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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察职高生自我概念、成就目标及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方法 : 采用自我概念问卷、成就目标

问卷和 SCL- 90 对 450 名职高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人口学变量中除年级因素外( P<0.05) , 是否独生子女、性别和

年龄等因素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不显著(P>0.05); 越倾向成绩目标者 , 心理问题越多 ( P<0.05) ; 越倾向于学习目标

者 , 心理问题越少( P<0.001) , 但此作用受到自我概念的中介 , 拥有更高自我概念者 , 心理问题越少( P<0.001) 。结论 :

在关注职高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时 , 可以从自我概念和成就目标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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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self- concept, achievement goal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Methods: 450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ere adminis-

tered three questionnaires: Self- concept Scale, Achievement goal Scale and SCL- 90. Results: Among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except grade, only - child, gender and age did not mak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on of mental health;

achievement goal could make a negative predication on mental health, while learning goal could make a positive predica-

tion on mental health; this prediction of learning goal could be mediated by self- concept. The higher self- concept the

subject had, the less mental problems he had. Conclus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by interfering in their self- concept and achievement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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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 又称为自我知觉、自我结构、自我图

式) 是指一个人关于自己的认知、态度和感情 [1]。罗

杰斯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体心理问题存在的根源 , 也

是解决个体心理问题的突破口。与自我概念相关、但

不同的一个概念是成就目标。成就目标是成就行为

的目的, 具有认知( 如对于情景的认识、成败归因) 、

情感( 如焦虑) 和行为( 学习策略、任务选择和学业)

特征[2]。个体的成就目标定向可分为学习目标和成

绩目标[3]。学习目标以提高自身的能力为主要目标,

强调学习、提高、掌握和能力的发展 ; 成绩目标以评

价自身能力为主要目标, 强调社会比较和获得的评

价, 避免低的评价。依据经验及前人的研究, 我们假

设, 相对于成绩目标取向的个体, 学习目标取向的个

体可能会有更好的心理健康状况。

已有研究分别对自我概念和成就目标对心理健

康的关系进行探讨, 发现自我概念是影响个体行为

的重要因素[4] ,它们都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显著[5- 9]。但

这些研究都没有探讨自我概念和成就目标对心理健

康的共同作用。本研究试图回答职高生自我概念和

成就目标对其心理健康的共同作用, 以期为职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与干预提供进一步的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北京城区、近郊、远郊各抽取一所职高校 , 共

抽取职高生 450 名。发放问卷 450 份, 回收 436 份

( 回收率 97%) , 有效问卷 431 份( 有效率 95.7%) 。其

中男生 198 人,占 45.9%, 女生 233 人 , 占 54.1%; 高

一 144 人 , 占 33.4%、高 二 146 人 , 占 33.9% 、高 三

141 人, 占 32.7%。非独生子女有 118 人, 占 27.4%,

独生子女有 313 人, 占 72.6%。平均年龄为 17 岁( 标

准差为 1.00) 。

1.2 方法

1.2.1 自我概念量表[10] 该量表包括能力、成就、班

级、家庭、同伴、身体、自信七个子量表。前 3 个子量

表构成学业自我概念分量表, 后 4 个子量表构成非

学业自我概念分量表。也可以使用全卷总分作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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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念的整体评价。

1.2.2 成就目标调查问卷[11] 共 12 个题目 , 单号题

目为成绩目标, 双号题目为学习目标, 每题采用 7 点

评分, 得分越高, 表示成绩或学习目标倾向越强。

1.2.3 症状自评量表(SCL- 90)[12] 该量表共 90 个题

目, 9 个症状因子, 每题采用 5 点评分 , 得分越高 , 表

示症状越明显。

1.3 测试和统计方法

采用集体施 测方式进行 测量。数据分 析采用

SPSS11.5 进行相关分析、路径分析。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参 与 调 查 的 职 高 生 的 成 绩 目 标 的 平 均 分 为

4.98±1.08; 学习目标的平均分为 5.85±0.78。职高生

的 SCL- 90 各因子得分及其与总分的相关系数见表

1。从表中可见 , 职高生在 SCL- 90 问卷的 9 个维度

上得分与其总分有相当高的关系 ( r 均高于 0.78) ,

故此 , 在下面的讨论中将用 SCL- 90 的总分来代表

心理健康状况。自我概念各维度得分及其与自我概

念总分的相关系数见表 2。同样, 自我概念各维度与

总分的相关也较高, 尤其是学业自我和非学业自我

都与自我概念总分相关极高, 而且学业自我与非学

业自我之间相关也很高(r=0.63, P<0.001), 故下面的

分析同样只采用自我概念总分进行。

自 我 概 念 总 分 与 SCL- 90 总 分 呈 显 著 负 相 关

( r=- 0.35, P<0.01) ; 与成绩目标 为显著正相 关 (r=

0.13, P<0.01),与学习目标为显著正相关 ( r=0.47, P<

0.001) 。学习目标与 SCL- 90 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r=-

0.19, P<0.01) ,成绩目标与 SCL- 90 总分呈正相关( r=

0.05, P>0.05) 。

表 3 自我概念、成就目标对 SCL- 90 总分的层次回归

(标准回归 β系数)

表 4 成就目标对自我概念的层次回归(标准回归系数 β)

2.2 自我概念、成就目标对 SCL- 90 的路径分析

为探讨职高生自我概念、成就目标及心理健康

之间的关系, 我们进行了层次回归分析。首先, 在控

制年级、年龄、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的

基础上, 以自我概念总分和成就目标的两种倾向( 成

绩目标和学习目标) 为预测变量 , 对 SCL- 90 总分进

行层次回归分析。其次, 将人口学变量作为第一层变

量 , 将成就目标的两种倾向( 成绩目标和学习目标 )

作为第二层变量, 将自我概念作为第三层变量引入

回归方程, 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其中, 对性别、是否独

生子女都进行了虚无编码, 成就目标、自我概念和心

理健康这三个变量的分数都使用平均分进行方程。

结果见表 3。

如表 3 所示, 三个回归方程都是显著的 , 都能在

一定程度上较好地预测心理健康指标。引入自我概

念之后, 成绩目标的回归系数没有显著变化, 但学习

目标对 SCL- 90 总分的回归系数显著降低 , 从显著

变为不显著。这一点提示出, 成就目标对心理健康的

影响受到自我概念的完全中介作用。为了进一步对

中介作用进行分析, 对自我概念进行了回归分析, 从

而得到路径分析图。同样控制年级、年龄、性别和是

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 以成就目标的两种倾向

( 成绩目标和学习目标 ) 为预测变量 , 对自我概念进

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4。

表 1 职高生 SCL- 90 各因子与总分的 Pearson 相关( n=431)

注: *P<0.05, **P<0.01, ***P<0.001, 下同。

表 2 职高生自我概念各维度与总分的 Pearson 相关( n=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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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两次层次回归分析的结果, 得到附图所示

的路径分析模型。

成绩目标

心理问题

学习目标

自我概念

附图 自我概念、成就目标与心理问题的路径分析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职高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能由年级、

自我概念及成就目标等因素有效预测。其中, 成就目

标中的学习目标的预测作用被自我概念完全中介。

首先来看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健康的作用, 层次

回归分析表明, 人口学变量中除年级因素外, 是否独

生子女、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

不显著。可见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独生子女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不大, 但也许是因为现在的独

生子女人数较多的原因, 需要进一步细致分析。与前

人研究 [13, 14]结果不同的是 , 性别对心理健 康作用不

明显, 即在职高生中, 这种常见的性别差异没有出

现, 其原因值得探讨。年龄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不

显著, 而年级的预测作用显著, 可能提示对于该年龄

阶段的学生, 其心理健康与所处的年级段所面对的

事件、压力有关, 心理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所处的

学习环境和压力。

成绩目标和学习目标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完

全不同。其中成绩目标的作用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

析中结论有所不同, 这反映了成绩目标的作用相对

较小, 但是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等因素后, 其纯粹的

作用是显著预测心理健康的。这表明了两个方面的

问题, 首先可能有人口学变量在调节成绩目标的作

用 , 在本研究中 , 很可能是年级调节了该作用 , 即年

级不同时, 成绩目标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不一样,

在控制年级之后, 成绩目标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其

次, 成绩目标对心理健康是有预测作用的, 这与我们

的假设是一致的。成绩目标倾向个体更关注与他人

的差距, 更多的进行社会比较活动, 因此会伴随更多

的负面情绪体验和更高的人际敏感, 从而增加焦虑

或者抑郁的情绪, 所以更可能具有较多的心理问题。

学习目标能积极预测心理健康的作用, 但是受

到自我概念的完全中介作用。根据成就目标理论, 具

有学习目标的学生在学习中有着完善的动机模式 ,

即焦虑水平适中, 成败归因正确, 愿意接受挑战性任

务。根据成就目标的动机模式, 具有学习目标的个体

关注自身能力的提高与知识的学习, 易形成掌握模

式; 对于掌握模式的个体, 即使失败也意味着需要付

出更多努力和改变策略, 所以他们在努力时能保持

良好的心理状态[8]。所以, 这样的人更多的是获得与

过去的自己相比较过程中的成就感, 所以他们具有

更好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 因为他们总是能给自己

积极反馈, 所以他们大部分时候都能对自己进行肯

定和赞许 , 其自我概念也会相应较高 , 因此 , 学习目

标对心理健康的作用, 会受到自我概念的完全中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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