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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中学生的自我评价及其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方法 : 采用中学生自我评价问卷、应对方式问卷

对 1024 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①在学习自我评价方面 , 初中生得分显著高于高中生、班干部得分显著高于

非班干部 , 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 在人际关系自我评价方面 , 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班干部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

部、独生子女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 在外貌自我评价方面 , 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班干部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

部( P<0.05- 0.01) 。②除消极外部应对之外 , 自我评价的三个维度对其他三类应对方式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结论 : 性

别、年级等人口学变量对中学生自我评价的三个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并且 , 自我评价与中学生的应对方式之

间存在较高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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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evaluation and coping style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1024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measured by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lf- evaluation scale, and ques-

tionnaire of coping style. Results: In the self- evaluation of study, the scor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senior high schools; those of the class- leaders were higher than ordinary students, and the boys were higher

than girls obviously higher. In the self- evaluation of human relations, the scores of boys, the class- leaders and the only-

child is obviously high. In the self- evaluation of appearance, the scores of boys were higher than girls’and the class-

leaders higher than ordinary students obviously. Aside from the negative exterior- coped ones, the self- evaluation signifi-

cantly could predict the other three coping styles. Conclusion: The demographic variety such as sex and grade can vari-

ably influence the three level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self- evaluation. There is a highe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 evaluation and coping style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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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是一种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及社会适应

性的自我主观判断[1]。个体对自己的思想、动机、行

为和个性的评价, 不仅直接影响个体学习和参与社

会活动的积极性, 也影响着与他人的交往关系[2]。目

前国内关于中学生自我评价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自我

评价与自尊、自我价值感、个性特征与父母教养方式

等方面[3- 6], 而对自我评价与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之

间的研究却相对较少。Gergen 曾说过 , 个体的自我

评价或自尊对决定其行为起着关键作用, 良好的自

我评价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重要精神支柱 [3]。中学

生正处于自我评价能力逐渐发展的时期, 所以, 研究

当代自我评价能力不同的中学生在面对大量来自于

躯体、心理和社会的应激事件时, 采取何种应对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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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主要探讨中学生自我评价的影响因素以及与应对

方式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于 2005 年 10 月进行, 被试来自于大连

市的 5 所中学, 分别从每所中学六个年级所有班中

随机抽样获得 , 共 1024 人。其中男生 481 人 , 女生

543 人, 初一 166 人, 初二 182 人, 初三 182 人 , 高一

158 人 , 高二 170 人, 高三 166 人。被试的年龄介于

11~20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15.8±1.87 岁。

1.2 方法

1.2.1 中学生自我评价问卷[7] Geoff MacDonald 等

编制的自我评价问卷, 信效度在我国中学生中得到

了很好的验证[1]。以往研究[1]把该问卷分为学习自我

评价、人际关系自我评价和外貌自我评价三个维度。

为了验证问卷结构, 采用 AMOS4.0 对该问卷的结构

进行分析, 各项拟合指标为: χ2=112.835, df =24, 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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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4.7, NFI=0.995, RFI = 0.990 ,TLI( NNFI) =0.992,

CFI=0.996, IFI=0.996, RMSEA=0.06。这一结果表明

数据与问卷的理论假设拟合程度良好, 数据支持该

问卷的结构。

1.2.2 中学生应对方式问卷 本问卷根据肖计划等

编制的应付方式问卷修订而成, 该问卷的信效度都

得到了很好的验证[8, 9]。原问卷有 62 道题目, 基于现

阶段中学生的特点, 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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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根据现在中学生的特点 , 新增

10 道题目, 因此实际施测 71 道题目。在本研究中 ,

各分量表的一致性系数 α值达到 0.82 以上。本研究

采用以往研究 [10]的研究结果 , 将中学生的应对方式

分为主动解决问题、寻求外部支持、消极外部应对和

消极内部应对四种类型。

1.2.3 施测程序 采用团体施测法, 当场收回问卷,

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担任。

1.2.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1.5 对数据 进行方

差检验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群体中学生自我评价的比较

t 检验结果表明 , 在学习自我评价方面 , 男生的

得分显著的高于女生、初中生的得分非常显著的高

于高中生、班干部的得分非常显著的高于非班干部;

在人际关系自我评价方面, 男生的得分非常显著的

高于女生、班干部的得分非常显著的高于非班干部、

独生子女的得分非常显著的高于非独生子女; 在外

貌自我评价方面, 男生的得分非常显著的高于女生、

班干部的得分非常显著的高于非班干部。见表 1。

表 2 自我评价对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影响

2.2 自我评价与应对方式的回归分析

以四种类型的应对方式作为因变量, 以自我评

价的三个维度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

分析。结果表明: 主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受到三种

自我评价的非常显著影响; 寻求外部支持的应对方

式不仅受到人际关系自我评价的非常显著影响 , 还

受到学习自我评价的显著影响; 消极内部应对主要

受到人际关系自我评价的负向显著影响; 消极外部

应对没有任何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见表 2。

3 讨 论

3.1 不同群体中学生自我评价的比较

以往研究发现, 进入青春期的个体在各方面自

我评价上的得分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本研究也得到

了一致的结果[1, 3]。这可能是因为 , 男女两性在成长

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男性被要求更加

独立、自信 , 而女性则表现出更多的依赖[11]。研究发

现, 高中学生在学习方面的自我评价低与初中学生,

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因为高中生的学业压力较大 ,

对自己学习方面的要求也比初中生高, 相应的满意

度可能会较低, 从而降低了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自我

评价。班干部在各方面自我评价上的得分要明显高

于非班干部, 存在显著的差异。班级在选班干部时常

选拔班级中威信高、责任心强、人际关系较好、学习

较好的学生, 这些学生不仅要为班级中的其他同学

服务, 同时还可以在班级中起到表率作用[12]。独生子

女在人际关系自我评价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

子女, 这一结果与王中会[13]等的研究一致。这可能是

因为, 由于家中只有一个孩子, 家长们更加重视他们

与同伴融洽和谐的相处, 他们也有强烈的与同伴交

往的愿望和能力。所以, 独生子女在新的环境中很快

结识新朋友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 与人交往

的能力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强[14]。

3.2 中学生自我评价对应对方式的影响

学习自我评价比较高的中学生, 在面对应激事

件时, 更能够以乐观的态度、采取主动解决问题和寻

求外部支持两种积极的应对方式。这主要是因为, 不

表 1 不同群体中学生自我评价的比较(x±s )

注: *P<0.05, **P<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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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社会、学校、还是家庭 , 均把学生的学业成绩作

为衡量学生好坏的重要指标, 对学业成绩好的学生

给予了更多的关照, 来自各方的关照会增强学生的

自信水平、自尊水平和自我评价水平等, 这部分学生

在应激情境下善于采用成熟的应对方式。人际关系

自我评价对主动解决问题和寻求外部支持两个积极

的应对方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对消极内部应对有

负向的显著影响。人际关系自我评价比较高的中学

生, 与人交往的能力强、人际关系融洽、有良好的社

会支持网络, 所以遇到挫折和烦恼时, 常常寻求各种

帮助、主动积极的解决问题, 很少采用消极的应对[14]。

外貌自我评价对主动解决问题应 对方式有显 著影

响, 而对寻求外部支持和消极内部应对没有显著影

响。在青春期, 对自己的身体外貌、衣着打扮比较满

意的中学生, 会更加自信, 这种自信会使他们对自己

其他方面的能力更有信心, 当遇到问题时会主动的

想办法去解决, 而不是消极的逃避。

本研究中, 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即对

消极外部应对这种应对方式没有任何自我评价变量

能够进入回归方程。消极外部应对是个体指向外部

的一种应对方式。而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

式, 是对个体内部的一种评价。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

有可能是指向内部的自我评价与指向外部的应对方

式之间存在不同的加工机制, 关于这一点还需今后

进一步的验证。

前人研究表明, 个体对自我的评定水平越低, 其

SCL- 90 上的得分越高[15], 说明自我评价可以直接影

响其心理健康。又有研究认为, 个体的应对方式影响

其心理健康水平[16, 17], 通过本研究 , 我们是否可以认

为, 自我评价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从而

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 这一结论也有待今后进

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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