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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尊是一个系统，它不仅涉及了个体的认知层面，还包括个体的情感层面，并且根据个体所处的特定的情景，其表现有时稳
定，有时不稳定。自尊的情感模型主要探讨了自尊的组成成分与自尊的起源；自尊的认知模型把自尊看成个体对自己作为人的价
值的有意识判断；以恐惧管理理论为代表的自尊的社会学模型又从新的角度解释了自尊的理论模型。罗森伯格的自尊量表开启
了自尊测量的先河，我国学者在自尊的测量方面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同时，从社会比较理论与评价性反馈两个角度阐述了自尊
的作用。自尊的研究遍布群体从幼儿、青少年到大学生，都有丰富的实证研究。自尊结构的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一些新进展，主要表
现在内隐自尊、具体自尊及集体自尊研究的逐步兴起。
关键词：尊；恐惧管理理论；自我报告；评价性反馈
中图分类号：B84，B84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273（2011）04-784-04

A Review on Self-Esteem Study
ZHENG Shun-yi

(Educational Science College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110034, Shenyang, China)
ABSTRACT: Self-esteem is a system, not only involves the individual's cognitive level but also the emotional level, and shows

stability or instability from time to time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circumstances the individual's in. The emotional model of self-esteem
mainly discussed the elements organized in and its origin, the cognitive model regarded self-esteem as a conscious judgment on the
individual's value as human beings, and the social model labeled by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from a new perspective explained the
theoretical models of self-esteem.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was the beginning of measuring self-esteem, and our native scholars also
made a corresponding progress. Meanwhi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and evaluative feedback, the fun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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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我一直是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课题，而自尊作为自我
心理中的重要成分更是引起研究的广泛关注。Steffenhagen指
出："自尊是个性的核心，因而它也是所有行为的基础。"[1]自尊
的研究始于西方 19世纪末詹姆斯提出的自尊模型 ----自尊 =
成功 /抱负，20世纪 80年代以来，西方心理学对自尊的研究在
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世纪
90年代以后，内隐自尊、集体自尊以及自尊的跨文化研究相继
兴起。本文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对自尊研究进行了
综述，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自尊的定义、自尊的理论模型、自尊
的测量、自尊的作用、特定群体的自尊研究以及自尊的相关研
究等。

1 自尊的定义

对于自尊的定义，如同其他难以界定的心理学概念一样，

学术界始终没有定论。但是，随着对自尊的研究的发展，主要有
两种取向来理解自尊。一是情感取向，持该取向的心理学家认
为自尊是对自己的一种情感体验，它通过非理性的过程形成；
另一种是认知取向，倾向该取向的心理学家认为自尊是个体对
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依据对自己的各种能力和特质的评
价。综合了上述两种取向，可以把自尊的概念分为三类：整体自
尊、自我评价和自我价值感。

整体自尊是指人们通常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因为其持续时
间很长，具有跨时间和情景的一致性。很多情况下，整体自尊被
用来描述个性方面的变量，有时也称特质自尊。自我评价是指
个体评价自己的能力和特性的方式。根据威廉·詹姆斯的理论，
我们称这种情绪体验为自我体验（self-feeling）或者自我价值感
（feelings of self-worth）。我们所说的自我价值感的一些例子包
括为自己感到骄傲和高兴（积极的一面），或感到谦卑和羞耻
（消极的一面）。当代的很多理论家，如 Bandura认为[2]，相对于
整体自尊，特定的自我评估是预测个体行为更好的指标，更有
人指出，整体自尊只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或者只有很小的价值[3]。
在这一点上，已有的研究证据并不一致。Dutton和 Brown发
现[4]，具体任务的自我评价指导个体对评价性反馈的认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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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体自尊却指导个体对评价性反馈的情感反应。这些发现表
明，这两个概念都有其侧重点，影响着心理的不同侧面。

通过自尊的三种概念，可以看出有时自尊指整体的情绪感
觉，也就是整体自尊；有时指人们在具体各个方面评价自己的
方式，也就是领域特定的自尊；有时自尊还指人们对瞬间的自
我价值感，也就是状态自尊。可以说，自尊是一个系统，它不仅
涉及了个体的认知层面，还包括个体的情感层面，并且根据个
体所处的特定的情景，其表现有时稳定，有时不稳定。

2 自尊的理论模型

2.1 自尊的情感模型
自尊的情感模型主要探讨了自尊的组成成分与自尊的起

源。其假设是自尊在个体早期形成，与婴儿依恋有很大关系，是
亲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如此，也并不是说，个体的自尊形成
以后不会改变，只不过是强调其基础性、指导性。这样，无条件
的归属感和掌控感就成了自尊的重要成分。已有研究表明，不
同的依恋类型能够预测学前和幼儿园儿童的自尊水平，安全型
依赖的儿童表型出最高的自尊，同时，在青少年和青年人身上
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
2.2 自尊的认知模型

认知模型提供的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自尊，把自尊看成个
体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有意识判断。目前有三个自尊的认知
模型 ----逐项相加模型、重要性加权模型和自我理想模型。逐
项相加模型假设整体自尊代表了人们对自己具体品质评价的
总和。重要性加权模型假设自尊不仅依赖于你在具体的维度上
如何评价自己，同时也取决于你对于做好某一点重要性的看
法，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詹姆斯的 "自尊 =成功 /抱负 "，意思
是说相对于那些对个体并不重要的方面，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的方面的结果会对我们的自尊有更重要的影响。自我理想模型
假设自尊决定于我们认为现在怎样与我们希望自己该如何之
间的差异。
2.3 自尊的社会学模型

根据库里（Colley）的 "镜像自我 "以及Mead[5]关于观点采
择和广义他人的理论，社会学模型假设自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
响。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的研
究为理论基础，产生的恐惧管理理论。贝克尔认为：（1）人类存
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死亡的思考，（2）对死亡的意识产生
了焦虑和存在主义的恐惧，（3）文化的功能在于能够指出一条
充满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方式，从而缓解人们的这种恐惧，并让
人看到了不朽的希望。恐惧管理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焦
虑缓解器假设，二是死亡突显性假设。焦虑缓解器假设提出，自
尊是一种 "焦虑缓冲器 "（anxiety-buffer），自尊的强大会使个
体较少受到焦虑的影响，并不易产生与焦虑有关的行为；而自
尊的减弱会使个体更多地受到焦虑的影响，更易产生与焦虑有
关的行为。死亡突显性假设认为，对个体焦虑的根本来源———
不可避免的死亡（mortality salience，简称 MS）的唤醒，会导致
个体文化世界观信念需要的增长，个体会对支持其文化世界观
的事物做出更多积极反应，而对与其文化世界观不一致的事物
做出消极反应。文化世界观（cultural worldviews）：这是一种人
为创造的对现实的抽象符号系统，由同一文化群体中的成员共

享，能够赋予 "存在 "以意义、秩序和永恒；同时因为文化具有
超自然性，它可以使人们象征性地超越死亡，比如通过文学作
品、艺术作品等等，文化世界观也依此提出了一系列价值标准，
认为坚信这种文化观并遵守价值标准的人可以获得不朽和永
恒。这些不朽的东西能够让人类感受到世界是富有意义的（意
义感），并且使人类感到自己是这个有意义的世界中的一份子，
比纯粹的自然物质更有价值（价值感）。焦虑缓解器的假设已经
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如 Greenberg、Sherman、Harmon-Jones、
Simon的研究等。对于死亡突显性假设的验证，主要分为两种
理论取向：一是 "死亡突显性－世界观防御假设 "（Mortality
salience-worldview defense hypothesis），另一个是 " 死亡突显
性－自尊假设 "（Mortality salience-self-esteem hypothesis）。"死
亡突显性 -世界观防御假设 "研究的较早，而且持此种观点的
研究者占大多数；直到 20世纪末 21世纪初，支持 "死亡突显
性－自尊假设 "的研究才逐渐多起来，这种观点认为对有关死
亡想法的唤醒、暗示会增强个体自尊以及个体对自尊的追求[6]。
恐惧管理理论是精神分析取向的，它认为自尊是一种防御结
构，其功能是为了保护人们免受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深深植根
于心底的）死亡恐惧威胁。

除了上述三种模型，自尊还有两因素、三因素、四因素、六
因素、八因素模型，以及内隐与外显自尊双重模型等。为了弥补
上述这些模型的不足，张向葵等人[7]又提出了自尊的 "倒立金
字塔 "理论模型，他们认为：自尊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的一种
积极的自我评价，是个体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内在动力，
是个体内在心理活动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个体为了直
接、准确地理解自尊的意义和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而能够有效
地驱动、接受、选择、控制与调节自尊信息。在操作层面上，个体
的心理活动系统包括驱动成分、认知成分、情感成分、监控与调
节成分。按照这种界定，该系统包括三个基本心理维度：潜在自
尊、社会自尊和元自尊。在 "倒立金字塔 "的第一层是潜在自
尊，依次向下为社会自尊和元自尊。以 "倒立的金字塔 "模型
比喻自尊系统是有意义的。一方面，这个系统表明潜在自尊作
为人推动自身去追求生存价值、意义的原始动力决定其社会自
尊与元自尊的水平。换句话说，个体的潜在自尊越强，其对社会
自尊的渴求、想望与期盼就越高，越积极，对元自尊参与调节、
执行监控的需要就越迫切、越主动。另一方面，这个系统又揭示
了自尊具有驱动性、社会性与调节性三种功能。这三种功能的
正常运作,既可以确保人能够存在一个良好的自尊系统，也能
成为支撑人心理生态和谐统一的柱石。

3 自尊的测量

对于自尊的测量，主要采用自尊的自我报告法进行测量，
应用最广泛、也最权威的，应属罗森伯格（1965）的自尊量表，此
量表主要是测量整体自尊，关注人们整体上看待自己的方式，
而没有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品质和特性。另一个应用比较广泛的
是德克萨斯社会行为问卷，此问卷也是用来测量整体自尊，但
实际上测量的是个体感觉自己在社交场合中的舒适度和胜任
度。还有 Coopersmith (1967 ,1975 ,1981) 的自尊调查问卷、
Marsh (1984) 的自我描述问卷(Self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
SDQ) 、Janish 和 Field 于 1959 最初编制，Fleming 和 Watts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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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修订的缺陷感量表 ( The Feelings of Inadequacy Scale ,
FIS)、Shrauger (1990) 的个人评价问卷( Personal Evaluation In-
ventory , PEI)。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对罗森伯格的自尊量表进行
了修订，尽管此量表的中文版本在国内应用的很是广泛，但却
存在着美中不足[8]。所以，有许多我国学者自行编制的自尊量
表，如魏运华[9]的儿童自尊量表，黄希庭等人[10]编制的青少年自
我价值感量表等等。

4 自尊的作用

自尊有什么用？它是如何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我们将
从社会比较理论与从评价反馈方面来探讨自尊在此过程中是
如何起作用的。
4.1 社会比较理论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拿自己与周围的
人比较，通过比较看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从而提升自尊。但
是，替代性经验的观点也认为，尽管通过比较表明自己很一般，
但个体也可以从关系他人( relational others)的成功和荣耀中获
得替代性自尊。社会比较有两个方向：向下比较和向上比较。一
般情况下，人们在遭受挫折时，人们通过向下比较，即比较那些
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从而获得情绪的平静和生活满意感的提
升。但是，进一步研究表明，只有低自尊者和那些遭受严重威胁
的人才倾向于向下比较，而高自尊者倾向于寻求向上比较而激
发积极性的情绪动力。有人解释，这也许因为他们在自尊受到
威胁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低自尊者通过逃避挑战，寻求安全
来保护自尊，而高自尊者则是通过接受挑战来激发信心和增强
自尊。
4.2 评价性反馈

评价性的反馈无外乎分为两类：积极的反馈和消极的反
馈。当人们接受评价性反馈时，对于积极的反馈，自尊的影响很
小[11]，主要来关注消极的反馈产生时，自尊是如何作用的。这种
消极的反馈，在高自尊与低自尊的不同个体上有显著差异。
4.2.1 对失败的情绪反应 Brown和 Dutton[12]的一项研究表明，
当个体面对失败的时候，自己可以感到悲伤和失望，这是可以
理解的，无论自尊或高或低的人，都是如此，但是只有低自尊的
人才会在失败以后对自己的感觉很差，他们把失败当做个体的
原因，这会羞辱他们并让他们以自己为耻，而高自尊的人没有
表现出这样的反应，他们不会感觉自己很差。
4.2.2 对失败的认知反应 对失败的认知反应是指，当个体遭遇
失败时，两种自尊水平的个体对自己的表现有不同的评价，低
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把差的表现归因为自己能力低，这让他们
对自己的感觉非常差，并让他们觉得很丢脸，而高自尊的个体
虽然在失败后很失望，也能够接受失败意味着自己缺乏特定能
力这一事实，但是，他们并不把失败当成对自己的整体否定，他
们也不会感到丢脸或者羞耻。
4.2.3 对失败的行为反应 约瑟夫等人（Josephs，Larrick，Steels，
& Nisbett，1992）[13] 发现低自尊者特别倾向于避免冒险；泰斯
（1991）的研究表明低自尊的人使用自我妨碍来避免自己能力
的感觉（也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形式），而高自尊的人使用自我妨
碍来加强他们能力很高的感觉（也就是一种自我增强形式）；自

我妨碍策略缓解了失败对低自尊者的打击，并且增加了高自尊
者获得成功后的兴奋（Rhodewalt，Morf，Hazlett，& Fairfield，
1991）[14]。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自尊无论是在情绪方面、认知方面，
还是行为方面都影响着个体的表现，其作用在低自尊的个体身
上尤其明显，这也充分体现了自尊的作用机制。

5 自尊的研究群体发展

自尊的研究遍布群体从幼儿、青少年到大学生，都有丰富
的实证研究。杨丽珠[15]等人用自编问卷对 3-9岁的儿童的自尊
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3-9岁儿童自尊结构由重要感、自
我胜任感和外表感构成。在对大学生自尊的研究中，张丽华[16]

等人采用自编的问卷对大学生的自尊进行的研究表明，随着年
级的增长大学生自尊呈稳定发展趋势，重要感、胜任感、归属感
三个维度上表现出显著的年级差异；大学生自尊发展存在着显
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女生，性别差异主要体
现在归属感维度；文科生外表感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理科生，独
生子女、城市学生以及学生干部在自尊总分及其三个维度得分
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农村学生以及非学生干部。还有研究表
明，个体自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城乡差别、家庭经济状况、学生
性质，但是在性别差异上的研究表现出不一致，尽管有研究表
明大学生在性别变量上没有差异，但从自尊获得方式的比较结
果来看，在不同种类及其子类的获得方式上，男女虽各有侧重，
差异显著，但其自尊获得方式的种类、程度在整体表现上基本
保持平衡。自尊的群体研究显示，自尊在各个群体所处其发展
阶段所面临的任务及主要的心理危机与自尊的关系，已有研究
表明，自尊与个体渡过心理危机有一定的作用。

6 自尊研究发展趋势

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前，人们对自尊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对
外显自尊、总体自尊、自尊高低维度和个人自尊的研究。近年
来，自尊结构的研究领域内出现了一些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内
隐自尊、具体自尊及集体自尊研究的逐步兴起。外显自尊（ex-
plicit self-esteem）是内隐自尊（implicit self-esteem）是指通过内
省不能确定的自我态度对与自我有关或有联系的事物评价的
影响。与外显自尊不同的是，它测量的是被试在无意识或潜意
识状态下对自我的反映。与外显自尊相比，内隐自尊能更真实、
准确地反映人们对自己的态度。如角色扮演效应、姓名字母效
应与内群体偏见都是内隐自尊的表现[17]。对于具体自尊研究较
多的是躯体自尊，躯体尊重是指个体对自己躯体意向（body im-
age）的情感性评定或对自己躯体或外表的自我评价。一般认
为，躯体自尊应包括外表、体重和归因 3个方面。研究表明，低
躯体自尊与抑郁、焦虑、饮食紊乱等存在显著相关；肥胖者的躯
体自尊低于一般人的躯体自尊；对自己外表评定高的人具有较
高的自我价值感。在对自尊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集体自尊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集体自尊即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评价性
程度。还有高自尊的异质性研究[18]，所谓高自尊异质性（hetero-
geneity of high self-esteem）假设是指高自尊（high self-esteem）
的性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多种类型，高自尊者的行为比低
自尊者的行为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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