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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评价和自我概念对社会适应影响

张敦丽

顺德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省佛山市　528333

摘　要：选取普通高校的学生为被试，比较在积极和消极的反思性评价条件下其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的差异，以及积极和

消极的自我概念条件下其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的差异，由此考察反思性评价和自我概念对社会适应的影响。结果发现，积

极反思性条件下的自我概念更高，社会适应更好；积极自我概念条件下的，社会适应得分较高，表现出自我概念在反思性

评价和社会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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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适应是个体与环境互动中达成和谐关系的过程 [1]。

高社会适应水平者通常具有积极的反思性评价与自我概念
[2]，并能感知更多社会支持与幸福感 [3]。反思性评价源于对

他人反馈的感知 [4]，其内化形成自我概念 [5]，二者一致性影

响个体的情绪与行为 [6]。大学生作为即将进入社会的群体，

其反思性评价与自我概念的稳定性对社会适应至关重要 [7]。

已有研究表明，重要他人的积极反馈可增强自我概念 [8]，

而积极的自我概念能显著预测社会适应 [3]。然而，反思性

评价、自我概念与社会适应间的因果关系及机制仍需验证。

本研究通过双实验设计，探究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为相

关干预提供实证支持。

根据 Jiang 等人 (2017) 的说法和做法，我们采用双随机

化设计或实验因果链设计 [9]。用两个实验，以探索自我概

念是否可以作为反思性评价影响社会适应的因果机制。实

验一将参与者分配到操纵的反思性评价条件下，并测量自

我概念和社会适应，以便能清楚地解释反思性评价—自我

概念和反思性评价—社会适应路径，作为因果研究的估计。

实验二，将参与者分配到操纵的自我概念条件下，如果在

不同的自我概念条件下，社会适应显著不同，那么自我概

念对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和因果效应将得到支持。

2. 实验一

2.1 研究方法

2.1.1 实验对象

112 名被试自愿参加实验，65 名男生，47 名女生。实

验结束后获得小礼物。

2.1.2 研究工具

(1) 反思性评价操纵。每个参与者都阅读一个简短的案

例，描述了一个大学生被要求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

是请同学、老师和父母表达对自己的看法和印象，在不同

的实验条件分别得到不同的反馈。

(2) 反思性评价量表

该量表是基于核心反思性评价量表修订而成，本研究

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902。

(3) 自我概念量表

Wallace 自我概念量表中文版由王才康和杨晓燕修订

的，本研究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949。

(4) 大学生社会适应问卷

该问卷由方从慧编制，本研究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872。

(5) 操纵检查。想象自己是场景中描述的大学生，在

受到重要他人（同学、老师和父母）的反馈后参与者被

要求回答操纵检查问题，即反思性评价量表。本研究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872。

2.1.3 研究过程

实验目的：在实验一将被试随机分配到（积极、消极）

反思性评价条件，测量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以明确反思

性评价—自我概念和反思性评价—社会适应路径，作为因

果影响的估计。

实验设计：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是反思性评

价（积极、消极），因变量是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使用

了案例情景方法操纵自变量，这种方法已被广泛用于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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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感知、信念或经验。

2.1.4 统计方法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实验操纵是否有效。采用相

关分析，探究反思性评价、我概念与社会适应间的相关性。

用 Amos 软件对反思性评价、我概念与社会适应间的关系进

行路径分析。

2.2 研究结果

2.2.1 三个变量的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差异性检验

表 2-1 三个变量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差异

积极反思性评
价 (n=57)

消极反思性
评价 (n=55) t p

反思性评价 4.19±0.55 2.52±1.03 10.684 0.000

自我概念 6.00±0.88 3.30±1.54 11.346 0.000

社会适应 3.82±0.49 2.60±0.72 10.336 0.000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组在反思性评价上的得分差

异极其显著 (p<0.001)，说明实验操纵有效。其次，在自

我概念上，p<0.001，差异极其显著，表现为积极反思性

评价条件下的自我概念得分更高。最后，在社会适应上，

p<0.001，差异极其显著，表现为积极反思性评价下的比消

极反思性评价下的能更好的适应社会。

2.2.2 反思性评价与自我概念、社会适应的关系

表 2-2 反思性评价与我概念、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n=112)

反思性评价 自我概念 社会适应

反思性评价 1

自我概念 0.898*** 1

社会适应 0.883*** 0.885*** 1

由上表 2-2 可知，反思性评价、自我概念、社会适应

三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反思性评价越高，

相对应的个体的自我概念、社会适应水平越高，三者之间

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2.2.3 自我概念在反思性评价与社会适应的中介模型分析

图 2-1 自我概念在反思性评价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

注：图中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反思性评价对社会适应的直接效应显著（c’=0.459），

即反思性评价可以直接预测社会适应，并且中介效应平均

估计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则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比例为 0.472/0.932=51%。

3 实验二

3.1 研究方法

3.1.1 实验对象

采用 113 名被试自愿参加实验，男生 61 人，女生 52 人。

3.1.2 研究工具

自我概念操纵。根据田纳西的自我概念多维结构模型，

被试是在这五个维度上的得分越高，表示他越喜欢自己、

信任自己，认为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并依此行事。反之，

表示个体对自己的认知评价较消极。

(2) 自我概念量表

同实验一，本研究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951。

(3) 大学生社会适应问卷

同实验一，本研究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894。

(4) 操纵检查。想象自己是场景中描述的大学生，在完

成反思性评价后参与者被要求回答操纵检查问题，想象你

是案例中的大学生，你如何评价你自己，即填写自我概念

问卷。

3.1.3 研究过程

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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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实验一为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提供了支持，但它

无法确定自我概念对生活满意度的因果影响，因为中介 ( 即

自我概念 ) 没有被操纵。因此，基于实验设计的过程控制原

理，在实验二中，操纵中介变量，验证 CSE 是否能引起生

活满意度。

实验设计：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是自我概念（积

极、消极），因变量是社会适应。使用了案例情景方法操

纵自变量，如实验一。接着，被试完成自我概念和社会适

应问卷。

3.1.4 统计方法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检验实验操纵是否有效。采用相关

分析，探究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间的相关性。用 Amos 软件

对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间的关系进行路径分析。

3.2 研究结果

3.2.1 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差异性

检验

表 3-1 两个变量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差异

积极自我概念
(n=62)

消极自我概
念 (n=51) t p

自我概念 6.00±0.81 3.71±1.76 8.398 0.000

社会适应 4.03±0.52 2.89±0.67 10.192 0.000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组在自我概念上的得分差异极

其显著 (p<0.001)，说明实验操纵有效。其次，在社会适应上，

p<0.001，差异极其显著，表现为自我概念下的比消极自我

概念下的能更好的适应社会。

3.2.2 自我概念与社会适应的相关关系

表 3-2 反思性评价与我概念、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n=113)

自我概念 社会适应

自我概念 1

社会适应 0.751*** 1

由上表 3-2 可知，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之间均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说明自我概念越高，其社会适应越好。

3.2.3 自我概念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图 3-1 自我概念对社会适应的路径分析

通过 amos 路径分析可知，自我概念对社会适应的标准

化回归系数为 0.77，P<0.001, 自我概念对社会适应预测作用

极其显著。

4 讨论

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将自我概念作为一种中介机制与反

思性评价和社会适应联系起来，扩大社会适应的研究范围。

两项实验结果表明，自我概念可以在社会支持感与生活满

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它既可以作为因果机制被反思性评

价影响，也可以因果性地导致社会适应。

4.1 反思性评价、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的关系讨论

   在本研究中，反思性评价与社会适应，反思性评价与

社会适应，自我概念与社会适应，反思性评价、自我概念

和社会适应之间均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的研究

结果一致。即较积极的反思性评价有利于个体形成积极的

自我概念，并能正向预测个体的社会性的发展和完善。

4.2 自我概念在反思性评价与社会适应的中介关系讨论

对自我概念在反思性评价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分析发现，自我概念在反思性评价和社会适应间起着部分

中介。对他人的反思性评价情况会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适

应，且会又通过自我概念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即在

相同的环境下，自我概念较高的个体，他们对他人的反思

性评价也越高，并且表现出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已有研

究发现，当自我概念较为积极，而对他人的反思性评价与

其较为一致，会使其感到幸福和满足，反之则到来压力、

痛苦和不良心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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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实验 1 支持积极的反思性评价能导致较高水平的自我

概念和社会适应，并且自我概念在反思性评价和社会适应

之间起中介作用。

实验 2 进一步支持了自我概念可以成为社会适应的一个

原因。根据过程操作的原理，这些结果表明，较高的反思性

评价会导致较高的自我概念，进而导致较高的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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