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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MBTI火爆全网以来，MBTI就因其流行性和实用性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当代青年的各种社交场景中。

MBTI在社交中是当代青年塑造自我形象的工具、快速认识彼此的工具、筛选交往对象的工具、以及社交

情感升温的工具，这些工具性效用为当代青年开展社交活动提供了便利。然而，在MBTI社交热潮的狂欢

中，当代青年对MBTI社交工具的使用整体上是较为盲目的，不了解MBTI作为社交工具在固化形象认知、

限制交往深度和抑制交往可能等方面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引导当代青年把握好MBTI作为社交工具的尺

度，帮助当代青年清晰认知MBTI作为社交工具的辅助地位、全面了解其效用和局限、合理控制其使用的

程度，以便在社交中更加有效地、合理地运用MB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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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MBTI became popular all over the Internet, MBTI has appeared in various social scenes of 
contemporary youth with high frequency because of its popularity and practicality. In social inter-
action, MBTI is a tool for contemporary youth to shape their self-image, get to know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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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ly, screen communication partners, and warm up social emotions. These instrumental effects 
provide convenience for contemporary youth to carry out social activities. However, in the carnival 
of MBTI’s social upsurge, the contemporary youth are relatively blind to the use of MBTI social tools 
on the whole, and do not understand the limitations of MBTI as a social tool in terms of solidifying 
image cognition, limiting the depth of communication and restraining the possibility of communi-
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contemporary youth to grasp the scale of MBTI social tools, 
help contemporary youth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auxiliary position of MBTI social tool, fully un-
derstand its utility and limitations, and reasonably control the degree of its use, so as to use MBTI 
more effectively and reasonably in 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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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我是 ENFP，你是 INFJ，我们天生一对！”[1]近年来，由四个英文字母

组成的神秘代码，成为了当代青年日常交往中广泛流行的元素，这串神秘的代码来源于 MBTI 人格测试，

该测试将人的性格类型划分为了四个维度(精力来源、认知方式、判断方式、生活方式)，每个维度包含两

种偏好，分别是外向(E)、内向(I)；实感(S)、直觉(N)；思考(T)、情感(F)；判断(J)、感知(P)，排列组合后

共计 16 种性格类型。如今，MBTI 摆脱了以往作为性格测评工具的局限，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交和娱乐意

义。截至 2024 年 7 月 4 日，话题“MBTI”在新浪微博的阅读次数达 48 亿，抖音平台相关播放量更超过

93 亿[2]，形成了 MBTI 的社交热潮，火爆全网，并逐渐晋升为当代青年的“社交货币”。 
MBTI 作为当代青年的新型社交工具，对其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青年可以通过 MBTI

来标榜自己的性格类型，借此寻找同类或寻找理想交往对象，也可以将 MBTI 作为社交话题，借此开启

社交对话，增强社交乐趣。然而，MBTI 作为社交工具既为青年带来了便利与娱乐，也带来了争议与挑战，

随着 MBTI 社交热潮的持续火爆，MBTI 所生成的社交标签甚至逐渐成为了交友、恋爱和求职的重要指

标，央视网对此做出了“千人千面，而 MBTI 只有十六面”[3]的评论，呼吁广大公众理性看待与运用，

避免成为 MBTI 的“套中人”。 
在 MBTI 社交热潮的狂欢中，当代青年对 MBTI 社交工具的使用整体上是较为盲目的，更多的是热

衷于追赶这一潮流，缺乏进一步的思考，不了解 MBTI 这一工具在社交中具体有哪些效用、又有哪些局

限、以及该如何避免这些局限，久而久之，青年在使用 MBTI 进行社交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受到其局限

性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角度出发，探究 MBTI 在社交中的使用对当代青年的

影响，并针对其中的消极影响提出相应的教育引导对策，希望在 MBTI 的社交热潮中，帮助当代青年更

加全面地认识 MBTI 社交工具，并将它合理地运用到社交中。 

2. MBTI 工具属性的延展：从性格测评工具到社交娱乐工具 

2.1. MBTI 工具属性的形成 

MBTI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全称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是美国作家迈尔斯及其母亲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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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格斯基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所开发的一种性格测量工具，简而言之，“MBTI 是一种人格

类型指标和性格测量工具应用，旨在帮助人们理解并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性格偏好”[4]。由于 MBTI 最初

主要是作为心理学中的性格测量工具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所以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一开始也主要集中

在其科学性方面，很多学者围绕 MBTI 是否具有专业性和科学性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 MBTI
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如苗丹民等[5]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通过自评他评及专家评判等方式对 MBTI 人
格类型量表的效度进行了研究，证实了中文版 MBTI 人格类型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如曾维希等[6]立足

于 MBTI 的理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得出 MBTI 的信度、效度都很高，并且认为 MBTI 的广泛应用所表

现出的生命力也说明了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有的学者则对 MBTI 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如蔡济民[7]认
为 MBTI 的科学性时至今日仍然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指出虽然 MBTI 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有良好的理论假设，但是目前 MBTI 理论中的部分内容还缺乏大量的实验证据加以证明，而且 MBTI 测
量结果的不稳定性和商业机构的滥用也加剧了其不科学性。 

2.2. MBTI 工具属性的深化 

尽管 MBTI 的科学性在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 MBTI 作为性格测量工具在具体的实践中依然

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 MBTI 人格类型量表的不断调整和优化，MBTI 作为性格测量工具的属性得到了

进一步的深化，除了主要应用于心理学研究之外，也开始广泛应用于其他的行业领域。在企业管理领域，

MBTI 的应用有利于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如许明月[8]认为将 MBTI 应用于企业中有助于实现

人职的最佳匹配、有助于团队成员的配置与团队建设、有助于为员工的选拔和培养提供参考、有助于帮

助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在教育工作领域，MBTI 的应用有利于实现个性化教学，如顾雪英[9]对 MBTI
与学生的学习差异、以及 MBTI 与教师的教学差异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 MBTI 在差异教育的

微观实施中具有独特的应用价值，在差异教育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学生人格类型与专业环境的

适配程度。在职业规划与发展领域，MBTI 的应用有利于帮助个体进行职业规划，如曹建斌[10]对 MBTI
在大学生职业指导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论述了将 MBTI 应用于职业指导的可行性，开展了 MBTI 性格

测评的实验，并据此调整职业指导战略，最后实施效果反馈职业规划的效果得到了增强。 

2.3. MBTI 工具属性的延展 

如今，由于社交媒体传播、大众心理需求和商业资本的共同推动，在当代青年群体中形成了一股 MBTI
的社交娱乐热潮，MBTI 在当代青年群体中的广泛流行，“不是凭借其心理学属性，也不是依靠其在人力

资源管和生涯规划上的应用，而是借助其社交属性和娱乐化使用”[11]。由此，MBTI 的工具属性得到了

进一步的延展，扩展到了社交娱乐领域。在 MBTI 社交娱乐热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将 MBTI 运
用到社交中，MBTI 开始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交工具，为当代青年更有效地开展社交活动提供帮助。如游志

纯等[12]对青年的“MBTI 热”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该现象背后反映了当代青年希望借助 MBTI 实现自

我认知、寻求社会认同、进行高效交往等方面的需求，而 MBTI 的社交方式为当代青年提供了一种高效

交往的工具，有利于降低社交的时间成本，满足了当代青年对社交效率的需求。如许澄婧等[13]认为 MBTI
可以作为当代青年的社交利器，因为当下青年面临着既想要逃避过度社交压力与又想要寻求相似圈层避

免孤独的社交矛盾，而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应用，能够帮助他们应对这种社交矛盾，特别是对于缺乏

社交技巧的青年而言，有利于提升其交往技巧与能力。 

3.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效用 

当代青年在日常社交中广泛使用 MBTI，将 MBTI 作为社交工具，除了是因为受到 MBTI 社交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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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MBTI 在社交中具有独特的工具性效用，MBTI 在社交中是塑造

自我形象的工具、是快速认识彼此的工具、是筛选交往对象的工具、也是社交情感升温的工具，这些工

具性效用为当代青年开展社交活动提供了便利。 

3.1. 打造社交名片：塑造自我形象的工具 

基于 MBTI 测试结果所形成的社交标签，具有身份标识的功能，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自我介绍”

的作用，已经成为当代青年通用的一张社交名片。MBTI 作为当代青年的社交名片，代表着青年的形象，

是青年呈现自我形象的工具，也是青年管理自我形象的工具。 
呈现自我形象的工具。首先，MBTI 测试结果本身所包括的四个字母便能够直接展现个体的自我形

象，特别是在性格特征方面的形象。根据 MBTI 性格类型的划分方法可知，MBTI 一共包括八种性格特

征，精力来源方面，E 型人格偏外向并倾向于从外部世界获取能量，I 型人格偏内向并倾向于从内部世界

获取能量；认知方式方面，S 型人格倾向于通过现实和细节来认知世界，N 型人格倾向于通直觉想象和抽

象概念来认知世界；判断方式方面，T 型人格倾向于根据逻辑和理性进行决策，F 型人格倾向于根据感受

和价值观进行决策；生活方式方面，J 型人格倾向于有计划、有条理的生活，P 型人格倾向于随性自由、

没有约束的生活。其次，除了性格特征的形象外，基于 MBTI 测试结果所衍生的各种职业形象、绰号形

象、影视角色形象等等，也是 MBTI 社交名片所呈现的个体形象的一部分，如 ENFP 型人格的职业形象

是竞选者、绰号形象是快乐小狗。因此，只要告知交往对象自己的 MBTI，就相当于进行了自我介绍，直

接展示了自我形象，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主页中标明自己的 MBTI，更加

鲜明地展示自己的独特个性。 
管理自我形象的工具。当代青年进行 MBTI 测试、了解 MBTI 测试结果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认知的

过程。这个过程能够让青年群体更加全面的了解自己，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有哪些优势和不足，从而

在人际交往中更有针对性地展现自己的特点。在 MBTI 性格类型的描述与解读中，每一种性格类型都具

有许多积极正面的性格特质，青年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 MBTI 性格类型特质，更加精准地把握自己的形

象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策略性地呈现自己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从而帮助青年在人际交往中

留下良好的印象，更好地进行自我展示与人际互动。 

3.2. 提高社交效率：快速了解彼此的工具 

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效率至上的加速时代，当代青年作为时代的弄潮儿，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追求着效率，以赶上时代发展的步调，而效率的追求自然而然地影响着青年的社交需求。在这样的社会

背景下，MBTI“为青年提供了在快节奏的‘加速社会’中进行优质、高效社交的工具和方法”[10]，极

大程度上满足了当代青年在人际交往中对效率的需求，利用 MBTI 进行社交，有利于提高社交的效率，

降低社交的时间成本。MBTI 在提高社交效率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掌握 MBTI 的相关知识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 MBTI 测试和了解 MBTI

的相关知识是利用 MBTI 进行社交的一个前提条件，一般而言，完成一套 MBTI 的测试题目只需要花费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在测试完成以后立即就会获得相应的测试结果。了解自己的 MBTI 测试结果、了解

MBTI 性格类型的划分内容也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而且由于目前 MBTI 的普遍流行，大部分青

年在利用 MBTI 进行社交之前就已经进行过 MBTI 测试，并对 MBTI 的相关内容较为熟悉。 
第二个方面，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MBTI 作为社交名片，既是帮助我

们呈现和管理自我形象的工具，也是帮助我们快速了解彼此的工具。在传统的交往方式中，交往的双方

要了解彼此需要不断的交谈或长时间的相处和观察，如今在 MBTI 的社交方式中，交往的双方只需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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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此自己所属的 MBTI 性格类型，便能够实现交往双方之间的快速了解，不仅能够让对方快速了解自

己，也能够让自己快速了解对方，大大节省了人们在自我介绍和了解他人方面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成

本，提高了社交的效率。 

3.3. 定位社交需求：筛选交往对象的工具 

MBTI 能够帮助青年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社交偏好，从而更加精准地定位自己的 MBTI 社交需求，根

据相应的社交需求，青年可以利用 MBTI 对交往对象进行筛选。 
当代青年的 MBTI 社交需求大体上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倾向于结交与自身 MBTI 性格类型相反的

朋友，也就是希望交往对象的某些 MBTI 性格特征与自己的互补，因为在性格特征上互相补充，有利于

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促进双方的共同成长。另一种是倾向于结交与自身 MBTI 性格类型相同或相似的

朋友，也就是希望交往对象的某些 MBTI 性格特征与自己的相同，因为具有相似的性格特征，有利于增

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与情感共鸣，提升交往的舒适度。 
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一直都有着对交往对象的偏好或理想期待，只是按照传统的交往方式，人们通常

是在交往的过程中或交往结束后才能对交往对象进行评价与选择，而现在 MBTI 社交方式的运用，使得

青年们在建立人际关系前就能够借助 MBTI 来对交往对象进行初步的筛选。MBTI 作为筛选交往对象的

工具，可以帮助青年在建立人际关系之前就对交往对象进行初步的筛选，快速了解对方的性格特征和行

为倾向，“化解交往过程潜藏的未知风险，减少时间上的试错成本”[14]。青年通过对比自己与对方的

MBTI 性格类型，可以初步判断双方在认知方式、判断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是否存在较大的差异或冲突，同

时，结合自身的社交需求，可以初步判断对方是否具有自己理想交往对象的特质。青年在此基础上再决

定是否进行进一步的交往，这有利于减少青年在无效社交上花费的时间，提高社交的有效性和满意度。 

3.4. 调节社交氛围：社交情感升温的工具 

MBTI 在青年群体中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社交话题，具有较高的热度和讨论度。MBTI 作为社交话题，

为青年的人际交往提供了丰富的谈资和聊天素材，是调节社交氛围的有效工具，可以作为社交的破冰神

器和润滑剂，使社交的氛围更加融洽，促进社交情感的升温。 
MBTI 可以作为社交的破冰神器。通常来说社交活动的初期，是一个大家互相都不熟悉的阶段，这个

阶段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话题来增进彼此的了解，推动社交活动的进行，在这样的社交情境下，利用 MBTI
进行社交，不仅可以加速了解彼此，还可以将 MBTI 作为共同的社交话题进行破冰。MBTI 的社交话题，

能够让大家在互相不熟悉的社交情境下，快速找到一个人人都“有话可说”的交流话题，通过询问对方

的 MBTI 性格类型，可以打破社交初期沉默和尴尬的局面，使双方更容易进入交流状态。这种共同的社

交话题为交往双方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切入口，有利于快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使社交的氛围更加轻松

和愉快。 
MBTI 可以作为社交的润滑剂。MBTI 的社交话题除了可以运用在社交活动的初期以达到破冰的作用

外，也可以运用在与朋友的日常社交中，作为润滑剂，达到增进情感、增进理解的作用。MBTI 作为一个

广泛讨论的话题，丰富了当代青年日常社交的内容。一方面，青年可以与朋友分享自己的 MBTI 性格类

型，讨论双方 MBTI 性格类型的特点和差异，讨论关于 MBTI 的相关话题，从而增强社交的趣味性和互

动性。另一方面，青年可以将 MBTI 作为深入交流的契机，进一步探讨双方性格特点、行为方式背后的

原因，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尊重。总之，不论是社交娱乐的话题还是深入交流的契机，MBTI 都充

分发挥了在日常社交中作为润滑剂的作用，有利于增强社交的乐趣，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促进

情感的升温。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489


肖立雪 
 

 

DOI: 10.12677/ass.2025.146489 169 社会科学前沿 
 

4.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局限 

MBTI 的流行性和实用性会让当代青年在社交活动中理所当然地选择使用 MBTI 这一社交工具，然

而，当代青年们在享受着 MBTI 作为社交工具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被这些工具性效用所裹挟

的潜在风险。 

4.1. MBTI 社交名片的标签化：固化形象的认知 

MBTI 作为社交名片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标签化，当代青年利用 MBTI 来打造社交名片、塑造个人

形象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给自己贴标签的过程，用 MBTI 的社交标签来装点自己的形象。而“标签是

便利也是桎梏”[11]，因为标签具有定性导向的作用，会促使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行为选择向着标签所暗示

的方向发展。青年们在给自己树立了某些 MBTI 的社交形象后，很有可能会因为其标签的暗示作用而不

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期望与自己所树立的形象保持一致性，不知不觉中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强化着

这种形象认同，从而渐渐固化了对自我形象的认知。自我形象认知的固化可能会导致自我设限，即青年

可能会因为 MBTI 社交标签的定性导向作用而给自己设定限制，例如，具有“I 人”标签的青年可能会认

为自己天生就不擅长社交，从而避免尝试学习和提升社交技能。这种自我设限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青年成长的可能性，削弱了青年寻求改变和进步的动力。另外，当青年用 MBTI 的社交标签来表达与

介绍自己的时候，潜意识中也会用 MBTI 的社交标签去概括和认识别人，而这种固定化、简单化的认知

方式忽视了个体人格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可能也会固化青年对他人形象的认知，使其在社交中容易用先

入为主的观点去理解和评价交往对象，从而产生刻板印象，甚至产生偏见，阻碍社交活动的有效进行。 

4.2. MBTI 社交效率的快速化：限制交往的深度 

很多青年会因为 MBTI 的便捷性和实用性而在社交中将 MBTI 作为快速了解彼此的工具。社交效率

的提高确实能够节省青年在社交上耗费的精力与成本，帮助青年在短期内快速了解他人、快速建立人际

关系，但 MBTI 始终“难以成为维持人与人社交关系的长久之计”[4]，过度依赖 MBTI 来提高社交效率

可能会对交往的深度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一方面，可能会导致青年的社交变得表面化。因为青年们在

利用 MBTI 进行高效社交的时候，青年们会更倾向于与交往对象进行快速的交流，这种交流更多的是一

种简单的符号互动，对于一些复杂的情感无法进行充分的表达，导致双方之间的交往程度往往停留在浅

层次的阶段。此外，双方交流的重点也主要聚焦在人的性格类型方面，若不是有意识地引导，很难深入

到价值观层面的交流，而良好的、长久的人际关系需要的不仅仅是双方性格类型的匹配，更是双方共同

的情感基础和价值观的契合。另一方面，长此以往可能会削弱青年进行深度交往的意识。若青年长期依

赖 MBTI 的社交方式来提高社交效率，可能会导致青年在后续的交往中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深入了解他人，不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护。 

4.3. MBTI 社交偏好的倾向化：抑制交往的可能 

MBTI 的社交方式能够帮助当代青年对交往对象进行筛选，筛选的标准或依据就是青年基于 MBTI 性
格类型的分类所形成的社交偏好。由于个体的社交偏好在一定的时期内具有特定的倾向性和相对的稳定

性，所以当青年形成了关于 MBTI 性格类型的社交偏好后，再加上 MBTI 社交热潮的影响，青年可能在

一定的时期内都会倾向于只与符合自己社交偏好的人交往，这种社交偏好的倾向化发展可能会抑制青年

与不同性格类型的人进行交往的可能性，从而不利于青年丰富社交体验、扩大社交圈层和拓宽社交视野。

首先，不利于青年丰富社交体验，青年对 MBTI 性格类型的倾向性偏好，可能会导致青年错失与不同性

格类型的人建立联系的机会，从而无法体验到不同的人所带来的社交体验。其次，不利于青年扩大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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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层，若青年长期“拘泥于与匹配型人格交往”[14]，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导致青年社交圈层的固化，

交往的范围逐渐缩小并固定，形成一个以 MBTI 性格类型为基础的社交茧房，从而抑制社交圈层的流动，

限制交往范围的扩大。最后，不利于青年扩宽社交视野，当青年的社交体验长期同质化、社交圈层长期

排他化，就会导致青年的社交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难以接触到新的思想和观念，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

逐渐僵化，对社交活动甚至青年的个人成长产生不利影响。 

5. 把握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尺度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确实有其独特的价值，但若应用不当则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这就要

求青年在利用 MBTI 进行社交的时候，除了要充分发挥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效用，还要注意避免其可

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把握好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尺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5.1. 清晰认知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辅助地位 

清晰认知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辅助地位，是把握其尺度的重要前提条件。目前 MBTI 在当代青年

群体的社交中尤为风靡，青年们在社交中乐此不疲地使用着 MBTI，用 MBTI 来标榜自己，用 MBTI 去
认识他人，甚至根据 MBTI 来选择朋友。在 MBTI 社交热潮的狂欢中，很多青年因为 MBTI 的广泛流行

及其具有的实际效用便将 MBTI 奉为圭臬，将其作为社交中的唯一标准，忘记了理性地去思考 MBTI 在
社交中应当处于的地位。MBTI 最初作为性格测评工具时，其科学性就一直存在争议，此前 MBTI 在企业

管理、教育工作和职业发展等领域的运用中也存在着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会随着工具属性的延展而延

展，所以当 MBTI 作为社交工具时，自然也是有局限的，这也决定了其在社交中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

不可否认，MBTI 作为社交工具在现代社交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它仍然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只能为我

们提供参考，而不能作为绝对标准。因此，当代青年们在利用 MBTI 进行社交的时候，应当明确 MBTI 在
社交中的本质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它虽然为我们开展社交活动提供了便利，但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不

应该过度夸大，更不应该将其作为社交态度和社交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5.2. 全面了解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效用和局限 

全面了解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效用和局限，是把握其尺度的关键。工具化思维下的“拿来即用，

不求甚解”是导致当代青年在运用各种新兴工具的过程中受到负面影响的普遍原因。很多青年对 MBTI
社交工具的使用也属于“拿来即用，不求甚解”的态度，并不了解 MBTI 作为社交工具在固化形象认知、

限制交往深度和抑制交往可能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导致很多青年在将 MBTI 运用到社交的过程中把握

不准尺度，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全面了解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长处和短处，能够帮助青年更好地把

握其尺度，从而确保其在运用过程中的有效性和恰当性。在确保有效性方面，了解 MBTI 作为社交工具

所具有的效用，可以帮助青年更有效地、更有针对性地利用 MBTI 这个社交工具，充分发挥其具有的功

能，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从而获得更好的社交体验。在确保恰当性方面，了解 MBTI 作为社交工具所

存在的局限，可以让青年知道 MBTI 作为社交工具在哪些方面存在局限性，从而帮助他们在运用的过程

中有意识地加以规避，避免受到其负面作用的影响。 

5.3. 合理控制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使用程度 

合理控制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使用程度，是把握其尺度的核心。把握好 MBTI 作为社交工具的尺

度，除了需要完善青年关于 MBTI 社交工具的认识外，还需要对青年使用 MBTI 社交工具的行为进一步

加以引导，合理控制青年使用的频率和深度。一方面，青年应当合理控制 MBTI 社交工具的使用频率。

自从 MBTI 火爆全网以来，MBTI 就因其流行性和实用性以较高的频率出现在当代青年的各种社交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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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交场景都适合使用 MBTI 社交工具，如此高频率地运用 MBTI 社交工具，非常

容易导致青年产生依赖，不加思考便盲目使用。因此，青年在使用 MBTI 社交工具的时候，要对 MBTI 社
交工具的适用性保持理性的判断，控制 MBTI 社交工具的使用频率，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需求合理地运

用。另一方面，青年应当合理控制 MBTI 社交工具的使用深度。在有效的范围内合理地运用 MBTI 社交

工具才能够发挥其效用，若超出了有效界限，不仅会没有效果还很容易引发负面影响。具体而言，青年

在将 MBTI 作为社交名片使用的时候，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个体性格特征的发展，

而不是用静态的 MBTI 社交标签来衡量自己与他人；在利用 MBTI 快速了解他人的时候，应该将 MBTI
作为认识对方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在借助 MBTI 筛选交往对象的时候，应该将 MBTI 作为众多参考的

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决策依据。 

6. 结语：以理性为舵 

纪伯伦曾经说过：“理性与热情，是航行的灵魂的舵和帆”[15]。如果把 MBTI 的社交热潮比作一片

海洋，那么理性就是当代青年在这片海洋上航行的舵，热情就是当代青年在这片海洋上航行的帆。在这

场航行的旅途中，青年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相比之下理性之声却略显微弱，甚至有时被热情所掩盖。

在航行中，如果舵出现了问题，旅途便会迷失方向。所以，在这场轰轰烈烈的 MBTI 社交浪潮中，当代

青年应以理性为舵，在利用 MBTI 进行社交的过程中，把握好尺度，适当进行反思，在反思中找回理性，

找回交往的理性，以便在社交中更加有效地、合理地运用 MB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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