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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深入了解职业院校和师范院校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特点#本研究运用,自我意识量表-对两类两所学校
$$A

名

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

#

"两种院校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总体上都处于中等#但两个维度之间发展不平衡#公众自我

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内在自我维度&!

!

"女生在公众自我维度上显著高于男生#年龄为
#B

岁及以下的学生在自我意识总分上

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的学生&!

&

"师范院校大学生在公众自我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职业院校大学生'

关键词!职业学院&师范学院&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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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发展早期就开始关注自我#哲学家们不

断对*我是谁+进行追问#期望能够知道自己是谁#又

如何成为自己'自我意识则是从心理学角度对这一

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体现了

个体对与自己%与他人以及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

认识'

大学生处于青年晚期和成年初期#处于青年与

成年群体的边界#是自我意识发展走向成熟的关键

时期'同时#自我意识作为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的一

个保护因素#对学生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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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和幸福感都有重要影响#因而引起了研究者的广

泛关注'许多研究认为#完善的自我意识与大学生

的学业成绩%诚信品质等显著相关#对于个体形成乐

观的生活态度#积极的外在行为和社会适应性行为#

以及健康的心理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较低的自我

意识则会限制个体在学业中表现#阻碍了他们和谐

人际关系的建立#影响了心理健康发展'

5

#@&

6国内调

查发现#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5

A

6

对于大学生而言#优秀%积极的自我意识平均水平高

于差劣%消极的方面#

5

%

6但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来

说#他们的自我意识发展仅处于中等水平#

5

$

6而且普

遍存在自我认识偏差#进而限制了他们在学业中表

现#阻碍了他们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影响了心理健

康发展'虽然#当前对于我国大学生自我意识的研

究已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但对象主要集中在特

定群体的大学生#对不同类型学校大学生自我意识

水平的研究也限于总体结果的宽泛比较'本研究选

择职业学院与师范学院大学生#对他们的自我意识

进行总体和不同维度上的比较#对于深入理解和剖

析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具有积

极的启示'

一&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及过程

调查使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于
!"#%

年
$

月到
C

月#随机选取某职业学院大学生和某师范院校大学

生#共发放问卷
B""

份'测试采用团体施测的方式#

由两所学校的任课教师施测#测试后立即回收问卷'

调查回收问卷
C!$

份#回收率为
F">C%a

'剔除

#"a

未作答#以及具有明显偏向的单一式的固定答

案的问卷
$!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A

份#有效率

为
F#>A$a

'其中职院学生
&"A

人!

A%>CBa

"#师院

学生
&$"

人!

%A>!!a

"&男生
#C"

人!

!%>$"a

"#女

生
AFA

人!

CA>A"a

"&年龄在
#B

岁及以下
#%

人!

!>

&"a

"#

#F

岁
#C"

人!

!%>$"a

"#

!"

岁
!C#

人!

A">

B"a

"#

!#

岁
#&F

人!

!">F"a

"#

!!

岁
$%

人!

F>

B"a

"#

!&

岁及以上
A

人!

">$"a

"'采用
/

J

::#$>"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研究工具

研究运用
I4+2

O

:;42+

%

/0424*

和
W)::

在
#FC%

年

编制的,自我意识量表-#该问卷共
#C

个题项#由内

在自我和公众自我两个维度组成'采用李克特

!

X2[4*;

"五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分别给予
"

到
A

的计分'每个维度中所有题项的总

分越高#说明自我意识水平越高'该问卷在本研究

中
$

系数为
">CF

#内在自我维度和公众自我维度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

和
">C%

'

二&调查结果

'一(职业院校和师范院校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

的总体状况

通过对
$$A

份两所学校大学生自我意识的两个

维度和总分上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可以了解两所学

校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水平总体状况'根据描述性

统计结果#自我意识总分均值为
&>!F

!

/Hh">AF

"#

和中等临界值
&>""

分基本持平#说明中两所学校大

学生自我意识水平整体上居于中等程度'对数据的

进一步分析发现#总分均值低于
&>""

的有
#$$

人#

占总调查人数的
!%a

'总分均值达到
A>""

及其以

上的有
%C

名#占总调查人数的
B>%B>a

'由此可以

推测#两所学校绝大多数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处于

中等水平'继续对量表的两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

发现公众自我得分
&>%B

!

/Hh">$&

"#最高内在自我

得分
&>"B

!

/Hh">AF

"#如图
#

所示'为了考察问卷

两个因子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研究运用弗里德曼

双向等级方差的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两个因

子差异显著!

)

">""#

"#说明自我意识两个因子之

间发展不平衡#其中公众自我要显著高于内在自我'

图
#

!

两所职院和师院学生的自我意识总分及维度分

'二(职业学院和师范学院大学生自我意识水

平在性别上的差异

为了考察两所学校男生和女生在自我意识水平

上的差异#以两所学校的学生的性别为自变量#对学

生自我意识水平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见表
#

'

表
#

!

职院和师院两所学校学生自我意识

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平均数

检验变量
男生!

6h#C"

" 女生!

6hAFA

"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4

显著性

内在自我
&>"Ai">%$ &>#"i">A$ @#>"$ ">!F

公众自我
&>ABi">C" &>$#i">$"

@!>!#

%

">"&

自我意识总分
&>!!i">%% &>&#i">A$ @#>CF ">"B

!!

从表
#

可以看出#男生在自我意识总均分上的

F!#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得分
&>!!

略低于女生
&>&#

#但差异不显著#说明大

学生自我意识水平在整体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说明性别变量对大学生自我意识水平的影响不

明显'在公众自我上男生的得分低于女生#而且差

异显著#在内在自我上男生的得分略低于女生#差异

不显著'说明男女生在只在公众自我维度上存在显

著性别差异'这可能与女生对人际交往更为敏感#

更注重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有关'

'三(自我意识水平在不同类型学校上的差异

为了考察职业院校和师范院校学生在自主水平

上的差异#研究以学校类型!职院和师院"为自变量#

对大学生自我意识水平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

见表
!

'

从表
!

和可以看出#职院学生在自我意识总均

分上的得分
&>$!

略低于师院学生的得分
&>&#

#差

异不显著#说明大学生自我意识水平在整体上不存

在显著的学校类型上的差异#说明学校类型对大学

生自我意识水平的影响不明显'但在公众自我得分

上#职院学生低于师院学生#差异显著'在内在自我

上职院学生略低于师院学生#差异不显著'说明两

所学校学生在公众自我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
!

!

职院和师院学生在自我意识水平上的差异比较

检验变量
职院!

6h&"A

" 师院!

6h&$"

"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4

显著性

内在自我
&>"Ci">%! &>"Fi">A$ @">&% ">C&

公众自我
&>%!i">$C &>$!i">%B

@!>"&

%

">"A

自我意识总分
&>!$i">%! &>&#i">A% @#>!B ">!"

'四(职业院校和师范院校学生自我意识水平在

年龄阶段的差异

为了分别考察学生自我意识水平在年龄阶段上

的差异#以年龄为自变量#首先对职院学生自我意识

水平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及雪费法!

/L04..4

)

74;0̀

(M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

和表
A

'

表
&

!

职院学生自我意识在年龄阶段上的差异比较

检验变量

E#B

及以下

!

6h#"

"

W#F

!

6h#"A

"

P!"

!

6h#!B

"

H!#

!

6hAF

"

d!!

!

6h#&

"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D

显著性 事后多重比较

内在自我
!>$&i>&# &>#"i>%B &>"Fi>AB &>#"i>%!# &>"!i>A# !>"A >"BF

公众自我
&>""i>CA &>%Fi>C# &>%Ai>$% &>ACi>$& &>&Bi>$! !>"& >"F#

自我意识
!>CBi>A! &>&"i>%F &>!Bi>AC &>!$i>%# &>#Ci>A$ !>A&

%

>"AB

W

$

E

%%

&

P

$

E

%%

&

H

$

E

%%

!!

从表
&

可以看出#对于职院学生#在自我意识总

分上存在差异#且差异显著'但在内在自我和公众

自我两个维度差异不显著'进一步的事后多重比较

显示#就整体而言#年龄在
#B

岁及以下的学生自我

意识水平显著低于年龄为
#F

%

!"

和
!#

岁的学生'

从图
!

较直观的看到#从
#B

岁到
#F

岁#职院学生自

我意识在总分和两个维度上都平缓上升#然后略有

下降#趋于稳定'

其次#对师院学生自我意识水平进行单因子方

差分析及事后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A

和图
&

'

图
!

!

职院学生自我意识在年龄阶段上的差异比较

表
A

!

师院学生自我意识在年龄阶段上的差异比较

检验变量

E#B

及以下

!

6h#%

"

W#F

!

6h#C"

"

P!"

!

6h!C#

"

H!#

!

6h#&F

"

d!!

!

6h$%

"

I!&

及以上

!

6hA

"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平均数
i

标准差

D

显著性 事后多重比较

内在自我
!>C&i>&C &>##i>%% &>#"i>AC &>"Fi>AC &>"%i>A$ &>&%i>!A #>F$ >"B&

W

$

E

%%

&

P

$

E

%%

&

公众自我
&>!%i>C! &>$"i>C" &>$&i>$# &>%!i>%% &>%#i>$" A>""i>%# !>"# ">C$

H

$

E

%

&

d

$

E

%

&

自我意识
!>F%i>A$ &>&"i>%% &>&#i>A$ &>!Ci>A% &>!&i>A% &>$!i>&#

!>!F

%

">A%

I

$

E

%

!!

从表
A

可以看出#对于师院学生#同样在自我意

识总分上存在差异#且差异显著'在内在自我和公

众自我两个维度差异不显著'进一步的事后多重比

较显示#就整体而言#年龄在
#B

岁及以下的学生自

我意识水平不仅显著低于年龄为
#F

%

!"

和
!#

岁的

学生#而且显著低于
!!

和
!&

岁的学生'从图
%

较

直观的看到#从
#B

岁到
#F

岁#师院学生同样在自我

意识总分和两个维度上都平缓上升#但
#F

岁之后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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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出现与职院学生一样的略微下降#而是比较平稳#

直到
!!

岁开始#又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图
&

!

师院学生自我意识在年龄阶段上的差异比较

四&讨论

'一(职院和师院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需着

眼于内在自我的提高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我们的自我概念

是积极的#那么我们的行为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也是积极的'如果我们的自我概念是消极的#我们

就会感到不满意和不开心'研究结果显示#职院和

师院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发展在整体和维度上都处于

中等水平#说明大学生普遍认为在别人眼中的自己

要好于自己眼中的自己'而大学生的公众自我发展

水平要显著高于内在自我发展水平#由此推断他们

在内心深处缺乏对自己的认同和接纳'因此#职院

和师院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

是帮助大学生了解自己#全面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

我和悦纳自我#建立自我统一性#能够勇敢的做真实

的自己'

'二(社会对职业的认可)学生对专业的热爱)有

助于大学生公众自我的发展

研究结果发现#师院学生的公众自我水平显著

高于职院学生#女生的公众自我水平显著高于男生'

说明人们对大学生所学专业和学校的认识#会影响

大学生的公众自我的发展'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

通常认为教师职业更加稳定#社会地位比技能性职

业更高#尤其是对女生而言#进入师范类院校#今后

从事教师职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和出路'因此#

师院学生尤其是女生的公众自我水平显著高于职院

学生'对社会而言#应加强对技能型职业重要性的

认识#对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给予尊重#使人们能够

平等的对待社会中的各种职业#尤其是为职院的发

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使学生更加热爱自己的专业#进

而帮助大学生提高自我意识水平#更好地适应未来

的生活'

'三(

#B

岁是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转折点

研究也发现#两所学校年龄为
#B

岁及以下的学

生#在自我意识总分上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的学生'

说明年龄是自我意识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

年龄的增长#个体对自己的认识将更加成熟#趋于

完善'

此外#研究还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第

一#本研究仅选择了两个类型的两所学校作比较#且

样本选取属于方便取样#今后可以扩大样本量#提高

样本的代表性'第二#由于师范院校的特点导致调

查对象中男生人数非常少#影响了对性别变量的深

入分析'第三#影响自我意识发展的因素还比较复

杂#本研究只选取了比较重要的几个人口学变量#而

对家庭%专业和所在地区等因素没有进行考察#需要

在今后继续进行探讨'

五&结论

!一"在总体趋势上#学校类型的影响不显著#职

院和师院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都处于中等水平#而

且公众自我的发展显著高于内在自我的发展'

!二"在公众自我发展上#学校类型和性别具有

显著影响#其中师范学院要显著高于职业学院#女生

显著高于男生'

!三"年龄对大学生意识水平有一定影响#其中

#B

岁是一个转折点#

#F

岁及以上年龄的大学生自我

意识水平要显著高于
#B

岁以下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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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议!参与调查的同学给予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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