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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大学生个性特点研究

——以安徽外国语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大学生为例
*1

吴杰华 尚丽娟 戴爽 杨素华 石玉娟

(安徽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务学院，安徽合肥 231201)

【摘 要】:当代应用型本科大学生具有独特的个性特点。通过对安徽外国语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大学生的调查，总

结出了他们的个性特点，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应用型本科教育针对学生个性特点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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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代应用型本科大学生的出生时间基本为“95后”，与其它院校大学生相比具有一定的个性独特性，这种个性特点对其大

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跨入社会的职业选择等方面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有必要对应用型本科大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研究。

1 应用型本科大学生个性特点

1.1 个性的概念和理解

个性是一个多视角的概念，可以从伦理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多方面进行界定和考察。有的观点认为，个

性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全部，可以概括为:知(知觉)、情(情绪、情感)、意(意志)、行(行为)。还有的观点认为个性体现在一个

人在身心、德行、才智、技能等方面有别于他人的特性的总体体现，个性包括了需要、动机、能力、理想、世界观、信念、气

质和性格等要素。综合考虑，个人认为个性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个体通过学习和实践，再经过自我选择和改

造而形成的区别于他人的相对稳定的特质，是个体在思想道德品质、价值观取向、心理素质、行为习惯、知识水平等方面在现

实生活中的集中体现。

1.2 应用型本科大学生个性特点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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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安徽外国语学院本科班学生以及其它班级学生的交流，现总结出应用型本科大学生的个性特点。

1.2.1 爱国主义情感深厚

据调查，97%以上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家命运，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在 2016 年南海危机期间，学生们课后经

常热烈讨论局势，很多学生表达了诸如“现在才真正看清了美国、日本这样一些国家的嘴脸”、“就是美国在挑拨，意在扼制

中国的崛起”、“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和印度等国家都只是美国的棋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拯救了我们民族”

这样一些非常有深度的言语，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1.2.2 思维活跃

课堂上学生学习的知识已不仅限于书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能够从图书馆、互联网上查阅大量的相关知识，并互相交

流；对于比特币、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无人驾驶等前沿科技，中美贸易摩擦、一带一路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等热点

问题，学生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物流管理的教学中，学生对于“调查无人机运送货物现状”的小组作业完成得非常理

想，他们不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得到了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而且还写出了各种设想和实施策略，学习效果大大超出了老师的

期望。

1.2.3 兴趣广泛

近一半以上学生多才多艺，在舞蹈、音乐、绘画、书法、棋牌、体育等各方面，学生都有浓厚的兴趣，九成以上的学生参

加了各类社团，有些学生还参加了多个社团。在校艺术节来临之际，多才多艺的学生多次充当了教师代表队的表演教练。在每

届校体育比赛中都会出现多个校纪录被打破。

1.2.4 社会活动能力强

据一次调查，90%的学生在寒暑假都参与了社会实践，甚至一名对考古感兴趣的物流管理本科大学生在暑假还参与了古墓发

掘工作；在学期里有 20%以上学生参与了兼职，甚至自己开办了公司。但学生参与的社会实践大多为散发广告、保险推销、产品

的校园代理、快递员，开办教育培训机构、广告公司、电脑维修公司等，因此，具有相当大的盲目性。

1.2.5 自我意识强烈

当代应用型本科大学生往往对个人爱好过于偏执，对个人利益过度敏感，价值取向带有情绪化和功利化；对社会责任缺乏

认同感，往往忽视集体和社会的利益；个性张扬，有强烈的“被关注欲”，对主流文化认同感弱，热衷“非主流”，喜欢标新

立异，表现为服装式样追求奇特、发型追求张扬、大量使用网络用语。

1.2.6 缺乏理性思考

他们行事较为随性、任性，做事不计后果。曾有一位学生晚上回宿舍时超过了学校规定的时间，就动手砸了宿舍楼的门玻

璃，事后，这名学生很诚恳地认了错，他承认“当时不知怎么了，就是一时冲动”；他们对自身和职业生涯也缺乏认真思考，

呈现出:一是盲目乐观，认为“只要我本科毕业就一定能找到满意的工作”；二是过于悲观，认为“现在工作本身就难找，应用

型本科毕业生更难找工作”；三是随波逐流，认为“等到大四时其他同学怎么找、我也怎么找”。

1.2.7 理想信念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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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交流课堂上，有超五成的学生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他们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思想，或抱着“父母亲会安排

好”的思想。除了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外，约有一成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想就是“有权、有钱、有势”。甚至一些学生丧失了

自己的理想信念，深深陷入在网络游戏中而不能自拔。

2 应用型本科大学生个性特点的成因分析

2.1 社会环境因素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科生活在一个政治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环境里，因此物质

条件优越了，勤俭节约的传统被遗忘了，享乐主义却逐渐蔓延。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个性特性，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遭到了冲击，主流文化被打上了“古板”、“老套”的烙印，非主流文化被认为是自由的象征而受到了追捧。

2.2 教育环境因素

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制度仍然未能脱离应试教育的特征。当他们在中小学时，由于学业繁重，就像是一只囚笼里的小鸟，一

旦进入到大学，立即如释重负，这种压抑已久而又突如其来的“自由”容易使他们放纵自己、迷失理想和信念，但也能够让他

们个性释放，易造就出勇于展实践的个性特性。

2.3 家庭环境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文化繁荣等外部环境的向好，家庭环境也日益优越，另外，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家长更是呵护有

加、更加注重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孩子兴趣，因此易造就他们自信、多才多艺和兴趣广泛，但也易产生自我意识过强、以自我

为中心、不关心集体、依附性强、抗挫折能力弱等个性特性；另一方面，社会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家庭，有些家长的

不良情绪又会传导到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另外每年约占新生的 5%左右的单亲学生易产生孤独、悲观等负面特性。

2.4 网络环境因素

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也成了他们个性特点形成的重要推手。手机、电脑、互联网、各类应用软件的大量使用，一方面为大学

生的交流、沟通提供了更为宽广和通畅的渠道，信息的来源更加广泛、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加迅速，这些都促进了他们形成兴趣

广泛、思维活跃等个性特点；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网络监管不到位，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虚假广告、商业付费新闻、低俗信息，

而他们自我辨别能力还不成熟，从而导致了他们形成了价值观功利化、叛逆、过分依赖网络，心灵封闭等负向个性特点。

3 对应用型本科大学生个性特点的几点思考

（１）学生个性特点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可塑性，在特定时期会表现出的善变性，大学时代是其个性定型的关键环节，

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尤其要注重加强在大学教育环节对学生个性的培养。

(2)应用型本科教育更加侧重于职业教育，因此应用型大学教育更能发挥出学生社会活动能力强、实践能力强的个性特点。

另一方面，应用型本科的生源有其独特性，他们更易产生盲目自信、极度悲观和听之任之的极端个性特点，自我约束和自我管

理相对较弱。因此如何正确引导他们认识自我、加强自我管理，将是教育工作者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3)应用型本科学生具有理想信念淡薄、缺乏理性思考等负面个性特点，影响了学生对未来的思考。他们通常没有科学的职

业生涯规划，没有职业目标，也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导致在校期间缺乏学习动力，在进入社会时又很难找到如意的职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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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又能够帮助学生认清自我、自我修炼，从而培养出符合职业要求的正向个性特点。因此，职业生

涯规划与个性特点之间呈相互作用的关系。

(4)在应用型大学教育中，尤其要注意运用恰当的教育方式。针对学生自尊心强、抗挫折能力弱的个性特点，在教育方式上

要能够顺势而为，讲究“和风细雨”和“润物细无声”，而不能“暴风骤雨”和“白雨跳珠乱入船”；针对学生喜欢新立异的

个性特点，可以顺势引导学生加强对知识的探索，培养他们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4 结束语

总之，当代应用型本科大学生具有诸多正向和负向的个性特点，各有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教育环境因素、家庭环境因

素和互联网环境因素。作为应用型本科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就要注重分析学生的个性特点，并能够运用到对学生的教育工作中，

使学生能够在大学生活中形成健康的人格特点，科学地做出职业生涯规划，以实现事业与社会需求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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