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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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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通过采用《自我同一性状态量表》、《大学新生学校适应量表》，调查某幼专２４９名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和学校适应

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类型以延缓型居多。自我同一性各个类型在生源地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幼

专新生的适应情况总体良好。情绪状态适应与交往适应要好于生活适应和学习适应。生活适应得分最低，学校适应各个维

度在生源地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幼专新生在情绪状态、生活适应、学习适应、交往适应和学校适应总分方面均与扩散型、

排他型和成就型呈显著相关，与延缓型不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学校适应四个维度及总分与扩散型和排他型呈显著负相关，

与成就型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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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新生面临的现实处境是远离父母，在外求

学，同时处在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他

们在学会独立的同时，还需要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

学会人际交往、适应社会并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逐步成熟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自我，形成健全、独

立的人格体系。［１］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Ｅｒｉｋｓｏｎ）首次提出了

自我同一性（ｅｇｏ－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他认为同一性是一个

人关于“我是谁”以及如何界定自己的思想和观念。

简言之，就是把自己“众多的人格”统一起来，形成一

个比较稳定的人格。［２］马西娅（Ｍａｒｃｉａ．Ｊ）是继埃里

克森之后又一研究自我同一性的代表人物，认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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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是一种对自己的动机、能力、信仰和成长史等方

面内化了的自我结构组织，这一结构发展的越好，个

人就越能觉察到自己的独特性及与他人的共同性，

越了解自己的优缺点，进而能在这世界上开创出自

己的道路；这一结构发展得越不好，个人就越搞不清

楚自己与他人的异同，越要依靠外在的评价。［３］马西

娅（１９６６）根据埃里克森同一性理论中的两个重要变

量———“探索”和“承诺”对自我同一性进行操作。

“探索”是指个体在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中，努力确定适合自己的目标、价值观和理想等，与

此同时，个体需要从多个选择中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承诺”指个体对于确定的目标、价值观和理想等付

出的精力、毅力和时间。根据探索和承诺程度的高

低将自我同一性划分为四种类型：（１）自我同一性扩

散型———即个体对生活及未来缺乏良好的自我同一

性的认知、规划和思考，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想

做什么，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这是一种最不成熟、

最低级的同一性状态；（２）自我同一性成就型———即

个体建立了完善的自我同一性人格体系，对今后的

人生和生活有深刻的思考、完整的认知和详尽的规

划，人生目标和定位明确，并积极地探索和行动。这

是一种最成熟、最高级的同一性状态；（３）自我同一

性延缓型———即个体的自我同一性人格框架失调，

出现危机，虽然其主观上具备了成就型的大部分因

素，但实际的行动却只停留在了可能性，只为将来的

探索提供了一种倾向；（４）自我同一性排他型———这

是一种非自主的、盲目的回避自我同一性的体验，个

体自我严重缺失，其人生定位、生活目标的选择被动

遵从于家长、权威等外界强势因素。［４］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我同一性与

其学校适应存在着相关，Ｃａｒｌｓｏｎ（１９８６）与Ｃｒａｍｅｒ

（１９９５）的研究发现，自我同一性成就型的大学生比

弥散型的大学生表现出较好的学业适应。［５］杨宇研

究结果表明，探索和承诺都与学校适应性呈显著正

相关，即探索和承诺得分越高，学校适应性就越

好。［６］雷丽君的研究结果发现，自我同一性各方面发

展越好，学校适应性也就越好，自我同一性危机各个

维度与适应总分、生活环境、学习活动、交往活动和

情绪状态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７］以往的大多数研

究多集中于普通院校的本专科大学生，对高职院校、

尤其是幼师生的研究少之又少，而幼师生属于大学

生的特殊群体，以女生居多，其身心具有独特的特

征，本研究以某幼专新生为研究对象，探讨自我同一

性与学校适应的关系，以为学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

应对新生学校适应问题上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某幼师高专选

取大专一年级新生为被试，共发放量表２６０份，剔除

无效量表，回收有效量表２４９份，回收率达９５．８％。

被试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被试情况分布（Ｎ＝２４９）

人数 百分比

独生子女 是 １０ ４％

否 ２３９ ９６％

生源地情况 城市 ２９ １１．６％

县城 ４５ １８．１％

农村 １７５ ７０．３％

（二）研究工具

１．自我同一性状态量表

采用自我同一性状态客观测量的标准化量表

（ＥＯＭ－ＥＩＳ－２），该量表采用６点计分，从非常符

合到非常不符合分别记作１～６分。量表有６４个题

项，分为四个类型：成就型、延缓型、排他型和扩散

型，各８个题项。

２．大学新生学校适应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国内学者陈君编制的《大学新生

学校适应量表》，该量表包含的四个分量表分别为：

生活环境适应、交往适应、学校适应、情绪状态适应，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采用５级分制记分，记

分标准是：从完全与被试符合到完全与之不符合分

别记为５、４、３、２、１，某些题项采用反向记分。得分

越高，表明学校适应性越好，反之，表明学校适应性

越差。

（三）施测程序

将评价量表、自我同一性状态量表及学校适应

量表装订成册，在新生入校后３—４个月后以班级为

单位进行施测，所有测试均由研究者本人作为主试，

施于统一的指导语，同时强调“答案无正误之分，只

需按个人的实际情况照实作答即可”，并解答相关疑

问。原则上量表采取不记名方式，要求被试在３０分

钟内独立完成。

（四）数据的统计与处理

全部数据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进行方

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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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结果

（一）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总体情况

本研究采用的自我同一性量表将自我同一性划

分为扩散型、排他型、延缓型和成就型四种类型。经

统计，扩散型个体４０人，占１６．１％，排他型个体１０

人，占４％，延缓型１０９人，占４３．８％，成就型９０人，

占３６．１％。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类型以延缓型

居多。

经过进一步对幼专新生的自我同一性现状进行

量化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到他们自我同一性

各类型与总分的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各类型情况（Ｍ±ＳＤ）

扩散型 排他型 延缓型 成就型

城市 ５２．３８±１１．１８ ４８．３４±１１．３７ ６３．３４±１１．２２ ６１．８３±１１．８９

县城 ５１．５１±１３．４７ ４５．１１±１１．２２ ６０．７１±１１．６８ ６０．５３±１０．５０

农村 ５３．０９±１０．３３ ４５．５９±１１．７２ ６２．４１±１１．３０ ６０．４０±１０．１２

总分 ５２．７２±１１．０２ ４５．８３±１１．５８ ６２．２１±１１．３２ ６０．５９±１０．２５

每项平均分 ３．３０ ２．８６ ３．８９ ３．７９

Ｆ值 ０．３８２ ０．８０５ ０．５６４ ０．２４１

　　通过表２可以看出，从整体上来说，幼专新生在

四种类型中除排他型外的均分均高于３分（自我同

一性量表采用６级评分制），其中延缓型已经达到了

较高水平。四种类型得分顺序由高到低依次为：延

缓型、成就型、扩散型、排他型。

以生源地为自变量对自我同一性各个类型进行

差异分析发现，自我同一性各个类型在生源地变量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二）幼专新生学校适应总体情况

学校适应量表是在大一新生入校三个月后进行

测试的，大学新生学校适应量表分为五点计分，３分

表示中等水平，结合表３可以看出，幼专新生在情绪

适应、生活适应、学习适应、交往适应等方面的平均

分均超过３分，说明幼专新生的适应情况总体良好。

情绪状态适应与交往适应要好于生活适应和学习适

应。生活适应得分最低，为３．０１分，处于中等水平。

以生源地为自变量对学校适应各个维度进行差

异分析发现，学校适应各个维度在生源地变量上不

存在显著差异。

表３　不同生源地幼专新生学校适应情况（Ｍ±ＳＤ）

情绪状态适应 生活适应 学习适应 交往适应

城市 ３６．２４±７．７８ ３４．１４±８．７８ ３６．５９±８．８４ ３６．４９±５．７９

县城 ３４．３８±６．４３ ３５．７１±９．２０ ３５．１７±７．２７ ３４．３６±５．６７

农村 ３４．８５±６．８１ ３６．５０±７．８４ ３６．７５±７．００ ３４．３８±５．６１

总分 ３４．９３±６．８５ ３６．０８±８．２１ ３６．４５±７．２７ ３４．６２±５．６６

每项平均分 ３．１８ ３．０１ ３．０４ ３．４６

Ｆ值 ０．６８６ １．０８９ ０．８４０ １．７９１

　　（三）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将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的四个类型和学校适应

的各个维度进行相关分析，见表４。

表４　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的相关分析

扩散型 排他型 延缓型 成就型

情绪状态 －０．２８４－０．１２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７１

生活适应 －０．２１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６ ０．２２５

学习适应 －０．３７４－０．１４２ ０．０１７ ０．２８１

交往适应 －０．３６０－０．２０６ －０．０２４０．２９２

学校适应总分 －０．３８０－０．１５２ －０．０１３０．３０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由表４可知，幼专新生在情绪状态、生活适应、

学习适应、交往适应和学校适应总分方面均与扩散

型、排他型和成就型呈显著相关，与延缓型不存在显

著相关。其中，学校适应四个维度及总分与扩散型

和排他型呈显著负相关，与成就型呈显著正相关。

（四）自我同一性对幼专新生学校适应的回归

分析

以自我同一性各个维度为自变量，学校适应为

因变量，运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ｓｔｅｐｗｉｓｅ）法探讨

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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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５所示，自我同一性中的成就型对学校适

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扩散型对学校适应具有

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两种类型的解释量为

１８．１％。

表５　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对学校适应的多元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调整Ｒ２ Ｆ Ｂｅｔａ ｔ

学校适

应总分
扩散型 ０．１４１４１．６２１－０．３２３－５．４１７

成就型 ０．１８１２８．３３３ ０．２１５ ３．６０８

三、讨论

（一）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总体情况

通过研究发现，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的分布状

态很不平衡。１６．１％的个体处于扩散型，处于该阶

段的个体对生活及未来缺乏良好的自我同一性的认

知、思考和规划，其人生定位、发展方向严重缺失，其

探索和行动则更是无从谈起。这是一种最不成熟、

最低级的同一性状态；４％的个体处于排他型，处于

该阶段的个体自我严重缺失，其人生定位、生活目标

的选择被动遵从于家长、权威等外界强势因素，这是

一种非自主的、盲目的回避自我同一性的体验；４３．

８％的个体处于延缓型，处于该阶段的个体自我同一

性人格框架失调，出现危机，虽然其主观上具备了成

就型的大部分因素，但实际的行动却只停留在了可

能性，只为将来的探索提供了一种倾向；３６．１％的个

体处于成就型，处于该阶段的个体建立了完善的自

我同一性人格框架，对人生和生活有深入的思考、完

整的认知、详尽的规划，人生目标和定位明确而坚

定，并积极地探索和行动。这是一种最成熟、最高级

的同一性状态。［４］

在本研究项目中，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各个类

型的得分顺序依次是延缓型、成就型、扩散型、排他

型。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类型以延缓型居多。这一

结果表明，大部分幼专新生尚未形成良好的自我同

一性，她们尚在探索之中，在各种尝试错误中做出选

择，对自身缺乏整体深刻了解，对未来发展感觉迷

茫。对幼专新生来说，延缓期在所难免。因为伴随

环境的变化，她们需要从变化环境中学会自己的特

定生活模式，尤其是在他们初次离家，外出求学阶

段，由于对新的生活环境、学习方式不适应，没有像

高中时代家长教师的督促，出现了学习目标不明确，

生活方式不习惯等问题，使他们的自我同一性受到

多方面的影响，认知、情感、态度不容易达到统合，探

索期在所难免。为此，通过引导学生学会日常生活、

学习规划、创设各种志愿者活动、人文环境等，给予

她们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在生活中学会将挫折困境

提炼沉思，以更好明确学习生活的目标和发展方向，

从而更好的发展其自我同一性。

（二）幼专新生学校适应总体情况

从表３可以看出，幼专新生学校适应总体情况

良好，情绪状态适应与交往适应要好于生活适应和

学习适应。生活适应得分最低，为３．０１分，处于中

等水平。按照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交往适应、情绪

状态适应、学习适应、生活适应，学习方面和生活方

面的适应是最差的。

幼专新生从高中升入大学，这一环境的转变对

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需要从方方面面来

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大多数学生第一次离

家，需要他们有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他们需要调整

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例如：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

惯、风俗习惯、卫生习惯等，这些问题摆在他们面前，

需要他们一一应对，从而造成其生活适应是最差的。

在学习方面，大学与高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习模

式，高中时代，学习相对紧张，教师家长管理与督促

较多，上课相对集中、紧凑，学习目标也相对明确；进

入大学后，学习相对放松，课程安排也较为灵活，减

少了诸如教师、家长的外力监控，更多需要学生学习

的自觉性，以及学习思路、方式的转变。同时，教师

的讲课方式与高中相比也发生了转变，讲解更突出

重点，提纲挈领，师生一周仅上课时能互动，课下无

法及时询问不懂的知识点，使得幼专新生学习上出

现了较多的不适应。交往适应是幼专新生适应最好

的一项。进入大学后，他们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空

间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

（三）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从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各个维度与学校适应各

个维度的相关分析（表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相关

极高，情绪状态、生活适应、学习适应、交往适应和学

校适应总分方面均与扩散型、排他型和成就型呈显

著相关，与延缓型不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学校适应

四个维度及总分与扩散型和排他型呈显著负相关，

与成就型呈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自我同一性各

方面发展的越好，学校适应相应发展较好。同时，扩

散型、排他型等同一性类型与学校适应呈负相关，即

自我同一性为扩散型与排他型的个体其学校适应相

对较差，自我同一性为成就型，其学校适应较好。扩

散型是非常不成熟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学生对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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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索是很浅显的，没有明确的价值观与生活目标。

他们的自我认知非常不清晰，自我评价低；对自己的

评价和别人对自己评价不一致而经常产生痛苦的情

绪；缺乏担当生活的责任与勇气等，以上种种表现导

致其不能适应新的环境。

排他型的个体关于自我发展问题没有太多思

考，自我目标往往反映了父母的希望。这种类型的

学生通常只接纳来自父母的价值观，同一性形成过

程中断。父母的自我意象印刻在在学生心中，从而

影响了自我确定的未来的发展。十分在意别人的看

法，做事努力迎合别人，自我评价以他人为基础；生

活中遇到一定难度任务时，很难做出合适的反应；爱

好有规律的生活，欠缺探索精神，因此，在今后的人

生发展中可能会经历更多的心理障碍。这是一种非

自主的自我同一性的体验，导致其学校适应较差。

成就型个体经过努力的自我探索，对自我有了

明确的认知，对人生有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价值观稳

定，对生活有足够大的心理动力。他们自尊水平高，

在逆境中能对问题积极主动思考，努力适应环境，因

而其学校适应也较好。

幼专新生的自我同一性对其学校适应的预测作

用是直接的，二者的回归效应较显著，表现在自我同

一性中的成就型对学校适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

用，扩散型对学校适应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四、结论

通过对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研究，得出：（１）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类型以延缓型

居多，自我同一性各个类型在生源地变量上不存在

显著差异；（２）幼专新生的适应情况总体良好。情绪

状态适应与交往适应要好于生活适应和学习适应。

生活适应得分最低，学校适应各个维度在生源地变

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３）幼专新生在情绪状态、生

活适应、学习适应、交往适应和学校适应总分方面均

与扩散型、排他型和成就型呈显著相关，与延缓型不

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学校适应四个维度及总分与

扩散型和排他型呈显著负相关，与成就型呈显著正

相关。

在本研究中，幼专新生自我同一性类型以延缓

型居多。这说明大多数幼专新生在进行积极的自我

探索，尝试从众多可能性中进行职业规划、找准职业

定位，选择并确立人生价值观，但由于对自我缺乏完

整的认知，对于这些选择又深感茫然，不知所措，导

致他们的焦虑水平较高。在辅导员工作中，经常会

接访这类学生，他们不知如何进行自我定位，对自己

未来的发展感到困惑，例如，不知道专科毕业后能做

什么，自己的大学生活该如何度过，课程不知该怎样

学习，宿舍成员如何相处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将直

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的适应状况。

作为教育机构，首先，学校可以通过开展积极有

效的活动，帮助学生确立自我同一性，例如：开展关

于自我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的理想”、

“我的大学生活”、“我如何适应社会”等主题班会和

“我是谁”、“人生曲线”、“自画像”等团体辅导；其次，

充分利用和发挥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功能，对学生进

行积极的心理辅导，例如，通过发放宣传册、讲座、报

告、选修课等形式进行大学生活、学习、人际交往、职

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宣传辅导与教育，对大学生常

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地干预与引导，帮助其明

确未来发展方向，促进其健康和谐发展；再次，鼓励

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各种文化社

团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校园文化艺术节等，锻炼

其生活适应能力，在活动中获得成就感，发展自信

心，促进其自我同一性的确立。

除此以外，大学生自身要不断学习，努力利用学

校、社会、网络等资源，积极主动发展自己的各项能

力，最终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与生活能力，做身心和

谐发展的合格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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