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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虐待与自我效能感:自我概念的中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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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戒毒人群儿童虐待、自我概念和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儿童虐待问卷、田纳西自我概念量

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７９６名(男５３１名,女２６５名)正在戒毒的人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儿童虐待与自我概

念负相关,自我概念与自我效能感正相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自我概念在儿童虐待与自我效能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总之,儿童虐待不直接影响戒毒人群的自我效能感,儿童虐待通过产生消极自我概念进而降低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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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成瘾治疗包括生理脱毒和心理脱毒,治疗实践表明,毒品成瘾者很容易摆脱毒品的生理依赖,但

却很难摆脱毒品的心理依赖．因此,进一步探讨成瘾的心理机制将有助于毒品成瘾治疗．探索治疗心理成瘾

的积极因素,比如自我效能感,将有助于指导治疗实践．自我效能感(SelfＧefficacy)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

Bandura(１９７７)提出,他认为个体对自身能力的评价和判断在环境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１]．自我效能感是

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行为的推测和判断[２]．自我效能感通常被认为是特定领域的概念,但德国

心理学家Schwarzwer认为个体存在一般性的自我效能感,它是个体应付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或面对新事

物时一种总体的自信心[３],它可对个体一般情况下的反应倾向做出普遍性预测[４]．针对戒毒人员,这种普

遍的自信心在其戒毒过程以及之后的社会适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防复吸理论(Relapsepreventiontheory)
强调自我效能感在心理成瘾治疗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毒品成瘾是反复练习不良适应行为模式的结果,治疗

需要提高自我效能感以建立适应的应对方式,从而减少复吸率[５]．实证研究也表明,自我效能感高的毒品

成瘾者,其复吸率更低[６]．可见,自我效能感在心理瘾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探讨戒毒人群的自我效能感

及其相关因素对心理成瘾治疗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儿童虐待(Childabuse)包括虐待和忽视,是指发生在儿童１８岁以前,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

纵权的人,做出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

的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及对其进行经济性剥削(WHO,１９９９年)．Bandura认为,成败经验

是影响自我效能感最重要的因素,儿童虐待相当于他人给予儿童消极否定的反馈,这种失败的经验不利于

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和发展;SachsＧEricsson等人[７]从依恋的角度探讨了儿童虐待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认为自我效能感基于与主要抚养者的依恋关系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自我效能感最初的来源,安全依恋

的儿童建立起的信念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相反,那些受虐待的儿童,没有建立安全的

依恋关系,在成长的过程中持的观点是努力是白费的,自己无法自控,必须依靠他人的帮助才有可能满足

自己的需求．一些研究探讨了儿童虐待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但不同研究其结果不一致．文献[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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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虐待降低自我效能感,而文献[９]研究表明,对于８岁以下儿童,受虐待可以提高面对压力情景时的自

我效能感;对于８岁以上儿童,受虐待不影响自我效能感．他们认为年少儿童高估自我的能力,而年长儿童

能更客观地评价自我能力．另外,有研究发现,即使经历创伤性事件,有些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很高[１０]．由

此可推测,儿童虐待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可能受自我认知系统变量的影响．自我概念(SelfＧconcept)是自我认

知系统的核心部分,赵建平[１３]认为一切外部影响力内化为个人的个性品质,需要经过自我概念的中介作

用,说明儿童虐待经历可能通过影响自我概念进而影响自我效能感．实证研究也表明,儿童虐待产生消极

的自我概念[１２],自我概念与自我效能感存在高相关,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１３]．综上可知,儿童虐待、自我

概念、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儿童虐待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受自我概念的影响．
针对戒毒的特殊人群,儿童虐待是否影响自我效能感还不清楚,儿童虐待影响自我效能感的潜在机制

尚不清楚．本研究尝试以自我概念为中介变量,探讨戒毒人群儿童虐待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为临床

实践提供实证和理论支持．

１　方　法

１１　被　试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在重庆市２所强制戒毒所抽取９００名正在戒毒的人员作为被试．共发９００份问

卷,回收８５５份,其中有效问卷７９６份(男性５３１名,女性２６５名),有效回收率为９３１１％．被试平均年龄

为(３４５５±８５５)岁,受教育程度为(８９０±２７１)年,参与戒毒的时间为(１８９１±８５８)个月．
１２　工　具

１２１　儿童虐待问卷

采用赵幸福等[１４]修订Bernstein等[１５]编制的儿童虐待问卷(ChildhoodTraumaQuestionnairesＧ２８Item
ShortForm,CTQＧSF),问卷共２８道题,包括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以及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该

问卷测查１６岁以前受到的虐待情况,适用于成人被试．里克特５点评分,１表示“从不”,２表示“偶尔”,３
表示“有时”,４表示“经常”,５表示“总是”,分数越高说明受虐待越严重．本研究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０．
１２２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ennesseeSelfＧConceptScale,TSCS,１９７８)由美国心理学家费茨(Fitts,１９６５)
根据临床经验编制[１６],本研究采用林邦杰修订的该量表的中文版[１７],共７０道题,６个分量表:生理自我、
道德伦理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和自我批评．该量表适用于１２岁及１２岁以上被试．里克特

５点评分,从１“完全不相同”到５“完全相同”,自我批评维度分数越高说明对自我评价越消极,其他维度和

总量表分数越高说明对自我评价越积极．本研究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５．
１２３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文采用王才康等[１８]修订Schwarzer和 Aristi[１９]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SelfＧEfficacy
Scale,GSES),共１０道题,单一维度．里克特４点评分,从１“完全不正确”到４“完全正确”,分数越高说明

自我效能感越高．中文修订版的Cronbachsα为０８７,本研究Cronbachsα为０６９．
１３　过　程

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以自愿、匿名的方式,并在被试确信他们的答案得到保密

的情况下进行．被试有随时退出做问卷的权利,在安静的室内集体施测,当场回收问卷．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SPSS１９０输入数据,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偏相关分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AMOS１６０建立

变量间的关系模型．

２　结　果

２１　描述性统计

从表１可知,总体上戒毒人群儿童虐待较为严重,自我评价较积极,自我效果感较高．男性的儿童虐待

程度高于女性,女性自我概念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自我效能感性别差异不具有无统计学意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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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从低到高排序前后２７％分别为低龄组(２４０７±３０８)岁和高龄组(４４９７±４０５)岁,结果发现,儿童虐

待的年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低龄组自我概念高于高龄组,低龄组自我效能感低于高龄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表１　所有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及性别、年龄差异(x±s)

变　量 总(n＝７９６)
性　　　别

男(n＝５３１) 女(n＝２６５) t d
年龄(n＝２１５/组)

低龄组(n＝２１５)高龄组(n＝２１５)
t d

儿童虐待 ２１６±０６４ ２２８±０６２ １９２±０６２ ７９０∗∗∗ ０５８ ２１５±０６６ ２２５±０６１ －１６２ ０１６
自我概念 ３４３±０３８ ３３７±０３８ ３５５±０３６－６３９∗∗∗ ０４９ ３４８±０４１ ３３７±０３６ －４２７∗∗∗０２９

自我效能感 ２５１±０４５ ２５３±０４６ ２４８±０４４ １４１ ０１１ ２４０±０４４ ２５８±０４６ ３０２∗ ０４

　　注:∗p≤００５;∗∗p≤００１;∗∗∗p≤０００１;t为差异检验;d 为统计效应量．

２２　儿童虐待、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分析

以性别、年龄为协变量,做偏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儿童虐待与自我概念呈负相关(r＝－０４８,p＜
０００１),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自我概念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r＝０２４,p＜
０００１),但是儿童虐待与自我效能感不存在统计学意义(r＝－００４,p＝０２２１)．
２３　自我概念在儿童虐待与自我效能感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儿童虐待、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发现儿童虐待对自我效能感

的直接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β＝－００１,p＝０７７６),加入自我概念建立自我概念在儿童虐待与自我

效能感间的中介模型(图１),结果显示,所有显变量对潜变量的预测作用都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s＜
０００１),儿童虐 待 负 向 预 测 自 我 概 念 (β＝ －０５２,p＜０００１),儿 童 虐 待 正 向 预 测 自 我 效 能 感

(β＝０１６,p＜０００１),自我概念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β＝０３１,p＜０００１),有统计学意义,Sobel检

验得到Sobelteststatistic＝－３８０,双侧检验p＜０００１,说明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由

此可知,儿童虐待不直接影响戒毒人群的自我效能感,儿童虐待通过产生消极自我概念进而降低自我效

能感．中介效应值为０１６(０５２×０３１),总效应值为０３２(０１６＋０５２×０３１),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

０１６/０３２＝５０％．因样本量大,所以X２/df 值较大,但是模型其他拟合度指标都很好(表２)．

图１　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模型

表２　自我概念中介模型适配度

拟合指标 X２/df NFI IFI TLI GFI RMSEA

拟合指数 ５０８ ０９３ ０９４ ０９３ ０９５ ００７

３　讨　论

总体上看,儿童虐待分数为２１６,处在“偶尔”受到虐待和“有时”受到虐待之间,说明戒毒人群中总体

受虐待程度较高;男性儿童虐待分数显著高于女性,男性受虐待的严重程度高于女性,因此治疗时需关注

戒毒人群的儿童虐待问题,特别是男性的儿童虐待问题．自我概念分数女性显著高于男性,这说明女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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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评价比男性积极,针对女性这一特点,治疗中可充分发挥女性积极自我评价的优势．年龄越大自我

评价越消极,但是年龄越大自我效能感却越高,这可能与其阅历有关,年龄大其阅历更丰富,虽然自我评

价降低,但是面对压力时对自我能力更有把握．
儿童虐待与自我概念负相关,儿童虐待负向预测自我概念,可见儿童虐待经历产生消极自我概念,这

与前人的研究[１２,２０]结果一致．儿童虐待影响亲子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儿童安全依恋的建立,文献[２１]发
现,高质量的亲子依恋关系产生积极的自我概念,低质量的亲子依恋关系产生消极的自我概念．由此可推

测,儿童虐待导致不安全依恋进而产生消极自我概念．
儿童虐待不直接影响戒毒人群的自我效能感,儿童虐待先通过影响自我概念进而影响自我效能感,具

体地儿童虐待产生消极自我概念进而降低自我效能感水平．根据吉登斯[２２]的自我认同理论,个人经历的事

件和社会化要求都经过主观能动性形成自我．由此可知,儿童虐待经历是否影响自我效能感,需要通过自

我概念的中介作用．儿童虐待属于失败的经验,不断累积的失败经验内化形成消极的自我概念,消极自我

概念进而降低自我效能感．３岁以前是建立亲子依恋关系的关键期,而儿童虐待发生在整个童年期,因此单

从依恋的角度解释儿童虐待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并不全面．本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对儿童虐待与自我效

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扩展研究．结合前人研究,可认为儿童虐待产生不安全依恋,儿童虐待和不安全依恋

同时负面影响积极自我概念的建立和发展,产生消极自我概念,消极自我概念进而降低自我效能感．
中介模型中自我概念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效能感,这说明积极自我概念可以提高自我效能感水平．因此,

针对经历过儿童虐待的戒毒人群的心理成瘾治疗,可以通过构建积极自我概念的方式提高自我效能感水

平,进而提高戒毒成功率．
本研究从发展的角度探讨戒毒人员儿童虐待经历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第一次以自我概念为中介变量

探索儿童虐待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儿童虐待问卷采用回顾性

自我报告的方法,可能存在回忆偏差的情况;第二,本研究采用横向的研究设计,对于儿童虐待影响自我

效能感的解释可能还不全面．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从临床角度,操纵自我概念,验证

本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价值;第二,自我效能感被认为是修复创伤经历的积极因素,可将自我效能感作为

中介变量,探讨儿童虐待与出现的心理及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第三,儿童虐待对毒品成瘾的影响是一个

广泛性、长期性、复杂性、动态性的过程,可采用多变量和交叉研究的方法进一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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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AbuseandSelfＧEfficacy:TheMediatingRoleofSelfＧConcept

LUFengＧying１,　TANGYongＧlong１,　XIEQiongＧshuang１,
DENG　Ya１,　LIUXiaoＧjun２

１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２ChongqingMinorsForcedIsolationRehab,Chongqing４０１１２０,China

Abstract:Thisstudyaimedatexplor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childabuse,selfＧconceptandselfＧefficacy
amongdetoxificationaddicts．ChildhoodTraumaQuestionnairesＧ２８ItemShortForm (CTQＧSF),TennesＧ
seeSelfＧConceptScale(TSCS)andGeneralSelfＧEfficacyScale(GSES)wereadministeredtothesample
consistingof７９６detoxificationaddicts(male５３１andfemale２６５)．Results:Childabusewasinasignificant
negativerelationshipwithselfＧconcept,andselfＧconceptwasinasignificantpositiverelationshipwithselfＧ
efficacy;selfＧconceptplayedamediatingrolebetweenchildabuseandselfＧefficacy．Inconclusion,childaＧ
busehasnosignificantdirecteffectonthelevelofselfＧefficacyofthedetoxificationaddicts;childabuse
producesanegativeselfＧconcept,which,inturn,reducestheirselfＧefficacy．
Keywords:childabuse;selfＧconcept;selfＧefficacy;detoxificationadd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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