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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自尊、抑郁和焦虑水平的性别差异、文理科别差异及其关系。方法　采用Rosenberg (1965)自尊

量表、抑郁形容词核对表、状态焦虑问卷对 216 名大二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总体上, 女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男大学

生, 焦虑水平显著低于男大学生; 理科大学生的焦虑水平明显高于文科大学生; 自尊、抑郁和焦虑三者之间均存在非常显著

的两两相关。结论　大学生的自尊、抑郁和焦虑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和文理科别差异以及三者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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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betw een genders and betw een arts and science and relationsh ip s among

self2esteem level, dep ression state and state anx iety of undergraduates. M ethods　216 undergraduates comp leted question2
naires including Rosenberg (1965) Self2E steem Scale, D ep ression A djectives Check L ist, and State A nx iety Inven to ry. Re-

sul ts　O verall, the level of self2esteem of fem ale ungraduates w as h igher sign ifican tly than that of m ales, but their anx iety

w as less obviously than that of m ales; state anx iety in science w as h igher sign ifican tly than that in arts; there w ere sigin ifican t

sex differences betw een every two facto rs among self2esteem , dep ression and anx iety. Conclusion　T here are differences be2
tw een genders and betw een arts and science and relationsh ip s among undergradutes’ level of self2esteem , dep ression and anx i2
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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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尊 (self2esteem )是个体人格的核心因素之一, 也是人

的基本需要之一。国际自尊心理协会执行理事长布兰登

(B randen, 2000, 2001) 认为, 自尊是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应

付基本的生活挑战和应付值得幸福的基本挑战的倾向性,

甚至认为“自尊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感觉, 位于生命的中

心”[1 ]。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围绕自尊与心理健康 (尤其是情绪

健康) 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所得结果基本一

致, 比如, 自尊与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呈高度负相关 [2～ 4 ]。

但这些研究对抑郁、焦虑等情绪的考察多以特质情绪为指

标, 测量的是特质性的抑郁和焦虑。众所周知, 特质情绪相

对稳定, 是由变化性较强的状态情绪 (或情绪状态) 长期积

累或过于严重时量变导致质变的结果。那么, 自尊水平和状

态性的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此外,

关于自尊与这些不良情绪状态的特点也有待于进一步探

讨。

本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拟以抑郁、焦虑状态量表为测量

工具探讨自尊水平与状态性抑郁、焦虑的特点及其关系, 以

期补充有关自尊与情绪健康关系的研究资料并为当前的心

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的心理学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 1　被试　2005 年初来自东北师范大学 13 个学院的大

二学生共 216 人参加了本研究 (文科 116 人, 理科 100 人) ,

平均年龄 21 岁。其中两人未填写性别, 其余被试男女各半。

1. 2　工具　①Rosenberg (1965)自尊量表 (SES)中文版。共

10 道题目, 要求被试在“完全符合”到“很不符合”4 个等级

上评价自己。量表总分是 10～ 40 分, 分数越高, 表明自尊水

平越高。该量表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 具有良好的信度

和效度, 本研究中其分半信度为 0. 78, 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81。②L ubin (1965)抑郁形容词核对表 (DA CL ) F 分量表。

该量表用于测量一过性抑郁心情, 包含 34 个词条, 其中 22

个词指向抑郁 12 个词指向非抑郁, 被试每圈出一个指向抑

郁的词或否认一个指向非抑郁的词均得 1 分, 评分越高说

明抑郁状态越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75, 分半信度为 0. 82。③Sp ielberger 等人编制的状态焦虑问

卷 (S- A I)。要求被试在“完全没有”到“非常明显”4 等级

上评价自己。总分在 20～ 80 之间, 分数越高, 表明状态焦虑

越严重。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 90, 分半信度为

0. 90。

1. 3　方法　集体施测。回答不受时间限制, 但要求“尽可能

快地”完成。回答完毕后即回收问卷。采用 SPSS 11. 5 软件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主要对自尊水平、抑郁与焦虑状态的特

点进行差异检验及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

2　结果

2. 1　自尊、抑郁与焦虑的性别差异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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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男女大学生的自尊、抑郁与焦虑 (xθ±s)

性　别 自　尊 抑　郁 焦　虑

男 31. 58±4. 22 10. 28±4. 80 45. 06±10. 55

女 32. 77±3. 31 9. 28±4. 62 37. 58±9. 04

t 22. 293 1. 56 5. 453 3 3

　注释: 3 P < 0. 05, 3 3 P < 0. 01, 3 3 3 P < 0. 001, 下同。

　　对男女大学生自尊、抑郁和焦虑的总体性别差异分别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发现 (见表 1) , 除抑郁状态外, 自

尊和焦虑的性别差异均达统计学显著性 (P < 0. 05, P < 0.

001) 说明女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男大学生, 而状态

焦虑水平明显低于男大学生。

2. 2　自尊、抑郁和焦虑的科别差异　见表 2。

文科系与理科系大学生

　表 2 的自尊、抑郁与焦虑 (xθ±s)

科　别 自　尊 抑　郁 焦　虑

文　科 32. 05±3. 77 9. 72±4. 67 38. 79±9. 35

理　科 32. 39±3. 94 9. 85±4. 77 44. 45±10. 93

t 20. 644 20. 209 23. 9703 3 3

　　由表 2 可见, 文理科大学生在焦虑水平上的差异具有

十分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P < 0. 001) , 理科大学生的焦虑水

平明显高于文科。其余变量的科别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性

(P > 0. 05)。

2. 3　性别与科别对自尊、抑郁和焦虑的影响　以年龄为协

变量, 以性别和科别为自变量, 以自尊、抑郁和焦虑为因变

量进行多变量协方差分析 (M A N OV A )。结果发现, 总体

上, 性别和科别的主效应都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分别是 F

= 4. 316, P < 0. 01; F = 4. 022, P < 0. 01; 其余效应未达统计

学显著性, 所有 P > 0. 05。具体而言, 在自尊水平上, 性别主

效应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F = 4. 661, P < 0. 05; 科别主效

应、年龄主效应及双向交互作用皆未达统计学显著性, 所有

P > 0. 05; 在抑郁状态水平上, 年龄主效应有显著的统计学

意义, F = 5. 544, P < 0. 05, 其余效应未达统计学显著性, P

> 0. 05; 在焦虑水平上, 年龄、性别与科别的主效应均有显

著的统计学意义, 分别是 F = 4. 073, P < 0. 05; F = 11. 380,

P < 0. 01; F = 4. 582, P < 0. 05; 双向交互作用未达统计学显

著性, P > 0. 05。该结果与上述基本分析一致, 说明性别、科

别以及年龄对自尊、抑郁和焦虑分别具有不同的影响, 但不

存在显著的双向交互作用。

2. 4　自尊、抑郁与焦虑的相关分析　对自尊、抑郁和焦虑

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 (见表 3 括号外数

据)发现, 自尊与抑郁、自尊与焦虑、抑郁与焦虑之间的相关

均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控制性别、年龄与科别后进行

偏相关分析, 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见表 3 括号内数据)。

　　表 3 自尊与抑郁、焦虑间的相关 (偏相关)

自　尊 抑　郁 焦　虑

自　尊 - 20. 493 3 3 (20. 513 3 3 ) 20. 413 3 3 (20. 433 3 3 )

抑　郁 20. 493 3 3 (20. 513 3 3 ) - 0. 363 3 3 (0. 343 3 3 )

焦　虑 20. 413 3 3 (20. 433 3 3 ) 0. 363 3 3 (0. 343 3 3 ) -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总体上, 女大学生的自尊水平高于男大学

生, 焦虑水平低于男大学生, 抑郁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理

科大学生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文科大学生, 在自尊和抑郁

上不存在科别的明显差异; 在自尊、抑郁和焦虑 3 个变量上

也不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性别与科别交互作用。本研究认

为, 这些结果很可能是因为: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师范院校,

而师范院校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女生往往占据了较大的数量

优势, 而且女生的总体表现往往也比较好, 尤其是文科系的

女大学生尤其如此。这就可能使数量上不占优势其他表现

又不特别突出的男生产生一定的压力, 致使其状态焦虑水

平较女生偏高, 而自尊水平相对较低。此外, 众所周知, 男生

由于社会上刻板印象的影响而面临着更大的学业压力, 而

相对于文科系, 理科系的男生比例较大, 从而使理科系的学

生在总体上表现出较文科更高的焦虑值。但毕竟理科较文

科能使他们 (男生) 更自信, 所以从总体上又缓和了自尊和

抑郁的文理科别间的差异——使科别差异不再显著。

此外, 年龄虽然不是本研究关心的变量, 但它对抑郁和

焦虑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考虑这一因素。

本研究还发现, 自尊、抑郁和焦虑两两之间存在统计学

上非常显著的相关, 即使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和科别之后依

然如此。这说明从一开始, 自尊与抑郁、焦虑就是息息相关

的, 这种相关不仅仅体现在特质情绪上, 也体现在状态情绪

上, 从而提示自尊与特质情绪之间的高相关很可能源于自

尊与状态情绪之间的密切相关及其长期的量的积累上。该

结果也符合“自尊是心理健康的核心”这一论断 [5, 6 ] , 从而提

示自尊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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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外显自尊、社会支持与气质的关系

牛　盾①　李海华

【摘要】　目的　探讨外显自尊、社会支持与气质关系。方法　采用问卷法, 选取 165 名初一学生进行测试。结果　外显自尊

与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支持总分及粘液质因子有显著正相关, 与抑郁质因子呈显著负相关; 粘液质因子与社会支持各维

度呈显著正相关; 多血质因子与主观支持呈显著正相关; 不同气质类型在外显自尊、支持总分、客观支持维度上存在显著差

异。结论　初中生的气质类型与其自尊水平及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 外显自尊; 断面研究; 社会支持; 气质; 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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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 lo re exp licit self2esteem , social suppo rt and their relationsh ip to temperam en t, and relation2
sh ip betw een exp licit self2esteem and social suppo rt. M ethods　165 first grade studen ts of jun io r h igh schoo lw ere investigated

using m 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Exp licit self2esteem w as sign ifican t positive co rrelation w ith subjective sup2
port, utilizations on social suppo rt and ph legm atic facto r, but very sign ifican t negative co rrelation w ith m elancho lic facto r;

Ph legm atic facto r w as sign ifican t positive co rrelation w ith each respect of social suppo rt; Sanguine facto r w as sign ifican t posi2
t ive co rrelation w ith subjective suppo rt; T here w ere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s among exp licit self2esteem , social suppo rt and ob2
jective suppo rt. Conclusion　Jun io r h igh schoo l studen ts’ self2esteem is co rrelated w ith social suppo rt and temperam en t.

【Key W ords】　Social p sycho logy; Exp licit self2esteem; C ross2sectional study; Social suppo rt; T emperam en t; Jun io r h igh

schoo l studen ts

1　引　言

社会支持是指各种社会联系对个体所提供的稳定的物

质和 (或)精神上的支持, 有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 [1 ] , 包括客

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 3 个维度。客观支

持即个体获得的实际可见的物质援助、社会网络以及团体

关系的存在和参与等, 它是独立于个体感觉的客观存在; 主

观支持指个体感觉的被尊重、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

度, 它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 而社会支持利用度则是

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接纳和利用、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结

果。社会支持是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 它涉及到学

习、生活、健康等各个方面, 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将有利于

个体获得的社会资源、增强自信心, 为个体提供归属感。自

尊是个体对自我的一种情感性评价, 外显自尊是个体可以

意识到的[2 ]。自尊是个体自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

状况不仅于个体自我有影响, 而且作为一个起中介的人格

变量对认知、情感、品德、社会行为起重要作用 [3 ]。气质是人

先天的素质、是个性心理特点之一, 是出生后最早表现出来

的一种较为明显而稳定的个性特征。气质特点与生物遗传

和环境因素有关, 其中涉及遗传、性别、孕期、围产期以及父

母个性和教养等因素的研究较多[4～ 6 ] , 但与社会支持、外显

自尊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将就此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2　对象与方法

2. 1　对象　以曲阜市实验中学 165 名初一学生为被试, 实

验班、普通班、走读班各取 55 名。

2. 2　工具

2. 2. 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 S) [7 ]　共有 10 个条目, 分

客观支持 (第 2、6、7 项)、主观支持 (第 1、3、4、5 项) 和对社

会支持的利用度 (第 8、9、10 项) 3 个维度, 考虑到中学生的

实际情况, 对量表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修改。第 4 项的“同

事”改为“同学”, 第 5 项“夫妻 (恋人)”改为“班主任”, 第 6

项“配偶”改为“父母”, 和第 7 项“儿女”改为“任课老师”。修

订后的量表进行了小样本相隔一周的重测, 10 个项目的相

关系数为 0. 760～ 0. 901, 说明修订后的量表有较高的信

度。

2. 2. 2　自尊调查表 (SE I) [8 ]　共 58 个题目, 每一题目都以

第一人称的口气叙述一种情况, 要求被试以“像我”或“不像

我”来回答每一题目。28 个题目为正向记分, 回答“像我”

记 1 分, 意味着高自尊; 回答“不像我”记 0 分, 意味着低自

[ 3 ]孙志凤. 高中生自尊研究. 苏州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001

[ 4 ]Cheng H , Furnham A. Personality, self2esteem , and demographic

p redictions of happ iness and dep ress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 ifferences, 2003, 34 (6) : 921～ 942

[ 5 ]林崇德. 心理健康教育路一定要走正. 中国教育报, 2001, 11

[ 6 ]丛晓波, 田录梅, 张向葵. 自尊: 心理健康的核心—兼谈自尊的教

育意境. 东北师大学报, 2005, (1) : 14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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