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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自信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大学新生面众恐惧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

采用+中国大学生面众恐惧调查量表,

"

&$!!

修订版#%+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

.173\̂ 1;

#%总体自信问卷大学生版对贵州省
!$0&

名大学新生进行调查$结

果
!

非独生子女的大学新生面众恐惧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大学新生!成绩水平较差和中等水平大学新生的面众恐惧显著高于成绩

较好的大学新生'大学新生的面众恐惧%自信和父母教养方式三者间两两显著相关'自信在父母关怀与面众恐惧之间起着完全中

介作用!而自信在父母控制与面众恐惧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

自信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大学新生面众恐惧之间的中介效

应显著$

#关键词$

!

面众恐惧'父母教养方式'自信'大学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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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众恐惧!

YK;K

"是继交流恐惧*社交焦虑和社交恐惧症

之后由中国心理学家提出的新概念$

YK;K

是指个人面对两

人以上的听众*观众进行陈述性交流*伴有思考的发言*回答问

题*试教*演讲*面试*办事时#个体缺乏相应的实践经验*能力*

知识与技能而表现出的以担心*紧张*焦虑*害怕为基本特征的

情绪反应状态#有时还伴随有回避*逃避与他人交流的行为表

现'

!

(

$

YK;K

影响着大学生的社会交流交往等行为方式#

YK1

;K

的提出和矫治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关系意义重大'

&

(

$国

内外对父母教养方式概念有多重定义及看法#国外学者
E6>1

N*/

P

等'

,

(及国内学者张松'

2

(

*李彦章等'

H

(均对父母教养方式提

出了具体的定义和看法#国内学者王志梅'

'

(认为父母教养方式

是指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

的行为倾向$在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个

性发展非常重要#同时对青少年的交流交往能力产生非常大的

影响'

0

(

)叶慎花'

#

(经过分析认为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是导致社

交焦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王琳'

"

(和张莲'

!$

(调查研究表

明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二学生的社交焦虑状况有重要影响)王文

娟等'

!!

(研究得到改善父母教养方式有利于缓解子女的交往焦

虑$自信是青少年身心发展非常重要的心理品质#在青少年的

从小教育中就必须积极培养青少年的自尊*自爱*自信*自立与

自强等方面的心理素质$自信是人类心理生活中最基本的内

在品质之一#也是个体人格结构中起驱动作用的重要因素#是

持续个体一生的无价之宝#而大学阶段又是树立自信*完善自

我人格的重要时期'

!&

(

#以往研究得到大学生自信心团体辅导

对于人际交往认识和态度的改变*交往焦虑程度的降低*社交

回避和苦恼的改善都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

(

)此外自信心心理

训练也可以显著改善社交焦虑症患者的社交焦虑症状#并可有

效提高患者的信任程度'

!2

(

$自信是大学生必须培养和发展的

重要品质#从自信这一积极心理品质出发探讨其对大学生
YK1

;K

的影响尤为重要$

>

!

资料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选取贵州省
2

所省直本科重点院校的大一新

生作为研究对象#共抽取大一学生
!&$$

人发放问卷#收回有

效问卷
!$0&

份#有效率为
#"+,,J

#其中有
'

份问卷因性别*

年龄*专业和民族信息外其他人口学变量信息缺失#在有关差

异检验中不参与分析$

>+?

!

研究工具
!

!

!

".中国大学生面众恐惧调查量表/!

&$!!

修订版"$该量表由王洪礼主持研制#共
,&

个题项#包括上台*

H2&&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

\\K!$$$!"

"$

!

作者简介%邹维兴!

!"##%

"#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与教育

心理#认知心理研究$

!

&

!

通信作者#

71M6*N

%

=)/

P

N*T

"

!&'+<)M

$



面试*办事*团组与校外交流恐惧
2

个维度和
&

个测谎题$总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

信度系数和重测信度分别为
$+"&&

和

$+#,!

#

2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

信度系数和重测信度分别在

$+02"

!

$+#0$

与
$+'&&

!

$+0#!

#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量表结

构的拟合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量表的信效度较

高'

!

(

$!

&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

.173\̂ 1;

"$由蒋

奖等'

!H

(修订#分别包括父母亲分问卷的情感温暖*过度保护*

拒绝共
'

个维度#

2&

个题项$参考文献'

!'

(#对
'

个维度进行

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父母关怀和父母控制两个更高一阶的维

度#具体各因子载荷和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
%

信度系数如

表
!

所示$从表
!

可以得到#在本研究中大学新生的父母教养

方式可以综合分为两大方式即父母关怀和父母控制#这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0

(

$!

,

"总体自信问卷大学生版$该问

卷由毕重增等'

!#

(为了给自信提供一个简短的测查工具而设计

编制的一种总体自信测查问卷$问卷由
!&

个题项组成#为一

维自信结构#总体自信问卷的内部一致性性
%

信度系数为

$+##

#重测信度为
$+#H

$采用
H

级积分#在本研究中该自信问

卷的内部一致性
%

信度系数为
$+#"&

$

表
!

!!

父母教养方式的因素分析结果及各维度的
%

系数

维度
因子载荷

控制因子 关怀因子

内部一致性

%

信度系数

父亲
1

过度保护
$+#,H $+$H$ $+'''

父亲
1

拒绝
$+002 %$+&2! $+#!'

母亲
1

拒绝
$+0H! %$+&'& $+02,

母亲
1

过度保护
$+0,# $+!!H $+'!0

父亲
1

情感温暖
%$+$&, $+#0# $+#,,

母亲
1

情感温暖
%$+$"" $+#00 $+0#$

>+@

!

统计学处理
!

问卷数据录入到计算机软件中进行整理#

用软件
D9DD!#+$

和
K3ZD!#+$

对数据统计分析#根据以往对

效果量计算的要求以
(

和
&

& 作为效果量#具体标准为小!

(

"

$+&

"#中!

$+&

"

(

"

$+0

"#大!

(

#

$+0

")弱!

&

&

"

'J

"#中!

'J

"

&

&

"

!'J

"#强!

&

&

#

!'J

"

'

!"1&$

(

$

?

!

结
!!

果

?+>

!

大学新生
YK;K

的基本状况分析

?+>+>

!

是否独生子女大学新生的
YK;K

差异分析
!

大学新

生的
YK;K

在是否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除办事恐惧维

度差异不显著外#其他维度上均表现为非独生子女大一新生的

YK;K

程度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大学新生#见表
&

$

表
&

!!

是否独生子女大学新生的
YK;K

差异分析

维度
独生子女!

*I!&#

"

3 DE

非独生子女!

*I",#

"

3 DE

5 D

上台恐惧
!,+,$ H+!& !2+H& 2+"$

%&+'!'

%

$+&2"

面试恐惧
!#+#" H+"2 &$+## '+$2

%,+HHH

%

$+,,H

办事恐惧
!H+22 H+H" !'+,2 H+#, %!+'2,

团组与校外

交流恐惧
!#+2$ '+2$ &$+$# '+," %&+0"$

%

$+&',

YK;K ''+$, &$+HH 0!+#& &$+2' %,+$$& $+&#,

%

!!

%

%

&

"

$+$!

$

?+>+?

!

不同学习成绩大学新生的
YK;K

差异分析
!

大学一

年级新生的学习成绩不同#其在
YK;K

上的差异表现均显著$

具体表现为成绩差的大学新生其
YK;K

程度越严重#即成绩

较差的大学新生
YK;K

程度在各方面均显著高于成绩中等和

较好的大学新生的
YK;K

#见表
,

$

?+?

!

父母教养方式*自信对大学新生
YK;K

的影响分析

?+?+>

!

父母教养方式*自信与大学新生
YK;K

的相关分析
!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父母关怀与大学新生的
YK1

;K

呈显著负相关#消极教养方式中的过度保护*拒绝*父母控

制与大学新生
YK;K

呈显著正相关)整体自信与大学新生

YK;K

呈显著负相关)教养方式的情感温暖*父母关怀与自信

呈显著正相关#过度保护*拒绝*父母控制与大学新生的自信呈

显著负相关#见表
2

$

表
,

!!

大学新生
YK;K

的学习成绩水平差异&

JhB

'

维度 较好
'

!

*I&,!

" 中等
(

!

*I'02

" 较差
)

!

*I!'!

"

T &3B563C

#

&

上台恐惧
!,+&$h2+#$ !2+2,h2+#$ !H+#2hH+,!

!,+"0"

%

'"()

)

(")

$+$&2

面试恐惧
!"+,,hH+#' &$+02hH+"0 &&+!Hh'+,#

!$+'&&

%

'"()

)

(")

$+$!#

办事恐惧
!H+02h'+$& !H+"HhH+HH !#+$0h'+&&

"+0"0

%

'(")

$+$!'

团组与校外交流恐惧
!#+'&h'+!" !"+#Hh'+&" &!+#$h'+0"

!!+"H,

%

'"()

)

(")

$+$&$

YK;K ''+"$h&$+$' 0$+"0h!"+"# 00+#'h&!+"$

!,+###

%

'"()

)

(")

$+$$&

!!

%

%

&

"

$+$!

$

表
2

!!

大学新生
YK;K

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维度 自信 上台恐惧 面试恐惧 办事恐惧 团组与校外交流恐惧
YK;K

自信
!

%$+&2H

%%

%$+&2$

%%

%$+,$H

%%

%$+&#'

%%

%$+,$H

%%

母亲情感温暖
$+,2H

%%

%$+!H&

%%

%$+!H,

%%

%$+!#"

%%

%$+!2#

%%

%$+!#&

%%

母亲过度保护
%$+$'$

%

$+!$,

%%

$+$0H

%%

$+!0$

%%

$+!!!

%%

$+!,$

%%

母亲拒绝
%$+!H0

%%

$+!&!

%%

$+!$H

%%

$+&$#

%%

$+!!&

%%

$+!H2

%%

父亲情感温暖
$+,,,

%%

%$+!,!

%%

%$+!&2

%%

%$+!'2

%%

%$+!!"

%%

%$+!H&

%%

父亲过度保护
%$+!!2

%%

$+!&,

%%

$+!!&

%%

$+!#&

%%

$+!&H

%%

$+!H,

%%

父亲拒绝
$+&$,

%%

$+$#'

%%

$+$#,

%%

$+&&"

%%

$+!!&

%%

$+!2H

%%

父母关怀
$+,#,

%%

%$+!H"

%%

%$+!H,

%%

%$+&$!

%%

%$+!H!

%%

%$+!##

%%

父母控制
%$+!'0

%%

$+!,"

%%

$+!&$

%%

$+&H!

%%

$+!2#

%%

$+!#'

%%

!!

%

%

&

"

$+$H+

%%

%

&

"

$+$!

$

'2&&

重庆医学
&$!0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表
H

!!

自信在父母关怀%父母控制与
YK;K

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自变量!

d

"

6

!

D6

"

<

!

D<

"

8

!

D8

"

<e

!

D<e

"

D)84N

!

c

"

68

&!

<ef68

"

父母关怀
$+2$H

!

$+$,$

"

%$+H!H

!

$+$#,

"

%$+0!$

!

$+$#&

"

%$+&&'

!

$+$#'

"

%0+&##

%

$+H'$

父母控制
%$+!,&

!

$+$&2

"

$+,#$

!

$+$'&

"

%$+0,,

!

$+$0'

"

$+&#,

!

$+$'$

"

2+00#

%

$+&HH

!!

%

%

&

"

$+$!

$

?+?+?

!

自信在父母教养方式与
YK;K

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

以
YK;K

总分为因变量!

b

"和父母关怀*父母控制分别为自

变量!

d

"#以大学新生的自信为中介变量!

3

"#检验自信的中

介作用$见表
H

$表
H

表明#自信在父母关怀*父母控制与

YK;K

间均起着中介作用$

根据前面中介作用路径分析的结果#为了更深层次地分析

各潜变量之间的具体影响机制#使用矩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潜变

量的中介作用机制#首先建立自信在父母关怀与
YK;K

之间

的中介效应模型
!

#见图
!

#拟合指数见表
'

$

!!

从图
!

可以看出#在中介模型当中#父母关怀对
YK;K

的

预测作用不再显著#而父母关怀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新生的自

信#自信显著负向预测
YK;K

#即自信起完全中介作用$

!!

注%括号内的值为未加入自信时的直接效应模型路径系数$

图
!

!!

自信在父母关怀与
YK;K

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

!!

建立自信在父母控制与
YK;K

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

#见

图
&

#拟合指数见表
'

$

!!

从图
&

可以看出#在中介效应模型中#父母控制仍然能显

著预测大学新生的
YK;K

!

&

"

$+$!

"#说明自信在中介模型中

起部分中介作用$

!!

注%括号内的值为未加入自信时的直接效应模型路径系数$

图
&

!!

自信在父母控制与
YK;K

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

表
'

!!

自信的中介作用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

&

&

(Q AYC CYC L?C ;YC aYC F3D7K

模型
! 2+H'! $+"#H $+"02 $+"## $+"## $+"#' $+$H#

模型
& !&+'0' $+",$ $+",H $+"$' $+",H $+"2H $+!$H

@

!

讨
!!

论

@+>

!

是否独生子女对大学新生
YK;K

的影响
!

研究表明#除

办事恐惧外#在上台恐惧*面试恐惧*团组与校外交流恐惧和

YK;K

总体多个方面上#均表明独生子女的
YK;K

程度显著

更低$对于独生子女大学新生来说#在各个成长阶段受到批评

限制和约束的情况比较少#有较多自由和自主权#更多的是得

到长辈的爱护与包容)而非独生子女青少年的成长阶段却与之

相差较大#非独生子女的青少年往往获得的关爱较少#在青少

年阶段或许由于各种原因需要承受家中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缺

少自由和主见#这就使得非独生子女大学新生相对于独生子女

大学新生存在更大程度上的
YK;K

$

@+?

!

学习成绩对大学新生
YK;K

的影响
!

研究表明学习成

绩越好大学新生的
YK;K

就越低#这说明成绩好会得到大家

的认可#从而在其他同学面前也敢于交流与展示#这极大地提

高了学习成绩好的大学新生的自信与自强#有效防止了如上

台*面试*团组交流等面众场合中的恐惧情况$而且#对于那些

学习成绩好的大学新生#包括辅导员在内的各种老师往往会给

这部分学生在学习*课余活动等方面更多更广的展现他们的机

会#因此这部分同学在表达与展现的过程中又更加锻炼了自己

的面众成功$从而能非常有信心有能力去胜任各种面众场合#

有效降低
YK;K

的出现$所以学习成绩水平好坏对于大学新

生来说#是影响其
YK;K

的重要方面$

@+@

!

自信对大学新生
YK;K

的影响
!

自信心是大学新生非

常重要的心理品质#本研究结果得出大学新生的自信心跟上台

恐惧*面试恐惧*办事恐惧*团组与校外交流恐惧等
YK;K

四

方面均呈显著负相关#即自信心越强的大学新生
YK;K

越乐

观$同时得到大学新生的自信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其
YK;K

的

各个方面#这说明自信心强的大学新生
YK;K

较低#而自信心

低的大学新生则
YK;K

较严重$自信心强的人往往在各方面

都相信自己#对自己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在别人面前乐于积极

展现自己#对于各种挑战都敢于尝试#在遇到各种任务时都相

信自己有能力去做好#更多地选择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去做#如

课堂上发言表达意见*参加各种竞聘招募活动*在小组中积极

发言等#这些都表现出自信心强的大学新生会较少有
YK;K

的出现$而自信低的大学新生觉得自己总是做不好各种事情#

如对自己的意见不够有自信#对展现自己的才能不够自信等#

常由于缺乏自信往往表现出较严重的
YK;K

$

@+A

!

自信心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新生
YK;K

的中介作用

!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不仅会对大学新生的
YK;K

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自信心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大学

新生的
YK;K

#即自信心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新生
YK;K

中起着中介效应$从具体的影响机制分析得到#父母教养方式

中的父母关怀首先正向影响大学新生的自信心#而大学生新生

的自信心又会负向影响其
YK;K

#即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会提

高大学新生的自信心#从而降低其
YK;K

的产生)父母教养方

式中的父母控制首先负向影响大学新生的自信心#同时自信心

又会负向影响其
YK;K

#即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会降低大学新

生的自信心#从而产生较严重的
YK;K

$因此#父母教养方式

对大学新生的
YK;K

会产生重要影响#要通过积极的父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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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式来提高大学新生在人际交流交往中的自信心#让大学新

生进入大学校园这一新的环境后能够敢于去与身边的新同学

和老师进行交流#从而降低
YK;K

的产生#提高大学新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与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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