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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高中生自我概念的特点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关系。方法 : 采用自我概念问卷、亲子关系量表、同伴

关系量表以及自编的师生关系问卷分别测试高中生的自我概念及其社会关系。结果 : ①)高中生的自我概念随年级的

升高有下降趋势 ; ②) 男生的身体自我和自我呈现显著高于女生( P<0.05) ; ③)社会关系诸因素与自我概念各方面表

现不同的相关程度; ④) 师生关系对学业自我和总体自我概念具有首要预测效果(P<0.001); 积极同伴关系是社会自我

和自我呈现的首要预测因素(P<0.001); 父子交流和母亲积极情感对学业自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01)。结论: 高中

生自我概念随年级的升高有下降趋势 , 师生关系和积极同伴关系对自我概念的具有首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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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high school students’self- concept and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 Methods: SCT, TSRS,

PCRS and IPR were applied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①With the growing of grade, the senior had lower self-

concept: ②Boys had higher scores in physical- self and self- expression than girls (P<0.05); ③Different correlation were

demonstrated between factor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aspects of self - concept. Social relationship predicted different

aspects of self- concept. Conclusion: With the growing of grade, the senior have lower self- concept. Teacher - 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 have prime influence on self-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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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的生理特征、能力、价值

的认识和评价。自我概念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本质

条件是社会关系, 个体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获得自我

认识和反馈, 并表现其特点和行为。研究表明, 生活

中的重要他人的评价、强化, 如父母、教师、同伴对儿

童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1- 3]。但这

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初中、小学阶段, 而自我概念的发

展具有年龄特征, 因此, 有必要探讨高中时期社会关

系对自我概念的影响。目前也很少有研究全面考察

师生、亲子和同伴等社会关系对高中生自我概念的

影响, 并对这些影响因素加以比较。本研究拟对高中

生自我概念与其社会关系诸因素进行相关分析 , 并

比较各因素对自我概念的影响力, 从而为父母、教师

更好地了解和指导儿童社会化提供有益的帮助 , 为

更好地预防高中生的行为和心理问题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选自山东某普通中学高中三个年级共 756 名学

生, 其中一年级 275 人, 二年级 251 人, 三年级 230

人, 男生 371 人, 女生 385 人。平均 17.37±1.02 岁。

1.2 研究工具

1.2.1 Song- Hattie 自我概念问卷 (SCT)[4] 包括七

个维度 , 其中能力、成就和班级三个维度构成“学业

自我分量表”, 家庭和同伴两个维度构成“社会自我

分量表”, 身体和自信两个维度构成“自我呈现分量

表”。

1.2.2 师生关系问卷(TSR S) 在参考林崇德等人编

制的师生关系问卷和对 学生进行 访谈的基础 上编

制, 共 30 个题项 , 包括三个维度 : 亲密性( 师生彼此

亲密相处、相互接纳的态度和行为) 、冲突性( 师生间

在情绪、行为上的不一致 ) 和反应性( 师生在交往过

程中彼此对对方行为、情绪和态度的积极反应) 。

1.2.3 亲子关系量 表(PCR S)[5] 分父子、母 子 两 个

分量表。本研究中父子、母子分量表的 α系数分别

为 0.83 和 0.81。

1.2.4 同伴关系量表(IPR )[6] 分积极同伴关系和消

极同伴关系两个分量表。在本研究中, 积极、消极同

伴关系分量表的 α系数分别为 0.90 和 0.88。

1.3 研究程序

使用统一的指导语, 以班为单位, 采用团体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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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高一 高二 高三 F 男生 女生 F F 性别×年级

身体自我 17.86±2.72 17.40±2.85 17.30±2.91 2.949 17.78±3.07 17.30±2.56 4.672* 1.275

同伴自我 20.93±4.37 20.10±3.83 20.42±4.06 3.562 20.14±4.37 20.68±3.71 3.476 0.158

能力自我 20.26±4.38 19.90±4.56 19.93±5.01 0.470 20.23±4.94 19.86±4.32 1.117 0.871

家庭自我 15.98±2.39 16.18±2.46 15.97±2.25 0.678 16.00±2.42 16.08±2.32 0.428 3.565

班级自我 16.26±3.13 16.16±3.00 15.93±3.10 0.689 16.29±3.10 15.97±3.06 1.756 1.633

自信自我 20.64±4.21 19.57±4.57 20.26±4.10 4.181* 20.40±4.60 1 9.94±4.02 2.300 0.290

成就自我 14.91±4.83 14.20±5.09 13.85±4.66 3.198 14.25±5.19 14.44±4.57 0.425 0.606

学业自我 51.42±8.39 50.26±8.85 49.72±8.86 2.577 50.78±9.39 50.27±7.99 0.446 1.717

社会自我 36.91±5.13 36.27±4.57 36.11±4.50 2.183 36.14±5.21 36.76±4.27 3.661 1.107

自我呈现 38.49±5.78 36.96±6.22 37.56±6.01 4.377* 38.18±6.56 37.24±5.43 4.429* 0.156

总自我概念 126.83±15.38 123.50±15.64 123.39±16.20 4.074* 125.09±17.43 124.27±14.02 0.352 1.346

的方式由主试实施。删除未完成的问卷和明显回答

不认真的问卷 25 份, 有效被试为 756 人。数据分析

采用 SPSS11.5 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

2 结 果

2.1 高中生自我概念发展的年级差异和性别差异

对高中三个年级学生的自我概念进行 3( 年级)

×2( 性别) 的 MANOVA, 结果见表 1。高中生的总体

自我概念随年级的升高依次降低, 而且高一显著高

于高三( P<0.05) 。高一学生的“自信自我”和“自我呈

现”显著高于高二学生(P<0.05)。男生的“身体自我”

和“自我呈现”显著高于女生(P<0.05)。

表 1 自我概念的年级及性别差异的 MANOVA( x±s )

注: *P<0.05, **P<0.01, ***P<0.001, 下同。

表 2 高中生自我概念与社会关系诸因素的相关

表 3 高中生社会关系对自我概念的多元回归分析

2.2 高中生自我概念与社会关系的相关分析

表 2 显示, 除“母亲同一性”外, 其他社会关系因

素都与自我概念的多数维度存在显著相关, 其中, 亲

密性、反应性、亲子积极情感、亲子交流、父亲卷入和

积极同伴关系与自我概念有显著正相关, 冲突性、父

亲生气、母亲角色混乱、母亲同一性以及消极同伴关

系与自我概念存在显著负相关。

2.3 高中生社会关系对自我概念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学业自我、社会自我、自我呈现和总体自

我概念为因变量, 把社会关系各因素引入回归方程,

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考察社会关系对自我概念的影

响, 见表 3。

回归分析表明, 社会关系对自我概念的解释率

由大到小依次是学业自我、社会自我、总体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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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呈现。师生、同伴、亲子等社会关系与高中生

的自我概念各方面具有不同的内在关系, 且对自我

概念不同方面的预测作用不同。

3 讨 论

本研究中高中生自我概念的年龄特征与 Marsh
等人研究的“高中时自我出现上升 趋 势 ”的 结 论 相

异[7], 也与国内相关研究有所不同[8]。本研究中, 随着

年级的增长, 自我概念有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高一

学生刚进入高中阶段, 对崭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充满

信心 , 而且由于同学、师生间还不熟悉 , 同伴和教师

对学生的评价还没有形成对学生自我评价的影响或

影响较小。而升入高二和高三, 学习任务难度增加,

升学压力加大, 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 同时同

伴和教师对学生的一些负面评价进一步影响学生的

自信心以及总体自我评价。

男生的“身体自我”和“自我呈现”显著高 于女

生, 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似[9]。可能是由于外貌往往

是女生间重要的比较内容, 这方面的社会压力女生

比男生大, 表现出女生对自己身体的许多方面感到

不满, 缺乏自信。

本研究发现师生、亲子和同伴等社会关系对高

中生的自我概念都具有重要影响, 但从对自我概念

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

高中生自我概念的发展具有首要的影响作用, 但它

们影响的侧重点不同。师生关系主要影响高中生学

业自我和总体自我概念的发展, 而积极同伴关系主

要与非学业自我( 社会自我和自我呈现) 的发展密切

相关。这表明在高中阶段, 由于应试和升学的压力,

父母、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能力的评价、态

度成为学生自我评价, 尤其是学业自我评价的重要

标尺。而且由于教师的权威地位, 教师的评价、师生

交往的特点对学生的自我评价尤为重要。师生关系

的亲密性越高、反应性越高 , 冲突性越低 , 越有利于

学生与教师交往中获得精神支持和心理满足, 从而

促进其正确的认识自我, 尤其有利于发掘学生的学

习潜能, 更有利于学生学业成就的提高。

本研究中, 消极同伴关系与自我概念表现为负

相关。说明消极同伴关系的高中生在学业自我和非

学业自我各方面均表现出明显消极的自我评价 , 这

与以往研究相似[10]。积极的同伴关系不仅与自我概

念各方面均有显著的正相关, 并且对高中生的非学

业自我具有首要的预测作用 , 对“总体自我评价”也

有积极的预测作用。这与国内研究者阐述的青少年

学生当中存在着从接受父母权威和影响定向到接受

同伴群体定向的趋势一致[11]。归属、在同伴中具有一

定的地位和作用等需要已成为高中生的迫切心理需

要, 接纳、积极的同伴关系对他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

评价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而有助于良好的自我概念

和人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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