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格结构理论：本我 自我 超我

人格结构中的三个层次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和超我 3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本
我不顾现实，只要求满足欲望，寻求快乐；超我按照道德准则对人的欲望
和行为多加限制，而自我则活动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它以现实条件实行本
我的欲望，又要服从超我的强制规则，它不仅必须寻找满足本我需要的事
物，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所寻找的事物不能违反超我的价值观。
    因此，在人格的 3方面中，自我扮演着难当的角色，一方面设法满足
本我对快乐的追求；另一方面必须使行为符合超我的要求。所以，自我的
力量必须强大能够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否则，人格结构就处于失
衡状态，导致不健全人格的形成。



本我：原始的我，是人格中最原始、最本能又最有活力的部分

，代表人的本能和欲望，是人格的基本结构。

本我位于潜意识的最深层，是一切心理能量的源泉。

“ 快乐原则”：争取最大的快乐和避免最小的痛苦。

婴儿的人格结构完全属于本我。



▶ 自我：现实我，意识状态下的自己。在人格在代表理性和审

慎，并对本我和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是人格的执行者

。

▶ “ 现实原则”：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按现实原则行事，

在超我的指导下，让本我的某些欲望获得满足，同时又要避

免整个机体遭受痛苦或伤害。



▶ 超我：“道德我”，人格中最高层次，最文明的部

分，是道德化了的自我。

▶ 超我代表良心和道德力量，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社

会规范、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等内化为自身的良心

、良知、理性等。

▶ “ 道德原则”： 指导自我，并限制本我的冲动，要

求自我按社会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



▶《西游记》中四个人物的人格正体现了人格
结构中的三个层次。

▶猪八戒、“本我”
▶沙僧、“自我”
▶唐僧分别代表、“超我”。
▶孙悟空性格的发展则是理想“自我”的体现

。



▶ 在人格发展的过程中，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要均衡发展，而

实际上，三者之间常常充满各种矛盾。

▶ 自我在解决矛盾、维护人格发展的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 健全人格就表现在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均衡和协调。



▶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积极作用

▶ 第一，弗洛伊德是心理学史上第一个对人格进行全面而深刻研究的心理学家，他的“人格三结

构”理论是第一个完整的人格理论。他不仅注意到了人格的多层次性，而且率先提出了人格中的

欲望、动机等非理性的无意识因素的存在和影响，这大大丰富了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他的研究深

入了人的内心世界，直面了人性的真实，这比以往的心理学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认识更深刻。“人

格三结构”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西方人格心理学的开始。从此以后，人格心理学便蓬勃地开展起来

，出现了许多较完整的影响较大的人格结构理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推动了西方人格心

理学的研究，为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第二，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结构理论中，包含有辩证法的思想。他深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的

影响，并师从叔本华，他的人格理论处处体现着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如有意识就有无意识，

有生的本能就有死的本能，有本我就有超我 ;在人格结构内部，本我、超我二者始终处于相互矛

盾、斗争、冲突的过程中，这个冲突又由自我去调节，从而处于一个统一的整体中。人格就是在

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冲突、斗争和平衡中形成和发展的。

▶ 第三，弗洛伊德发现了本能在人格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对人们重视生物因素，从生物学的角度理

解人格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他对本能的研究，也冲击了先前传统的、陈旧的观念，促进了科

学的发展。



▶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消极作用

▶ 第一，弗洛伊德贬低了意识和理性的作用，片面夸大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的作用是不正确的。

弗洛伊德偏激的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潜意识的，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是人格最重要的动

力，而意识和理性仅仅被看作是本能和欲望的伴随因素，这不符合人的实际。

▶ 第二，弗洛伊德完全用生物学的观点去解释人格，他认为人格的实质是生物的本质而非社会

的本质，人的所有内部的冲突都是本能冲突之间的无意识斗争，其理论中的道德意识也是为

本能思想作铺垫的。弗洛伊德对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间的关系描述就是这种冲突

模式。这种观点是反社会的。

▶ 总之，弗洛伊德的学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崇拜他的，把他看作是与马克思、爱因斯坦

相媲美的犹太伟人，诋毁他的，把他看作是“一头冲进人类文明花园的野猪”。但无论如何

，弗洛伊德通过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对人性本质的客观探索而形成的人格理论及其

整个学说，对现代西方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观点，

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格研究仍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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