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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 目的: 探讨中学生自我效能、自尊与积极、消极情感及其四者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问卷

调查法, 对从 6个地区 16所中学抽取的 2247中学生施测 Rosenberg自尊、自我效能以及中学生情感量表,

分析性别和年级差异以及自尊在自我效能和情感体验中的中介作用。结果: 自尊有随年级而增高的趋势, 从

初一到高三自尊量表得分依次为: [ ( 2�91 ∀ 0� 38), ( 2�93 ∀ 0� 41), ( 3� 01 ∀ 0�41), ( 2�98 ∀ 0�44) , ( 3� 04

∀ 0�41) , ( 3�17∀ 0� 42) ]; 男生自我效能得分高于女生 [ ( 2�74 ∀ 0� 39) v s� ( 2� 68 ∀ 0�40) , P < 0�001],

初三、高三年级学生自我效能得分高于其他年级 (P < 0� 05); 女生积极、消极情感得分均高于男生 [ ( 2� 77

∀ 0�67) v s� ( 2�68 ∀ 0� 67), ( 2�22 ∀ 0� 70) v s� ( 2�13 ∀ 0�68), P s< 0�005], 初一学生积极情感得分最高

( 2�85 ∀ 0� 62), 高一、高二学生消极情感得分最高 [ ( 2�26 ∀ 0�71) vs� ( 2�25 ∀ 0�73) ]。自我效能、自尊

与积极情感正相关 ( r= 0� 24, 0�36), 与消极情感负相关 ( r= - 0�17, - 0�32); 自我效能与自尊正相关

( r= 0�47), 均 P < 0�001; 自尊中介自我效能与积极 /消极情感的关系, 中介效应显著 ( Z = 13�00, -

13�07)。结论: 自尊随年级而提升; 男生自我效能高于女生; 女生的积极、消极情感均高于男生; 在控制性

别和年级的条件下, 自尊中介自我效能对于积极 /消极情感体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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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 lo ration the se lf�efficacy, se lf�esteem, and po sitiv e /negativ e affec t and the re�

la tionships am ong them in Ch inese ado lescen ts�M ethods: TheRosenberg 's Se lf�Esteem Sca le, Genera lized Se lf�Ef�

f icacy Sca le, and A do lescents Po sitiv e /N egativ e A ffect S ca le w ere adm in istra ted to 2247 m iddle schoo l studen ts

sam pled from 16 schoo ls from 6 d istricts�Resu lts: Se lf�e steem tended to increa se a s g rade [ ( 2�91 ∀ 0� 38), ( 2� 93

∀ 0�41) , ( 3� 01 ∀ 0�41 ), ( 2� 98 ∀ 0�44), ( 3� 04 ∀ 0�41), ( 3�17 ∀ 0� 42) ] �B oys had highe r se lf�efficacy

[ ( 2�74 ∀ 0� 39) v s� ( 2�68 ∀ 0� 40), P < 0�001] �Tw o sen io r g rades had higher se lf�e fficacy than o ther 4 g rades

(P < 0� 05) �G ir ls had h igher po sitive and negativ e affec t [ ( 2� 77 ∀ 0�67) v s� ( 2�68 ∀ 0�67), ( 2�22 ∀ 0�70)

v s� ( 2�13 ∀ 0� 68), P s< 0� 05] � Junior g rade one had the h ighest po sitiv e effect ( 2�85 ∀ 0�62), g rade one and

tw o in high schoo l had m o re nega tive effect than o ther 4 g rade s ( 2�26 ∀ 0� 71, 2� 25 ∀ 0�73 ) � Se lf�e fficacy and

se lf�esteem w ere po sitiv e ly co rre lated w ith po sitiv e a ffect ( r= 0� 24, 0�36) , nega tive ly co rre la ted w ith nega tive af�

fect ( r= - 0�17, - 0� 32); self�esteem sign ifican tly m ediated the re la tionship betw een self�eff icacy and po sitiv e /

nega tiv e affec t ( Z = 13�00, - 13�07) �Conc lu sion: Self�esteem tends to increa se as g rade, boy s have h igher

se lf�efficacy than g ir ls, and g irls have h igher po sitive and nega tive affec t than boy s�Se lf�esteem m ed ia tes the re la�

tio nsh ip be tw een genera lized self�eff icacy and po sitiv e /negative affect in Ch inese ado lescents after contro lling the

effects o f gender and g 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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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尊和自我效能对心理机能正常运转起着重要作

用
[ 1]

, 两个概念是与自我相关的但侧重不同方面的

概念
[ 2]
。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一般性评价, 是个体

经验和生活质量的中心方面
[ 3]
。而自我效能则是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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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与自我相关的能力信念
[ 1, 4�5 ]

。研究表明自尊

和自我效能具有中度相关, 自我效能提高自尊, 并能

预测随后的自尊水平
[ 1]
。两者与不同的心理变量的

关系不同
[ 6]

; 自我效能与消极情感负相关, 与积极

情感正相关
[ 7 ]
。这样的相关模式也同样出现在自尊

与情感的相关研究中, 尤其是负性情绪
[ 8 ]
。国内较

多研究涉及自尊或自我效能与情感体验的关系, 尤其

是焦虑和抑郁。但对于自尊和自我效能如何共同影响

情感体验的研究少见, 尤其是积极的情感体验。本研

究探讨中学生自我效能、自尊、积极 /消极情感的性

别与年级特点及四者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方便选取潮州、成都、方城、广州、兰州、南阳

6个地区的 16所中学, 从每所中学的各年级各班以

性别等比例为原则进行随机抽样, 各班级抽取的人数

在 2~ 55之间, 共有 268个班级, 其中初三和高三两

个年级在部分学校没有抽样。共发放问卷 2400份,

回收问卷 2365份。根据应答率 80%筛选问卷得到

2247份, 占回收问卷的 95�0%。其中, 男生 1026

名, 女生 1221名; 年龄 11~ 20岁, 平均 15�5 ∀ 1�8
岁。

1�2工具
1�2�1 Rosenberg自尊量表

[ 9]

共 10个条目, 其中 5个条目正向计分, 5个条

目反向计分。将中文版与英文版量表对应发现, 其中

一个条目计分方式与原英文版量表相反, 因此本研究

中的计分方式是 6个正向条目, 4个反向条目, 采用

4点 L ikert计分方法: 1 =完全不同意, 2 =不同意,

3=同意, 4=完全同意。本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81; 第 1个特征根是第 2个特征根的 3倍以上,

表明较好的符合单维结构。

1�2�2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 4]

共 10道题目。采用 4点 L ikert计分方法: 1=很

不符合, 2= 较不符合, 3= 比较符合, 4 =很符合。

在本样本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第 1个特征根

是第 2个特征根的 3倍以上, 表明较好的符合单维结

构。

1�2�3中学生积极 /消极情感量表
[ 10]

共有 14个条目, 其中 6个测量消极情感, 8个

条目测量积极情感。应答者根据 1周内的实际情况对

每项条目进行评定, 从 #没有∃ 到 #经常有 ∃, 共 4

点评分。消极情感和积极情感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

0�80和 0�81。因素分析结果呈现出清晰的两维结构,

所有项目在对应维度上负载在 0�60以上, 而在另一

个维度上负载绝对值均小于 0�30。
1�3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1�5, 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相关分

析, 分层回归分析。

2� 结 � 果

2�1自我效能、自尊与积极 /消极情感的性别、年级

比较

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 以自尊、自我效能感、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为因变量, 进行多元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性别和年级对所有因变量的交互作用均不

显著, 除了性别对自尊的主效应外, 其他主效应均显

著, 但这些效应相对较小 ( h
2
= 0�003~ 0�03)。

具体来说: 自尊有随年级而增高的趋势, 两者相

关为 0�15, P < 0�001。自我效能感得分, 男生高于

女生, 毕业年级学生 (初三、高三 ) 高于非毕业年

级的学生,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得分女生多于男生。

在年级趋势上表现为: 高年级学生的积极情感得分低

于低年级, 而消极情感得分高于低年级 (表 1)。

表 1� 不同性别、年级学生各量表评分比较 ( x ∀ s)

量表
男

(N = 1026)

女

(N = 1221)
F值

初一%

(N = 431)

初二&

(N = 481)

初三∋

(N = 199)

高一(

(N = 490)

高二)

(N = 489)

高三∗

(N = 157)
F值

两两比较

P < 0�05

自尊量表 2�98∀ 0�41 2�99 ∀ 0�43 0� 57 2� 91 ∀ 0�38 2�93 ∀ 0� 41 3�01 ∀ 0�41 2�98 ∀ 0�44 3�04∀ 0�41 3�17 ∀ 0�42 13�39
* * * & < ∋ , (< ) < ∗

自我效能感量表 2�74∀ 0�39 2�68 ∀ 0�40 12�65
* * * 2� 70 ∀ 0�44 2�70 ∀ 0� 44 2�77 ∀ 0�37 2�69 ∀ 0�37 2�70∀ 0�37 2�79 ∀ 0�35 2� 94

* ∋ 、∗> & 、(、)

积极情感 2�68∀ 0�67 2�77 ∀ 0�67 8� 20
* * *

2� 85 ∀ 0�62 2�74 ∀ 0� 68 2�70 ∀ 0�70 2�66 ∀ 0�66 2�68∀ 0�68 2�70 ∀ 0�71 4� 39
* * % > & 、∋ 、(、)、∗

消极情感 2�13∀ 0�68 2�22 ∀ 0�70 6� 01
* 2� 06 ∀ 0�67 2�15 ∀ 0� 65 2�11 ∀ 0�71 2�26 ∀ 0�71 2�25∀ 0�73 2�16 ∀ 0�67 5� 01

* * * (、) > % 、& 、∋

注: * P < 0�05, * * P < 0� 01, * * * P < 0�001。

2�2自我效能、自尊与积极 /消极情感的相关性 自尊与自我效能、积极情感呈正相关 ( r=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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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与消极情感负相关 ( r = - 0�32); 自我效能

与积极情感正相关 ( r = 0�24), 与消极情感负相关

( r = - 0�17); 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负相关 ( r = -

0�16)。均 P < 0�001。
2�3分层回归与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自尊中介自我效能与情感体验的关系,

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
[ 11]
。在方差分析结果基础上,

有必要控制性别和年级变量。分别以积极情感和消极

情感作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级作为第一层控制变

量, 以自我效能作为第二层预测变量, 以自尊作为第

三层的预测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2所

示。根据 Baron和 K enny的因果梯级程序检验中介效

应
[ 12]

, 自尊部分中介自我效能和积极情感体验的关

系, 完全中介自我效能和消极情感体验的关系, So�
bel Z检验

[ 13]
表明两个中介效应均显著, Z值分别为

13�00, - 13�07 (负号表示系数增大 )。在方程 3中

自尊对于情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相对于简单相关系数

的变化很小, 因此可排除自我效能中介自尊和情感的

关系的情况。

表 2� 自我效能、自尊对积极、消极情感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

变量
积极情感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消极情感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性别 � 0�07* * * � 0� 09* * * � 0� 07* * * � 0�06* * * � 0� 05* * � � 0� 07* * *

年级 - 0�08* * * - 0� 09* * * - 0� 13* * * � 0�09* * * � 0� 09* * * � 0� 14* * *

自我效能 - � 0� 24* * * � 0� 08* * * - - 0� 17* * * - 0�00

自尊 - - � 0� 33* * * - - - 0� 34* * *

R 2 � 0�01* * * � 0� 07* * * � 0� 16* * * � 0�01* * * � 0� 04* * * � 0� 13* * *

DR2 � 0�01* * * � 0� 06* * * � 0� 09* * * � 0�01* * * � 0� 03* * * � 0� 09* * *

注: 共线性诊断 V IF指标均小于 2; * * P < 0� 01; * * * P < 0� 001。

3� 讨 � 论

本研究发现在中学生群体中, 自尊并不存在性别

差异, 这与 m eta分析结果
[ 14]
有所不同, 可能是自尊

有不同的侧面, 而本文测量的是总体自尊, 而在其他

方面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比如身体自尊、社会自尊

等
[ 14]
。在年级趋势上则表现出高年级的自尊水平高

于低年级, 这样的结果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发现
[ 15]
。

这可能是随着年级的增加, 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提高,

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 包括自己的价值所在, 也有可

能是随着年级的增加, 个体的认知能力的提高, 在应

答趋势上不同造成的。而自我效能的性别差异提示男

生对于自己的能力, 尤其是学业方面的能力要更加自

信
[ 5]

; 在年级上的变化趋势并不是很明显, 从趋势

上来看在初三和高三两个年级较明显地区别其他年

级, 这似乎意味着在越加有挑战的时段, 人们能更加

认识到自己的能力, 越加相信自己的能力。

本研究中, 在积极 /消极情感上存在性别差异,

而且均是女生得分高于男生, 这表明不管是积极情感

体验还是消极情感体验, 女生都比男生要丰富。这样

的结果与青少年人格的外向性和神经质上的性别差异

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对此乔建中等人给出了一定的解

释
[ 16]
。而在年级上的变化趋势则显示中学生的积极

情感体验减少, 消极情感体验增多。这种变化可能是

学业负担的增多、人际关系的复杂、生理变化等因素

带来的。

自尊和自我效能的中度相关表明两者虽然具有一

定的重叠, 但属于自我的不同侧面
[ 1]
。自尊和自我

效能与积极情感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的负相关表明

高自尊、高自我效能的个体倾向于有更多的积极情感

体验, 更少的消极情感体验。也就意味着个体对自己

的评价越积极, 对自己的能力越加自信, 自责、自

贬、自卑的感受就相应降低, 处理和应对生活学习问

题就更加顺畅, 即便遇到挫折也会有相应的应对方式

和归因
[ 5]
。自我效能和自尊涉及自我能力相关和情

感相关的认知成面, 认识对于情感的影响是一些心理

治疗方法的理论基础, 改变认知能够改变情感体验,

其中对自我的认知是重要的一部分, 从而提高主观幸

福感
[ 1]
。但是自尊和自我效能对于情感体验的作用

并不是等同的, 从相关系数的大小以及分层回归分析

的结果可以看出。自尊相对于自我效能与情感体验具

有更强的关系, 而且自尊对于自我效能与情感体验的

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即自我效能有助于重新建构自我

图式, 包括自我形象, 继而塑造自尊
[ 1]
。而自尊是

对自我的积极的正向的评价, 更多的自我肯定、自我

接受和自我喜欢, 带有一定的情感成分, 从而由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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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增加积极情感体验, 减少消极情感体验。与情感

体验的关系进一步表明, 自尊和自我效能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

中学生的自尊塑造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自我效

能与动机的关联有助于提高成就, 从而会带来对自我

评价的提升, 但是自尊涉及多个侧面, 包括诸如社会

自尊、躯体自尊, 因此还应该从其他方面引导学生恰

当的认识和评价自己各方面, 这样才能更好地增加学

生的积极的情感体验, 减少消极的情感体验, 提升学

校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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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住院康复管理手册 − 征订

精神疾病已经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对精神疾病的管理正在从单纯的医疗服务向提供社会服务转型 (马弘, 等 �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9, 23 ( 12) � ), 精神康复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正逐步成为热点。按照实施的地点划分, 精神康复分为院内

康复和社区康复。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推广 #以社区为基础的康复∃ ( comm un ity�ba sed rehab ilita tion) 已经长达数十年, 但由于国

情所限, 我国目前仍然以院内康复为主, 而且至今没有操作规范。

本手册内容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精神卫生研究所 ) 康复科八年临床实践的总结, 主要内容以精神康复实践中最常见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作为典型代表, 结合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经验, 系统介绍了康复科的建设、服务理念, 康复评估、训练流程的操作

规范, 以及为患者制定个体服务计划 ( Indiv idua l Se rv ice P lan) 的方法及案例。

本增刊每册定价人民币 26元。本刊 2008、 2009或 2010年订户 (须提供有关订阅证明 ) 可享受更多优惠 (详见 #本社图书

邮购∃ 条 )。垂询热线: 10- 6201- 0890; 传真: 6235- 2810。联系人: 仇芙华。通信地址: 100191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51

号�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电子邮箱: cm h j@ b jm u�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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