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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学习成绩对学习不良少年自我监控的影响 

张宝山 赵军燕 俞国良一。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北京，100048) 

(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北京，100872) 

摘 要 本研究通过与陌生权威访谈的实验情境，考察了学习不良少年在隐匿学习成绩条件下自我监控的特点。结果表明，在 

访谈情境中，学习不良少年自我监控的总分显著高于非学习不良少年；多元方差分析显示，无论能否隐匿学习成绩，学习不良少 

年利用情境线索调节自我表现行为的倾向都高于非学习不良少年；但是，能够隐匿学习成绩的学习不良少年应用了更多的内部 

线索调节 自我表现，压抑了真实的自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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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学习不良是中小学校园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 

象⋯1，对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很多 

研究表明，学习不 良学生在 日常交往中普遍遭受着 

拒绝或歧视[ I3]，心理压力很大，很少能得到有效的 

社会支持_4 J。因此，为了保护自尊，学习不良学生在 

陌生环境中，往往会有意识地采取策略隐匿自己是 

学习不良的事实，如不愿意谈论 自己的学习成绩、刻 

意给别人留下 自己是好学生的印象Ⅲ5 J。Ferri认为， 

目前学校还不能给学习不良个体提供充分的安全空 

间，当学习不 良学生发现处在模糊(或敌意)的环境 

中时，他们将通过隐匿学习不良的身份特征及其相 

关信息的方式来应对相关污名_6 J。 

在社交情境中，为避免暴露 自身污名相关的信 

息，隐匿污名的个体需要对 自己的行为进行有意识 

地监控，一旦意识到泄露了某些污名相关的信息，他 

们就会调用额外的资源来修正自我表现 。有研究 

表明隐匿某种信息使个体的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 

如反应时增加、眼神接触减少_8_、眨眼、声音提高、语 

误增 多 J等等。Snyder认 为，自我 监 控 (self— 

monitoring)与个体的印象管理密切相关_1 ，那么作 

为社交中一种有效的印象管理策略——隐匿污名 

(concealing stigma)与自我监控之间是否也存在着一 

定的联系呢?Pachankis等人的研究显示，男同性恋 

学生为避免暴露性取向，会试图改变说话的声调、谈 

话的内容和走路的姿势，并尽力表现得更有男子 

气【11j。Hetrick认为，这些变化是由于个体担心自己 

的污名身份被识别，进而对行为进行了持续的自我 

监控【121。基于以上分析，在可以隐匿学习不 良污名 

主要信息——学习成绩的情境中，为了保守真实学 

习情况的秘密，学习不良少年很可能会对 自己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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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现行为进行明显的自我监控。因此，本研究假 

设，在可以隐匿学习成绩的条件下，学习不良学生会 

有更多自我监控行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研 究 被 试 包 括 学 习 不 良 少 年 (Learning 

Disabilities，LD)和非学习不 良少年(No—Learning 

Disabilities，NLD)，其 中学习不 良少年的筛选标准 

为：(1)学业成绩落后标准，即主课平均成绩居全班 

下第十个百分位(10％)以内；(2)教师评定标准，即 

根据研究者提供的学习不 良学生的心理行为特征， 

被班主任评定为“学习不 良者”；(3)排除标准，即排 

除智力落后与超常学生以及由于情绪障碍、疾病等 

特殊情况所导致的学业成就落后问题。 

非学习不良少年的选择方法是在挑选出学习不 

良少年后，按相同人数匹配在班级内随机选取(学习 

成绩处于全班上六十个百分位，因为这些学生或多 

或少都有机会成为班级中的好学生，很少受到“差学 

生”污名的影响)。 

通过以上标准，共获得学习不良被试 43人，其 

中男生 31人，女生 12人；非学习不良被试 43，男生 

20人，女生 23人。 

2．2 材料 

状态 自我 监控 问卷 (state self—monitoring 

scale)：自我监控是指在社交情境中人们在多大程度 

上通过修改自己的行为来调节 自我表现的倾向[131。 

为了区分个体之间自我监控能力的差异，Snyder等 

编制了 25个项 目的自我监控问卷(self—monitoring 

scale)[ ]。由于该问卷项 目测量的是个体稳定的能 

力倾向，不能敏感地反映社交情境中即时的自我监 

控，因此，要使用该问卷的测量项 目检验访谈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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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监控行为，还需要对这些项目进行一定修改。 

Briggs等人认为该问卷由三个子维度组成：表 

演(acting)，外 倾性 (extraversion)和他人 导 向性 

(other～directedness)l14 J，其 中，他人导向性子量表 

最接近自我监控概念的本质l15 J。基于此，本研究将 

他人导向子量表的 8个项 目和另一个较好反映自我 

监控概念的项目(共 9个项 目)进行修改。通过加入 

“在交谈中”，将项目中的“其他人”替换成“老师”，删 

除与实验情境无关的词语等操作，将原来测量特质 

自我监控的项目修改成测量状态 自我监控的项 目， 

考察被试在实验访谈中的自我监控行为。 

在检验问卷信效度的预测(98名学生参加与本研 

究类似的访谈后填写问卷)中，对 9个项目进行因素 

分析，共得到2个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素，累积方差贡 

献率为 56．28％，项目的因素负荷都在 0．45以上 

依据因素分析的结果，9个项目的状态自我监控 

问卷共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包括“我会留心观察 

老师的行动，并把它作为我的行动线索”、“我并不试 

图去做老师喜欢的事”和“我努力改变 自己的行为以 

适应谈话情境”等四个项 目；第二个维度包括“我的 

行为表达了我的真实情感”、“我表现成了一个完全 

不同的人”和“我在老师面前表现出的情感比我所体 

验到的真实情况深刻得多”等五个项 目(注：每个项 

目最前面都有“在交谈中”)。信度分析的结果表明， 

因素 1各项 目的 a系数为 0．85，因素 2各项 目的 a 

系数为 0．70。根据项 目的内容，第一个因素反映的 

是为了适应期望，个体根据情境线索调节行为的倾 

向，称为情境关注(outward focusing)，分数越高说明 

越倾向于利用外部情境线索调节行为；第二个因素 

主要关注个体知觉到的访谈情境中的表现与真实 自 

我的差异，反映了个体依据内部线索调节自我表现 

的倾向，称为内部关注(inward focusing)，分数越高 

说明被试体验到的情境表现与真实 自我越不一致， 

修正行为的倾向越强。 

在本研究中，9个项 目的2因素结构的验证性因 

素分析的各拟合指数为：Z2／df=1．202( =31． 

262，df=26)，GFI=0．926，TLJ：0．942，CFI= 

0．958，RMSEA=0．049。各项指标均达到了良好水 

平，说明该模型拟合度较好，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 

度。 

2．3 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 2(LD vS．NLD)×2(优生情境 VS．差 

生隋境)组问设计。优生情境下，实验助手告诉被 

试：“实验室里面的老师(主试)是位专家，要找不同 

成绩水平的学生谈话并会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学习 

方法。现在他需要一位成绩好的学生，但我对你们 

的学习情况并不了解，找不到合适的人，所以希望你 

假扮成成绩好的学生，按照他的要求完成任务。结 

束后你可以挑选一个 自己喜欢的小礼物”；差生情境 

中指导语将“成绩好的学生”替换成“学习成绩不理 

想的学生”，其他部分与优生情境相同。LD和 NLD 

被随机分配到两种实验情境中，其中LD分配在优生 

情境时，允许他们隐匿学习成绩，称为隐匿条件；LD 

分配在差生情境，被试不能隐匿学习不良的特征，称 

为非隐匿条件。 

2．4 研究程序 

整个实验依照以下程序进行：(1 j实验助手接待 

被试，向被试介绍 自己身份(实习教师)及实验大概 

的情况；(2)实验助手分配实验情境，将不同类型的 

被试随机分配到两个实验情境中；(3)实验助手将被 

试带入实验室，向主试介绍被试的学习情况(按照事 

先和被试交待的内容向主试介绍)，随后离开实验 

室；(4)进行正式访谈。内容包括询问一些中性问 

题、对学习和差生态度的问题；(5)访谈结束，被试填 

写状态自我监控问卷；(6)主试答谢并鼓励被试。 

3 结果 

为了检验隐匿学习成绩信息对自我监控的影响， 

首先对量表总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类型 

主效应显著，F(1，82)=6．81，P=0．01，学习不良学生 

的自我监控行为(M=33．98)明显多于非学习不良学 

生(M =28．28)；实验情境主效应不显著，F(1，82)= 

0．31，P=0．59，优生情境中被试的自我监控行为(M 

=30．58)和差生情境中被试 自我监控行为(M ：31． 

67)没有显著差异；被试类型和实验情境之间没有显 

著的交互作用，F(1，82)=2．16，P=0．15。两种实验 

情境下被试的自我监控的总分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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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2(实验情境)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被试在状态自我监控两个子维度上的得分见表 1。结 

果显示，被试类型主效应显著，F(2，81)=3．38，P=0． 

04；实验情境主效应不显著，F(2，81)=0．17，P=0． 

85；被试类型和实验情境的交互作用显著，F(2，81)= 

3．33，P=0．04。这表明，在实验访谈中不同类型被试 

的自我监控水平不同，不同被试在不同实验情境中自 

我监控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进一步分析表明，被试类型主效应在两个子维 

度上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其中，在情境关注子维度， 

学习不良少年的得分(M =15．91)显著高于非学习 

不良少年(M =12．75)，F(1，82)=5．70，P=0．02； 

对于内部关注子维度，不同类型被试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即学习不良少年的得分(M =18．04)高于非学 

习不良少年(M =15．47)，F(1，81)=4．56，P=0． 

04。 

被试类型与实验情境的交互作用在内部关注维 

度上达到了显著水平 ，F(1，82)=5．61，P=0．02，在 

情境关注维度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F(1，82)=0． 

08，P：0．78。对内部关注维度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优生情境中学习不良少年的得分高于非学习不 

良少年，F(1，41)=14．32，P=0．00；优生情境中学 

习不良少年与差生情境中的学习不 良少年之间没有 

显著的差异，F(1，41)=2．06，P=0．16；两种情境中 

的非学习不 良被试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F(1，41) 

=3．62，P=0．06。这些结果表明和其他实验条件下 

的被试相比，隐匿学习成绩的学习不良被试应用内 

部线索调节 自我表现行为的倾向最强。 
表 1 各种实验条件下被试自我监控子维度的得分 

翌至垦，少堡 兰望至垦 ! 
优生情境 差生情境 优生情境 差生情境 

情境关注 12．19(1．3413．32(1．3115．73(1．3116．10(1．34) 

内部关注 13．81(1．2217．14(1．1919．23(1．1916．86(1．22) 

(注 ：括号内为标 准误 ) 

4 讨论 

本研究检验了学习不良少年在可以隐匿学习成 

绩信息条件下，与陌生权威进行访谈时自我监控的 

特点。结果显示 ，在两种不同的实验情境中，学习不 

良少年自我监控的总分显著高于非学习不良被试， 

表明在访谈情境中，学习不良学生有着更多的自我 

监控行为。另外，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对于内 

部关注子维度，被试类型和实验情境的交互作用显 

著，优生情境 中的学习不良学生(可以隐匿学习成 

绩)的得分显著高于优生情境中的非学习不 良被试， 

而其他三种实验组合条件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这 

可能是由于学习不良学生已经意识到为了适应实验 

情境的需要，在实验访谈中努力改变了自己行为，并 

且压抑了自己的某些真实感受。他们明显地感觉到 

了实验中的表现与真实 自我是不同的。这些结果暗 

示了在可以隐匿学习成绩的情境中学习不良学生更 

倾向于利用内部线索调节 自我表现。该结果正好支 

持了本研究的假设。 

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还发现，被试类型主效应 

在情境关注维度达到了显著水平 ，即和非学习不 良 

少年相比，在访谈情境中无论是否可以隐匿学习成 

绩，学习不良少年都更多地利用了情境线索调节和 

修正自己的行为。这一结果与实验情境的特点有着 

密切关系。Flynn等发现，个体在存在消极刻板威胁 

的情境中更可能从 自我监控中获益_】 。本研究的 

访谈情境是与学习相关的(如学习辅导专家和学习 

相关的问题)有着消极刻板期望的情境。在这种情 

境中，自我监控行为对学习不良学生有着更加积极 

的效应。通过 自我监控，学习不 良学生不断地从环 

境中获取线索，修正自己的行为来抵消访谈老师对 

他们的消极期望，提高对他们的评价。因此，无论能 

否隐匿学习成绩信息，在消极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境 

中，学习不良学生都会认真关注情境线索，不断地修 

正访谈中的自我表现。 

5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无论能否隐匿学习成 

绩相关信息，学习不良少年根据情境线索调节自我 

表现的倾向都显著强于非学习不 良少年；(2)在隐匿 

学习成绩条件下，学习不 良少年利用更多的内部线 

索调节自我表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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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the prospectivememorymLsson． 

Key words prospective memory task，ongoing  task，attention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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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iects 0f Achievement Concealment On the Self-monitoring 0f 

Adolesc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Zhang Baoshan ，ZhaoJunyan ， Guoliang 

( Institute ofPsychology，ChineseAcadmay 0fSciencm，Be ing，100101)( Psycholo~calCounsellingCxmter，CapitalNodalUniversity，B~jing，100048)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 Through the experiment situation of individual interview with unfam iliar authorities wee exam 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lf-monitoring of adolescents with 1earning disabilities (LD)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informa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D adolescents had more self-monltorlng when the academic achlevem ents could be concealed．Moreover．the two 

subscales of state self-monitoring were affected by the interview ~ifferently．With respect to outward focusing ．the score of LD 

adolesc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LD adolescents，that is，no matter whether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could be concealed or not． 

LD adolesc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ituation and tailor the self—representing  behaviors．On  the other hand，aS for 

inward focusing。LD adolescents who conceale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were more likely tO suppress their rexal feelings and take the 

inner conditions as cues to am end their self-expressive behaviors． 

Key words self-monitoring，concealing academ ic achievem ent，LD adolesc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