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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上首次将人的性格特征

划分为内向和外向的，是瑞士心理学

家卡尔·荣格。荣格提出，划分一个

人性格的标准不是他的外在表现，而

是他获取心理能量的来源：需要从外

部获取心理能量的人才是外向型的

人，而需要从内在获取心理能量的人

就是内向型的人。

成 都 春 泥 夏 花 教 育 创 始 人 之

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汪金燕指

出，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内外向的

认识只是一种笼统的生活经验，每

个人都会在具体的事情上有不同的

反应，切忌标签化。学术上也会继

续细分，例如，内向型还可以分出

喜欢小范围社交的社交型内向，以

及喜欢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思

考型内向。“内向和外向就好比线

段的两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处在

这两端之内；但完全站在中间的也

是少数，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内外

倾向。”在汪金燕看来，内向、外

向只是一种对性格特征的划分，本

身无所谓好坏，但是各自的特点会

在具体的人身上产生或好或坏的衍

生物。

内向的性格，正如刘春和阿西

所表现出来的，思维细致、做事比

较谨慎、有计划，这些是内向性格

的优势。但同时，不太会处理自己

的情绪、容易感受到压力、不自信

等等，也是常常伴随内向性格出现

的缺点。外向性格的人在群体中更

容易博得大家的好感，对环境的适

应力较强，因为情感外露，通常也

会给人直爽、好相处的印象，最重

要的是对压力更加不敏感。与之相

对，他们做事也会欠考虑，容易急

躁、冲动。

“这些联系都不是必然的。我们

可以根据这些分类作为认识自己和

他人的依据，但最终还是需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许多家长看到自己

的孩子表现出内向的性格特征时会

感到担心，想要帮他们变得外向。

对此，汪金燕的看法是，如果没有

真正出现问题，改变是没有必要

的。她建议，如果一个孩子表现出

不自信、爱哭、焦虑等，家长需要

引导孩子，鼓励他，多让他尝试，

形成正向反馈，多接触外界以释放

负面情绪。如果方式太过直接、粗

暴，会给孩子造成伤害，形成另外

的问题。外向的孩子也可能会出现

急躁、没有耐心等问题，针对这类

孩子，家长可以带孩子去观察大自

然、参观博物馆，或者做一些需要

定力、培养耐心的手工。

孩子的性格是可以塑造的，但是

家长在引导的过程中，要尊重孩子自

身的身心发展规律。内向的孩子也

可以自信大方，外向的孩子也可以温

柔细心。家长们需要做的是帮助孩

子解决成长中出现的问题，帮助他们

了解自己，成为一个让“自己”与“世

界”能够和平相处的人。

性格内向，需要改变吗？
近日，浙江一家长的做法引发全网热议。因为儿子性格内向，不爱与人交流，这位家长竟然直接将儿子独自一人扔在火车站“练胆”。

幸好，巡逻的警察及时发现男孩，在询问了孩子的情况之后，给孩子的妈妈打了电话，最终，孩子被安全接回了家。
我们在生活中也时常能听见“内向不好”“要开朗一点”的观念，想要孩子变得外向的家长也不在少数。内向的性格需要改变吗？我们

采访了一位性格内向的家长，和两位已经长大的孩子，从他们对自身成长经历的回顾中，或许能够有些许启发。

七七的男朋友阿西（化名）也是

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与七七这种明

显的内向不同，当阿西说起自己

“内向”的时候，他的朋友都认为他

在开玩笑。今年，阿西从学校毕

业，走向职场。学校里，他积极活

跃，在学生会和社团结交了各年

级、各学院的朋友；工作中，他也

与同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下班后

还经常一起打打篮球。

但阿西说，相比与朋友、同事呆

在一起，他确实更享受独处的时光，

因此，他觉得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内

向的人。“如果说，我最开始的内外

向占比是 8:2，那么现在可能是 6:4
或者 5:5，但无论如何，变化程度也不

会超过一半。”

小时候，跟爸爸去买鞋，爸爸

问阿西喜欢哪一双，他会说“都

行”。不小心丢了东西，他也不敢告

诉父母，怕被责怪甚至挨打。或

许，就是父母的严格让阿西形成了

这种向内的性格。改变是从青春期

开始的。初中，阿西有了想要接触

的女生，但他不知道如何展示自

己，如何与女生交谈。于是，他开

始观察班上受欢迎的男同学，学习

他们如何跟女生相处，阿西就这样

在不断地尝试之中打开自己。

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外向的人

更能从与他人的相处中汲取能量，而

内向的人则在独处中“充电”，社交是

一种消耗。对于现在的阿西来说，如

果一场社交是有意义的，通过它能达

成想要的连接或提升，那么无论阿西

是否享受这场社交本身，它给他带来

的挑战、成就的快乐都能够让他获得

能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阿西对

自身工作能力、交往能力的不断提

升，让他克服了“社交”这种之于内向

人的困难。

尽管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外向的

人，阿西仍然保留了自身内向的底

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阿西考

虑事情总是要想多、想远一些，也

能够觉察到别人的情感需求。阿西

总是尽力把工作做好、做细，他认

为，这种追求也跟性格有关。“我觉

得内向的人都会有不被注意的经

历，所以，可能会比外向的人更加

希望得到发现和认同。”在逐渐变得

外向的过程中，阿西感觉到自信的

时候也变多了。

“倒不是说外向就等于自信，只

是在我把情绪释放出来的时候，似乎

外界带来的压力也变小了。”在阿西

看来，自信是“相信自己能做到”的能

力，而这种能力开始于敢去做、敢去

尝试的勇气和愿望，这种勇气和愿望

恰好是内向的孩子容易缺失的。同

时，内向的孩子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情

感需求，导致亲朋、老师无法及时给

予，进而滋生一些负面情绪。

刘春和阿西都曾受到过内向性

格的困扰，刘春选择了一份适合自己

性格的工作，继续做一个内向的人，

不过在需要她的时候已经不会那么

怯场；阿西为了目标变成了“半个”外

向的人，但他留下了内向的底色，聚

会时能热闹，独处时不无聊。

改变改变，，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

作为一个性格偏内向的家长，

当刘春（化名）发现自己的女儿也表

现出内向性格的特征时，第一反应

也是想帮她改变。因为刘春自己就

深深体会过她的“内向”带来的烦恼

和困难，而她不想让女儿也

经历这些。

刘春第一次意识到自

己是一个内向的人，是因为

一次转学。那个年代，身为

教师子女的刘春自带“光

环”，加上长相清秀、成绩优

异，一直以来刘春都很受欢

迎。16岁那年，由于父母工作调动，

刘春从广元转到了绵阳读高中，进

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转学生的身

份让刘春发现自己在人际交往上陷

于被动，她“不敢”去主动认识别人，

尽管慢慢地结交到了几个朋友，但

都是她们主动来关心她。直到毕

业，她都感觉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

班里已经成形的关系圈。有一次，

同学们相约去骑自行车玩，也叫上

了刘春。当他们在前面欢声笑语地

嬉闹时，刘春在一旁看着，完全无法

被这种欢乐的气氛感染，她只想快

点结束回家。

真正让刘春想要改变性格的是

因为工作。1992 年，刘春从大学毕

业，准备按部就班地服从国家分配，

当一名老师。在第一次讲课前，她

发现自己紧张得快要晕过去了，在

教室门外走来走去，恨不得把进教

室之后要讲的每一个字都死死背下

来；站上讲台，她也不会像别的同窗

一样慢慢地进入角色、变得平静，紧

张的情绪从始至终都牢牢地攥着刘

春的身体和大脑。讲课时，她的声

音也无法放出来。同学们有的嚷着

“听不见”，有的直直地看着她，还有

不知从哪里蹦出的笑声，让刘春的

大脑几乎一片空白。“别人都是讲着

讲着就不紧张了，我是永远紧张，永

远。”刘春回忆道。

她放弃了教师这条路，又尝试

了咖啡厅大堂经理、房产销售人员、

办公室文员等五六个职位，最后找

到了一份与写文章相关的工作，终

于稳定了下来。在她看来，放弃那

些工作，一部分原因是对工作本身

不够喜欢，另一部分可能还是因为

它们更适合外向的人，“或者说，不

像我这么内向的人。”

刘春的女儿七七（化名），从小

就表现出一些偏内向的性格特征：

怕生、羞怯，在人多的时候不愿意说

话，跟着爸爸妈妈去KTV玩的时候

从来不唱歌，在班上不愿意参与班

干部竞选……后来上了初中，在老

师的鼓励下，七七当了政治科代表，

她说她最害怕在班上大喊“还有谁

没交作业”的时候。练习册和卷子

需要请同学帮忙发，每叫一个同学，

“心里就要打一次鼓，咚咚咚的。”

刘春和丈夫从七七很小的时候

就不断地“锻炼”她：鼓励她跟叔叔

阿姨打招呼，带她参加大人们的聚

会，在外吃饭时，让她点菜、结账，鼓

励她参加兴趣班，组织、主持家里的

活动等。对于爸爸妈妈的鼓励，七

七会选择性地接受。但有时，当她

觉察到父母的意图时，会故意跟他

们“反着来”。回想当时的心态，七

七说，那是一种“我就是这样，怎么

了嘛”的固执和逆反。

有一段时间，刘春一家住在单

位的职工大院，七七和院里的小朋

友玩得很好，经常去彼此的家里作

客。有一次，一个同事对刘春开玩

笑：“七七是在帮你社交啊。”这句话

让刘春一下子意识到，即便是“过来

人”也无法、也不应该为女儿的人生

作主，她是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的

想法和节奏。

此后，刘春还是会鼓励女儿“大

方一些”，但那种刻意的“锻炼”少

了。刘春把七七当成朋友，跟她分

享自己的心情和工作上的新鲜事，

引导七七也多说说自己的感受和想

法。在成长过程中，七七不意外地

也经历了和刘春当年相似的烦恼，

不过不同的是，七七愿意向妈妈求

助，跟她商量怎么去解决。现在，七

七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还保留着内

向的性格特征，但不会因此而感到

困扰。

每一种性格都自有其路每一种性格都自有其路

内向外向内向外向，，其本身无所谓好坏其本身无所谓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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