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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期自我概念的年龄差异研究
①

许淑莲 吴志平 吴振云 孙长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自编了《自我概念问卷 》
,

对初 中以上文化程度 名 一 岁成年人进行了年龄

差 异研究
。

结果表明 信度和效度基本合格
。

以 因素分析法将问卷 归结为 自我意识
、

自觉精神状态
、

自制与 自尊 与
、

自我力量
、

自觉能力

五个分量表
。

与 随增龄显著增强
,

随年老 明显降低
,

各年龄组间无区别
。

中年

组高于两老年组
,

中年组高于青年组
,

提示 中年期是 自我概念发展最佳时期
,

老年期 尚保持相

对完好的自我
。

除自我意识外
,

余四项量表分男性均好于女性
。

自评健康对
、

与
、

和
、

文化程度对
、

和 都有影响
。

关健词 《自我概念问卷 》 成年期 年龄差异

引言

和 认为 自我概念是一个 人对 自己的形象或意象
、

认知
、

情感或意志的

总体看法
。

张春兴
、

林青山 将自我概念看作是一个人对 自己的看法
、

态度
、

意见和价值判断

的综合
。

现代心理学家中研究自我概念的首推詹姆士
。

其后
,

罗杰斯

曾对 自我概念作过较多的探讨
。

’关于成年至老年 自我概念的发展变化和年龄差异
,

包括采用各种

自我概念量表和 自陈式个性量表进行的研究
,

国外报道较多
。 〔, 〕我国在 自我概念的发展方面曾有少

量研究 ‘〕。

台湾地区对大
、

中
、

小学生的自我概念及相关因素有一些研究
。

但成年至老年 自我概

念的发展变化和年龄差异研究尚未见报道
。

本工作的 目的是 试编适用于我国城市成年人 自我概念

问卷
,

将其用于成年人年龄差异的研究
。

方法

被试
、

取 个城市 至 岁成年人 名为测试对象
。

其中男 人
、

女 人
。

分为青年

至 岁
,

平均 岁
,

人
、

中年 一 岁
,

平均 岁
,

人
、

老年 一 岁
,

平均

“ 岁
,

人 和老老年 岁及以上
,

平均 岁
,

人 四组
。

大专以上
、

高中和初中文化程

度各
、

和 人 人情况不明
,

但能理解和 自填间卷
。

各年龄组文化程度基本匹配 丫
, 。

被试者均生活 自理
、

生活 自如
。

自评健康状况 人很差
,

人较差
,

余中等或中等

以上
。

职业为干部
、

科教人员
、

工人
、

农民和家庭妇女
,

分别为
、 、 、

以及 人
。

婚姻状况

属未婚
、

在婚
、

分居
、

离婚和丧偶者各为
、 、 、

以及 人
。

编制思想和编制过程

编制思想 采取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 自己的形象
、

认知
、

情感或意志特点的总体看法的观

点
,

并结合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特性的思想
。

初试卷 参考国内外有关量表
,

并 自编题 目几十条
,

合成 多条
。

根据上述构想
,

将间卷分

①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参加研究的还有苏州医学院吴彩云 教授
,

华西医科大学朱昌明教授
,

福建金鸡 山疗养院陈维泽

医师
,

大连八七疗养院于锡香医师
,

武汉老年大学徐洪祥同志和潍坊 医 学院李川云 医师
。

与此 文有关的交流请与许淑莲

北京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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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自我知觉
、

自我力量
、

自制力
、

自信心
、

自我意识 个分量表
。

经过筛选
,

组成

个项 目
,

每一分量表 项的初试卷
。

以此卷对 例成年人进行测试
。

相隔三个星期再测一次
。

删

去与所属分量表总分相关低于 的 条
,

两次测试结果不够稳定 的 条
,

成为每个分

量表 个项 目
,

共 个项 目的成型卷
。

成型卷的因素效度
。

因此分析采用斜交旋转法
,

仍按原构想定为 因素
。

结果 项因对任

一因素负荷未达 水平
,

项因交叉负荷 于 个因素上而被删去
,

得 项
,

一个因素组成一个分

量表
,

成为定型卷
。

问卷结构与原构思不完全相同 自我知觉分解为两个分量表 对 自我精神状态的

知觉 简称自觉精神状态 和对 自我能力的知觉 简称自觉能力 原 自信心项 目一部分归入 自觉精

神状态
,

一部分并入 自我力量
,

成为 自我力量的量表 自制力主要项 目和原 自我意识内与 自尊心有

关的项 目合为 自制与自尊分量表 自我意识分量表未变
。

各分量表的含义及示例

自我意识 容易意识到 自己
,

关注 自己
,

容易感觉到 自己是否受到注意
、

嘲弄
、

羞辱等
、

在

人群中或人际交往中感觉明显
。

高分表示对上述情况 不敏感

例
“
我不在乎别人拿我开玩笑

” 。

自觉精神状态 对 自己的精神状态
、

生活满意
、

有无作为
、

是否 自信的感觉评价
,

高分表示

评价高
,

感觉良好
。

例
“ 总的说来

,

我对 自己是满意的
。 ”

自制与 自尊 与 控制或掌握 自己情绪或行为的能力
,

自尊心是否容易受伤害
。

高分表

示控制能力强
,

自尊心不易受伤害
。

例
“
我常常为一点小事发脾气

”

自我力量 对 自我感到强而有力
,

有决断
,

在人际交往中自在 自如
,

能较好地适应环境
。

高

分表示正面回答有关问题
。

例
“
我能从容应付各种事情

。 ”

自觉能力 对自己的心智能力
、

工作效率和对外界环境的掌握能力的感觉评价
。

高分表示

评价高
、

感觉 良好
。

例
“
我的脑子不如以前好使了

。 ”

记分 问卷含 题
、

题
、

与 题
、

题 题 五个分量表
。

每个

题 目从
“
很不同意

”
到“

非常同意
”
分五级以 至 记分

。

每个被试的各个分量表即该分量表所属各

题分数之和
。

结果

的信度和效度

再测相关
、

系数
、

各分量表的因素负荷
、

各题与分量表总分相关范围以及各分量表高分组

与低分组的差异 取 例各分量分总分得分上
、

下 组成高分组和低分组
、

求其平均数的差异

表 的信度和效度

自觉精神状态

再测相关
系数

因素负荷范围

各题与总分相关范围

高分与低分组差异

自我意识

。

。

。

。

。

。

自制与自尊
。

。

自我力量

。

自觉能力
。

。

。

注 再测相关
,

余
,

所有 值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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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各分量表间的相关 各分量表间均有显著的但不高的相关
,

见表
。

表 各分 农间相关

自我意识 自觉精神状态 自制与自尊 自我力量

自觉精神状态
。

自制与自尊

自我力量

自觉能力
·

尸
,

余均

的年龄差异

全样本的年龄差异
。

自制与自尊随增龄显著增强 一
,

尸
。

自觉能力随年老明

显降低
,

尸
。

余三项量表分无明显年龄差异
。

各年龄组两两 比较
,

可见 自我意识分

中年组明显高于两个老年组 尸 ,

自制与自尊分老年组略高于青年组 和显著高于中

年组 尸 老老年组则非常显著高于青年组和中年组 均 尸
。

自我力量分中年组明显高

于青年组 尸
。

自觉能力分则年龄越大越低 或
,

仅老年组与老老年组差别

不显著
。

自觉精神状态分所有各年龄组间无显著差异 见图
。

青年年

皿皿 中年年

口口 老年年

圈圈 老老年年

白我意识 精神状态 自制 白薄 白我力且 自觉能力

图 自我概念的年龄差异

不同性别成年人 的年龄差异 男性结果表明
,

随年老 自我意识明显降低 一
,

尸

。

自制与自尊分以及 自我力量分随年龄略有增加 一 及
, ,

自觉能力分极

显著降低
, ,

自觉精神状态则无明显年龄差异
。

各年龄组两两 比较
,

自我意识分

中年组明显高于两个老年组
,

自制与 自尊分老老年组 明显高于中年组 尸
,

略高于

青年组 尸
,

自我力量分中年组明显高于其他三组 尸 或 尸
,

自觉能力分则中年

组略低于青年组
,

青年组和中年组均非常明显地高于两个老年组 或 尸 ,

而两个老

年组则无明显差异
,

仅自觉精神状态各组间均无明显差异 见图
。

女性结果可见
,

自制与自尊分随增龄显著增高 一
,

尸
,

自觉能力随增龄显著降低
,

尸 。。 ,

余三项无明显年龄差异
,

和全样本一致
。

各年龄组两两比较
,

自制与自尊分

宵年组及中年组明显低于老老年组 尸
,

老年组也低于老老年组 尸 自觉能力分则

年轻组均高于年长组 至
,

老年两组间无差异
。

余除自我力量分中年组略高于青

年组 外
,

均无明显年龄差异
。

的性别差异 从全样本看
,

自觉精神状态
、

自制与 自尊
、

自我力量和 自觉能力分均男性显

著高于女性 尸 至 尸
。

分年龄组分析
,

青年组仅 自我力量分男性高于女性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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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一一一门︷一年

皿 中年

口 老年

圈 老老年

⋯⋯
匕

男性 女性

图 男女两性各年龄组 分量表平均分

中年组各分量表分均无明显并异 老年组除 自觉能力分男高于女
,

老老年组则仅 自我力量分男略高

于女 尸 ,

余均无明显性差异
。

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 以
、 、

与
、

和 量表分分别作为因变

量
、

年龄
、

性别
、

文化程度
、

健康状况
、

婚姻状况和职业作为 自变量
,

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复相关

系数
“
及其有关 值

,

标准回归系数 俘及其有关 值均见表
。

表 影响因紊的多元逐步回归

因变量 自变量
“

文化 一 一 ⋯
⋯

健康
性别

一 ⋯
一

“ “

⋯
年龄

健康
⋯

一
,

二

性别
健康
文化

一

一

一
, “

⋯
健康
年龄

性别
文化

一
恤

一
母

二

一 二
价

一 二

讨论

自我概念是个性的重要基础
,

是在个体与环境 主要是社会环境 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

它是

儿童至老年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与个体的社会适应
、

自觉幸福感川密切相关
。

,

国外研究所用

量表众多
,

对其定义并无一致的看法
。

我们采用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对 自己的形象
、

认知
、

情感或意

志的总体看法的观点
,

并结 合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 活动特性的思想 这种特性是体现在人的认

知
、

情感和意志特点 中的
,

经过对 名被试测试结果的斜交旋转因素分析
,

将 自我概念归结为

自我意识
、

自觉精神状态
、

自制与 自尊
、

自我力量
、

自觉能力五个方面
。

自我意识是

自我概念的前提与重要成份
,

适当的 自我意识是社 会适应 的基础
,

涉及 自我概念 的知
、

情
、

意诸方

面
。

自觉精神状态主要和情感的
、

自觉能力和认知的
、

自制及 自我力量和意志的 自我概念有关
。

自

我力量和 自制力分别体现兴奋过程或抑制过程的强度及平衡性
。

自尊和 自制被归为一个因素
,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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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对 自尊心不过分敏感
,

也反映一定的意志力量或心理平衡
。

因此
,

本间卷结构是合理的
。

的再测相关为 。 至
,

系数 至
,

基本合格
,

各分量表间相关合理
,

各项与

所属分量表总分相关均很显著
,

各分量表高分组与低分组差异极显著
,

经斜交旋转因素分析为五因

素
,

结构基本合理
,

表明问卷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

但 因素累积说明变异
,

略低
。

成年人 自我概念的总体年龄差异表现在 自制与 自尊随年老显著增强
,

自觉能力越年老越低
,

仅两个老年组间无明显差别
。

自我意识中年组明显高于两个老年组
,

自我力量中年组高于青年组
。

男性成年人的结果与全样本基本类似
,

仅 自我意识中年组明显高于两个老年组
,

自我力量中年组高

于其他三组 女性结果和全样本一致
,

仅 自我力量中年组略高于青年组
。

以上结果提示
,

中年期是成年人 自我概念发展的最佳时期
,

尤其是男性中年人 老年人仍保持相对完好的 自我
,

这

可能是 由于在个体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过程 中
,

中年人 比青年人更为成熟〔 。

他们肩负工作和家庭

的双重重担
,

促进了 自我概念的发展
。

老年人意识到 自己的认知能力
、

工作效率降低
,

表现为自觉能

力比年轻人低
。

但他们的精神状态仍和年轻人一样良好
,

这和国内外报道一致
。 ‘。〕曾有社会整合

、

社会比较和 自我脱节三种观点解释这种现象图
,

究竟应如何说明尚待进一步研究
。

但男性老年人 比

中年人 自我意识更为敏感
,

自我力量分较低
,

这可能是 由于男性老年人离退休后社会地位
、

经济状

况等落差较大的缘故
。

就全样本看
,

除自我意识外
,

其余四项量表分均男高于女
。

分年龄组分析
,

只有青年组 自我力

量
、

老年组 自觉能力男性 明显高于女性
,

中年组各分量表均无明显性别差异
,

老老年组 自我力量分

男略高于女
,

其性别差异不如全样本显著
。

差异的方向都是男高于女
,

可能和在我国 目前

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
,

对男性的社会角色期望高于对女性的期望的缘故
。

对中年男性和女性要求相

近
,

其 自我概念也相近
。

除年龄和性别外
,

自评健康作用于 自觉梢神状态
、

自觉能力
、

自制与自尊和 自我力量四项分量

表 文化程度与 自我意识
、

自我力量
、

自觉能力有关
,

可见 自我概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结果未见职

业和婚姻状态与自我概念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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