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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大学生社会、学业和身体自我性别、年级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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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军校大学生社会、学业和身体自我的性别、年级特点。方法　 整群抽取某军校一至四年级大学
生９３０名，采用大学生社会自我问卷、青少年一般学业自我量表、青少年身体自我量表为测试工具。结果　 ①军校大学生
社会自我的发展整体水平较高，男生与女生在人际威信、陌生人关系、团体地位、师生关系、异性同学关系、角色体验６个
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各年级在１０个维度上均达到显著差异（Ｐ＜０．０１）。②军校大学生的学业自我
发展状况良好，男生与女生在各维度上未见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各年级在４个维度上均达到显著差异（Ｐ＜０．０１），呈现
大二＞大三＞大四＞大一的发展特点。③军校大学生身体自我的发展整体水平较高，男生与女生在运动特征、身材特征
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１），各年级在５个维度上均达到显著差异（Ｐ＜０．０１）。④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军校大学生
社会、学业和身体自我在总均分上达到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Ｐ＜０．０１）。结论　 不同性别、年级的军校大学生社会、学业和
身体自我的发展有差异，应因材施教以取得最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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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又称为自我概念，是指一个人对自身的认识
和态度。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自

己的特长、能力、外表和社会接受性方面的态度、情感

和知识的自我知觉即自我概念［１］。自我的特点是了

解个体的重要指标［２］，大学阶段是青少年自我形成和

发展的关键时期，自我发展的程度可以预测心理健康

的水平［３］。近年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大学生的自

我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概念与大

学生的抑郁情绪、自立人格等方面相关［４－５］，大学生的

自我发展教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对军

校大学生的自我研究国内报道较少［６］。所以本研究

根据Ｓｈａｖｅｌｓｏｎ等［７］于１９７６年提出的自我概念多维度
理论模型，选取与军校大学生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自

我、学业自我、身体自我进行研究，旨在探讨当代军校

大学生自我发展的性别和年级特点，为军校大学生不

同性别和年级的自我发展教育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整群抽取某军校一至四年级、年龄在１８～２４岁之间的大
学生９３０名。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被试为９２０名，有效率为
９８．９％。其中男生 ６３０名，女生 ２９０名；大一 ２７１名，男生
１６６名，女生１０５名；大二２７９名，男生１９０名，女生８９名；大三
１８５名，男生１３１名，女生５４名；大四１８５名，男生１４３名，女生
４２名。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测试工具
１．２．１．１　大学生社会自我问卷［８］　　该问卷共３９个题项，包
括家庭地位、人际威信、陌生人关系、团体地位、师生关系、异性

同学关系、兄弟姐妹关系、角色体验、角色调节技能和角色认知

技能１０个维度。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５９，重测信度为
０．８１３，具有较好的信度。各分问卷得分与总问卷的相关系数
在０．３７７～０．７２８，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１．２．１．２　青少年一般学业自我量表［９］　　该量表共２２个题
项，包括学业能力知觉、学业愉悦体验、学业行为自控和学业成

就价值４个维度。量表在各个维度上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
０．６４以上，稳定性系数在０．７２～０．８６，重测信度为０．８１，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０．９２。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指标。
１．２．１．３　青少年身体自我量表［１０］　　该量表共３３个题项，包
括一般相貌特征、运动特征、身材特征、性特征和负面特征５个
维度。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 ０．９６５～０．６２７之
间，重测信度系数为０．９０４，总量表的信度系数为０．９００。量表
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和较高的信度。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 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组间两两比较时行ＬＳＤ法。

２　结果

２．１　军校大学生社会自我发展的性别与年级差异
　　军校大学生在人际威信、陌生人关系、团体地位、师生关
系、异性同学关系、角色体验维度上男生与女生的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各年级在社会自我各维度上均达到显
著差异（Ｐ＜０．０１），这说明军校大学生社会自我的整体发展在
年级上存在差异，大二发展情况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见表１。

２．２　军校大学生学业自我发展的性别与年级差异
　　军校大学生学业自我各维度在性别上未见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各年级军校大学生在学业自我各维度上均达到显
著差异（Ｐ＜０．０１），这说明军校大学生学业自我的整体发展在
年级上存在差异，年级发展的整体情况是：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一。见表２。

表１　不同性别、年级的军校大学生在社会自我各维度差异比较（珋ｘ±ｓ）

维度 男（ｎ＝６３０） 女（ｎ＝２９０） ｔ值 大一（ｎ＝２７１） 大二（ｎ＝２７９） 大三（ｎ＝１８５） 大四（ｎ＝１８５） Ｆ值
家庭地位　　　 ４．１６±０．７０ ４．２４±０．６９ －１．６５ ４．２１±０．６９ ４．３７±０．６６ｃ ４．１３±０．６８ｃ ３．９２±０．７０ｃ １６．６２
人际威信　　　 ３．７１±０．７５ｂ ３．８７±０．６０ －３．３６ ３．６２±０．７１ ４．０１±０．６５ｃ ３．８０±０．６８ｃ ３．５７±０．７１ｃ ２０．７８
陌生人关系　　 ３．４０±０．８０ａ ３．５５±０．８６ －２．５１ ３．３１±０．９９ ３．７０±０．７４ｃ ３．４３±０．７８ｃ ３．３０±０．６３ｃ １３．６４
团体地位　　　 ３．６５±１．１３ｂ ４．２４±０．８５ －８．６８ ４．２８±０．６２ ３．９０±１．１６ｃ ３．７２±１．１８ｃ ３．２０±１．１０ｃ ４２．５０
师生关系　　　 ３．９７±０．７４ｂ ４．１１±０．６８ －２．７２ ３．８９±０．７４ ４．３０±０．６１ｃ ４．００±０．７３ｃ ３．７７±０．７４ｃ ２５．４９
异性同学关系　 ３．４５±０．７７ｂ ３．７６±０．７７ －５．６８ ３．６０±０．８７ ３．６９±０．７８ｃ ３．５３±０．７６ｃ ３．２５±０．６０ｃ １２．８７
兄弟姐妹关系　 ３．８７±０．８０ ３．９７±０．８０ －１．６５ ３．７９±０．８２ ４．１９±０．７６ｃ ３．８３±０．８１ｃ ３．７０±０．７２ｃ １８．８２
角色体验　　　 ２．９８±１．００ｂ ３．４３±０．９９ －６．４０ ３．２３±０．８９ ３．２５±１．０９ｃ ３．１３±１．０８ｃ ２．７５±０．９３ｃ １０．９１
角色调节技能　 ３．９８±０．６９ ４．０１±０．６８ －０．７５ ４．０２±０．６６ ４．１３±０．６７ｃ ３．９３±０．７０ｃ ３．７８±０．６９ｃ １０．５９
角色认知技能　 ３．９５±０．６８ ４．００±０．６３ －１．１７ ４．０２±０．６３ ４．１０±０．６３ｃ ３．８７±０．６８ｃ ３．７９±０．７１ｃ １０．０３
社会自我总均分 ３．７４±０．５０ｂ ３．９３±０．４５ －５．５４ ３．８０±０．４６ ４．００±０．４８ｃ ３．７７±０．５０ｃｄ ３．５４±０．４２ｃｄｅ ３５．９３

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与女生比较；ｃ：Ｐ＜０．０１，与大一比较；ｄ：Ｐ＜０．０１，与大二比较；ｅ：Ｐ＜０．０１，与大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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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性别、年级的军校大学生在学业自我各维度差异比较（珋ｘ±ｓ）

维度 男（ｎ＝６３０） 女（ｎ＝２９０） ｔ值 大一（ｎ＝２７１） 大二（ｎ＝２７９） 大三（ｎ＝１８５） 大四（ｎ＝１８５） Ｆ值

学业能力知觉　 ３．６１±０．９１ ３．５９±０．８１ ０．４０ ３．１９±０．８０ ３．９６±０．８３ａ ３．７０±０．８５ａ ３．５８±０．８４ａ ４０．０７

学业愉悦体验　 ３．８３±０．８９ ３．９１±０．８５ －１．３０ ３．５４±０．８９ ４．２０±０．７８ａ ３．９６±０．８２ａ ３．６９±０．８５ａ ３１．７７

学业行为自控　 ４．００±０．７７ ４．０３±０．７４ －０．５６ ３．７８±０．７８ ４．３０±０．７０ａ ４．０９±０．７３ａ ３．８４±０．７２ａ ２７．９５

学业成就价值　 ４．０５±０．７８ ４．０５±０．７１ －０．０３ ３．９９±０．７４ ４．３０±０．７０ａ ４．００±０．７８ａ ３．８３±０．７７ａ １７．０５

学业自我总均分 ３．８４±０．７８ ３．８６±０．７１ －０．４１ ３．５７±０．６９ ４．１６±０．７０ａ ３．９１±０．７４ａｂ ３．７２±０．７４ａｂｃ ３４．９４

ａ：Ｐ＜０．０１，与大一比较；ｂ：Ｐ＜０．０１，与大二比较；ｃ：Ｐ＜０．０１，与大三比较

２．３　军校大学生身体自我发展的性别与年级差异
　　不同性别军校大学生在运动特征、身材特征维度上存在显
著差异（Ｐ＜０．０１）。军校大学生在身体自我各维度上存在显著
的年级差异（Ｐ＜０．０１），大二学生身体自我发展情况显著高于
其他年级，大一显著低于其他年级。见表３。

２．４　军校大学生社会自我、学业自我与身体自我总均
分的性别与年级差异

　　军校大学生的社会自我、学业自我与身体自我发展状况良
好。发展情况是：身体自我最好，社会自我与学业自我次之。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军校大学生在社会、学

业与身体自我总均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见表４。

３　讨论

３．１　军校大学生社会自我、学业自我与身体自我的性
别特点

　　军校大学生社会自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
优于男生。这与贺俊杰［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军校女

大学生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高于军校男大学生，这

或许是相同年龄阶段的女生比男生要成熟，对自己在

社会中担任的社会角色的知觉更高一些。

　　本研究还显示，军校大学生学业自我各维度及总
分在性别上未见显著差异。我们知道，对自身学业能

力评价的高低与其自信水平高低有关。普通大学生由

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实际背景中重男轻女的观念原

因使得男性更被看重从而更加自信，也造成男生对自

身学业成绩的认知和评价都较女生高。这与赵小云

等［１２］的研究结果相符。而在军校中，由于女生人数稀

少，她们不但更受教员的重视，而且更有机会去表现自

己更增长了自信，因此使得军校男女大学生在学业自

我的差异并不显著。

　　军校大学生身体自我总分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这与宋彬彬［６］、凌波等［１３］的研究结果一致。不同

性别军校大学生在运动特征与身材特征维度上差异显

著，男生比女生更满意。这与宋彬彬［６］的结果也一

致。原因与男性在体格和运动能力上优于女性有关；

另外女生更容易有体质量超质量的烦恼［１４］，对自己的

身材比男性更在意，要求更苛刻。

表３　不同性别、年级的军校大学生在身体自我各维度差异比较（珋ｘ±ｓ）

维度 男（ｎ＝６３０） 女（ｎ＝２９０） ｔ值 大一（ｎ＝２７１） 大二（ｎ＝２７９） 大三（ｎ＝１８５） 大四（ｎ＝１８５） Ｆ值

一般相貌特征　 ４．２８±０．６８ ４．２０±０．６６ １．７０ ４．０７±０．６６ ４．４８±０．５５ｂ ４．２９±０．６８ｂ ４．１５±０．７５ｂ ２０．１９

运动特征　　　 ３．１５±０．６６ａ ２．９６±０．５０ ４．８２ ２．８３±０．３７ ３．１６±０．６２ｂ ３．１１±０．６７ｂ ３．３２±０．７３ｂ ２７．３１

身材特征　　　 ４．０８±０．８７ａ ３．５５±１．１２ ７．１６ ３．６６±１．０３ ４．１２±０．９３ｂ ３．９２±１．００ｂ ３．９７±０．９２ｂ １０．４８

性特征　　　　 ４．３４±０．７５ ４．２６±０．７４ １．４３ ４．２０±０．７６ ４．４９±０．６６ｂ ４．３３±０．７５ｂ ４．２１±０．７９ｂ ８．７５

负面特征　　　 ４．２３±０．９７ ４．１１±１．１５ １．６７ ４．１１±０．９５ ４．３７±１．０７ｂ ４．２４±０．９９ｂ ４．０１±１．０８ｂ ５．５５

身体自我总均分 ３．９４±０．５４ａ ３．７４±０．５３ ５．１７ ３．６８±０．４７ ４．０５±０．４７ｂ ３．９０±０．５６ｂｃ ３．８９±０．６３ｂｃｄ ２２．６６

ａ：Ｐ＜０．０１，与女生比较；ｂ：Ｐ＜０．０１，与大一比较；ｃ：Ｐ＜０．０１，与大二比较；ｄ：Ｐ＜０．０１，与大三比较

表４　不同年级、性别的军校大学生在社会、学业与身体自我总均分差异比较（珋ｘ±ｓ）

各总均分 男（ｎ＝６３０） 女（ｎ＝２９０） 大一（ｎ＝２７１） 大二（ｎ＝２７９） 大三（ｎ＝１８５） 大四（ｎ＝１８５） 总均分

社会自我 ３．７４±０．５０ ３．９３±０．４５ ３．８０±０．４６ ４．００±０．４８ ３．７７±０．５０ ３．５４±０．４２ ３．８０±０．４９

学业自我 ３．８４±０．７８ｂ ３．８６±０．７１ａ ３．５７±０．６９ｂ ４．１６±０．７０ｂ ３．９１±０．７４ｂ ３．７２±０．７４ａ ３．８５±０．７５ａｃ

身体自我 ３．９４±０．５４ｂ ３．７４±０．５３ｂ ３．６８±０．４７ｂ ４．０５±０．４７ｂ ３．９０±０．５６ｂ ３．８９±０．６３ｂ ３．８８±０．５４ｂ

Ｆ值 ７．９０ ３．１８ １４．０４ １６．８０ １０．０９ ３．４９ ３．４８

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与社会自我比较；ｃ：Ｐ＜０．０１，与身体自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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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军校大学生社会自我、学业自我与身体自我的年
级特点

　　总体上来说，军校大学生自我的发展是不稳定的，
随着年级的波动存在显著差异。与杨兴鹏［８］的研究

结果一致，军校大学生的社会自我发展随着年级的增

长而波动。社会自我的形成过程是个体角色化的过

程，而角色化是整个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军校与

普通大学的管理方式不同，学生不但要接受各种严格

的训练，而且处在全封闭的环境下，因而很容易造成军

校大学生的角色化过程受到影响，从而与普通大学生

形成一定的差异。

　　与赵小云等［１２］的研究结果相同，本研究显示军

校大学生学业自我的年级差异显著，但与魏俊彪等［１５］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文献［９，１２］的研究虽然都显示
出大学生学业自我的年级差异，但具体结果却有很大

不同。文献［９，１２］的研究显示大二是学业自我的低
谷期，而本研究显示大一是军校大学生学业自我的低

谷，大二的学业自我得分最高。魏俊彪等［１５］还发现，

不同学校的大学生学业自我概念差异显著。军校是一

个特殊的单位，生源的成绩一般高于普通大学的学生，

而且军校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相比要学习更多军事政

治方面的课程，因此对学业自我的评价也与普通大学

生有所不同。

　　不同年级的军校大学生在身体自我各维度上差异
显著。从总体上看，一年级军校生身体自我水平最低，

到二年级时迅速发展到四年中的最高点。此结果与宋

彬彬［６］的研究结果不同。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所

选取的被试主要是军事医学院校的大学生。有研究表

明，体育锻炼对学生的身体自我有积极影响［１６］。他们

在入校第１天便要进行高强度的军事体能训练以及接
受各方面的教育，经过一年的锻炼与学习，体能大幅度

提升，对身材以及相貌的认知也都趋向平稳，因而对身

体的评价也升高。到大三、大四以后，以学习专业课程

为主，对体能训练的要求相对放松，因此会出现逐年下

降的情况。这也提示军校大学生不能放松体能的锻炼，

持续地强化体能锻炼有助于提高对身体自我的评价。

３．３　军校大学生社会自我、学业自我与身体自我的总
特点

　　军校大学生自我的发展整体水平较高，其对社会、
学业与身体自我的评价均处在中等偏上水平，自我发

展良好。这一结果与杨兴鹏［８］、魏俊彪等［１５］、宋彬彬

等［６］的研究结果一致。大学时期属于成年初期，人的

自我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军校大学生独立自主性日渐

增强，个性也趋于稳定，对自身的认识以及评价也较

高。不同年级与不同性别的军校大学生在社会、学业

与身体自我的发展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二年级军校大

学生社会自我与学业自我发展最好，大四学生身体自

我发展最好；军校男大学生身体自我发展最好，军校女

大学生社会自我发展最好；总体上来看，军校大学生身

体自我发展最好。经过４年不间断的体能锻炼与政治
思想方面的教育与学习，军校大学生身体自我发展情

况要优于其他方面。这提示我们要针对不同年级不同

性别对军校大学生因材施教，以获得自我概念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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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ＲｅｓＤｅｖ

Ｄｉｓａｂｉｌ，２０１２，３３（３）：８７４－８８１．

［４］周岚，朱鑫亚，章艳．大学生抑郁情绪和自我概念的相关研究

［Ｊ］．社会心理科学，２０１０，２５（３）：７１－７５．

［５］陈永进，张俊琳，蒋晓红．大学生自立人格与自我概念的关系

［Ｊ］．现代商业，２０１３（３）：２７５－２７７．

［６］宋彬彬．军校大学生身体自我特点及相关因素研究［Ｄ］．重庆：第

三军医大学，２００７．

［７］ＳｈａｖｅｌｓｏｎＲＪ，ＨｕｂｎｅｒＪＪ，ＳｔａｎｔｏｎＧＣ．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ＲｅｖＥｄｕｃＲｅｓ，１９７６，４６（３）：４０７
!

４４１．

［８］杨兴鹏．大学生社会自我问卷编制及西南地区常模制订［Ｄ］．重

庆：西南大学，２００７．

［９］郭成．青少年学业自我研究［Ｄ］．重庆：西南大学，２００６．

［１０］黄希庭，陈红．青少年的身体自我理论与实证［Ｍ］．北京：新华出

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贺俊杰．大学生自我接纳、领悟社会支持与社会自我的关系研究

［Ｄ］．开封：河南大学，２０１１．

［１２］赵小云，张利，薛桂英．大学生学业自我发展的特点［Ｊ］．现代教

育管理，２０１０（７）：６３－６６．

［１３］凌波，王杰泓，王环．大学生身体自我特点的调查研究［Ｊ］．安徽

体育科技，２０１０，３１（２）：７３－７６．

［１４］ＳｍｏｌａｋＬ．Ｂｏｄｙｉｍａｇｅ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ｗｈｅｒｅｄｏｗｅｇｏ

ｆｒｏｍｈｅｒｅ？［Ｊ］．ＢｏｄｙＩｍａｇｅ，２００４，１（１）：１５
!

２８．

［１５］魏俊彪，张云，孙红亮．大学生学业自我概念及影响因素研究

［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１（７）：７０－７３．

［１６］叶孙岳．体育锻炼对学生身体自我影响的元分析［Ｊ］．中国学校

卫生，２０１１，３２（４）：４５７－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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