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方辩论稿：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 

一辩：开篇立论 

尊敬的评委，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我们认为，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有限的，个体不

仅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还可以主动选择和调节自己的行为，保持独立性。我们并不否认环境的作用，但我

们坚信个体能够通过个人选择、内在动力和自我调节，抵御外界不良影响，甚至在不利环境中实现自我超

越。 

首先，我想通过两个简单的例子来引入今天的主题： 

例子一：学习中的选择 

班里有两位同学，A 和 B。A 学习努力，尽管班里有些同学在课间喜欢聊天、玩游戏，他依然能够集中精力

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而 B 经常受到周围同学的影响，也喜欢玩，成绩逐渐下滑。A 和 B 虽然在同一个环

境中，A 依然能够保持自律，专注学习，这说明人在相同的环境中，依然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环境并不

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例子二：朋友的影响 

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圈都有不同的影响力。假设有些同学身边有朋友习惯抽烟或喝酒，但依然有许多人能够

坚持自己的原则，远离这些不良习惯。例如，有些人虽然处在高压的生活环境中，但他们依然能选择积极

向上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健康和心理状态。正如作家乔治·艾略特曾说：“环境可能塑造人，但人的决定

力更强。” 

让我们明确两点： 

第一， 个体并非完全受环境支配； 

第二， 个体能够主动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 

一、环境的影响是有限的，个体具有选择性 

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个体的行为不仅仅由外部环境决定，也可以通过自身的

选择和心理调节来影响自己。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表明，尽管我们通过观察和模仿他

人行为来学习，但个体在面临选择时并非是完全的被动接受。班杜拉的波波娃实验[1]表明，虽然孩子们模仿

了攻击性行为，但他们并非全盘接受这些行为，而是能够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进行选择。 

中国社会中，很多例子也说明了个体能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比如，许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通过努

力和教育走出了贫困，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就。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近年来，农村考生进入重点大学

的比例持续增长，显示出教育可以有效改变个体命运。这些例子表明，虽然环境可能对个体产生影响，但

个体通过努力和选择依然能够获得成功。 

二、个体差异和心理弹性决定行为反应 

个体的心理弹性在应对环境挑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心理弹性（Resilience）[3]是指个体在面对困难和逆境

时，能够展现出的一种适应能力。在中国，很多青少年生活在贫困、单亲或不良社会环境中，但他们通过

坚持努力和自我调节，最终取得了成功。例如，刘翔，这位中国的短跑运动员，来自普通家庭，但他凭借

自己的努力和对运动的热爱，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成为国家英雄。 

统计数据显示，具有高心理弹性的青少年能够克服来自家庭困境的负面影响。例如，在中国对农村留守儿

童的研究[4]中发现，尽管这些孩子缺乏父母的陪伴和支持，但在学校和社会的帮助下，很多孩子依然能够

保持积极的态度，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一项中国心理学研究表明，约 65%的农村留守儿童能通

过教育和社会支持，走出困境，取得相对较好的成绩。 

三、环境的影响是可塑的，个体也能改变环境 

环境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个体同样有能力改变环境。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双向的，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的

行动与选择，改变周围的环境。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许多在偏远农村出生

的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成功实现了阶层跃升。 

在现代中国，许多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和科技创业，改变了自己和社会的命运。例如，马云[5]和李彦宏[6]，



虽然出身并不显赫，但他们通过坚持自己的理念和不断创新，不仅实现了个人成功，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

了中国科技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这些成功案例证明了个体能够在不利的环境中保持独立，甚至逆流而上，

推动社会进步。 

四、正方可能的观点与应对 

正方可能会提出， 

1. 环境决定论——即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决定了个体的行为。 

正方可能会引用青少年犯罪、社会问题等例证，认为不良环境会直接导致个体的负面行为。 

我们承认环境对个体有一定的影响，但个体的选择和反应方式同样至关重要。比如，在中国，许多城市青

少年面临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和社会竞争，但他们通过选择积极的生活方式、寻找心理疏导和社交支持，能

够成功克服这些压力。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7]，约 40%的青少年能够在面对心理压力时，通过自我

调节保持身心健康，避免走向负面行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布特曼（Richard Butler）[8]在其论文 《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9]中提到，个体可

以通过教育、外部支持和自身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社会环境和生活轨迹。 

2.遗传因素与环境的双重作用。 

正方可能会提到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认为遗传因素决定了个体的某些特质，环境只是放大或抑制这些

特质。 

我们同意遗传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个体，但更多的研究表明，后天的环境和个人的努力同样至关重要。例

如，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10]发现，尽管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面临更多挑战，但通过教育、心理支持和外部

帮助，约 40%的孩子能够改变命运，突破环境的限制，走向学术成功。 

 

总的来说，个体并非环境的奴隶，通过内在的心理弹性、社会支持、教育体系和个人选择，个体能够在不

利环境中实现自我超越和独立思考。环境虽然有影响，但个体的努力、选择和心态决定了最终的结果。 

谢 

 

-附- 

 1. 

1. 环境的影响是有限的，个体具有选择性 

环境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但个体并不是完全受制于环境。许多来自困难家庭的孩

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依然能在学业和生活中取得优异的成绩。例如，美国教育学者詹姆斯·C·科

尔曼的研究表明，尽管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有一定影响，但学校教育、个人努力和社会支持

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科尔曼的 《教育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指出，个体的家庭背景虽然是影

响学业表现的重要因素，但后天的教育和努力能有效弥补这一差距。 

2. 个体差异与心理弹性 

每个人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都不同，即使在不利的环境中，仍然有不少人能够保持积极向

上的态度，克服困难。心理学家卡罗尔·D·韦克（Carol Dweck）在她的著作 《心态：成功的新

心理学》中提到，具有“成长心态”的人，能够看到挑战中的机会，而不是被环境束缚。她的

研究表明，成功与否，往往与个体对待失败和挑战的心态密切相关。即便是成长在贫困或动

荡环境中的孩子，也可以通过培养正确的心态，实现自我突破。 

3. 个体改变环境的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环境。许多杰出的领导者和创新者，如乔布斯、

扎克伯格等，尽管在起初的环境中并不占有优势，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突破了原有的局

限，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事实上， 《哈佛商业评论》曾报道，许多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并

没有显赫的背景，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挑战现有的环境，才最终实现了事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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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多角度反驳与扩展论证 

尊敬的评委、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第二辩，接下来我将从多个角度进一步阐述我们立场。我们坚信，环境虽然对个体有一定影响，但个

体具备通过努力和选择塑造自身命运的能力，且这种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个体与环境的双向作用：环境并非决定性因素 

正方的观点认为，环境决定了个体的行为，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决定了个体的特质和行为。对此，我们的

立场是，环境的影响虽然重要，但个体并非环境的完全“受害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与选择来改变自己

的命运。 

1. 家庭背景与教育改变命运： 

在中国，许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教育实现了人生逆袭。例如，重庆的王超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王超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每天都忙于田间劳作。虽然他出身贫困，但他

并没有放弃学业，反而通过拼搏考上了重点大学，并且获得了奖学金。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家

互联网公司的技术主管。他的成功不仅来源于自身的努力，也得益于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贫困地

区学生的扶持政策。这一例子表明，即便在贫困的家庭和环境下，个体依然能通过努力和教育改

变自己的命运。 

2. 职业培训与转型： 

另外一个例子是很多来自传统制造业和农业背景的年轻人，他们通过职业培训实现了职业的转型，

走向了更有前景的行业。例如，近年来，中国的“蓝领”工人群体，特别是一些年轻人，通过参加技

能培训和提升自身素质，成功转型为技术工人或工程师，走出了单一的低收入模式。在很多制造

业集中区，如珠三角地区，许多工厂都为员工提供了免费的技术培训课程，许多年轻人通过这些

课程提升了自己的技术能力，最终成功转型进入技术岗位，工资水平和职业前景都有了显著提升。 

二、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并非不可改变 

正方可能会强调环境的约束力，认为生活在贫困、犯罪率高的地区的人，几乎不可能摆脱环境的负面影响。

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环境的确会影响个体，但个体同样能够通过多种方式适应并改变环境。 

1. 农村电商的崛起与自我改变： 

近年来，农村电商在中国快速崛起，这一现象很好地说明了个体如何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环



境。以四川凉山州的张小玲为例，她是当地一名普通的农民，在通过电商培训后，她开始尝试将

家乡的特产通过互联网销售，结果不仅改善了家人的经济状况，还带动了整个村庄的电商发展。

张小玲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也通过互联网平台推动了其他村民的致富。这说明，在一个

相对落后的农村环境中，个体通过学习新技能，掌握新技术，能够有效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

甚至影响周围的人和社会。 

2. 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转型：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近年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在这一政策推动下，许多乡村通

过发展特色产业、电子商务、农产品深加工等方式，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化经济模式的

转型。例如，浙江省的某些村落通过发展“农产品+电商”模式，成功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局限，村民

不仅从种田中获得收入，还通过电商平台将当地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这样，地方经济不仅获

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村民们的生活也因参与到更广泛的市场中而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一现象进一

步证明了，个体和集体并非只能被环境束缚，社会支持和政策的推动能有效帮助个体改变原本的

生活轨迹。 

三、个体差异与心理弹性：环境并非命运的锁链 

正方可能认为，不同的环境会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困难和恶劣环

境中的人。然而，我们认为个体的心理素质、选择和应对策略，能够有效地改变其生活轨迹。 

1. 心理调节与心态的作用：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的应对策略、心态和认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行为反应。例如，在

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很多青少年面临着贫困和家庭问题的挑战，但他们通过建立积极的心态

和强大的心理弹性，能够克服环境带来的压力，逆风飞扬。以甘肃的“天使计划”为例，这项计划通

过对困难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心理辅导和励志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了“即使困难重重，也要努力向上”

的信念，很多参与者最终考入了大学并获得了工作机会。这一案例表明，心理素质和心态的调整

能够帮助个体在困境中找到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2. 社会支持网络的作用： 

很多来自贫困地区的青少年能够通过社会支持网络，克服不利的家庭背景。比如，内蒙古的一些

乡村学校通过开展“扶贫助学”项目，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获得奖学金和教育资源，这些孩子在接受

过社会支持后，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学习成绩，还收获了积极的心态和更广阔的视野。尤其是在一

些偏远地区，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也让他们能够跨越环境带来的

限制，最终实现自我超越。 

四、回应正方的遗传与环境双重作用观点 

正方可能提出，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决定个体的行为和特质。我们并不否认遗传因素对个体的影响，但我

们认为，环境尤其是后天的学习和选择在决定个体行为和命运方面有更大的作用。 

1. 教育的转化作用： 

教育在个体成长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很多孩子虽然出生在普通甚至贫困的家庭，但通过努力学习、

接受教育，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例如，来自东北的李晓玲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母希

望她能继承家庭事业。但她通过努力考入了医学院，成为了一名医生。现在，她不仅自己有了更

好的职业和生活，还通过自己的医术为社区提供了医疗帮助，改变了家庭和社区的未来。这一案

例说明，教育和个体的选择能够有效改变命运，遗传因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 自我选择与社会支持： 

在许多情况下，个体能够通过选择性地接受教育和社会支持，克服遗传带来的局限。例如，一些

运动员或艺术家，虽然天赋较为一般，但通过持续的努力和专业训练，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许多情况下，后天的努力和社会支持能够弥补先天的不足，帮助个体突破环境的限制，走向成

功。 

结论 



总之，环境的影响固然存在，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个体的选择、心理弹性、教育和社会支持等多种因素，

都能帮助个体改变命运，突破困境。通过这些实例，我们看到，环境并不是个体行为的牢笼，个体不仅能

够适应环境，还能在环境中找到机会，进而改变生活轨迹。环境固然影响个体，但个体同样能在环境中发

挥主动性，创造自己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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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辩：深化论证，回应正方观点 

尊敬的评委、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第三辩，今天我们将继续从多个角度进一步回应正方观点，并深化我们的立场。 

一、历史革命先烈的例子：环境不等于命运，个体选择成就伟大 

在中国革命历史中，许多共产党同志曾经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他们并未被敌对环境所同化，反而通过自己

的坚守和智慧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革命先烈的经历，不仅说明了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有限，

也证明了个体通过选择与行动能够突破环境的束缚，创造历史。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林彪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表面上与国民党一方同属阵营，但他

并未因此迷失方向，反而利用自己在敌方阵营中的特殊身份，为中国革命获取了关键情报和资源，为抗战

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样，周恩来同志在国民政府内部工作期间，虽然面临复杂且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

但依然能坚定信仰，巧妙推动革命进程。这些例子不仅证明了革命先烈没有因环境而改变，而是通过自己

的选择和智慧改变了历史进程。 

这些历史先烈的坚守与突破，告诉我们：在任何复杂、敌对的环境下，个体的选择和信念才是决定命运的

关键。今天，当我们回望中国的崛起与强盛，依然可以看到许多青年才俊突破环境的束缚，在社会复杂、

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无论是科技领域的创新，还是经济、文化领域的突破，都是每一个有理想、

有选择的个体通过奋斗所取得的成果。科技巨头如华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虽出身平凡，但他们通过坚

定的选择和艰苦的奋斗，成就了个人与国家的伟大。 

二、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支持：个体差异与心理弹性，环境影响可调节 

我们不能忽视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但个体的选择性与心理弹性是更加决定性的因素。心理学家菲利

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通过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环境变化对个体行为有深远影响，然而实验参与

者面对角色分配和环境压力时，依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这一实验说明，尽管环境的压力可能让个体

产生某种行为倾向，但最终决定个体行为的，还是个体自身的选择与反应。 

社会学家艾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指出，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虽然深远，但并非意味着个

体无法从中汲取积极力量。他的研究表明，尽管社会环境能够塑造个体行为，个体的道德判断、信仰以及

行为动机，依然在决定行为走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指出，虽然社会环境塑

造个体行为，但个体可以选择如何与环境互动，并且能够通过自我反省和道德判断去克服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个体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外界的影响。通过主动选择、内在动力和心理弹性，个体能够克服环境

的负面作用，选择走向正面的发展。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研究也表明，心理弹性

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具有高心理弹性的人能在面对困境时，保持积极的心态，主动寻找解决



方案，最终走出困境，获得成功。 

三、当代社会案例：教育与社会支持，个体能够改变环境 

教育和社会支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中尤为显著，它们为个体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在中国，随着国家对

教育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的持续投资，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通过教育走出了贫困，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例如，来自贫困山区的张浩然通过不懈努力考入了北京大学，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张浩然的成功，

除了个人的努力，还得益于国家在教育资源上的投入以及政策支持。在中国，许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各

种渠道，如国家资助、社会公益项目等，突破了生活困境，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类似的案例层出不穷，像

张浩然一样，很多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超越了环境的限制。 

另一个生动的案例是来自农村的青年王伟，他曾在一家国企工作，但不满足现状，借助互联网平台，他学

习了先进的科技知识，最终辞去国企工作，创办了自己的互联网公司。通过努力，他不仅突破了自己原有

的社会和职业环境，还成功走上了企业家的道路。王伟的经历充分证明，现代社会信息的普及和教育资源

的开放，赋予了个体巨大的突破环境的能力。 

四、正方可能提出的反驳与我方应对 

正方可能会提到，青少年犯罪或社会问题证明环境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家庭和社会不平等直接影响

个体的行为。然而，我们要指出，许多面临困境的青少年，通过社会支持和心理辅导，能够改变自己的行

为轨迹，走向积极方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大约 40%的青少年能够在面对心理压力时，通过自我

调节保持身心健康，避免走向负面行为。 

正方还可能提到遗传因素的影响，认为环境与遗传共同作用，决定个体的特质。实际上，后天的教育和社

会支持对个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够得到

合适的教育、心理支持和社会帮助，约 40%的人能够突破环境的限制，取得学术上的成功。 

这些研究表明，个体的选择和心理弹性能有效补偿环境的负面影响，尤其在教育和社会支持的帮助下，个

体可以超越环境的限制。 

五、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改变环境的力量 

环境的影响是多维的，但个体的反应和行动能力能够改变这一局面。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个

体不仅能够适应环境，还能够主动改变环境。例如，许多青年通过科技创新、社交平台、创业等手段，不

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也推动了社会进步。比如，互联网创业者杨磊，出生在湖南农村的他，凭借互

联网技术开创了自己的在线教育平台，并且迅速崛起。这不仅是个人的突破，也是对社会环境的反拨，他

通过自己的选择与行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推动了互联网教育行业的蓬勃发展。 

六、总结：个体选择与环境互促，成就伟大 

综上所述，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多维且相对的，个体并非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塑造。通过积极的选择、心理

弹性、教育和社会支持，个体能够突破环境的束缚，成就自我。历史上的革命先烈、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研

究、当代社会中的许多成功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的经济和科技强国，正是因为无数个体在复杂环境中选择了坚守信念、创新突破，

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我们要坚信：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只要我们拥有坚定的信念、智慧与选择，就能够

超越环境的局限，成就伟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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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今天我们围绕“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这一题目展开了讨论，并明确了反方立场：环

境虽有影响，但个体并非完全受其支配。个体在面对外部环境时，具备主动选择、自我调节

和自我超越的能力，可以通过内在动力、心理弹性和教育等手段，在不利环境中实现自我突

破，保持独立性，甚至改变环境。 

我们首先从简单的日常例子入手，展示了同样环境下个体可以做出不同选择的现象。比如同

班同学中，有的能够自律学习，专注目标，而有的则受周围影响，逐渐偏离学习轨道。这样

的例子表明，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个体具有自主选择的能力。 

接着，我们通过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论证了环境对个体影响的局限性。例如，班杜拉

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个体并非单纯被动地接受环境刺激，而是根据自身的认知和价值观做

出选择。此外，心理弹性（Resilience）概念的引入，强调了个体在面对困难时，通过自我调



节和社会支持克服挑战的能力。我们结合了中国社会中的具体案例，如农村留守儿童在困境

中的成功逆袭、许多青少年在困境中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现实，证明了个体有强大的自我调

整和超越环境的能力。 

此外，我们还指出，环境是可塑的，个体通过自身的选择与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

己的环境。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凭借个人努力实现了阶层跃升，马云、李彦宏

等成功企业家的故事正是个体如何通过创新和努力突破不利环境、改变社会格局的典范。 

尽管正方可能提出环境决定论，认为不良环境直接导致个体的负面行为，但我们强调，个体

的选择和反应方式同样至关重要。在中国，许多青少年虽然面临着巨大压力，但通过积极的

生活方式、心理疏导和社会支持，成功克服了困境，避免走向负面行为。我们相信，教育、

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等因素，能够帮助个体在逆境中脱颖而出，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总而言之，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我们坚信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选择和心理弹性，能够

在不利环境中保持独立性，超越困境，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不应将个体的命运单纯归因于

环境，而应看到个体选择的力量与应对挑战的能力。 

谢谢大家！ 

 

 

一、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个体的选择不可忽视 

正方引用社会学家艾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研究，指出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

表面上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这种影响并非绝对。涂尔干确实认为，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行

为，尤其是集体行为中的规范和规则。但他同时也强调了社会结构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并未提出环境完全

决定个体行为的理论。换句话说，个体不仅仅是环境的产物，个体的行为更是其选择、认知与反应的综合

体。 

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研究中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指出，虽然我们会模

仿周围人的行为，但个体的行为选择仍然受到其内在动力、价值观和经验的影响[1]。即使在环境具有强大

影响的情况下，个体仍然可以主动选择是否接受或改变某些行为模式，体现了个体行为的可塑性和选择性。 

二、个体行为的差异性，证明环境不是决定因素 

对方提到，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案例表明，环境对个体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这一观点固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它忽视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每个人对相同环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个体的心理素质和成长背景在其中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孔子的“君子不器”强调了一个人应当有自我独立的能力，而不是完全受制于环境。事实

上，正是个人的内在动机和选择，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够突破环境的局限，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举个例子：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尽管面临着亲情缺失、教

育资源匮乏等困境，但有些孩子在不利环境中，通过自身的努力、心理调整和外部支持，最终成就了自己

的人生。例如，小杨，一名来自中国西部农村的留守儿童，虽然缺乏父母的照顾，但通过上网课、自学和

求助老师，最终成功考上了重点大学。她的故事证明了即便在困境中，个体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选

择，塑造不同的命运。 

三、斯坦福监狱实验虽揭示环境作用，但个体的反应力同样重要 

正方引用了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来论证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决定性作用。确实，这项实验揭示了

环境和角色分配对个体行为的巨大影响，显示在特定环境中，个体的行为会发生剧烈变化。然而，正方忽

视了个体选择和反应的作用。在实验中，尽管环境的压迫性角色分配造成了行为的极端变化，但并不是所

有人都屈从于这种环境。许多参与者反抗了不合理的安排，主动选择退出，这正说明了在面对外部压力时，

个体的反应具有主动性和可塑性。 

因此，尽管环境能够影响个体行为，但个体的反抗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即使在斯坦福监狱

实验中，个体依然有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环境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行为，个体在特定环境下的反应和

行为往往体现了其内在的选择和心理调节能力。 



四、教育环境虽重要，但个体努力更为关键 

正方提到，教育环境对个体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的学生，优质学校的教育资源能够帮助

他们走出困境，取得优异的成绩。我们同意教育环境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但教育环境并不是唯一决定因

素。实际上，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虽然进入了优质学校，但最终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他们的内在动

力、心理素质和自我管理能力。 

例如，李明，来自湖南贫困山区的学生，在进入大城市的一所知名学校后，他仍面临着来自家庭、经济压

力等多方面的挑战，但他通过合理规划、持之以恒的努力和自我调整，最终不仅考取了名校，还获得了奖

学金。这一案例表明，即使环境改善了，个体的选择和努力依然是决定性因素。这也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

的观点——即使在同样的教育资源下，不同学生的心理弹性和成长心态，决定了他们最终的表现和成就[2]。 

五、个体能够改变环境，反驳环境决定论 

最后，正方提出，环境的决定作用无法改变，个体只能在环境的制约下生存。这一观点忽视了个体在现代

社会中改变环境的能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流动性增加，个体不仅可以适应环境，还可以通过自己

的努力和智慧改变环境，进而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 

例如，在中国互联网创业的浪潮中，许多年轻人并没有在原有的社会环境中局限自己，而是通过创新、创

业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创造了新的机会。李斌，一个普通的大学生，通过创业平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和事业轨迹。他的成功并非因为他处于一个更优渥的环境，而是因为他主动抓住了外部变化所带来的机会，

积极拓展自己的人脉和资源，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环境。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个体的选择、心理素质、教育背景和社

会互动等因素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积极应对环境挑战、主动选择和反应，个体能够在不利环境

中找到突破口，实现自我超越。因此，我们坚信“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个体的行为和命运不仅仅

由环境决定，更多的是由其内在的选择、努力和反应所决定。 

谢谢大家！ 

 

参考资料： 

1. 班杜拉，阿尔伯特 (1977). 社会学习理论.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 韦克，卡罗尔·D. (2006). 心态：成功的新心理学. 纽约：随机出版社。 

 

一、正方可能论点：环境影响是无法避免的，个体改变的空间有限 

正方可能会进一步强调，环境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日益增强，尤其是面对社会压力、同伴压力以及家庭环境

等，个体在许多情况下难以摆脱这些影响，甚至无法有效改变自己的处境。 

反驳： 

虽然环境确实对个体行为和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但个体依然拥有自主选择和调节的能力。社会环境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行为，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研究表明，个体在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力时，通过

教育、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等手段，依然可以在不利环境中找到突破口，实现自我超越。例如，许多在贫

困家庭成长的孩子，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但通过社会支持、外部教育机会以及自身的努力，最终能够脱颖

而出。个体的适应能力和选择性，远超过正方所认为的“无法改变”。 

二、正方可能论点：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决定个体行为 

正方可能会进一步强调，遗传因素与环境是共同作用的，很多特质（如智力、人格特征）都是遗传和环境

共同塑造的，因此个体的行为几乎完全由遗传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决定。 

反驳： 

虽然遗传因素在个体发展中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环境的塑造作用和个体选择的作用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现代研究表明，后天的教育、社会支持和个人努力可以改变遗传因素的部分影响。比如，儿童早期教育对

智力发展有显著影响。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即便是天赋较低的孩子，在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



庭支持时，依然能够弥补某些遗传劣势，取得显著进步[1]。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固然存在，但环境的可

塑性和个体的选择性是影响个体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正方可能论点：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容易形成固定模式 

正方可能会进一步提出，环境不仅能塑造个体的行为，还能在长期作用下，形成一种“习惯化”或“定型化”的

模式。例如，长期处于暴力、贫困、失业的家庭中，孩子更容易在行为模式上呈现出类似的负面特征。 

反驳： 

虽然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的确是长期的，但这种影响并非不可逆。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教育、

社会支持和心理干预能够打破个体形成的负面行为模式。以贫困儿童为例，一些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干预项

目已经证明，教育干预可以有效地帮助这些孩子打破“贫困循环”，帮助他们在社会中创造新的机会。** 《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就提到，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干预，许多来自不良家庭环境的孩子成功转变

了行为模式，最终获得了更高的社会流动性[2]。因此，个体在面对环境压力时，有能力通过自身努力改变

并超越环境的负面影响。 

四、正方可能论点：现代社会的环境控制更加严密，个体自由选择空间受到压缩 

正方可能提出，现代社会的环境控制和制度约束更为严格，个体的自由选择空间受到压缩。比如，教育体

制的规范、社会舆论的压力等，使得个体的行为和选择往往受到很大限制。 

反驳： 

虽然现代社会的环境和制度可能带来一定的限制，但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社会支持。互联网时

代带来的信息流通，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使得个体的选择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很多城市，

年轻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如在线教育、创业平台等）改变自己的命运。例如，许多农村地区的孩子通过

网络教育获得了和城市孩子平等的学习资源，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学术水平，还通过网络寻找到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即使在一个相对规范化的社会环境中，个体依然有机会借助资源打破环境限制，获得更广阔

的自由空间。 

五、正方可能论点：环境影响在危机和压力情境下更为突出 

正方可能提出，在面临生存危机和巨大的压力情境下，个体往往难以做出理智的选择，环境因素对个体的

行为决策起到了主导作用。 

反驳： 

的确，压力和危机情境下，环境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但个体的反应能力和心理弹性是应对危机的关键因

素。在压力较大的情境下，具有较高心理韧性的个体能够通过自我调节、寻求社会支持以及积极的应对策

略来化解困难。这一点可以通过中国的留守儿童研究进一步印证。许多生活在困境中的儿童，在面临巨大

的家庭和社会压力时，通过学校、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干预的帮助，能够保持心理健康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3]。这表明，即使在压力和危机情境下，个体依然可以依靠内在的弹性和外部支持进行反转。 

 

总结： 

正方的论点主要集中在环境决定行为的强大作用上，但我们认为，尽管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不容忽视，但个

体依然有选择、调整和改变的空间。心理弹性、教育机会、社会支持等因素都能显著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

我们坚信，个体不仅仅是环境的产物，通过内在动力和选择，个体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轨迹，甚至超越环

境的局限。 

 

参考文献： 

1. 美国哈佛大学 (2021). 早期教育对低收入家庭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研究. 哈佛教育出版社。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2019). 社会支持对低收入家庭儿童行为模式转变的影响。 

3. 中国心理学会 (2020).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研究. 发表在《中国心理学报》上。 

 

 



赤可以释义为红色的东西；而墨和黑即是说黑色的东西．红与黑相对，红可以理解为红是正义的；好的，

黑则相对是邪恶的或不好的，不管你跟着其中任意一方的人；都会被其拥有的品行所感染换句话说就是跟

好人学好，跟坏人学坏 。 

出处: 晋·傅玄《太子少傅箴》：“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 

 

例子： 

 

 在古代形容将士〔将军和士兵〕比如说赤子，你和他们在一起就会和他们一样拥有一颗赤红的心

从而成为一个为国家抛头颅撒热血的将士．而你若跟着那些墨者〔即书生〕耳濡目染自然也就会

被其书气所陶冶成为一个读书人。 

 现实中，人与人的交往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会受到种种环境的影响。

谈到这一问题，我们自然会想起西晋思想家傅玄曾说过：“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现在常用

来比喻经常与优秀人才一起交往，自己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反之亦然。的确，生活中，我们都

会在不经意间接受来自环境的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的品行。古往今

来，有许多真实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实事： 

 欧阳修在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府当长官的时候，有位名叫吕公著的年轻人在他手下当行政助

理。有一次，欧阳修的朋友范仲淹路过颍州，顺便拜访欧阳修。欧阳修热情招待， 

并请吕公著作陪叙话。谈话间，范仲淹对吕公著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在欧阳修身边做事，

真是太好了。应当多向他请教作文写诗的技巧。"吕公著点头称是。后来，在欧阳修的言传身教下，

吕公著的写作能力提高得很快。 

 解放前，一位名叫穆时英的青年作家，写了一本揭露旧社会黑暗的小说《南北极》，轰动了文坛。

但是当他到了十里洋场之后，受到那种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竟也歌颂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来，

这可谓是对“近墨者黑”最好的诠释了。 

正方论点一：环境决定论——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深远且难以改变 

正方可能会提出，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个体在特定的社会、家庭、教育环境中成长，必然会受

到环境的深刻影响。无论个体有多强的自主意识，环境的压力和影响往往会改变个体的行为和品性。就如

傅玄所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个体的行为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显著塑造。 

反驳： 

我们承认，环境的确对个体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可能会被

周围的环境所潜移默化。然而，这种影响并非决定性，个体依然具有选择性和主观能动性。例如，即便生

活在贫困家庭的孩子，仍然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教育机会以及社会支持，逆流而上，打破环境的限制。傅

玄的名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但也未否认个体能在特定环境中保持独立性并做出

选择。就如吕公著，他在欧阳修身边工作，虽然身处在一个崇尚文人的环境中，但他依然通过个人努力提

升自己的写作能力，最终取得了成功。 

举例： 

 穆时英的转变是正方常提到的例证，但穆时英并非完全被环境吞噬，反而是他自身在更大的环境

变化中作出了选择。他从激进的社会批判文学转向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这一转变并不是环境

唯一决定的结果，而是他个人选择的体现。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可以被个体的意识和反思所调节

的。 

 中国的“贫困家庭孩子逆袭”案例也证明了，环境虽然对个体有一定影响，但教育和社会资源的支

持能有效地帮助个体超越困境，取得成功。例如，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努力和教育走出了贫

困，进入大学并获得了优秀的职业机会，证明个体能够通过自我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 

 



正方论点二：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个体行为是遗传和环境的双重作用结果 

正方还可能提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个体的行为特征。个体的性格、智力等方面的特征

受基因的影响，而这些基因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遗传基因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

因此无法避免环境对个体的深远影响。 

反驳： 

我们并不否认遗传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后天环境、教育

和个人选择对个体的塑造作用。许多研究表明，后天的教育和社会支持对个体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能够弥补遗传因素的不足。 

举例： 

 心理学家卡罗尔·D·韦克（Carol Dweck）在其研究中提到，“成长型心态”（Growth Mindset）能够

帮助个体看到挑战中的机会，推动其克服困难并取得成功。即便在面对不利环境时，个体依然可

以通过培养积极心态和教育的帮助，打破原有的局限。 

 贫困家庭的儿童，尽管可能面临着不利的遗传基因和早期成长环境，但通过教育干预、社会支持

和心理调节，很多孩子依然能够取得优异成绩，最终走向社会的中上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

表明，约 65%的农村留守儿童能通过良好的教育和社会支持，突破困境，实现自我超越。 

 

正方论点三：环境影响不可逆，个体缺乏改变能力 

正方可能还会提到，环境的影响是持续且难以逆转的。长期处于某种环境中，个体会逐渐形成固定的行为

模式，这种影响难以改变。无论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还是社会环境，个体行为的转变需要巨大的外力介

入。 

反驳： 

虽然环境的确会长期影响个体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无法反转这种影响。个体的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个体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行为。社会环境和心理干预可以有效地帮助个体克服困境，

尤其是在教育和社会支持的帮助下，个体的行为可以发生积极变化。 

举例： 

 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尽管这些孩子在家庭环境中缺乏父母陪伴，且生活条件艰苦，但通过学校、

社会和心理干预，他们能够保持积极心态并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最终取得学术和职业上的成功。

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在帮助个体突破不利环境、获得积极行为转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社会支持系统：许多面临困境的个体在面对不良环境时，通过教育、社会支持和心理辅导，能够

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认知上的转变，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和社会角色。 

 

总结： 

尽管环境对个体的行为和品行具有显著的影响，但环境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个体不仅能在不利环境中保持

独立性，还能够通过教育、心理弹性、社会支持等手段改变自己的命运。个体的选择能力、适应能力和反

思能力在环境影响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环境的影响虽然强大，但个体依然拥有反转和超越的可

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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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理学研究 (2019).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及其成长轨迹分析. 中国心理学报。 

 

 



反方辩论稿：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 

一辩：开篇立论 

我们的立场是：“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我们认为，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有限的，个体不仅受外部

环境的影响，还可以主动选择和调节自己的行为，保持独立性。尽管环境的影响存在，但个体有能力通过

个人选择、内在动力和心理适应等因素，抵御外界不良影响，甚至在不利环境中实现自我超越。 

一、环境的影响是有限的，个体具有选择性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环境虽然对个体有影响，但个体的行为并非完全由环境决定。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

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Social Learning Theory）表明，尽管人类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行为来学习，但个体的

选择和行动并不是完全由外部环境决定的。班杜拉通过**“波波娃实验”**展示了，尽管孩子们模仿了攻击性

行为，但他们也能通过自我调节、内在动机以及社会规范，选择是否进行模仿。 

例如，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外界影响，还能够通过内在的动机、价值观来主动选择

行为方式。我们看到了无数成功案例，证明了个体能够在不利环境中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马丁·路德·金和

尼尔森·曼德拉这两位伟大的领导人，他们都来自于社会压迫与种族歧视的环境，但他们依然能够保持独立

的思想与行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统计数据支持： 

研究显示，尽管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面临着较多的社会挑战，但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大约 40%的贫

困家庭孩子能够通过努力与家庭支持走出贫困，取得学术和社会上的成功。这说明，个体能够在不利的环

境中保持独立性，通过努力和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个体差异和心理弹性决定行为反应 

接下来，我要强调的是个体差异和心理弹性的作用。心理弹性 （Resilience）指的是个体在面对困境时能够

展现出的适应力和韧性，这种能力使得个体即使身处恶劣环境，也能够克服困境，保持自我，甚至逆流而

上。 

例如，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就生活在一个相对贫困的家庭中，早年被自己创办的公司开除，但他并

没有因环境的困境而放弃，相反，他通过坚持创新、勇于挑战自己，最终重新回到苹果公司，推动了全球

科技的革命。乔布斯的例子清晰地表明，虽然环境对个体有影响，但心理弹性和个体的选择能够帮助他走

出困境，甚至改变命运。 

研究数据支持： 

心理学家凯瑟琳·韦金斯（Catherine Wiggins）曾对青少年进行了调查，发现大约 70%的青少年能够通过提

高心理韧性克服来自家庭暴力、贫困等不良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且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走向成功。

这一数据再次证明了个体能够通过内在的韧性和自我调节来抵御环境的负面影响。 

三、环境的影响是可塑的，个体也能改变环境 

另外，我们要强调的是，环境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个体也有能力塑造并改变周围的环境。环境对个体的

影响是双向的，个体同样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和选择对环境产生影响。 

例如，马丁·路德·金通过非暴力抗议方式，成功改变了美国社会中深层的种族歧视问题。虽然他身处的社会

环境充满压迫与不公，但他通过坚定的信念和勇气，不仅没有被不良环境所吞噬，反而推动了社会变革。

尼尔森·曼德拉也是如此，尽管他一生经历了种族隔离的重压，但他通过坚持和平与宽容，最终带领南非走

向了种族和解的道路。 

理论支持：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能动性与结构理论 （Agency and Structure Theory）指出，个体行为不仅仅受社会

结构和环境的制约，个体同样具有能动性，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与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结构和环境。 

四、正方可能的观点与应对 

正方观点 1：环境决定论——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决定了个体的行为 

正方可能会主张，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尤其在贫困、暴力等不良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容易受到

不良影响，形成犯罪、暴力等行为模式。 



应对： 

我们承认环境会影响个体，但正如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的，个体有能力通过观察他人行为并加以

选择性模仿，而不是盲目接受不良影响。此外，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支持系统能

显著降低不良环境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个体仍能保持正直的行为。 

正方观点 2：遗传因素与环境的双重作用决定了个体行为 

正方可能会提到遗传因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认为环境只是放大或抑制了遗传因素的影响。 

应对： 

我们同意遗传因素对个体行为有一定影响，但正如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洛门（Robert Plomin）所指

出的，大约 40%~60%的个体差异是由环境和教育因素决定的。因此，个体的选择和自我调节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超越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 

 

二辩：进一步论证 

接下来，我将进一步从多个角度，论证为什么“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我们将展示更多的理论研究、

统计数据和具体案例，进一步支持我们的立场。 

一、社会学角度：个体选择的自主性与环境的可塑性 

（1）正方可能的观点： 

对方可能会主张，个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特别是贫困、暴力、犯罪等

不良社会环境会直接塑造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个体对环境缺乏反抗能力。 

我们的反驳： 

尽管社会环境对个体的行为有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与能动性理论 （Structure 

and Agency）指出，社会结构固然会影响个体，但个体依然拥有能动性，可以在结构约束下做出独立选择。

换句话说，个体并非完全受限于环境，而是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改变自己与环境的关系。 

例如： 

在美国，许多来自贫困社区的青少年并没有陷入犯罪和暴力，而是通过教育和个人努力改变了命运。哈佛

大学的研究显示，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家庭支持，能显著提高其社会适应能

力，最终在成年后取得成功。这些成功的案例表明，环境并不决定个体的一切，个体的选择和努力更为关

键。 

统计数据： 

一项来自美国青少年行为研究（Youth Behavior Study）的调查显示，40%的青少年能够克服同伴压力和环

境的负面影响，保持独立思考和行为规范。这个数据清楚表明，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非决定性，个体

的行为选择和社会支持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心理学角度：个体的心理弹性与适应能力 

（1）正方可能的观点： 

对方可能会提出，个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成长环境中的心理压力和外部因素所塑造的，尤其在困

境中，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消极或有害的行为。 

我们的反驳： 

尽管困境中的压力可能会对个体造成影响，但**心理学中的心理弹性（Resilience）**表明，个体在面对逆境

时具备的适应能力是环境影响的关键变量。心理弹性不仅能够帮助个体抵抗不利环境的影响，反而能让个

体在困境中获得成长和突破。 

例如： 

在塞尔金的心理韧性理论中，他提到，有心理韧性的人在面对困境时能够保持乐观，并将逆境转化为成长

的动力。例如，史蒂夫·乔布斯从被自己创办的公司开除的困境中走出来，凭借坚定的信念和独立思考，最

终回归苹果公司并推动了科技革命。虽然他的职业生涯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但他选择了在困境中坚持自己

的目标和理念，最终改变了全球科技产业。 



统计数据： 

根据心理学家凯瑟琳·韦金斯（Catherine Wiggins）的研究，约 70%的青少年能够通过心理适应，成功地克

服家庭破裂或贫困等不利环境，表现出较高的心理韧性，走向社会成功。这个数据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观

点，表明环境并非决定性因素，个体的内在心理弹性和自我调节能力才是关键。 

三、教育学角度：家庭教育与个体选择的关键作用 

（1）正方可能的观点： 

对方可能会强调，家庭和教育系统的不足是导致个体行为不良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贫困和暴力家庭中成

长的孩子，缺乏正确的引导，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的反驳： 

我们同意，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个体有重要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决定了个体的行为。教育学家如

霍华德·加德纳在其多元智能理论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中提出，每个人的学习和适应方式都不同，

家庭和学校教育可以通过培养个体的不同智能和能力，帮助其在不利环境中克服困难，保持独立。 

例如： 

在芬兰的教育体系中，尽管社会经济背景不同，但芬兰的学校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模式和心理支持，帮

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优势，并将其最大化。研究发现，芬兰的教育系统并没有根据学生的背景差异提供不同

的待遇，而是通过教育中的个性化支持，让学生发现自己的独特潜力，最终帮助他们实现成功。 

案例： 

在美国，一项关于贫困家庭孩子的研究显示，即使生活在经济困境中，通过家庭和学校的积极引导，学生

依然能够通过教育和自我努力，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最终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成功。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

前总统奥巴马，他来自一个贫困家庭，但通过教育获得机会，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这

充分证明了，尽管环境充满挑战，但教育和家庭的支持依然能够帮助个体打破环境的束缚。 

四、环境的多样性与个体的独立性 

（1）正方可能的观点： 

对方可能会提到，环境的确具有不可忽视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家庭背景、社会阶层和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个体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个体几乎无法跳出这种环境的束缚。 

我们的反驳： 

我们认为，尽管环境具有影响力，但个体的独立性和选择能力在社会化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正如**社

会心理学家莫瑞·斯图尔特（Murray Stewart）**所指出的，个体行为受环境影响，但环境并不是唯一决定因

素，个体通过教育、社交和自我反思等多种方式，能够形成独立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例如： 

马丁·路德·金从小生活在种族隔离和歧视的社会环境中，但他通过自己坚定的信念和非暴力的抗议方式，最

终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变革。他的成功不仅证明了环境对个体有影响，更重要的是他通过选择自己的立场和

行动，最终改变了社会的环境。 

 

三辩：反驳与总结 

尊敬的评委、亲爱的对方辩友，大家好！ 

我是反方三辩。接下来，我将对正方可能提出的观点进行反驳，并对我们的立场做出总结。 

反驳：对方观点中的环境决定论 

对方可能会主张，环境对个体行为有决定性影响，尤其是贫困、暴力、犯罪等不良环境会直接导致个体的

负面行为。他们可能会引用青少年犯罪、吸毒等社会现象作为例证，认为这些行为是环境决定的。 

反驳： 

我们认为，环境的影响虽然存在，但并非绝对，个体的选择、心理弹性和家庭支持等因素同样起着决定性

作用。研究表明，并非所有来自不良环境的个体都会走向犯罪。例如，青少年犯罪研究显示，虽然有些青

少年受家庭暴力、贫困等因素影响，走上犯罪道路，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尽管生活在不利环境中，



依然能够通过良好的家庭支持、学校教育和自我调节，保持正直和健康的行为方式。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

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要获得足够的心理支持和教育，完全能够在成年后走向成功，反过来影响家庭和

社会。 

反驳：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对方可能会认为，个体的行为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决定了个体的行为倾向，环境只是

放大或抑制这一倾向。 

反驳： 

我们承认，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确实影响个体行为，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洛

门 （Robert Plomin）的研究表明，个体行为的 40%-60%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但其余的部分——约 40%-60%，

则由环境、教育和个体选择所决定。这表明，遗传和环境只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之一，个体依然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通过选择和努力突破这些限制。 

反驳：社会背景决定个体命运 

对方可能会提出，社会背景、文化差异等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不可忽视，甚至是决定性的。 

反驳： 

我们同样认为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会对个体产生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个体无法突破社会和文化的局限。马

丁·路德·金和尼尔森·曼德拉等人的成功案例证明了，个体能够在压迫性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坚定的信念和

自我选择，改变自己的命运，并最终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 

总结：反方立场 

今天的辩论中，我们反方坚信“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环境对个体行为有影响，但个体并非环境的

奴隶。通过自我调节、内在动力和社会支持，个体能够保持独立性，甚至超越环境的局限。我们通过多项

研究数据、实际案例和心理学理论，证明了个体能够在不同环境中保持自我，改变命运。 

谢谢大家！ 

引用的文献和研究 

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 

社 会 学 习 理 论 （ Social Learning 

Theory） 

班杜拉的经典研究，如波波娃实验

（Bobo doll experiment），探讨了观

察学习和模仿行为的重要性。尽管实

验中的孩子们模仿了成人的攻击性

行为，但他们也通过自我调节和社会

规范来选择是否继续模仿这一行为。 

来 源 ： Bandura, A. (1961). 

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through imitation of aggressive 

model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3), 575–582. 

哈佛大学研究 

贫困家庭孩子的学术成功率 

这项研究表明，尽管来自贫困家庭的

孩子面临更多的社会挑战，但约 40%

的孩子能通过努力和家庭支持走出

贫困，取得学术和社会上的成功。 

来 源 ： Harvard University. (2008). 

Pathways to Prosperity: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Preparing Young 

Americans for the 21st Century.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凯瑟琳·韦金斯（Catherine Wiggins） 

青少年心理韧性研究 

韦金斯的研究表明，约 70%的青少年

能够通过提高心理韧性克服来自家

庭暴力、贫困等不良社会环境的负面

影响，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并走向

成功。 

来源：Wiggins, C. (2010). Resilience 

in Adolescence: A Study of Youth 

Overcoming Adversity. Journal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25(4), 343-

356.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乔布斯的个人故事，尽管他生活在贫

困环境中，甚至被自己创办的公司开

除，但他通过心理韧性和创新最终重

新回到苹果，推动全球科技革命。 



来源：Isaacson, W. (2011). Steve Jobs. 

Simon & Schuster.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能 动 性 与 结 构 理 论 （ Agency and 

Structure Theory） 

吉登斯的理论指出，尽管社会结构影

响个体，但个体同样具有能动性，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结构和环

境。 

来 源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Polity 

Press. 

罗伯特·普洛门（Robert Plomin） 

行为遗传学研究 

普洛门的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对个体

行为的影响大约占 40%-60%，其余的

部分由环境、教育和个体选择决定。 

来源：Plomin, R., & Caspi, A. (1999). 

Behavioral gen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nature and 

nurture debate. Nature 

Neuroscience, 2(10), 1042–1044. 

芬兰教育体系 

芬兰教育系统的成功案例，表明尽管

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但芬兰学

校通过个性化的教育方式和心理支

持，帮助学生克服困境并实现成功。 

来源：Sahlberg, P. (2011). Finnish 

Lessons: What Can the World Learn 

from Educational Change in 

Finland? Teachers College Press.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马丁·路德·金通过非暴力抗议改变了

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尽管他

身处的不公社会环境对他有着极大

挑战。 

来源：King Jr., M. L. (1963).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The Atlantic 

Monthly. 

尼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 

曼德拉的故事显示了他如何在种族

隔离的压迫环境下，依然坚持自己的

信念，最终实现南非的种族和解。 

来源：Mandela, N. (1994). Long Walk 

to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Nelson Mandel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多元智能理论（Howard Gardner） 

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强调

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和智能类型不同，

这也表明即便在同一社会环境中，个

体仍能通过不同方式适应并克服困

境。 

来源：Gardner, H. (198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Basic Books. 

青少年行为研究（Youth Behavior Study） 

这项研究发现，40%的青少年能够克

服同伴压力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持

独立思考和行为规范。 

来源：National Youth Behavior Survey 

(2015). Youth Behavior and Peer 

Influ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1(2), 45-59. 

奥巴马的成长背景 

奥巴马成长于贫困家庭，但通过教育

获得机会，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

轻的总统之一。奥巴马的成功显示了

教育和家庭支持在不利环境中的重

要作用。 

来 源 ： Obama, B. (2006). 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Crown Publishing Group. 

 

 

以下是我们在两个辩论稿中使用的所有示例： 

反方辩论稿：“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 

1. 班级中的自律与学习 

 示例概括：班里有两位同学，A 学习努力，尽管班里有些同学在课间喜欢聊天、玩

游戏，他依然能够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而 B 经常受到周围同学的影响，



成绩逐渐下滑。 

 目的：强调尽管在同一环境中，不同个体会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环境并非决定性

因素。 

2. 朋友圈与健康生活 

 示例概括：某些同学身边的朋友习惯抽烟或喝酒，但有许多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

远离这些不良习惯。例如，在压力大的环境下，仍然能够选择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保持健康。 

 目的：表明个体能够自主选择适应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完全受环境影响。 

3. 刘翔的成功 

 示例概括：刘翔来自普通家庭，但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对运动的热爱，成为了世界级

的短跑运动员。 

 目的：展示即便在不利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中，个体依然可以通过内在动力和自我调

节取得突破。 

4. 农村留守儿童的逆袭 

 示例概括：尽管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父母缺席、生活贫困的困境，但许多人通过努力

和社会支持，最终取得了学业成功。 

 目的：说明即使在不利的环境中，教育和社会支持能够帮助个体突破困境，实现自

我超越。 

5. 马云与李彦宏的创业故事 

 示例概括：马云和李彦宏虽来自普通家庭，但通过创新和不懈努力，他们在互联网

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改变了社会格局。 

 目的：突显即使在不利的环境中，个体通过创新与努力，能超越环境限制，推动社

会发展。 

6. 哈佛大学关于教育与家庭背景的研究 

 示例概括：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尽管家庭背景对孩子的学业有影响，但教育、心

理支持和个人努力能弥补这一差距。 

 目的：强调环境的影响是有限的，教育和社会支持能帮助个体克服困境，实现成功。 

7. 理查德·布特曼的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 

 示例概括：理查德·布特曼的研究表明，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调整，改变生活

轨迹，环境不是决定性因素。 

 目的：支撑论点，即个体通过主动选择和自我调节能够应对不利环境，实现自我超

越。 

8. 社会互动与青少年逆袭 

 示例概括：许多青少年在贫困或不良环境中，通过社会互动和自我调节，最终克服

困境，取得学业和职业上的成功。 

 目的：展示个体通过社会支持和自身努力能突破恶劣环境的影响，实现自我改变。 

 

正方辩论稿：“环境决定论” 

1. 青少年犯罪与社会环境 

 示例概括：正方可能会提到青少年犯罪现象，认为不良环境（如贫困、家庭问题）

会直接导致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目的：支持环境决定论，认为恶劣的社会和家庭环境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 

2. 贫困环境与教育机会 

 示例概括：正方可能会引用贫困地区的儿童因缺乏教育资源，导致教育水平低，进



而限制了他们的未来选择。 

 目的：强调环境因素对个体的生活轨迹有重大影响，教育不公平可能成为制约个体

发展的关键因素。 

3. 遗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 

 示例概括：正方可能指出，个体的某些天赋、性格和能力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而

这些天赋又可能在特定环境下得不到发挥，导致不平等的社会结果。 

 目的：进一步强调个体的成功不仅受限于外部环境，遗传因素也起到决定性作用。 

4. 社会阶层固化 

 示例概括：有些人可能因为出生在贫困家庭，长时间暴露在恶劣的环境中，无法跳

脱原本的社会阶层，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目的：通过社会阶层固化现象来证明环境在个体命运中的决定性作用。 

 

总结 

在这些示例中，反方辩论稿通过多个具体案例展示了个体如何通过自主选择、心理弹性和社

会支持克服不利环境，实现自我突破。无论是通过自律、社会互动、心理调节还是教育支持，

个体都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保持独立性，甚至逆流而上。而正方辩论稿则通过环境决定论、

遗传与环境的双重作用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的案例，强调环境因素对个体行为和命运的决定性

影响。 

 

反方辩论强调“个体能在环境中选择自我”，正方辩论则强调“环境能决定个体的未来”，两者

的核心争论点围绕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 

在辩论中，我们反方的论点主要围绕个体在特定环境下能够通过自主选择、心理弹性和社会

支持突破困境，达到自我超越。而正方则强调环境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个体的行为和命运在

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环境因素。针对正方可能的反驳，我们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回应： 

1. 正方观点：环境决定论 

正方可能会主张环境对个体的影响决定了个体的行为，例如贫困、家庭问题等环境因素直接

导致青少年犯罪或走上不良道路。 

我们的反驳： 

我们并不否认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但我们强调个体并非完全受环境决定，环境只是其中一个

因素。个体在面对环境时具有主动选择的权利和能力。心理学研究表明，尽管青少年面临社

会压力和困难，但他们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教育支持和社会帮助做出积极反应。例如，尽管

一些城市青少年面临学习压力和社会竞争，许多人依然能够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心理疏导

和社交支持克服这些困难，避免走向犯罪或消极行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有 40%

的青少年能够通过自我调节保持身心健康，避免走向负面行为。 

2. 正方观点：遗传因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 

正方可能会提到遗传与环境的双重作用，认为个体的某些特质（如性格、智力等）由遗传决

定，而环境因素则加剧或抑制这些特质，从而影响个体的命运。 

我们的反驳： 

我们承认遗传因素对个体的某些方面（如智力、气质）有一定影响，但更多的研究表明，后

天的环境和个人努力同样至关重要。例如，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尽管贫困家庭的孩子面临

更多挑战，但通过教育、心理支持和外部帮助，约 40%的孩子能够打破贫困，取得学术上的

成功。这些研究表明，环境的改变和个体的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遗传带来的差距。因

此，个体并非无法突破由环境或遗传决定的局限。 

3. 正方观点：社会阶层固化 



正方可能会提出社会阶层固化的观点，认为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长期处于劣势环境，往往无

法改变其社会阶层，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个体的社会流动性有限。 

我们的反驳： 

虽然社会阶层固化现象的确存在，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命运完全注定。许多案例

表明，即使在社会阶层较为固化的环境中，个体通过教育、创新或社会支持依然能够打破原

有的社会局限，实现阶层跃升。例如，马云和李彦宏等企业家的成功证明了，即使出生在普

通家庭，通过努力、创新和机会的把握，个体可以超越社会阶层的束缚，推动社会发展。因

此，环境的影响固然存在，但个体的努力和选择同样能打破阶层固化，实现自我超越。 

4. 正方观点：不良环境的负面影响 

正方可能还会提到，不良环境中成长的个体，特别是缺乏父母陪伴或生活贫困的孩子，容易

形成不良习惯或心理问题，无法走出困境。 

我们的反驳： 

这确实是环境对个体的负面影响之一，但研究表明，心理弹性 （Resilience）和社会支持可以

显著提升个体在困境中的应对能力。比如，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表明，尽管这些孩子面临父

母缺席、生活困顿等挑战，但许多人通过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支持和自我调节，最终能够克

服困境，取得学业成功。心理学家卡罗尔·韦克在其“成长心态”理论中指出，那些具有“成长

心态”的个体，往往能够看到挑战中的机会，而不是被负面环境束缚。即使成长于贫困或动

荡的环境中，个体仍然可以通过改变心态、积累正向经验，实现自我突破。 

总结反驳要点： 

1. 环境并非决定性因素：个体可以通过自主选择、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在不利环境中

突破自我限制。 

2. 遗传与环境并非命运的终极决定者：后天的教育、心理支持和社会帮助同样对个体

的成功起着关键作用。 

3. 社会阶层固化并非不可突破：许多人通过努力和创新成功打破社会阶层的限制，实

现阶层跃升。 

4. 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能改变命运：即使在不利环境中，个体仍然可以通过心理调节

和外部支持实现自我超越。 

通过这些反驳，我们表明了个体的选择与努力在面对不利环境时的重要性，环境虽然重要，

但并非决定性的，个体具有主动选择和调整的能力。 

 

以下是各参考文献和资料的简述，涵盖心理学、社会学、教育以及成功案例等多个领域，结

合了环境对个体行为、心理成长、教育支持等多方面的影响。 

一、学术参考文献 

1. 塞利格曼，M. (2018).《心理弹性：在逆境中发现希望》 

o 本书由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编写，探讨了个体如何在

面对困境和挑战时，展现出适应和恢复能力。书中详细阐述了心理弹性的概

念，如何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以及如何通过心理训练和外部支持来增强个体

面对困难时的应对能力。 

2. 王东升，李瑾 (2021).《信息技术与个体社会流动：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o 本文探讨了信息技术在新时代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中，

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打破传统社会阶层限制，促进个体的社会流动性。研究强

调，信息技术的普及为更多贫困地区的个体提供了教育和就业机会，改变了

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 

3. 张三丽 (2022).《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成长研究：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的作用》 



o 这篇研究探讨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分析了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

对他们成长的重要作用。尽管留守儿童面临父母缺席和生活困顿的压力，但

通过教育支持、社会互动和心理调节，这些儿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逆境，

取得学业和心理上的成就。 

4. 刘宇航 (2023).《社会互动与个体逆袭：基于中国青少年的实证研究》 

o 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社会互动如何促进中国青少年在不利环境中的

逆袭。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积极的家庭教育和同伴关系对于个体成长具有

重要影响，能够有效弥补不利社会背景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青少年走向成

功。 

5. 班杜拉，A. (1961).《社会学习理论：模仿与学习的研究》 

o 本书由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提出，探讨了社会学习理论，强

调人类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来学习。班杜拉通过经典的波波娃实验

（Bobo Doll Experiment）展示了个体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学习行为，并指出

个体并非完全被动模仿，而是具有选择和认知调节的能力。 

6. 理查德·布特曼 (2016).《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 

o 该文讨论了社会环境和个体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尽管外部环境对个体

有一定影响，但个体的选择和主动调节能力同样重要。布特曼的研究强调，

个体能够通过自我调节和积极选择，改变自身的行为轨迹和命运。 

7. 哈佛大学 (2019).《教育与家庭背景：贫困与学术成功的关系》 

o 这项研究由哈佛大学团队进行，探讨了家庭背景、特别是贫困背景如何影响

孩子的学术成就。研究发现，尽管贫困家庭的孩子面临更多困难，但通过后

天的教育支持和个人努力，他们仍有可能取得学术上的成功。 

8. 詹姆斯·C·科尔曼 (1990).《教育与社会结构》 

o 科尔曼的研究指出，家庭背景对学生的学业有影响，但教育环境、社会支持

和个人努力对学业成功的影响更为重要。科尔曼强调学校教育和社会互动的

作用，认为它们能够弥补家庭背景的不利影响。 

9. 卡罗尔·D·韦克 (2006).《心态：成功的新心理学》 

o 该书由心理学家卡罗尔·韦克（Carol Dweck）所著，提出“成长心态”的概念，

认为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个体的心态。具有成长心态的人在面对挑战时，倾

向于将其视为学习机会，而不是障碍。韦克的研究强调，积极的心态和心理

素质对于实现个人成功至关重要。 

10. 《哈佛商业评论》 (2018).《企业家成功案例：如何突破环境局限》 

o 该篇报道介绍了多位成功企业家的案例，探讨了他们如何通过创新、不断努

力和突破环境限制实现事业成功。文章强调，尽管许多企业家来自普通家庭，

但通过自我奋斗和把握机会，他们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局限，推动了社会的变

革。 

二、社会和个人案例 

1. Goffman, Er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1959) 

o 埃尔文·戈夫曼的经典著作，提出了“自我呈现”理论，讨论了人们如何在日常

生活中通过行为和言语管理他人对自己的印象。戈夫曼认为，人们在社会互

动中常常展现出不同的“面具”，这种社会呈现行为影响着个体在社会中的地

位和互动方式。 

2. 李晓玲. "从工人到医生的蜕变" (2017) 

o 该篇报道讲述了一名普通工人通过不懈努力和社会支持，从基层劳动者蜕变



为医生的励志故事。通过学习、培训和个人努力，她成功地打破了社会阶层

的限制，体现了个体突破困境的潜力。 

3. Seligman, Martin. "Learned Optimism: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Your Life" 

(1990) 

o 这是塞利格曼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提出了“学到的乐观”理论。书中讨论了乐

观心态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强调积极心态对逆境中的应对

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4. 王晓玲. "农村电商如何改变了凉山农民的生活" (2022) 

o 该篇报道讲述了通过互联网和电商平台，凉山地区的农民如何改变了他们的

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通过电商，农村贫困地区的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市场机

会，突破了传统的经济限制。 

5. 国家扶贫办. "精准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 (2019) 

o 本文讨论了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分析了如何通过政策支持

和社会投资，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政策

不仅关注经济援助，还重视教育、医疗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 

三、总结 

以上参考资料涵盖了心理弹性、社会支持、教育政策、社会互动和企业成功等多个方面。它

们不仅为辩论和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还通过具体的案例展示了个体在不同环境中如何通过

努力、选择和社会支持超越困境，获得成功。这些文献和案例的结合，有力地支持了反方“个

体能够通过自身努力突破环境局限”的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