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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能力是大学生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郭晓俊
,

徐 雁
,

林大勇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

【摘 要 】随着社会 的进步
,

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

人 际交往能力在人们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

大学生具备 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

不仅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

而且有助于未来的择业就业
,

更是

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才素质的基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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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阿拉伯哲人说过
:
一个没有交际能力的

人
,

犹如陆地上的船
,

是永远不会漂泊到人生大海

中去的
。

随着社会的进步
,

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
,

人际交往在人们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

人际交往

的内涵和功能也在不断更新
,

它不仅影响人们生活

的水平和质量
,

关系到人们是否成就自己的事业
,

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人才培养达到的质量及其在国

际竞争中的成败
。

尤其作为构建
“

和谐社会
”

后备

人才的当代大学生
,

更应具备较强 的人际交往能

力
。

把培养人际交往能力作为人生的一门必修课
,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一
、

人际交往能力的内涵

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定方式 (如语

言
、

文字
、

动作
、

表情等 )进行接触
,

从而在心理

上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
。

它贯穿于人类社

会生产
、

生活的始终
,

人类就是在这样的交往关系

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

在交往中
,

交往的双方互为

主体
,

双方的思想和行为在交往中互相影响
,

并对

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

同时
,

人际交往的好坏反映了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物质
、

精神需要得到满足的心理

状态
,

能够获得一定的满足 (互利 )
,

彼此就愿意亲

近
,

交往就会继续和发展下去 ; 反之
,

在交往中只

想 自己从中获得好处 (利己 )
,

而不顾对方的意愿和

利益
,

这种交往必定要失败
。

能力是指影响行为效率和保证行为顺利进行的

个性心理特征
,

能力的高低会影响个体活动的效

率
。

所以在个体活动中
,

能力强的人总是比能力弱

的人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就
。

虽然人的能力存在着类

型
、

发展水平
、

展示时间以及性别上的差异
,

但经

过科学的学习和历练
,

人的能力是可 以得到提高

的
。

所谓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对人际关系的感受
、

适

应
、

协调和处理的能力
,

主要包括人际认知能力
、

人际情绪控制能力和人际语言沟通能力三个层次
。

人际认知能力是指对人际关系的认识能力
,

包括通

过对他人的外表和行为认知他人内心世界
,

认知自

己在他人心 目中的地位
、

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现状
、

他人与他人关系的现状等
,

它是人际交往的前提和

基础
。

人际情绪控制能力是指根据情境的变化
,

能

够随机应变地调整和控制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
,

通过对人际情绪的控制
,

可以在人际交往中让对方

感知自己所要表达的情绪
,

彼此产生相同的情绪体

验
,

它对人际交往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

人际

语言沟通能力是指能够在人际交往中
,

借助语言和

非语言方式恰当的表达思想
、

情感
,

增进相互了

解
、

及时疏通人际隔阂与冲突
,

保证交往顺利进行

的能力
。

二
、

人际交往能力是当代大学生应具有

的重要素质

1
、

大学生具有交往能力是
“

和谐社会
”

构建

的要求
。

近年来
,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

党中央提出了构建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的科学论

断
。

笔者认为建立
“

和谐社会
” ,

在宏观上
,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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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
“

民主法治
、

公平正义
、

诚信友爱
、

充满

活力
、

安定有序
、

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
” ; 在微

观上
,

需要保证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
,

需要全面

提高个体的自我意识
、

合作意识
、

交往能力
,

以

及尊重礼让他人
、

关爱他人的能力
。

显然
,

作为

国家的后备人才的大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人际交

往能力
。

2
、

大学生具有交往能力是未来择业就业的需

要
。

当今
,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 的一个基本要求就

是要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 与人协作的团队精神
。

特别是在保险
、

律师事务所
、

酒店
、

旅行社等市

场化程度很高的用人单位
,

对毕业生社交能力提

出了较高的要求
。

在人才招聘会上
,

许多用人单

位都比较青睐学生党员 和学生干部
,

这并非由于

这些大学生 的专业水平 比普通大学生更优秀
,

而

是这些学生党员 和学生干部有着较强 的社交能

力
,

善于与人协作
。

3
、

大学生具有交往能力是未来事业成功的要

求
。

人是社会性的人
,

只要在社会中生存
,

就会

面临如何与人交往
,

与人协作的问题
。

交往能力

对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大学生

在今后 的工作中要参与和适应社会生活
,

就必须

具备一定的交往能力
,

不仅要善于与自己有共同

利益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

而且也要善于与 自己

利益不一致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

如果大学生 的

交往能力增强 了
,

那么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 中就

可以少碰壁
,

少走弯路
。

相反就很有可能人为地

在自己与周围环境之间筑成一道心理屏障
,

既不

利于 自身的全面发展
,

又防碍了个人参与社会生

活的广度和深度
。

目前
,

许多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能力方面与构建
“

和谐社会
”

人才的要求和未来择业就业方面还

有一定的差距
。

如
:
不少大学生在 自我意识方面

,

在尊重礼让他人
、

关爱他人方面
,

在与人积极合

作
、

协调组织方面
,

都不同程度 的存在 一些欠

缺
。

还有一些同学由于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原因
,

在待人接物
,

言辞表达 以及形象展示方面还缺乏

一些基本的训 练
。

现在 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认识

到
,

人际交往能力 的欠缺已经成为和谐人际关系

建立和求职路上的
“

拦路虎
” 。

多年来
,

学生在

高考指挥棒下
,

过分追求成绩而忽视了人际交往

能力等其他素质的培养
。

所以导致今天很多大学

生智商较高
,

情商却较低
,

往往处理不好与他人

的相处
、

沟通和交流
。

而这些正是时下企业招聘时

最为看重的能力素质
,

因此
,

给大学生补上这堂课

已经刻不容缓
。

三
、

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途径

为有效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

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学习人际交往知识
,

养成人际交往的良好

个性
,

锻炼人际交往能力等途径达到目的
。

1
、

学习人际交往知识
。

尽管大学生在人际交

往中存在以
“

自我
”

为中心
、

羞怯
、

自卑
、

猜疑
、

自我封闭等诸多问题
,

但他们都有良好的交往愿

望
,

乐于交往
,

希望通过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来搞好

自己的人际关系
。

然而
,

相当多的同学对于怎样培

养 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感到茫然
,

有的甚至非常苦

恼
,

影响了自己 的学业
。

所以
,

通过如德育课或人际

交往选修课等主渠道向他们介绍一些人际交往的基

本原则和技巧
,

对提高他们的交往能力很有意义
。

这些原则和技巧不但在大学期间
“

管用
” ,

将来走上

社会也一样灵验
。

大学生必须懂得平等待人
,

真诚

待人
,

诚实守信
,

宽容理解
,

互助互利等原则是成功

交往的前提
。

而掌握人际交往的必要技巧是成功交

往的基础
,

卡耐基在其著作 《怎样赢得朋友
,

怎样影

响别人》 一书中总结了成功交往的技巧
,

这就是
:

第一
,

真诚地对别人感兴趣 ; 第二
,

微笑 ; 第三
,

多提别人的名字 ;第四
,

做一个耐心的听者 ;第五
,

谈

符合他人感兴趣的话题 ;第六
,

以真诚的方式让别人

感到他很重要
。

此外
,

人际交往的语言和非语言艺

术把握得是否到位对交往也有很大的影响
。

2
、

培养 良好交往品质
。

良好的交往品质对建

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有促进作用
,

不良的交往品质对

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有阻碍作用
。

生活中
,

人们都

愿意与品质性格 良好的人交往
,

没有人愿意与自

私
、

虚伪
、

狡猾
、

性情粗暴
、

心胸狭隘的人打交

道
。

因此
,

大学生需要不断培养自己真诚
、

守信
、

热情
、

友好
、

善良
、

克制等良好的性格和交往品

质
,

注意克服自己性格和品质上的弱点
。

3
、

加强人际交往能力锻炼
。

大学生人际交往

能力的提高
,

关键还要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

践活动
,

在社会实践中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

在与人

接触中学习与人交往的艺术
。

通过交往实践
,

大学

生可以把所学到的人际交往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去
,

将实践中获得的认识补充到课堂上来
,

不断提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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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文化知识及交往能力
。

学校团委及学生会等社团组织要有针对性地

开展相关活动
,

这样可以使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

走出自我封 闭的状态
,

慢慢融人 同学 与集体之

中
。

此外
,

在不影响学生学习的情况下
,

也可以

鼓励学生走出校园
,

到社会上去锻炼
,

或去勤工

俭学
、

或去打工
,

这样做不仅可以有一 定的收

人
,

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 ; 同时
,

还能扩展学生

人际交往的范围
,

锻炼学生人际交往 的能力
,

这

对于学生将来求职择业会有很大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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