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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清晰度的中介作用①

刘向萌, 毕重增, 周迎楠, 楚丙华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人格发展与社会适应实验室,重庆400715

摘要:以社会适应双功能模型为理论基础,考察自信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以及自信清晰度的中介作用.采用总

体自信问卷、自信清晰度问卷和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量表对333名青少年进行测查,结果显示:自信能够预测青少

年的积极/消极适应状况,但是自信对2种社会适应的预测力不同,表明自信与2种社会适应的关系紧密度不同;

自信清晰度在自信与积极/消极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但是对消极适应的中介效应大于积极适应,说明自信清

晰度的中介功能也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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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介于儿童和成人之间,其心理具有过渡性、闭锁性和独立性等特征[1].面临对事(掌握社会规

范)、对人(处理人际关系)和对己(自我管理)问题时,青少年常常表现出一系列矛盾与冲突,易产生社会适

应问题[2].了解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与危险性因素并合理干预,是改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重要途径[3].
自信作为健全人格的核心要素,内涵的乐观、希望、效能感和韧性等心理成分构成了良好社会适应的

心理资本[4-6],是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自信的社会适应功能体现在自我、人际、行为、适应新环境等多

个领域.从自我层面而言,自信是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积极评价,伴随着愉悦、满足、优越等积极情绪体

验,个体这些带有自我欣赏成分的正性情绪越强,就越不易滋生抑郁、焦虑、无助感等负面情绪[7];从人际

层面而言,自信建立在合理的自我评价之上,自信者在人际互动中表现为“我行-你也行”的模式,既不过

分怀疑他人也不过分依赖他人,更易保持适度的人际信任和较少的人际困扰[8];从行为层面而言,自信者

相信自己在任务中的判断力和胜任力,喜欢设定有挑战性的目标,具有较强的成就动机,更易适应充满机

遇和竞争的现代生活[9];从适应新环境层面而言,自信者信任自己所具有的资源足以应付新环境中的潜在

威胁,将精力投注于问题解决而非想象各种消极的可能性,具有更强的抗压性或韧性[10].
由此可见,在自我认知、人际关系、规范行为、应对新环境等基本适应领域中,自信影响着个体的社会

适应.这些不同的适应领域也就成为探讨自信社会适应功能的优选切入点,但是社会适应除了多领域性,
还具有功能差异性,这种功能性研究更具有概括性.社会适应双功能模型(Dual-FunctionModelofSocial
Adaptation,DFM)认为社会适应不是从病理性适应到良好适应的连续体,完好社会适应是整合了高积极

适应和低消极适应[11].而自信使得个体将内部目标作为评价自我的依据,保障个体在正性反馈面前不过分

肯定自己、负性反馈面前不过分怀疑自己[12].换言之,自信是个体抵抗外界事件冲击的力量,有益于个体

保持自信结构的清晰性和稳定性.而良好的自信清晰度又保证个体在面临负性事件时,有效地提取与自我

相关信息进行决策和应对[13],对自信的社会适应功能具有解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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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区分社会适应的积极和消极功能,探讨自信对社会适应的预测效应,自信对积极适应和消极适

应的预测效应,以及自信清晰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中学生333名,其中男生有105名,女生有173名,其余性别资料缺失;年龄为16.06±0.82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总体自信问卷

总体自信问卷由毕重增和黄希庭[7]编制,问卷包含12道题,每个题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很不

符合”到“很符合”依次记1-5分,平均分越高表示越自信.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87.
1.2.2 自信清晰度问卷

自信清晰度问卷由毕重增和黄希庭[7]编制,问卷包含12道题,每个题目采用Likert5点反向计分,从

“很不符合”到“很符合”依次记1-5分,平均得分越高表示自信清晰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
bachα系数为0.90.
1.2.3 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

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由邹泓[14]等编制,共50个题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依次记1-5分.计算所有积极适应题项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积极适应水平越高;计算所有

消极适应题项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消极适应水平越高;将所有消极适应题项反向计分,计算所有题项平

均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适应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体Cronbachα系数为0.92,积极适应分量表

Cronbachα系数为0.89,消极适应分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87.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指的是因为同样的数据来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以及项目本身特征所

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变[15].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总

体自信、自信清晰度、社会适应放入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检验未旋转因素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第一个公

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3.2%,小于40%的临界值,并且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8个,未出现只提取出一

个因子或出现某个因子解释力特别大的情况.由此判断,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信.
2.2 各变量的相关矩阵

总体自信、自信清晰度、社会适应诸变量的基本情况及其之间的关系见表1.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

关,表明可以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类型.
表1 自信与社会适应变量的简单相关

总体自信 自信清晰度 积极社会适应 消极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

自信清晰度 0.44**

积极社会适应 0.77** 0.50**

消极社会适应 -0.51** -0.64** -0.60**

社会适应 0.73 0.63** 0.92** -0.87**

M 3.35 3.01 3.37 2.08 3.62
SD 0.61 0.78 0.53 0.48 0.46

  注:*p<0.05,**p<0.01,***p<0.001.

2.3 自信清晰度在自信与社会适应中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温忠麟等[16]提出的程序,以总体自信为自变量,自信清晰度为中介变量,分别将社会适

应、积极适应、消极适应作为因变量进行中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清晰度对社会适应、积极适应和消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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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同时总体自信对这些因素的直接预测作用仍然是显著的.由此可判定,清晰度在总

体自信和积极适应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1.4%;清晰度在总体自信和消极适应之间

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4.9%;清晰度在总体自信和社会适应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22.9%.
表2 自信清晰度中介效应检验分析摘要表

因变量 自变量 调整R2 F B SE β t

第1步 积极适应 总体自信 0.60 479.71*** 0.68 0.03 0.77 21.90***

第2步 自信清晰度 总体自信 0.19 76.53*** 0.56 0.06 0.44 8.75***

第3步 积极适应 自信清晰度 0.63 268.31*** 0.13 0.03 0.20 5.12***

总体自信 0.60 0.03 0.69 18.14***

第1步 消极适应 总体自信 0.26 114.90*** -0.40 0.04 -0.51 -10.72***

第2步 自信清晰度 总体自信 0.19 76.53*** 0.56 0.06 0.44 8.75***

第3步 消极适应 自信清晰度 0.47 147.14*** -0.32 0.03 -0.52 -11.56***

总体自信 -0.23 0.04 -0.28 -6.38***

第1步 社会适应 总体自信 0.53 366.53*** 0.56 0.03 0.73 19.14***

第2步 自信清晰度 总体自信 0.19 76.53*** 0.56 0.06 0.44 8.75***

第3步 社会适应 自信清晰度 0.65 297.62*** 0.22 0.02 0.38 10.49***

总体自信 0.43 0.03 0.56 15.34***

  注:***p<0.001.
为了解中介效应的稳定性,使用Bootstrap抽样(n=1000)对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16],结果

发现,清晰度对积极适应(0.03~0.10)、消极适应(-0.24~-0.13)和社会适应(0.08~0.16)的中介效应

在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自信清晰度的中介效应是稳健的.

3 讨 论

3.1 自信对青少年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不仅发现自信对社会适应有显著预测作用,还发现自信对社会适应的2个功能指标———积极适

应/消极适应有显著预测作用,验证了自信是青少年完好社会适应保护性因素的假设.即自信既有助于提升

积极适应功能,又有助于减少消极适应症状,且对积极适应的预测效力高于对消极适应的预测效力.
自信所包含的效能感、乐观、希望和韧性成分[4-5],为实现社会适应提供了动力机制和防御机制.效能

感、乐观和希望成分是青少年解决未来定向问题、克服成长困扰,从而实现社会适应的动力机制.首先,效

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一行为的信心,是他们遇到应激状况时选择什么活动、花费多大力气、支持

多长时间努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所以高效能感能推动个体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生活中,以及在应对挑

战时有条不紊[10].其次,自信的表达与时间线索相关,在含有时间的自信表述中,大多时间是指向未来[17].
换言之,在时间维度上,自信是指向美好未来的预期以及对达成这一预期的能力的信任.而这也是乐观和

希望2个概念的核心,前者是个体相信好事会发生而非坏事的稳定倾向,后者则强调实现目标的个人动力

和方法策略[18].两者都是对未来的积极预期,可激发个体的成就动机,增加任务投入,实现社会适应.
韧性成分是青少年摆脱成长困境,从而实现社会适应的防御机制.当青少年处在发展困境时,韧性是

“处境不利-压力-适应不良”与“愈挫弥坚”2种发展模式分殊的关键,它是个体从逆境中坚持下来和迅速

恢复的能力[10].韧性与面对挫折时个体对能力的评估有关,个体是否对自己应对能力有信心,关系到个体

如何认知逆境的严重程度、持久程度以及可应对程度.个体只有对自身应对能力有充足的信心,才能够在

应激过程中有效地避免消极聚焦和非理性回避行为[19].由此可见,自信对社会适应有保护效应,尤其增加

青少年的积极适应品质,促使其表现与其年龄相符合,与幸福、力量和成长相关联的行为[14].
3.2 自信清晰度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自信清晰度在自信与积极/消极适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到总效应的

11.4%和44.9%.表明自信清晰度在自信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对积极适应和消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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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适应解释力不同,即对消极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大于积极社会适应.
清晰度对社会适应的预测效应受自信水平的制约.个人成败经验是人们构建自信最常使用的信息来源.

首先,不管是成功经历还是积极自我意象都能够诱发自信体验状态性的改变[20],但状态如何转变为稳定的

特征,却取决于自信的基线水平.自信水平影响控制点,高自信者更相信事在人为,把成功归因于个人的努

力,低自信者更相信宿命论,把成功归因于情境因素[5].具体任务的成功会带来自信状态性的提升,但只有

内归因于能力,才会在面临类似任务时表现出跨时间的稳定自信;如果将成功归因于运气,那么个体所表

征的状态性自信就不会转化为稳定的个人特性.其次,自信者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对自己价值和能力的肯

定,所以在面临负性反馈时,他们不倾向于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与失败相联系,因而即便遭遇了失败和挫

折,也不会产生自我怀疑[21].总之,伴随高水平自信个体所具有的内控风格,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他们的自

信结构都保持跨时空的清晰性和稳定性.此外,自信清晰度还受到自信经验建构水平的影响.总体自信是个

体对自己的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持有信任的态度,所以总体自信水平高的人,构建的自信素材往往具有类

化和相对稳定的特征,突破了领域自信的狭窄性,不会随着环境变化大起大落[17].综上,无论是自信成长

中成败经验的积累,还是自信知识结构中素材的建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认知,而认知所形成的

主观经验就是自信清晰度.
清晰度的经验一旦形成,就会影响自信功能发挥.自信清晰度是从自信知识组织角度表达自信的清楚

和确信程度,及其内部一致程度和稳定程度.清晰度越高,自信特质认识就会越清楚、协调,并在时间上具

有稳定性.波动而紊乱的自信结构不利于心理健康和人际和谐[7-8,21],他们会将自我认知的矛盾外化,更

易将外界视为混乱和无法预测的[13].这无疑导致低清晰度个体体验更多的压力感,在面临问题时,也就无

法有效地提取和组织与自我相关信息,进而选择恰当的应对方式实现适应.由此可见,清晰度是以内省知

识的组织和认同来实现良好社会适应,而自信水平则通过基线的方式限定清晰度,间接地实现其部分社会

适应功能.除了认知经验性的清晰度,自信还包含受自我认知反馈影响较弱的成分,如无意识的情绪和行

为等.这些成分也可能影响自我悦纳和社会适应,形成从自信到社会适应的直接或间接路径.
自信的消极社会适应功能更多地由清晰度中介,这意味着个体在抵御消极适应时,需要对自信经验有

更多清楚、稳定的认知.消极适应往往面对的是不利于个体生存、发展和成长的情境[14],如何应对这些情

境,不仅仅需要积极应对方式,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和界定这些情境.个体只有具有了清晰、稳定的自信结

构,才能够主动灵活地进行目标取舍,不陷入盲目应对的状态.综上,要想达成社会适应的双功能,既需要

效能感、乐观、勇气和毅力,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清晰、稳定的自信结构.

4 结 论

1)自信是实现社会适应的动力机制和防御机制;

2)自信清晰度在自信与积极/消极适应之间中介效应显著,但是对消极适应的中介效应大于积极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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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fidenceandAdolescentSocialAdaptation:
theMediatingEffectofSelf-ConfidenceClarity

LIUXiang-meng, BIChong-zeng, ZHOUYing-nan, CHUBing-hua
LaboratoryofPersonalityDevelopmentandSocialAdaption,FacultyofPsychology,

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self-confidenceandadolescentsocialadaptation,andthemediating
effectofself-confidenceclaritywereexploredinthisstudywiththeDual-FunctionModelofSocialAdapta-
tionasthetheoreticalbasis.Atotalof333adolescentswereaskedtocompletetheGeneralSelf-Confidence
Questionnaire,theSelf-ConfidenceClarityQuestionnaireandtheAdolescentSocialAdaptationAssess-
mentScale.Theresultsshowedthatself-confidencesignificantlypredictedbothpositiveandnegativeadap-
tationofadolescents.Theclaritypartiallymediatedtheeffectofself-confidenceandpositive(negative)ad-
aptation.Self-confidencehadmorepowerfulpredictiveeffectonpositiveadaptationthanonnegativeadap-
tation;however,theindirecteffectofclarityonself-confidenceandnegativeadaptionwasmorepowerful.
Ingeneral,fordifferentsocialadaptationfunctions,thepredictiveeffectsofself-confidenceandthemedia-
tingeffectsofclarityweredifferent.
Keywords:self-confidence;self-confidenceclarity;positiveadaptation;negativeadaptation;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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