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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中学生自我评价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中学生自我评价量表、教师态度量

表和中学生应对问卷对 1 335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学习方面的自我评价在性别和年级上有显

著差异 ( P = 0. 000) ;人际关系和外貌的自我评价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 P = 0. 000; P = 0. 001) ;教师态

度 ( Sig = 0. 000)和中学生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 ( Sig = 0. 000)、自责 ( Sig = 0. 000)和退避 ( Sig = 0. 000)人

影响中学生学习自我评价 ;教师态度 ( Sig = 0. 000)、解决问题 ( Sig = 0. 000)和自责 ( Sig = 0. 000)对中学生

人际关系自我评价有显著影响 ;教师态度 ( Sig = 0. 000)、解决问题 ( Sig = 0. 000)、自责 ( Sig = 0. 000)、幻想

( Sig = 0. 000)和合理化 ( Sig = 0. 000)外貌自我评价有显著影响。结论 中学生自我评价的三个方面存在

不同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同时还会受到应对方式和教师态度的影响。

【关键词 】 自我评价 ; 应对方式 ; 教师态度 ; 中学生

Self2eva lua 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 ts and the influenc ing factors CU I Zhe, L I Yu2hun, ZHANG J ian2
x in. Institu 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 B 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O bjective To exp lore the self2evalu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2
tors. M ethod 1 335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adm inistered by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lf2evaluation

scale, questionnaire of cop ing style and attitude of teachers. Result The level of the self2evaluation in stud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sex and grade ( P = 0. 000) ; the level of the self2evaluation in human relations and appear2
anc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grade ( P = 0. 000; P = 0. 001) ; the self2evalu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as affected in the cop ing style and the attitude of teachers( R
2 = 0. 169; R

2 = 0. 100; R
2 = 0. 043). Conclusion

The different level of the self2evalua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sex and grade, and was affected in the cop ing

style and the attitude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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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是一种对个人能力及个人社会适应性的

自我主观判断 [ 1 ]。自我评价对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

而言非常重要 ,对自己学习、个性、以及相貌的肯定与

否 ,不仅与其现阶段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 ,而且对其

以后身心健康的发展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它作为自

我支撑体系将会对个体自身的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的影

响 [ 2, 3 ]。本研究主要从教师态度和中学生应对方式两

方面探讨它们对中学生自我评价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研究于 2004年 4月进行 ,被试来自于广州、潮

州和成都的九所中学 ,分别从每所中学六个年级所有

班中随机抽样获得。其中男生 586名 ,女生 749名 ,初

一 270人 ,初二 298人 ,初三 143人 ,高一 251人 ,高二

272人 ,高三 101人。被试的年龄介于 12～20岁之

间 ,平均年龄为 (15. 6 ±1. 78)岁。

二、方法

1. 中学生应对问卷 [ 4 ]。该问卷的信效度都得到

了很好的验证 ,其中六个应付因子重测相关系数分别

为 0. 72、0. 62、0. 69、0. 72、0. 67和 0. 72。原问卷有 62

道题目 ,基于现阶段中学生的特点 ,我们在使用时删除

了原量表中的第 56题“选择职业不当 ,是自己常遇挫

折的主要原因 ”;按五级计分 , 1 =“从不如此 ”, 2 =“偶

尔如此 ”, 3 =“经常如此 ”, 4 =“通常如此 ”, 5 =“总是

如此 ”。

2. 教师态度量表 [ 5 ]。共 5道题目 ,采用等级评分 ,

1 =“完全不同意”, 2 =“不同意 ”, 3 =“同意 ”, 4 =“完

全同意 ”。高分表示教师态度公正 ,对工作负责。该

量表的信度α值达到 0. 84,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

3.中学生自我评价量表 [ 3 ]。共 8道题目 ,采用等

级评分 , 1 =“否 ”, 2 =“有一点 ”, 3 =“一般 ”, 4 =

“是 ”。高分表示个体对自己的评价比较积极。根据

以往研究 [ 4 ]以及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 ,把该量表分为

三个方面 ,分别是学习自我评价、人际关系自我评价和

外貌自我评价。该量表的平均信度α值达到 0. 83,具

有良好的测量信度。

41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1. 5对所得数据进行

两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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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中学生自我评价的性别及年级差异

中学生自我评价包括学习评价、人际关系评价和

外貌评价三个方面。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中学

生在学习方面的自我评价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

异 ;而在人际关系和外貌方面的自我评价则只存在年

级显著差异 ,性别差异并不显著。此外 ,个体对这三方

面的自我评价在性别和年级上的交互作用均无显著

性 ,见表 1。
表 1 中学生自我评价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学习

F P

人际关系

F P

外貌

F P

性别 19. 988 0. 000 0. 607 0. 436 0. 791 0. 374

年级 6. 155 0. 000 4. 825 0. 000 4. 069 0. 001

性别 3 年级 1. 615 0. 153 0. 771 0. 571 0. 433 0. 826

男、女生的学习自我评价在初一和高三的时候都

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但是期间的变化却不相同。

从整体上来看 ,女生的变化幅度比较平稳 ,而男生的波

动则较大。从初一到初三 ,女生的学习自我评价呈下

降趋势 ,初三到高二期间比较平稳 ,从高二开始上升。

而男生在这方面的自我评价从初一到初二为逐渐下

降 ,初二到初三上升 ,初三到高一下降 ,从高一开始一

直到高三都在大幅上升 F (1, 5)。见图 1。

图 1 中学生学习自我评价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图 2 中学生人际关系自我评价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在人际关系自我评价方面 ,男女生没有显著的差

异 ,总体趋势是初一时 ,中学生的人际关系自我评价处

于最低点 ,以后呈缓慢上升的趋势 ,从高二开始上升迅

速 ,直到高三 ,达到整个中学阶段的最高点。从图中可

见 ,女生在初中阶段比男生更多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

自信。见图 2。

对于外貌的自我评价 ,男女生也没有显示出性别

差异 ,但年级差异则具有显著性。高中男女外貌的自

我评价要远高于初中生 ;高二时 ,男女生在外貌自信方

面都有一个提升。见图 3。这似乎与高中生在学习自

信方面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

图 3 中学生外貌自我评价的性别和年级差异

二、教师态度、中学生应对方式对自我评价的影响
表 2 教师态度、应对方式对中学生自我评价的影响

因变量 自变量 Beta t P

学习自我评价 教师态度 0. 145 6. 991 0. 000

解决问题 0. 347 16. 602 0. 000

自责 20. 102 24. 417 0. 000

求助 0. 031 1. 251 0. 211

幻想 20. 025 20. 958 0. 338

退避 20. 103 23. 542 0. 000

合理化 20. 023 20. 852 0. 394

R 2 = 0. 169 0. 000

人际关系自我评价 教师态度 0. 106 5. 108 0. 000

解决问题 0. 256 11. 396 0. 000

自责 20. 153 26. 385 0. 000

求助 20. 009 20. 344 0. 731

幻想 0. 027 0. 995 0. 320

退避 20. 021 20. 711 0. 477

合理化 20. 008 20. 306 0. 759

R 2 = 0. 100 0. 000

外貌自我评价 教师态度 0. 069 3. 320 0. 001

解决问题 0. 105 4. 531 0. 000

自责 20. 172 26. 963 0. 000

求助 20. 041 21. 518 0. 129

幻想 0. 072 2. 584 0. 010

退避 20. 015 20. 470 0. 638

合理化 0. 094 3. 281 0. 001

R 2 = 0. 043 0. 000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 ,在中学生自我评价的三个方

面中 ,教师态度对学生自我评价的三个方面都有显著

影响 ;应对方式中解决问题、自责和退避对学习自我评

价有显著影响 ;人际关系自我评价主要受到解决问题

和自责两方面影响显著 ;外貌自我评价受到解决问题、

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四个方面的影响。见表 2。

111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年第 14卷第 2期 　Chinese Journal of BehavioralMedical Science 2005, Vol. 14, No. 2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在学习自我评价上女生得分普遍高

于男生 ,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长两性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而对于人际关系和外貌自我评价方面 ,男女生都存在

较大的年级差异 ,性别差异却不显著。以往研究也曾

指出中学生最常遇到的生活事件主要为学习和人际交

往这两方面 ,他们对这两方面的评价存在一定的性别

和年级差异 [ 6, 7 ]。因此学校和家长应注意到中学生在

自我评价上的性别和年龄发展规律 ,针对其特点采取

有效的教育方式。

本研究发现 ,教师态度对学生在三个方面的自我

评价都会有显著影响。这个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

致 [ 5 ]。学生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 ,与教师

相处的时间较多 ,中学生虽然不再像小学时候那样对

教师的话言听计从 ,但是作为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形象

的教师 ,他的一言一行无疑会在学生心中产生较大的

影响。以往研究表明 ,初中生自我概念与应对方式存

在着显著相关 [ 8 ]。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学习自

我评价受到应对方式中解决问题、自责和退避三个因

素的影响。中学生人际关系自我评价受到解决问题和

自责两个因素的影响。初中和高中的几年中 ,班级的

同学朝夕相处 ,出现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能够找出

矛盾出现的原因 ,主动化解矛盾 ,同学之间的感情不但

不会恶化 ,还会因此增进了了解而不断加深 ,对自己人

际关系的自我评价也会增加。外貌自我评价会受到解

决问题、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四个因素的影响。中学生

如果注意提高自身素质 ,同时在穿着上稍加注意 ,就会

对自己的外表越来越有自信 ,对自己外貌的评价也会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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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目完全一致 ,声望地位因素包含的条目有 2条不

一致 , V17上下班交通便利快捷与 V18自主性大、不

受约束在军校大学生的研究中归到了发展因素 ,军事

择业大学生的研究中归到了声望地位因素。

对军事择业大学生与军校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的

总体特征进行分析 ,发现他们的职业价值观特征一致 ,

方差分析亦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将军事择业大学生

的职业价值观前 5项与军校大学生前 5项进行研究 , 5

项中有 4项完全一致 ,不同的是 ,军事择业大学生对自

主性大、不受约束更为渴望 ,而军校大学生则比较重视

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我们的访谈中 ,有不少军事

择业大学生流露出对军事职业缺乏自由的不习惯 ,对

从军前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留恋。由于职业价值观是

人们自身世界观人生观的折射和反映 ,人是在接受各

种信息和自己思考与体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自

己的职业价值观的 ,军校大学生与军事择业大学生大

学期间的环境背景并不一样 ,自然导致他们对待有些

问题的看法不一样。他们的职业价值观总的来说都是

符合时代特征的 ,与军事职业的特殊要求也基本一致。

但是对于军事择业大学生还要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教

育 ,加强他们为国防献身的意识 ,将个人意愿置于组织

管理之下。同时 ,职业教育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

成的 ,为了让更多更好的人才乐于来部队 ,一方面要加

强对大学生军事知识与爱国爱军的教育与宣传 ,另一

方面 ,也要切实将军人的待遇提高 ,增强军事职业的吸

引力。军事择业大学生与军校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基

本相同。价值观可能在大学之前就已经形成。军队人

才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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