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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自强意识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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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东西部@所大学的A%A名大学生进行施测#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自强状况%

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的自强意识处于中上水平#其中社会取向自强意识显著高于个人取向自强意识$!#"

总体而言#重点大学学生的自强意识显著优于一般大学学生#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大四学生的社会取向和 个

人取向自强意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从总体均分来看#大学生的自强意识呈现出一种 7型曲线的年级发

展趋势$!!"成就动机’家庭环境和父母养育方式是影响大学生自强意识的三个因素#其中成就动机具有部分

中介作用#父母养育方式则对自强意识产生间接影响#而家庭环境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

关键词!大学生$自强意识$社会取向$个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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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强是个 体 不 断 提 升 自 我#充 分 发 挥 自 身 潜

能#努力进取#克服困难的一种人格动力特质%自

强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可从多种角度进行

描述和划分&!>"从个体自强的目标与行为指向来

分#可分为个人取向自强和社会取向自强%个人取

向自强是指个体的自强及其行为指向自身%个体

的奋斗目标是指提高自身能力和生活质量%强调

的是个体自身潜能的发挥和自身的发展%社会取

向自强是指个体的自强及其行为指向他人和社会%
个体的奋斗目标是提升自己所在群体的地位水平

及自己的人际关系质量%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及

他人的影响#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以及个

体与社会的协调与融合$!#"从自强的抽象程度分#
可分为总体自强和特定领域自强%前者抽象程度

高#具有弥散性功能%后者抽象程度低一些#表现

为个体在特定领域内的自强程度#如学业自强’事

业自强’健康自强’生活自强等%
在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编制了大学生自

强意识问卷#包括总体自强意识’社会取向自强意

识和个人取向自强意识三个分问卷%前期研究发

现#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系 数 为$)A@"D#
重测信度系数为$)D#A$各分问卷与总问卷的相关

系数为$)A!!!$)F$@#各 分 问 卷 之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为$)@A#!$)%$@"(>)%可 以 作 为 一 种 测 量 工 具

使用%
大学生是一个高文化层次的群体#是一个国家

繁荣’进步的最大希望%探究当代大学生自强意识

与其个人背景变量及其他心理建构之间的关系#以
了解大学生自强意识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大学生

健全人格的养成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采用自编的自强意识问卷在东西部!个省市

的四所大学 选 取 大 学 生 样 本%共 发 放 问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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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回收有效问卷%>D份!有效率为%>)DK"其中

一#二#三#四年级分 别 为#$D人##DF人#>%F人 和

D#人$男生!@!人!女生!D!人$重点大学!!D人!

一般大学!A$人"此外!将成就动机量表%叶仁敏

修订!分半信 度 为$)%%&#父 母 养 育 方 式 评 价 量 表

%岳 冬 梅 修 订!父 母 各 因 子 的 重 测 信 度 在$)@A!
$)A#之间"使用时删去了’偏爱被试(因子&#家庭

环境量表%费立鹏修订!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

@@!$)F#之间"使用时选择其中能够适用于中国

家庭的亲密度#矛盾性#成功性#知识性和娱乐性五

个分量表&和自强意识问卷装订成套!对东部的两

所大学学生进行施测!共得>D#份有效成套问卷"

其中男生A%人!女生%@人$一#二#三#四年级分别

为"A人#!F人#!F人和!D人"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集体施测"对 获 得 的 数 据 资 料 采 用1L11>$)$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对总问卷#总体自强意识问卷#社会取向

和个人取向自强意识问卷的每题均分进行统计!结

果分别为!)$"#!)>>#!)$F和#)FD%每题最高得分

为"分!最低为>分!理论中值为#)@分&"说明当

代大学生的自强意识处于中上水平!其中社会取向

的 自 强 意 识 显 著 高 于 个 人 取 向 的 自 强 意 识%!M
>!)@#D!"M$)$$$&"从 总 体 上 看!当 代 大 学 生 是

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群体"

!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将总问卷 和 各 分 问 卷 的 得 分 作 为 因 变 量!性

别#年级和大学类型作为自变量!进行#N"N#的

多因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就总问卷而

言!学校和性 别 变 量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或 十 分 显 著%#
M>)@!D!"#$)$@$#M!)@>F!"#$)$$>&$结合描

述性统计结 果 看!大 学 男 生%O男M>>$)F>A&的 自

强 意 识 程 度 显 著 地 高 于 大 学 女 生 %O女 M

>$%)F%A&"重点 大 学 学 生%O重 点 M>$F)F"!&的 自

强意 识 水 平 显 著 高 于 一 般 大 学 学 生 %O一 般 M

>$A)F%>&"

对于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自强意识上年级变

量的主效 应 显 著 情 况%#M#)$##!"#$)$@$#M
>)%@#!"#$)$@&!进行多重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就社会取向的自强意识而言!四年级大学生的自强

意识%O"M"@)D%%&均十分显著地高于一#二#三年

级的 大 学 生%O>M"!)"$!!O#M"#)FFD!O!M

"#)A>@$"M$)$$>!"M$)$$$!"M$)$$$&$就 个 人

取向的自强 意 识 而 言!四 年 级 大 学 生 的 自 强 意 识

%O"M"@)A##&显 著 地 高 于 二#三 年 级 大 学 生%O#
M"")$""!O!M"!)FAA$" M$)$>$!" M$)$>#&"
因此!四年级是大学生自强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

虽然大学四个年级在总问卷的平均得分上不存在

显著差异%#M>)#D%!"$$)$@&!但就其均分来看!

与社会取向和个人取向自强意识的平均分存在同

样一种发展 趋 势!即 分 数 从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一 年 级

%O>M>>$)$DA&#二 年 级%O#M>$A)@F>&#三 年 级

%O!M>$A)!$#&!但到四年级%O"M>>")>%%&则突

然往上攀升!达到最高水平"呈现出一种’7(型曲

线的发展趋势"

!三"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探讨自强意识与其他心理建构之间的关

系!对自强意识与成就动机#父母养育方式#家庭环

境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自强

意 识 与 三 者 之 间 存 在 十 分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M$)"F>%%%!$M$)#>F%%!$M$)!%@%%%&"进

一步考察大学生自强意识与其父母养育方式#家庭

环境各具体维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大学生的

自强意识与温暖型的父母抚养方式存在非常显著

的正相关%$M$)"#!%%%&!而与惩罚严厉型#拒绝

否认 型 和 干 涉 保 护 型 存 在 负 相 关%$M $)>$%!

$M $)>D!%!$M $)$>@&!其中与拒绝否认型的父

母抚养方式之间的负相关达到显著水平"大学生

的自强意识与亲密型#成功型#知识型和娱乐型的

家 庭 环 境 之 间 存 在 显 著 或 十 分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M$)#@#%%%!$M$)#>>%%!$M$)#A#%%%!

$M$)!$F%%%&!而与 矛 盾 型 的 家 庭 环 境 之 间 则 存

在负相关%$M $)$@F&"

为 了 探 讨 自 强 意 识 的 影 响 因 素!根 据 相 关

理 论 和 上 述 研 究 结 果!构 建 以 下 供 检 验 的 初 始

模 式)假 设 父 母 养 育 方 式 会 影 响 家 庭 环 境#成 就

动 机 和 自 强 意 识$家 庭 环 境 会 影 响 学 生 的 成 就

动 机 和 自 强 意 识$成 就 动 机 会 影 响 学 生 的 自 强

意 识"为 检 验 初 始 模 型!进 行 以 下 几 个 复 回 归

分 析"第 一 个 复 回 归!效 标 变 量 为 自 强 意 识!预

测 变 量 为 父 母 养 育 方 式#家 庭 环 境 和 成 就 动 机$

第 二 个 复 回 归!效 标 变 量 为 成 就 动 机!预 测 变 量

为 父 母 养 育 方 式 和 家 庭 环 境$第 三 个 复 回 归!效

标 变 量 为 家 庭 环 境!预 测 变 量 为 父 母 养 育 方 式"



结 果 见 表>!
根据上述假设模式和表>的复回归分析结果"

可以画出更加直观的路径图#图>$!

表!!三种模型的复回归分析摘要表!"#!$%"

模型>
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 模型#

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 模型!

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

父母养育方式 $)>#A >)A"! 父母养育方式 $)$#> )#%# 父母养育方式 $)#F@ !)F$>%%%

家庭环境 $)>F" #)D##%% 家庭环境 $)!@! ")@!@%%%

成就动机 $)">" @)A"#%%%

图!!成就动机#家庭环境#父母抚养方式与

自强意识之间路径图

由以上路径图可以看出"有两条影响路径不显

著"即父母养育方式直接影响自强意识这一条路径

和父母养育方式以成就动机为中介变量"进而影响

自强意识这一条间接途 径!另 外 四 条 直 接 或 间 接

影响途径十分显著%一为父母养育方式&&&家庭环

境&&&成就动机&&&自强意识’二为家庭环境&&&
成就动机&&&自强意识’三为家庭环境&&&自强意

识’四为成就动机&&&自强意识!前两者的影响是

间接的"后两者的影响是直接的!

!!四、讨论与分析

从上述研究结果看"大学生的社会取向自强意

识极显著地高于个人取向自强意识"这可能与中国

人的心理与行为以社会 取 向 为 主 有 关!杨 国 枢 认

为社会取向的主要特征或内涵包含四种成分"即团

体取向#或家族取向$(他人取向(关 系 取 向 和 权 威

取向!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应方式"是偏向社

会取向类型 的)#*!社 会 取 向 的 互 动 方 式 或 人 格 特

征可能与社会经济发展 水 平 及 个 体 年 龄 有 关!随

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或个体年龄的增加"个体

的社会取向意识或许会 发 生 变 化!在 前 期 所 进 行

的开放式调查研究中发现"青年人与老年人相比在

自强的社会 取 向 维 度 上 有 所 减 弱)>*!我 国 经 济 发

展虽逐渐市场化"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年人个人取

向意识日益突出"但现阶段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

国家"经济尚不发达"加上 受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深 刻

影响"从整体上看"青年人 的 自 强 意 识 仍 以 社 会 取

向为主!
重点大学的学 生 自 强 意 识 水 平 高 可 能 与 其 优

良的学业成绩有关!相对于一般大学的学生来说"

重点大学学生这种优异的学业成 就 是 要 靠 更 多 的

勤奋努力"更为 激 烈 的 竞 争 才 能 取 得 的!此 外"重

点大学具有良好的校风和班风"其大部分学生也来

源于具有同样优良校风 和 班 风 的 重 点 中 学!研 究

表明"优良的校风和班风有助于学生良好个性品质

的形成与发展)!*!因此"重点大学学生的自强意识

水平高于一般大学学生还可能与校风(班风的差异

有关!虽然各年级大学生 在 自 强 意 识 水 平 上 差 异

不显著"但从 平 均 分 来 看"则 呈 现 出+7,型 的 年 级

发展趋势!这与车丽萍对 大 学 生 自 信 的 研 究 结 果

一致)"*!多重比较分析发现"四年级学生的自强意

识显著高 于 其 他 年 级"可 能 是 因 为 大 四 要 面 临 毕

业"与学校单纯(稳定的学习环境不同"在寻找工作

的过程中以及将来走上工作岗位"都有可能遇到困

难(挫折和失败!这样一种经历和认识会促进大学

生自强意识水平的提高!而 大 学 女 生 的 自 强 意 识

显著地低于男生"则可能与传统文化(家庭教育(性
别刻板印象以及自身等多种因素有关!因此"对大

学生进行自强教育"重点 应 放 在 女 生 和 大 二(大 三

学生身上!
上述研究发 现 父 母 养 育 方 式(家 庭 环 境(成 就

动机与自强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说明良好

的家庭环境和父母养育方式有利 于 学 生 自 强 意 识

的养成!对不同类型的父母养育方式(家庭环境与

大学生自强意识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温暖型的父母

养育方式以及亲密型(成 功 型(知 识 型 和 娱 乐 型 的

家庭环境有助于个体自强意识的培养’而惩罚严厉

型(拒绝否认型(干涉保护 型 的 父 母 养 育 方 式 和 矛

盾型的家庭环境则不利 于 自 强 意 识 的 养 成!这 与

许多关于父母养育方式或家庭环 境 与 儿 童 人 格 发

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相类似)@"D"%*!多元 回 归 分

析发现"父母养育方式(家 庭 环 境 和 成 就 动 机 对 大

学生的自强意识具有直 接 和 间 接 的 影 响!其 中 成

就动机对自强意识产生直接影响"而父母养育方式

和家庭环境对自强意识的间接影 响 则 是 以 成 就 动

机为中介变量的!说明成 就 动 机 对 自 强 的 影 响 起

着主要作用"它与自强意识之间具有更为紧密的关



系!成就动机作为一种影 响 的 中 介 变 量 的 结 论 得

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A$!但成就动机在本研究中

只起部分中介作用#体现在家庭环境除了通过成就

动机影响 自 强 意 识 之 外#还 可 以 直 接 影 响 自 强 意

识!成就动机是一种个体变量#家庭环境和父母养

育方式是一种环境变量#虽 然 对 另 一 种 环 境 变 量#
即学校教育在学生自强意识养成 中 的 作 用 没 有 进

行直接研究#但从重点大学学生的自强意识水平显

著地高于一般大学的学生来看#似可以推断学校教

育与学校环境对个体自强意识养成的影响!此外#
我们前期的研究发现#作为社会环境变量的文化亦

会对个体的 自 强 意 识 产 生 潜 移 默 化 的 影 响">$!有

文献表明#人格的发展和表现是个体与环境不断交

互作用的结 果"F$!自 强 作 为 一 种 综 合 性 人 格 特 征

亦不例外!从本研究发现父母养育方式%家庭环境

通过成就动机这个中介变量对自 强 意 识 产 生 间 接

作用来看#成就动机这种人格特征有可能会与家庭

环境%学校教育%文化产生 某 种 程 度 上 的 交 互 作 用

而对学生的自强意识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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