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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识(自我评价(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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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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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A!(9"/9

"

B#!!

#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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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中#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

反映形式*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中#意识发挥着调节)控制及

指导的作用*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包括认

识自己的生理状况$如身高)体质量及体态等%)心理特征$如兴

趣)能力)气质及性格等%以及自己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如自己

与周围人们相处的关系)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与作用等%*正

是由于人具有自我意识#才使人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自我

控制和调节#使自己形成完整的个性#因此#自我意识在个体发

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B#

世纪中叶以来#自我意识开始

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儿童时期是个体自我意识初步形

成的重要时期*自我意识水平较低的未成年人会表现出更多

的心理健康问题&

!("

'

*因此#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研究具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将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影响因素

综述如下*

@

!

自我意识的研究工具

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与相关因素的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

查的方法*国外对研究自我意识所用的主要量表有
-HI,E

等

编制的自我描述问卷$

,FJG(<F,2I)

P

D)=@

d

CF,D)=@@H)IF

#

.*c

%)田

纳西自我概念量表$

DF@@F,,FF,FJG(2=@2F

P

D,2HJF

#

%.+.

%及

5)FI,(8HII),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5)FI,(8HII),2E)J<IF@h,,FJG(

2=@2F

P

D,2HJF

#

58+..

%等&

/

'

*实际应用中#考虑文化差异及实

验条件#一般在进行检测时#会对国外量表进行修订*最为常

用的是
58+..

#该量表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5)FI,6i:

及
8HII),

*U

于
!>A$

年编制并修订的未成年人自评量表&

;

'

#通过评估未

成年人的行为和属性了解其自我意识水平#判断心理健康水

平#适用于
9

$

!$

岁的未成年人#信度和效度较好#分为行为)

智力与学校)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
$

个分

量表*该量表为正性计分#各分量表和总分分值越高表明未成

年人自我评价越好#总分低于
/$

分者提示自我意识水平较低*

B##!

年由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苏林雁教授联合国内
B#

多家单位#将此量表进行了标准化并制定了中国常模&

$

'

*研究

发现并证实了年龄)性别)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健康状况及城

乡差异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发展*

A

!

自我意识整体水平的调查

B##A

年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甘肃省一项调查显示当地农

村中)小学生低自我意识发生率为
"B:/"]

&

A

'

#

B##9

年中国东

>#A!

重庆医学
B#!!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部较发达地区安徽省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小学生低自我意识发

生率为
"B:/#]

&

9

'

*

B##>

年中国重庆医科大学主持的一项对

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重庆市农村初中生低自我意

识发生率为
B9:!!]

*而国外对某一地区整体低自我意识发

生率的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对易感因素的研究*

B

!

自我意识的影响因素

B:@

!

年龄
!

总的来看#未成年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随着年龄

增长而增长#但整个发展过程并不是直线等速的*韩进之和魏

华忠&

>

'研究发现中)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趋势呈曲线形#呈现

出
"

个上升期和
B

个平稳期*有研究认为自我意识发展过程

的曲线是起伏变化的#从小学到初中逐年下降#青春期后显著

上升#大学毕业后开始下降#到中年后再次回升#然后#随着年

龄的增长#缓慢下降&

!#

'

*这种趋势发生的时间)起伏的高度受

自我意识的内容影响&

!!

'

*尤其在某些关键期和转折期#如幼

儿期及少年期#尤其是初中二年级*吴怀能等&

!B

'对浙江小学

生的调查也证实了这点#即低年龄组自我意识高于高年龄组*

B:A

!

性别
!

男)女生的自我意识水平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美

国一项调查表明农村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在男)女性别上是不同

的&

!"

'

*男生存在较多的行为问题#女生存在较多的情绪问题#

符合心理学的一般规律#女生自我意识在行为)智力及学校情

况等方面#分量表分值比男生分值高&

!/

'

*在对城市学生的调

查中#女生躯体)外貌与焦虑分量表分值比男生低&

!;

'

*而在农

村学生中#男生的自我意识水平较高#学习成绩较好#对躯体和

外貌的满意度高(而女生更关注自己的外貌#容易焦虑#自我意

识水平较低&

!$

'

#这一方面受女生性格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

可能还受中国农村+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女生更容易自我贬

低*因此#教育者不能忽视未成年人性别差异#在教育过程中

应当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

B:B

!

经济水平
!

城市与农村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差异性已被

国内外多项研究所证实#但在其水平高低上还存在不同的看

法*国外有学者认为处于较高经济阶层的未成年人自我意识

高于处于较低经济阶层的未成年人*因此#一般认为城市学生

的自我意识高于农村学生*吴怀能等&

!B

'对浙江部分未成年人

的调查显示城市未成年人的各分量表分值及总分均高于农村

未成年人#季颖等&

!A

'发现城市学生的行为和焦虑得分均低于

农村学生#表明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容易认为自己的行为不

恰当#表现出较多的情绪问题*重庆医科大学的调查也发现处

在城市边缘的农村未成年人比偏远地区的未成年人自我意识

总体水平要低#提示经济环境因素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

影响*

国内存在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暂住儿童$农民工子女%这

一特殊群体*很多研究证实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民工子女的自

我意识明显低于一般的农村或者城市儿童#

jEH=

等&

!9

'对安徽

省某县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自我意识低于当

地农村儿童(陈学斌等&

!>

'对兰州市某农民工小学学生的研究

发现农民工儿童自我意识水平显著低于农村及城市儿童*这

些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B:C

!

家庭环境
!

父母文化程度)教养方式)家庭结构和家庭成

员关系等是未成年人自我意识发展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父

母受教育程度影响父母行为*一般来说#文化层次高的家庭#

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文化程度高的家长#对教育动态敏感#易

接受新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倾于理性*总的来说#父母文化

程度越高#其子女自我意识越高(父母文化程度较低的未成年

人则较易出现行为)学习和躯体认同方面的问题&

B#

'

*

有研究证实父母对孩子较多采用鼓励和赏识的积极态度

可提高孩子的自信心#使其趋向于自我肯定&

!A

'

*父母对孩子

的接纳及情感投入与孩子的自我意识水平相关&

B!

'

*

-HI22=K

L

曾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养方式的影响进行概括!$

!

%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父母强调服从)尊重权威#而经济地位高的

父母重视独立)创造和抱负($

B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父母倾向于

严厉和专制型#经济地位高的父母多是允许和权威型($

"

%经济

地位高的父母与子女交谈时多采取讲道理的方式($

/

%经济地

位高的父母向孩子表达更多的情感和温暖*父母亲的理解)温

暖以及教养方式一致对未成年人自我意识中的多个因子都能

产生正向影响#发挥促进作用(而严厉)惩罚)拒绝及否定等因

素则会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产生消极作用#并对未成年人自我意

识发展的总体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BB(B"

'

*个性外向的父母能更

好地与孩子沟通#帮助孩子形成自我评价*家庭中父母为外向

型的未成年人自我意识水平明显高于父母为内向型的未成年

人&

B/

'

*同时#与家人关系融洽的未成年人能更好地学会处理

人际关系#自我意识水平也越高*

单亲家庭结构或父母在外打工的家庭会对未成年人自我

意识的发育产生不良影响&

B;

'

*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应该

注意方式方法#多作正面引导#少呵斥打骂#给予未成年人更多

情感关怀#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减少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

发生*

B:D

!

学校环境
!

未成年人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因

此#学校类型)教师素质)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及学习成绩等对

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未成年人的

自我评价最初是以父母和教师对他们的评价为参照#他们对未

成年人成绩的评价直接影响其自我评价*因此学习成绩是未

成年人自我意识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学习成绩越好#自我意识

水平越高&

B$(BA

'

*值得注意的是#在师资及其他条件较好的学

校中#学生的总体自我评价较消极&

B9

'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校

的学生相互竞争激烈#有更多压力*家长和教师应在学习中给

予学生更多鼓励#尽量避免损害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良好

的学校氛围和人际关系可以减少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发生*

一项
-FDH

分析也证实!积极参与校内外活动)多与人交往以

及良好的学习成绩可以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意识&

B>

'

*

B:E

!

健康状况
!

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儿自我意识量表总

分及各分量表上的得分均低于正常儿童#存在自信心不足)不

合群和社会适应能力差的问题&

"#

'

*单纯肥胖的儿童或青少年

自我意识水平较低&

"!

'

*学习障碍的未成年人自我意识各因子

及总分均较低&

"B

'

*提示在积极治疗原发疾病的同时#应及时

进行心理辅导#矫治情绪问题#以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B:F

!

其他
!

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到未成年人自我意识#如酗

酒)抽烟及社会交往等*墨西哥一项调查表明在烟酒消费较大

的城市中#未成年人的自我意识明显低于农村未成年人&

""

'

*

澳大利亚一项未成年人的研究发现参与多项业余活动者较不

参加者在社交自我和自我价值上的评价更加积极&

"/

'

*因此#

社交活动的积极作用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

C

!

展
!!

望

国内外现有关于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相关因素的研究既有

单一因素分析#又有多因素关联分析*国内研究人员在城乡差

异的基础上#还就学校)性别及家庭经济状况对自我意识的直

接或间接影响进行分析#对农民工子弟和留守儿童进行研究#

为国家和各个地方制定相关干预措施和政策提供了基础数据*

目前学科整合)相互借鉴和启发已成为一种趋势#对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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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可以整合心理学)医学及社会学等多领域资源*有学者

提出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质性研究#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有

机结合#增加干预和追踪#探讨自我意识是否随环境和时间变

化而变化#这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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