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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的中介作用及性别

的调节作用,采用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Rosenberg自尊量表和一般学业自我概念量表对1166名中学生

(平均年龄(15.06±2.22)岁)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① 中学生心理素质、自尊与学业自我概念均呈显著正相关.
② 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③ 性别调节了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的中

介效应.认为:心理素质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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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自我概念(academicself-concept),指个体对自身学习能力的一种看法和评价[1].大量研究表明,
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对其学业成绩[2]、学习兴趣[3]、社会适应[4]等因素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有关学业

自我概念内在心理机制的研究较为缺乏[5].加强学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促进青少年的学业

发展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6].本研究旨在探讨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为中学生形成

积极的学业自我概念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其学业发展.
学生的学业发展状况可以通过其学业成绩和学业自我概念来反映.学业成绩是学生学业发展状况的

外在表现,而学业自我概念则是对学业能力的内在评价,是学业发展的内在评价指标[7].现有研究较多

考察心理素质对学业成绩这一外在指标的预测作用[8],较少探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这一内在评

价指标的关系.心理素质是一个多因素构成的动态发展的自组织系统,包含智力因素、认知因素等因

素[9].已有研究表明智商、认知因素对学业自我概念有显著的影响[10-12],个体的认知水平越高,其学业

自我概念越高[13].另一方面,心理素质作为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品质,会对学生的学业发展产生影响[8],
学业自我概念作为学生学业发展的内在指标,也会受到心理素质的影响.据此,我们推测心理素质能预

测青少年的学业自我概念.
心理素质是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呢?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theory,SDT)[14-15]认

为人是积极的有机体,强调基本的心理需求的满足是个体健康发展的关键.自尊作为个体行为的动力性成

分和基本的心理需求[16],被认为是重要的中介变量[17].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的关系模型认为心理素质是

“本”,而心理健康为“标”,心理素质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起决定作用[18].自尊作为心理健康的核心指标

之一[19],心理素质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自尊[20].从另一方面来看,自尊具有重要的适应价值,可增强自我

的调试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21-22].大量研究表明[23-25],自尊与学业自我概念密切相关.自尊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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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业自我概念具有稳定的预测作用,个体的自尊越高,其学业自我概念水平也越高[26-27].据此,我们推

测心理素质可以通过自尊这一动力性因素对个体的学业自我概念产生影响.
有关研究发现中学生的自尊和学业自我概念均表现出性别差异.青少年的自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男生的自尊水平要显著高于女生[28];不同性别的青少年在学业自我概念也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学业自我

概念显著高于女生[29].由此推断,不同性别的自尊对学业自我概念的预测可能存在差异,据此,我们假设

性别会调节自尊与学业自我概念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中学生为调查对象,探索心理素质、自尊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

利于了解和探索心理素质的功能作用,深化对心理素质作用机制的研究,还可以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业

发展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假设:① 心理素质可以正向预测学业自我概念;② 自尊在心理素质和学业

自我概念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③ 性别调节了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的中介效应.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施测程序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本研究选取重庆市4所中学的1250名中学生进行施测,剔除无效问卷(如规

律性作答)84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166份,问卷有效率为93.28%.本研究中,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15.06±2.22)岁.其中,男生553人(47.4%),女生588人(50.4%),性别缺失25人(2.2%);初中生

630人(54%),高中生536人(46%).
施测前,由一名心理测验专业人员统一发布指导语,采用纸质问卷方式以班级为单位施测,时间约

30min,填答完毕后当场收回.
1.2 研究工具

1.2.1 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采用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30],该量表包含认知品质(共8道题目)、个性品质(共8道题目)和
适应性能力(共8道题目)3个维度,共有24个题项.量表采用5级计分方式,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

常符合.分数越高,个体的心理素质水平越高.本研究中,3个分量表的Cronbachsα 分别为0.84,0.79,
0.77,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
1.2.2 Rosenberg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的中文版本[31].问卷由10道题目构成,量表采用4级计分方式,“1”代表非

常不符合,“4”代表非常符合.根据其在中国被试群体中的研究结果[32],该量表的第8个题目(“我希望我能

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存在文化适用性问题,不适合用来测量中国人自尊,故删去该题项.分数越高,个体

的自尊越高.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Cronbachsα为0.85.
1.2.3 学业自我概念量表

采用 Marsh等人编制的自我描述问卷Ⅱ,由陈国鹏等人[33]进行修订.本研究只选取自我描述问卷Ⅱ中

的分问卷,即一般学业自我概念分量表,共10个题项.量表采取6级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6”代表

完全符合.分数越高,个体的一般学业自我概念越好.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Cronbachsα为0.87.
1.3 数据处理和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对心理素质、自尊与学业自我概念进行相关分析.采用

SPSS宏PROCESS检验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的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及性别的调节作用.

2 结 果

2.1 共同方差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34].结果表明,本研究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

子共有8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6.11%,低于临界标准40%,表明本研究并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除学段外,对其余各变量中心化后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心理素质与自尊均呈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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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关系(r=0.44,p<0.01),与学业自我概念显著正相关(r=0.47,p<0.01);自尊与个体的学业

自我概念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r=0.54,p<0.01).
表1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M SD 1 2 3

1. 心理素质 3.46 0.68 -
2. 自尊 2.75 0.89 0.44** -
3. 学业自我概念 3.80 1.04 0.47** 0.54** -

  注:N=1166,**p<0.01.

2.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与叶宝娟[35]推荐的有调节的中介检验流程,使用SPSS宏PROCESS进行分析.
① 检验心理素质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及直接效应是否受到性别的调节,结果显示:中学生的心理素

质对学业自我概念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73,t=13.5,p<0.001,95%CI=[0.63,0.84]),心理素质

与性别的交互项对学业自我概念的预测不显著(β=0.10,t=0.91,p>0.05,95%CI=[-0.11,0.31])
(表2,方程1).② 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自尊经过心理素质对学业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

是否受到性别的调节,结果表明:心理素质对自尊的预测作用显著(β=0.42,t=12.86,p<0.001,95%
CI=[0.35,0.48])(方程2),心理素质对学业自我概念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44,t=8.47,p<
0.001,95%CI=[0.34,0.55]),自尊对学业自我概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0.69,t=12.71,p<0.001,
95%CI=[0.58,0.80]),性别对学业自我概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1,t=2.75,p<0.01,95%CI=
[0.03,0.19]),自尊和性别的交互项对学业自我概念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0,t=2.24,p<0.05,95%
CI=[0.02,0.38]).模型估计结果验证了自尊在心理素质和学业自我概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这一中

介作用的后半路径受到性别的调节.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预测变量
方程1(因变量:学业自我概念)

β t 95%CI
方程2(因变量:自尊)

β t 95%CI
方程3(因变量:学业自我概念)

β t 95%CI
心理素质 0.73 13.50*** [0.63,0.84] 0.42 12.86*** [0.35,0.48] 0.44 8.47*** [0.34,0.55]

性别 0.10 2.19* [0.01,0.19] - - - 0.11 2.75** [0.03,0.19]
心理素质×性别 0.10 0.91 [-0.11,0.31] - - - - - -

自尊 0.6912.71*** [0.58,0.80]
自尊×性别 0.20 2.24* [0.02,0.38]

R2 0.21 0.19 0.59
F 65.26*** 165.28*** 146.22***

  注:N=1141,Bootstrap=5000,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作用系数显著.*p<0.05;**p<0.01;

***p<0.001.

图1 性别对自尊与学业自我概念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了解以上调节效应的实质,对其进

行简单斜率检验,绘制0(女生)、1(男生)汇总交

互作用图(图2).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在自尊对学

业自我概念的作用方面,随着自尊的增加,男生的

学业自我概念水平显著上升(β=0.89,t=14.19,

p<0.001),女生的学业自我概念也显著上升(β=
0.69,t=12.13,p<0.001),但相较于女生,男

生增加的幅度更大.

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心理素质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

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机制———自尊的中介作用及性别的调节作用,为促进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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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业发展和心理健康提供了实证依据.
3.1 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的中介作用

心理素质对学业自我概念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与本研究假设一致.心理素质作为一个稳定的综合性

整体,具有衍生功能,参与青少年发展的各个方面,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学业发展和行为习惯

等有显著影响[8].学业自我概念作为学业发展的内在评价指标,也会受到心理素质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自尊在心理素质和学业自我概念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一

致,即心理素质不仅可以直接对中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产生影响,还可以通过自尊对学业自我概念产生间

接影响.一方面,心理素质高的个体往往拥有较为积极的认知,对事物的认知和评价更全面客观;拥有较高

的个性品质,能够很好调节和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和外在表现;同时,心理素质高的个体还有较强的适应

能力,在学业发展等方面表现优秀[20].另一方面,自我决定理论认为[35]自尊作为个体行为的动力性成分和

基本的心理需求,当需求被满足时,个体会积极调整控制自己的行为,积极适应社会,健康发展.高自尊的

个体,其认知发展更好,学业表现也更好[37].本研究中,心理素质高的个体往往可以更全面客观地认识自

己、评价自己,很好调整自己的学习习惯和行为,进而获得优秀的学业发展.本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教育实

践中,应重视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努力提升学生的自尊水平,进而促进学业自我概念的提升,最终促

进学生的学业发展.
3.2 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性别调节了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的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随着自尊的提

高,男生学业自我概念提升的幅度比女生要大.这可能与中国文化中“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的思想导致

男生比女生拥有更强的价值感、成就感[38]有关.此外,男生关注外部世界较多,比女生更容易受到社会文

化的影响[39],因而相较于女生,男生更容易拥有较高的自我评价和看法,包括学业上的评价.因此,男生对

自我学业的评价可能会随着自尊的增加而提高.
3.3 研究价值与展望

本研究探讨了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这一学业发展内在评价指标的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心理素质

的功能作用,深化和拓展心理素质.同时,本研究还探讨了自尊的中介作用及性别的条件作用,为我们了解

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实证依据.本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应该重视心理素

质和自尊对学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同时重视对女生自尊的培养和提升.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均采用学生自我报告的方法,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性效应.未来的

研究可以考虑加入客观学业成绩作为他评指标,更加全面地考察心理素质、自尊、学业自我概念与学生

的学业发展的关系.本研究仅仅是横断研究,未来可以采取追踪的方法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以验证本研

究的研究结果.

4 结 论

1)中学生心理素质、自尊与学业自我概念均呈显著正相关.
2)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性别调节了自尊在心理素质与学业自我概念之间的中介效应,心理素质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是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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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lationshipBetweenPsychologicalSuzhiand
theAcademicSelf-ConceptofMiddleSchool
Students:AModeratedMediationModel

LUXing-yue1, ZHANGDa-jun1, NIE Qian1,
ZHANGXue-qi1, PANYan-gu2, JIN Lin1

1.FacultyofPsychology,ResearchCenterofMentalHealth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ResearchInstituteofSocialDevelopment,Southwester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Chengdu611130,China

Abstract:Inordertoexploretherelationshipofpsychologicalsuzhianditsdimensionswithself-esteem
andacademicself-concept,andtheroleofself-esteeminpsychologicalsuzhiandacademicself-concept,1
166middleschoolstudents(15.06±2.22yearsoldonaverage)wereinvestigatedwiththepsychological
qualityquestionnaire(simplifiedversion),theRosenbergself-esteemscaleandthegeneralacademicself-
conceptscale.Theresultswereasfollows.Therewasasignificant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thepsycho-
logicalsuzhi,self-esteemandacademicself-conceptofmiddleschoolstudents.Self-esteemplayedapartly
mediatingrolebetweenpsychologicalsuzhiandacademicself-concept.Gendermoderatedthemediating
effectofself-esteembetweenpsychologicalsuzhiandacademicself-concept.
Keywords:psychologicalsuzhi;self-esteem;academicself-concept;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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