以说，这本几年前就完成的
小说里，描绘的心理咨询体系是现在的中国只在教科书当中
才存在。慈善人士的帮助、患者间的互助团队、精神病院、
心理咨询师等，甚至是覆盖心理咨询行业的保险业。所有这
些，在中国还是梦想。

最后就是美国的教育体系，一个多重人格障碍的患者能够通
过函授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格的心得体会篇六

艾里克森人格发展八个阶段的发展任务和所形成的良好人格
品质分别是：

婴儿前期（0d2岁）：

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信任感，克服怀疑感；良好
的人格特征:希望，信任



婴儿后期（2d4岁）：

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自主感，克服羞耻感；良好
的人格特征：意志，毅力

幼儿期（4d7岁）：

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主动感，克服内疚感；良好
的人格特征：目标，主动

童年期（7d12岁）：

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勤奋感，克服自卑感；良好
的人格特征：能力，自信

青少年期（12d18岁）：

成年早期（18d25岁）：

这一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良好
的人格特征：爱，被爱

成年中期（25d50岁）：

这个时期的主要发展任务是获得繁衍感，避免停滞感；良好
的人格特征：关心，发展

成年后期（50岁以后）：

人格的心得体会篇七

和陌生人交谈可以体现和加强一个人的自信。心理学实验表
明，人类很多特性的分布都有一个规律：特别好和特别差的
人各只占2%左右，中间水平的占9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和陌生人交谈，碰到正常人的几率远
大于碰到一个坏蛋。和正常的陌生人进行一次交谈，可能让
我们吸收到新信息，也可能验证我们对人性的一些观念，还
可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热情、信任，这些良性的结果必定
增强一个人生活的信心。

和陌生人交谈，还能体现个人独立性，有助于人格发展。大
家都明白，和熟人打交道，说话的方式依附于社会关系，服
从说话人的身份，很多时候并非是个人独立意志的表达。和
陌生人说话则不一样，互相之间常常作为独立的个体交往，
彼此没有切身的利益关系，双方见到的都只是眼前的这个人，
不会特殊关照也不会有什么成见，相对客观、平等，这种完
全对等的关系，对青少年时期的人格成长是很有帮助的。许
多孩子只有离开父母去学校和社会中独立生活以后才正真长
大懂事，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和陌生人交谈，更能锻炼口才和人际沟通艺术。熟人之间，
彼此都很了解，不会很注意说话的方式和技巧。而陌生人之
间的交往从零开始，需要有意识地运用沟通技巧来建立关系，
多次下来，人际沟通能力和口才就会得到提高。

人格的心得体会篇八

这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马斯洛的伟大作品，这本书花了很多
时间系统地讨论了五个层次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人。

在很多情况下，我真的认为人本主义不是一个心理学流派，
而是一种哲学。这是一门让人看了之后感到阳光和积极向上
的哲学。

其他心理学学派重点研究的是“病人”，而马斯洛开创的人
本主义学派关注的是“完美的`人”。在我看来，积极心理学
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延伸，这是我近年来非常喜欢的。它也
研究人的“优点”而不是“缺点”。



马斯洛说:“自我实现的人就像身在异乡的异客,自我实现的
人的想法特立独行,并不一定按照世俗的要求和别人的眼光行
事，对待有制度有瑕疵的社会时，他们更愿意从内部去改良，
而不是在对外部的叫嚣中去试图毁灭“，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马斯洛说:“每个人都天生都有潜力,但有些人受低级需求如
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不能自由的追求更高的需求,而只有高
级需要爱和归属感、自尊和自我实现等需要,才是人之所以感
到幸福的源泉。”

这些都是我的团开办小组的幸福根源,在当今社会,我看到越
来越多的女性衣食无忧后仍旧感受不到幸福，其根源在于更
高级的需求――“自我实现”没有满足导致，所以如何“自
我实现”就是她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是我幸福课的一
个重点。

我认为每一个现代人都可以阅读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著作，成
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快乐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