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年 %" 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第 "" 卷 第 * 期 +,-./01 ,2 34,/567/5 8,.901 :/7;’.<7=>（80=-.01 ?(7’/(’ @A7=7,/） B,1) "" 8,) *

重庆市大学生自尊心理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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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大学生自尊心理量表》对一到四年级共 $##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学业成就自

尊存在学校、专业、出生地方、学习成绩的差异；社会自尊存在出生地方、学习成绩的差异；学校类型、专业类型与出

生环境交互影响着自尊水平；社会自尊、学业成就自尊和身体外貌自尊存在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情绪情感自尊、社

会自尊、学业成就自尊和总体自尊存在家庭类型和教养方式差异；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类型和教养方式的交互作用

影响自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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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尊，无论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

活中，都是一个很重要、很流行的概念。通常来说，

自尊是人们赞赏、重视、喜欢自己的程度。《 现代汉

语词典》对自尊的解释是：“ 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

躬屈节，也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 牛津当代英

语袖珍词典》（K4’ L,(P’= UV2,.A &7(=7,/0.>）指出：

“?’12H’<=’’9 /) 5,,A ,R7/7,/ ,2 ,/’<’12；<’12H.’<R’(=
/) .’<R’(= 2,. ,/’<’12，2’’17/5 =40= ,/’ 7< M’40;7/5 O7=4
4,/,-.，A75/7=>，’=() ”［"］，而在社会科学中，自尊却

是一个可以被定量的假定概念，它是人们对自己的

价值、长处、重要性等总体情感上的评价。国内外关

于自尊心理的研究很多，而且涉及到人格、学业成

就、暴力犯罪等相关因素。如 ?(4’7.’. 和 W.0/= 报告

说，有几个研究已经证明了，学生的学业成就受自我

观念、自尊的影响［J］。我国学者魏运华研究表明，少

年儿童的学业成绩与其自尊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

关，学 业 成 绩 越 好，儿 童 总 体 自 尊 发 展 水 平 也 越

高［*］。石绍华等（"##J）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 JI$ 名

学生调查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自尊水平

影响显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自尊有一

定影响，父母婚姻状况与青少年的自尊之间有显著

关系［$］。

虽然国外有关自尊心理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

比较多，而且也得出了许多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是由

于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取向、实验设计不同，采用

的研究工具不同，抽取的样本不同，在很多问题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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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矛盾和争议。而国内的一些研究基本上是采

用国外的研究工具对青少年的自尊心理进行调查研

究，这在工具上就没有考虑到国情和文化差异，其结

果结论很难令人信服。本研究采用自己修订的适应

重庆大学生状况的自尊心理量表，对重庆大学生的

自尊心理状况以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为有关

部门开展大学生心理教育服务。

!" 研究方法

!# !"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是自行编制的《 大学生自尊调查

量表》，该量表由 $ 个分量表组成，即情绪情感自尊、

社会自尊、学业成就自尊和身体外貌自尊，该量表的

分半信度 ! % &’ ()（" * &’ &+），再测效度 ! % &’ ),（"
* &’ &&!），该量表经过因素分析还具有较高的结构

效度。总量表的平均分为 !-+’ ((，标准差为 !+’ !,。

男女 生 在 总 量 表 上 的 平 均 分 分 别 为 !-(’ -& 和

!-$’ &!，标准差分别为 !.’ .) 和 !-’ ((，经 # 检验差

异显著（" * &’ &+）。

!# -" 被试

随机抽取 +&& 名被试进行测试，收回 $(+ 分问

卷，回收率 /+0，其中有效问卷 $./ 份，废卷 . 份，有

效回收率 /,’ )0。在重庆市内 , 所不同性质的大

学生中 (. 人来自重庆电力工业高专，!./ 人来自重

庆大学，--$ 人来自重庆师范大学，其中男生 -+/
名，女生 -!& 名，一年级 (( 人，二年级 -&+ 人，三年

级 !-+ 人，四年级 .- 人。

!# ," 数据处理

所有被试回答的问卷全部输入 1211!!# +，进行

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 3 表 (。

-" 结果

-# !" 大学生自尊心理的特点

表 !" 不同学校被试在 $ 个分量表和总量表上的 # 检验

分量
情绪情感自尊

重点 普通

社会自尊

重点 普通

学业成就自尊

重点 普通

身体外貌自尊

重点 普通

总量表

重点 普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4 &# -$,

" " 注：!：双尾检验 " * &# &+；!!：双尾检验 " * &# &!；!!!：双尾检验 " * &# &&!（下同）

" " 从表 ! 上可以看出，抽取的被试在学业成就自

尊上存在着显著性的学校差异，在其余的量表上的

学校差异不显著。

表 -" 不同专业类型的被试 !- 比较

分量 情绪情感自尊 社会自尊 学业成就自尊 身体外貌自尊 总量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显示，重庆大学生在学业成就自尊上存在

着明显的专业差异，而在其它分量表和总量表上不

显著。

" " 表 , 说明，来自农村和城市的不同学生在社会

自尊和学业成就自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在其它

分量表和总量表上的差异不明显。

同时，以被试的学校类型、专业和来自地方（ 城

市和农村）为自变量，对情绪情感自尊、社会自尊、

学业成就自尊、身体外貌自尊和总体自尊进行多元方

差分析（567896）发现，来自不同地方的大学生对社

会自尊的独立主效应比较显著，)（-，$.,）%,% +.，* %
&% &-/，对学业成就自尊的独立主效应也比较显著，)

（-，$.,）%$% ..，* %&% &!&，不同专业大学生对学业成

就 自 尊 的 独 立 主 效 应 比 较 显 著，)（-，$.,）%
, % !/，* % & % &$-，而不同学校类型、不同专业与不同

表 ," 来自不同地方的被试 # 检验

分量
情绪情感自尊

农村 城市

社会自尊

农村 城市

学业成就自尊

农村 城市

身体外貌自尊

农村 城市

总量表

农村 城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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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 个自变量的交互作用都非常明显地影响着大

学生的情绪情感自尊、社会自尊、学业成就自尊、身

体外 貌 自 尊 和 总 体 自 尊，! 值 分 别 为 !!"# !$，

%&$# %’，!($# "’，!()# (!，)*&(# ($，" 都为 *# ***。

表 &+ 不同学业成绩的被试差异比较

类型
样本

#（$）

情绪情感自尊

% &’

社会自尊

% &’

学业成就自尊

% &’

身体外貌自尊

% &’

总量表

% &’

上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上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下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表 & 可以看出，不同学业成绩的学生在社会

自尊、学业成就自尊及总量表上存在着极为显著的

差异，而在其它量表上的差异却不明显。

(( (+ 大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对自尊水平的影响

表 "+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被试的差异比较

类型
样本

#（$）

情绪情感自尊

% &’

社会自尊

% &’

学业成就自尊

% &’

身体外貌自尊

% &’

总量表

% &’

非常富裕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较富裕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较贫穷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常贫穷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生活于不同家庭类型被试的差异比较

类型
样本

#（$）

情绪情感自尊

% &’

社会自尊

% &’

学业成就自尊

% &’

身体外貌自尊

% &’

总量表

% &’

正常家庭 &!" &*( &( %( )) &’( ($ "( ,* ((( !* &( "$ ),( &! !( ’$ )(,( && )"( *’

离异家庭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婚家庭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不同家庭教养方式下被试的差异比较

类型
样本

#（$）

情绪情感自尊

% &’

社会自尊

% &’

学业成就自尊

% &’

身体外貌自尊

% &’

总量表

% &’

放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制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溺爱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表 " 可以看出，处于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学 生在社会自尊、学业成就自尊和身体外貌自尊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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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显著性的差异，而在情绪情感自尊和总量表上

的差异不明显。

表 ! 显示，生活于不同家庭类型的被试的自尊

水平，除了在学业成就自尊上差异不明显之外，在其

它分量表和总量表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在社

会自尊上的差异极为显著。

表 " 表明，处于不同家庭教养方式下的大学生

的自尊水平除了在身体外貌自尊上差异不明显之

外，在其它分量表和总量表上都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另外，以被试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类型和教养

方式为自变量，对情绪情感自尊、社会自尊、学业成

就自尊、身体外貌自尊和总体自尊进行多元方差分

析（#$%&’$）发现，处于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大学

生对社会自尊、学业成就自尊和身体外貌自尊的独

立主效应比较显著，!（(，()*）+ ,- )(、(- .*、.- )*，"
+ /- //"、/- //.、/- /.，生长在不同家庭类型的大学

生对社会自尊、身体外貌自尊和总体自尊的独立主

效应明显，!（.，()*）+ 0- 0)、(- 0.、(- "/，" + /- ///、

/- //0、/- /1，不同家庭教养方式的大学生对情绪情

感自尊、社会自尊、学业成就自尊和总体自尊的独立

主效应 比 较 明 显，!（,，()*）+ )- */、,- !,、,- .*、

(- *(，" + /- //1、/- /1,、/- /.1、/- //.，被试的家庭经

济状况、家庭类型和教养方式的交互作用都明显地

影响大学生的情绪情感自尊、社会自尊、学业成就自

尊、身体外貌自尊和总体自尊，! 值分别为 ,1*- ",、

(",- )0、*/,- !)、.01- "/ 和 0*.- (,，" 值都为 /- ///。

,2 讨论

,3 12 大学生自尊心理的特点

从前面的统计结果来看，来自重点大学的、热门

专业的、农村的以及学习成绩好的大学生在学业成

就自尊上都明显地高于来自普通大学的、冷门专业

的、城市的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心理学家帕奇对自

尊与学业成绩相关研究进行汇总后认为，学生的学

业成绩与自尊、自信有着显著的关系［!］。一般认为，

重点大学的学生，高考的成绩就明显高于普通大学

的学生，在学习上他们有成功的经验，学习的自信心

也比较足，相比较而言，他们的学业成就自尊也就显

著地高于普通大学的学生；自评为热门专业的学生，

他们对于自己的专业兴趣浓，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较强，学习动机也比较明确，而自评为冷门专业的学

生，学习比较被动，兴趣缺乏，对学习的自信也就降

低，学业成就自尊也就低于自评为热门专业的学生；

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由于生活在农村，农村相对比较

贫困，上大学是摆脱贫困，跳入“ 龙门”的一条比较

好的方式，因此，他们学习就比较努力刻苦，在学习

上花的时间比较多，学习成绩较好，对学业成绩都比

较自信，学业成就自尊自然高；而学习成绩好的大学

生在学习中有成功的体验，对学业成绩的担心少，他

们相比之下对自己的能力、学习方法、学习成绩更有

信心，而成绩差的学生还经常担心考试，对于考试有

时还有些害怕、焦虑，他们对于自己的学习方法等自

信心较低。

此外，从统计结果来看，来自农村的、学业成绩

好的大学生还在社会自尊上明显地高于来自城市

的、学业成绩低的学生。社会自尊指的是个体对自

己遵守社会规则规范程度的主客观评价，一个人能

否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直接决定着自己的社会自尊

水平，同时个人的社会规范认知程度也影响着个体

的社会自尊，农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大学生一般

都比较传统，对社会规范都比较遵守，而城市的大学

生由于本身处在一个比农村更加复杂的环境中，接

受的信息比较复杂，对正常的、主流的、被认可的社

会秩序认同感比较低，他们更容易逆社会规范行事；

那些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学生在学校由于成绩不是很

理想，一般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往往不遵守现

成的规则，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寻求他们的认同。同

时，大学生的情绪情感自尊、社会自尊、学业成就自

尊、身体外貌自尊和总体自尊不是单一地只受一种

因素的影响，它还受学校类型、专业类型与大学生的

出生环境的交互影响。

,3 .2 大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对自尊水平的影响

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最持久的，也是最

重要的。本研究把家庭环境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是

家庭的经济环境；一是家庭的人际环境。

首先，从家庭的经济环境来看，表 ) 显示，不同

家庭经济状况的学生在社会自尊、学业成就自尊和

身体外貌自尊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家庭经济状况

好的学生在社会自尊、学业成就自尊和身体外貌自

尊上明显地高于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学生。

其次，从家庭的人际环境来看，表 ! 和表 " 就是

从学生成长的人际环境来考察影响大学生自尊水平

的因素。从所得的结果来看，家庭离异和家庭教养

方式影响着大学生的总体自尊水平，这验证了我国

学者石绍华等人的研究［)］，而且大学生的自尊水平

还明显地受其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类型和教养方式

的交互作用影响。

(2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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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结合前人的研究

成果，初步探讨了重庆大学生自尊心理的特点及其

家庭环境对它的影响，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差异检验显示，来自重点大学的、热门专业

的、农村的、学习成绩好的大学生在学业成就自尊

上，都明显地高于来自普通大学的、冷门专业的、城

市的、学习成绩差的大学生；来自农村的、学业成绩

好的大学生在社会自尊上明显地高于来自城市的、

学业成绩低的学生；大学生的学校类型、专业类型与

出生环境之间交互作用也影响着他们的自尊水平。

（"）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大学生的社会自尊、学

业成就自尊和身体外貌自尊；大学生的家庭类型和

教养方式境影响着情绪情感自尊、社会自尊、学业成

就自尊和总体自尊水平；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家

庭类型和教养方式的交互影响自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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