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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中学生羞耻感的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而身体锻炼与中

学生羞耻感关系的研究则是一项开拓性、创新性的研究。为了考察身体锻炼与中

学生羞耻感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什么样的身体锻炼模式才能更有效地对中学￡扛的

羞耻感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的身体锻炼情景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是否不同等问

题，本研究以羞耻感理论为指导，提出了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之间的关系模

型，编制了中学生羞耻感量表，通过预测设计和后果实验设计，对身体锻炼tj中

学生羞耻感的关系及其中介变量进行了研究，为缓解中学生羞耻感、提高他们的

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整个研究共分为以下5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羞耻感的概念、羞耻感的测量

等问题。

第二部分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羞耻感的一些研究，论述了羞耻感与心理变量的

关系，讨论了与羞耻感有关的理论，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对所面临

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第三部分是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编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构想，并对

构想进行了探索性和实证性研究。首先，对192名中学生进行了开放式问卷调套，

以探索中学生羞耻感的心理构建，在探索性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学生羞耻

感所包含的4个维度，即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能力羞耻和身体羞耻。其次，在

开放式问卷结果形成的题库和已有相关问卷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学生羞耻感初始

量表，并对662名中学生的预测结果进行了项目分析。再次，将662名被试分半，

分别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结构

效度进行了检验，并进行了内部一致性信度的检验。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

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评鉴中学生羞耻感的有效工具。

第四部分采用分层加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上海市范围内选取了1258名初中

学生，运用自编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等测量工具，对其进行了调查，共回收有效

问卷1001份，主要考察了中学生羞耻感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建构了它们之间

的关系模型，同时还考察了中学生羞耻感的性别年龄差异。结果表明：(1)中学

生羞耻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男生的羞耻感平均得分高于女生。(2)身

体锻炼与羞耻感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但他们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身体

锻炼对中学生的羞耻感影响作用为先负后正，中、小量的身体锻炼能降低中学生

的羞耻感，大身体锻炼量反而会使他们的羞耻感-Y11高。(3)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

(自尊)与身体锻炼之间的关系为正向关系，自我价值感高的中学生其羞耻感也

高。(4)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变量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他们与

中学生的关系为负向关系，性格越外向的中学生的羞耻感得分越低，情绪越不稳

定的学生的羞耻感得分也越低。(5)自尊、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变量在身体锻炼



和羞耻感之间的关系中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身体锻炼除与羞耻感直接的非线性

关系对羞耻感产生影响外，还通过这些非线性中介变量对其产生作用。

第五部分通过创设不同的身体锻炼情景，以有效缓解中学生羞耻感的身体锻

炼模型为干预手段，考察了不同的身体锻炼情景对138名初中学生羞耻感的影

响，并通过身体锻炼对自尊和人格特质影响的探讨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所建构的

关系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中等强度的身体锻炼能对中学生羞耻感产生积极

影响，创设适宜的锻炼情景可以更好地发挥身体锻炼的效能。(2)关于本研究所

创设的情景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自主合作锻炼优于合作锻炼，合作锻炼由于

独立锻炼。(3)不同的锻炼持续时问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不同，总体来说，锻

炼时问越长，羞耻感改善的越显著。(4)所建构的预测模型在本实验的控制条件

下足合适的，预测变量对羞耻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在身

体锻炼对羞耻感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的非线性中介作用。

第六部分对整个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并针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学生羞耻感研究及相关研究的设想，对身体锻炼影响中

学生羞耻感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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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middle sch001 students’shame has been focused on only for the

past decade．However,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shame and

physical exercise is a more tentative and creative one．Do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s and the feeling of shame exist?What patterns of physical exercises

can have a more positive effect?Will different kinds of training environment affect

differently on it?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hame and its exploratory

study．It 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 and their

physical exercises，and the shame measurement scale is designed as well．Through the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t desig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hame and their physical exercises，as well as their intervening variable is discovered．

It also explor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This

research provides scientific theory and effective ways to relea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SO as to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health level．The whole research

consists ofthe following fiv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the background，the purpose and the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the

definition，as well as the measurement of shame are generally put forward，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were introduced．

In the second part some research about shame are presented from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It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me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It also

describes the theory related to shame and its practical research such as the

psychodynamic and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cognitive—attributional theories and the

Object relational／attachment theories about shame．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analyzed and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limitations are presented．

In the third part，the shame measurement scale is designed．Based on the theory

research，the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is put forward．The conceptualization was

completed by the exploratory and empirical studies．First，an open questionnaire was

completed by 192 middle sehooI students．This study was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Based on these

results，the 4 dimensions which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 includes are

developed and examined，i．e．，personality shame，behavior shame，ability shame and

body shame．Secondly,from the results of the ope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preliminary scales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hame is designed．The results from 66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analyzed using

¨I



item analysis．Next，662 participants are divided into 2 halves．At the same time，the

consistency and reliability of this scal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context are also

verified．As the results reveal，this scale is reliable and effective enough to be the

measurement tool for test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

In the fourth part，with the combination of delaminating mad random sampling．

1 258 Shanghai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surveyed with the help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 measurement scale．1001 copies of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have been withdrawn．These are under scrutiny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schooJ students’shame as well as its influential factors．and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s on physical exercises to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Their relation model

is also constructed．Meanwhile，the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 are researched．These results show：(1)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and age difference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The average scores of male

students’shame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2)There is no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s and middle sch001 students’shame，but there

is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Physical exercises influence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 negatively,and then positively,i．e．，moderate physical exercises can

reduce their shame，while strong physical exercises Can increase their shame．(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school students’self-esteem and physical exercises are

direct ratio．The higher their self-esteem is，the higher their shame will be．(4)

Introversion or extroversion and emotional variables influence each otheg while both

of them have an effect Oil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They hav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th middle school students．(5)Self-esteem，introversion or extroversion

and emotional variables partl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s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Physical exercises influence shame through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the filth part，adopting physical exercise pattern，releas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 to be the influence method．different training environment’S influence

on 138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shame is studied．The results indicate：(1)

moderate physteal exercises have an positive effect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

Pleasant training environment leads to better physteal exercise effect．(2)Active

cooperating exercises are better than cooperating exercises，which are better than

individual exercises．(3)Different training durations affe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hame differently．Generally speaking，the longer duration of training Can be the mo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shame．(4)The antecedent model is demonstrated by the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well predicts shame．Self-esteem，

introversion or extroversion and emotional variables partly intera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s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Physical exercises

influence shame through the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the last part，general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Some problems and

weaknesses in tiffs research are discussed and proposals on further improvement of

students’shame are accordingly tabled．Finally,the applied prospect of physical

exercises’influence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shame is presented．

Key words：physical exercise，shame，middle school student，self-esteem，

personal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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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前言

羞耻感在心理学中是～个比较新颖的话题，虽然很多人都在谈论，却很少有

人去做系统的研究。在自我意识情绪研究中，直到最近，羞耻感才被认为是对驱

动人类行为有意义的。从诱发情景来说，羞耻感可以产生于道德情景，比如违规

行为；也可以产生于非道德情景，比如操作失败、社会行为不当等。从主观体验

上来说，羞耻感更内隐但更具有广泛性和等级性⋯。羞耻感在人们的情绪中经常

发生，这种困扰使我们理解一个非常普通的情感变得困难，它弥漫、渗透到我们

的生活，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个易羞耻的人通常处在一种情感忧伤下，甚至

处在闩常生活中不能jE常的行使情感功能的状念下，幽为他们的所说、所想、以

及与别人的相互影响都很困难，这种忧伤包括自我谴责的痛苦、自己感觉误用或

被抛弃、希望自我隐臧或消失、社交困难而且甚至连流利的说话和连贯的思考都

很困难‘21。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对羞耻感影响的重视程度远比欧美发达匡【家

要低，但是，羞耻感的确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鉴于它的痛苦的本性和在心理和

生理健康中的重要地位，理解羞耻感是怎样发展的以及如何能影响这一发展过程

是非常重要的。

中学生所处社会环境和他们的生理年龄有其特殊性，中学时期是人生发展的

过渡时期，也是健全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们正处在身心发展的敏感阶段，羞

耻感对他们的生活、学习会产生更重要的影响。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何通过身体锻炼来降低学生

的羞耻感，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值得我们去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任何研究成果都有其时代背景，都是在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出现的，本研究也

不例外，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关系的研究是在以下背景下提出的。

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从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人类的许多疾病得到了根治，健康状况大为改善。

但是，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的体力活动减少和心理压力增大，对人类健康造

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人们逐渐认识到，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

一种在身体、心理和社会发展方面都保持完美的状态。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对健康的重视促使人们对身体锻炼的功能有

了新的认识，开始意识到身体锻炼的意义与功能不仅仅是健身，而且还可以达到

理想的健心效果，其心理功效与身体效益一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看法还

远未得到人们的认识。

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心理学界现阶段研究的主题与焦点Ⅲ。

同样，体育界也掀起了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浪潮，相继得出了许多研

究成果，身体锻炼促进心理健康的功能同益受到广泛关注【4】【51。中学生是一个特



殊的群体，心理发展处于断乳期而生理发育逐步向成人过渡，是～个极易受外界

影响而出现问题的特殊群体16J，羞耻感作为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负性情感，与

一t3理健康有密切的关系，研究羞耻感对中学生的影响因素及与其身体锻炼的关

系，无论对中学生的健康还是对应用心理学的探索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二，联合国大会已经将2005年命名为世界体育年，联合国此项动议“旨

在在世界范围内借助体育的力量来消除种族、文化间的鸿沟，以期能达到普及教

育，增强健康、促进发展和宣传和平的目的”，此项动议“着重考虑如何更系统

地将体育纳入各项计划之中，以更好地改善人们的生括”[71。体育的力量不仅越

来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而且越来越多地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相联系。身体锻

炼能通过促进人们的身体和一心理等方面的健康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观点，已经

基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本研究也是在“联合国体育年”这一契机下展开的，力

图通过身体锻炼影响、改善中学生羞耻感的研究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身体锻炼的重

要效益，通过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消除或减轻心理障碍来提高他们参加身

体锻炼的积极性。

第三，2005年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10周年，旨在全而提高困民体

质和健康水平的“全民健身计划”，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倡导全民做到每天

参加一次以上的体育健身活动，学会两种以上健身方法，每年进行一次体质测定。

伴随着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丌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正处

于全民健身计划的第二期工程时期，《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二期工程规划确定

的发展目标是：“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

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中学生作

为全民健身计划的重点之一，学校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很有必要通过学校体

育教育来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通过不同方式的身体锻炼来促进他们的生理、心

理健康。所以，在中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中进行身体锻炼与羞耻感的研究，探索

降低他们羞耻感、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的身体锻炼方式方法，也可以为全民健身

计划的更好实施提供思路。

第四，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已进入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阶段。必须看

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工作的不断推进，形势的不断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日益显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

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

体育工作”。《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指出：“要使学生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

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

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

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可以看出，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十分关注



学生的心理发展。羞耻感作为负性情感的一个方面，是反映心理发展的重要内容，

因此在推行索质教育的今天，进行身体锻炼与学生羞耻感关系的研究，在使学校

体育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心理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目前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存在着隐患，这已经成为一

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随着学校、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学生心理问题也有上

升的趋势心J。有关调查显示，约有10％～30％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

问题【9J。国内学者谭辉等的调查结果中显示中学生存在健康问题的比率高达

24．9％，自杀意念报告率达20％～40％t10】，这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现在国内的中学生80％以上是独生子女。一些家长对孩子过度地溺爱、保护，

致使孩子依赖性强，独立性差，稍遇不顺便情绪低落，不知该如何应刑，独生子

女较之非独生子女更易产生心理问题[11]。由于生活和交际的相对封闭性，他们也

更易出现羞耻感问题。关注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培养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学校教育及学校健康促进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校体育的重要

任务。在此形势下，实施中学生羞耻感与身体锻炼关系的研究，能为中学生心理

问题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思路。

综上所述，在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的前提下，在

“联合国体育年”的契机下，在全民健身计划第二期工程的推行和我国基础素质

教育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在目前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存在隐患的现状下，进行中

学生羞耻感与身体锻炼关系的研究，是具有其时代意义的。

二、选题依据

羞耻感，即自己感到羞愧可耻，理想的羞耻体验是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不可避

免的部分，并且在健康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然而，持续的羞耻体验是不利于健

康的，甚至对健康有很大的威胁。羞耻感是一种指向自我的痛苦、难堪、耻辱的

体验【l 21，近十年来，国外心理学界对于羞耻感的研究予以了很大的关注，发现羞

耻感在调节人体正常的行为及引起病理心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l31。对于羞耻

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者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但一般都认为羞耻感与心理

健康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不仅被国外的研究所证实【14][”J，也在国内的临床

研究中得以发现【M】[J7l。羞耻本身就是一种很痛苦的负性情绪，不仅仅如此，它

还倾向于导致其它更多的负性情绪或情感，或引发一些负性行为J1 2|【l⋯。

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关于自我意识情感(羞耻感、内疚、困窘、骄傲、嫉妒

和情感转移等)形成时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观点(以Piaget为代表)

认为，自我的想法和情感是不可能在儿童中期以前形成的。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

儿童在早期就表现出自我认知和自我情感表达能力，儿童能意识到他们自己和别

人的心理状态，可以评价他们自己，并且能做出与自己有关的情绪反应【l9】[201
o

如果在发育过程中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使儿章的自我意识出现不良倾向，则会



影响儿童的行为、学习和社会能力的发展1211。关于羞耻感，现在普遍接受的观点

是羞耻感较早出现，至少出现在初学走路的孩童时期[221。纵观目前国内外关于羞

耻感的研究，研究对象基本为成年人和大学生，对中学生的研究很少见到。中学

阶段的儿童正值生长发育的敏感时期，随着生理机能的变化，人的心理也在这一

时期发生着变化，对羞耻的认知和体验也会发生变化。现在国内的中学生基本上

是独生子女，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被局限在狭小的人际交往范围之内，他们的

羞耻感问题更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

自20世纪60～70年代锻炼心理学兴起以来，身体锻炼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已

成为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锻炼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身心健

康，形成良好的身心状态，研究的重点内容是如何通过各种体育锻炼来保持与改

善身心健康及形成良好身心状态，或预防人们生病及非良性身心状态，帮助运动

员与锻炼者从体育活动中使自己在精神、情绪和认知等诸方面获益。纵观身体锻

炼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体锻炼与情绪的改善、身体锻炼对个性

及自我概念的影响、身体锻炼与认知功能的关系以及身体锻炼产生心理效益的机

制等领域。遍查国内外文献资料，目前还未见身体锻炼和羞耻感影响的研究，大

量的研究表明，身体锻炼可以影响人的认知、自尊、应对方式、归因方式、人际

关系、人格特质等，而羞耻感与上述因素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身体锻

炼对羞耻感能产生⋯定的影响是非常有可能的[2”，本研究正是在做了大量的理论

考证的基础上提出的，力图探讨身体锻炼对中学生羞耻感的积极影响，为心理指

导和心理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了解身体锻炼对中学生羞耻感的积极影响及其性别

和年龄差异，探寻身体锻炼对中学生羞耻感积极影响的敏感期，为羞耻感的心理

治疗的最佳年龄段提供依据。

三、研究意义

(1)中学生羞耻感的编制可以提供一个适用于中国中学生的测量工具，并

为锻炼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2)通过预测设计，建构羞耻感的预测模型，可以通过身体锻炼对羞耻感

影响的中介变量预测中学生的羞耻感水平。

(3)研究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身体锻炼与心

理健康的关系，为身体锻炼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4)探讨身体锻炼对羞耻感产生影响的原因，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使

体育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5)探寻对中学生羞耻感有积极影响身体锻炼模式，可以为寻找提高中学

生心理健康途径提供新的思路。

(6)了解中学生羞耻感的性别和年龄差异，探寻中学生羞耻感的敏感阶段，

为对不同性别学生羞耻感进行心理治疗的最佳年龄段提供依据。



四、研究目标

(1)编制一个信、效度较高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为中学生羞耻感的研究

提供一个有效的量化工具：

(2)研究中学生羞耻感与自尊、人格之间的关系，探索羞耻感对中学生心

理健康的重要影响。

(3)探索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个恰当的关系模

型：

(4)进行有关的心理学实验研究，探索身体锻炼对中学生羞耻感影响的心

理机制，并为“如何降低中学生的羞耻感”这一实际的问题提供一些可操作的方

法。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

、羞耻感概念的界定及测量

(一)概念的界定

羞耻感是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情绪被提m的。Weiner把它描述为个体把消极的

行为结果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时产生的指向整体自我的痛苦体验o”。Lewis认为

羞耻感是系列复杂认知活动的结果，是个体运用内化了的标准、规则、目标剥

总体自我进行评价后产生的消极感受125]。Ferguson和Stegge等人提出羞耻感是

“基于沮丧f}匀、消极的或者无助的情绪，由与自我相关的令人厌恶的事件引发”

8“。羞耻感的概念涉及羞耻感产生时的诱因情景、意识水平、主观体验、行为反

应等，目前西方文献中对羞耳||：感已经有了一致的认识：当个体以不光彩的方式做

事，说到不幸的事或表现不光彩的、有缺陷的特征时，如果自己或他人见证了此

行为并消极地评价此人，就会产生羞耻感。这时个体常常感到渺小、无价值、试

图低头、遮住脸或眼睛来隐藏或逃避被观察与判断，甚至通过否认这些消极行为

和特征或通过批评他人来转移自己的不良感觉⋯。

国内学者施承孙、钱铭怡认为，羞耻是一剃，社会化的高级情感，足个体把消

极的行为结果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时，而产生的指向整体自我的痛苦体验，它对

退缩和抑制行为有增强作用幽】。近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羞耻感研究表明，

对羞耻感的理解也存在文化差异。在西方国家，羞耻感指一种极端的痛苦和社会

性耻辱感，而且往箨认为只有懦弱、无能的人刊更多的体验到羞耻感，但在东方

文化中，羞耻感从强度、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目前，国内还未

见到对羞耻感明确的、一致的、适合于东方人的定义，本研究把羞耻感定义为：

感到自己羞愧可耻的情感体验，是一种痛苦的、消极的、持续的自我意识情感。

(二)羞耻感的测量

自从对羞耻感的研究兴起以来，对羞耻感的测量就是一个人们非常关注的问

题，从历史的观点上说茄耻和内疚是基本同义的概念Ⅲ1，并且早期的对羞耻和内

疚的测量手段也是同一个建构方法，是将二者作为一个基本相同的概念的前提下

进行的。lewisl971年对内疚和羞耻的差异进行了重新定义，更近期的现象学研

究12w也进一步阐明了羞耻和内疚的独特的特征。研究发现羞耻感是和综合的、惩

罚性的自我判断相联系的，这导致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应以及退缩和躲减的愿

望：而内疚是从对特定行为的消极评估中产生的，并且它是和轻微的具有弥补作

用的情感反应联系在一起的。羞耻后来被一些研究者描述为比内疚更不易适应的

情感”“，因此，羞耻感才被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来测量。然而，在自我报告测量

方法建立起来之前对羞耻感系统的临床评估方法一直是很贫乏的。

随着国外对羞耻研究的重视而且研究的日趋多样化，对羞耻的测量也越来越

受到荤视，仇目前的测量方法还主要为自评法，主要包括有3种；形容词表的直

受到重视，但目前的测量方法还主要为自评法．主要包括有3种：形容侧表的直



接自评130】、问卷形式ff0 nq接自评㈨和假定情境中预期出现的情绪的评定|2“。这

几种测量都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i““。

最受欢迎的而且应用最多的用于测量羞耻和内疚的特征的研究工具是自我

意识情感测验(TOSCA)和个人知觉问卷2(P[：Q-2)，TOSCA是。项以假定特定

。晰’1，为7；L3ilII的方法，而PFQ．2足‘个川1jj氧接I'I计旧形容列消，1t：L。这然刘蕴耻

和内疚的心理学评估的1i同力’法的优点牙Il局瞅往棚关义献一『I也41；过椿讨，一k盟必

洲了处构的有效性利箍Jf|l=与内疚的关系以及糙：}I|I病删学方法等。当扯人学生IlI使

川t时，TOSCA和PFQ一2蕴I扯螬表证J!J：|了与洲量抑郁、焦虑、,cA我责备和身体抱

怨之问的预期的正相关关系。另外，PFQ一2的内疚量表和精神病理学的相似测量

存在正相关关系口”。然而，对TOsCA的原始分析也能得出内疚和精{Il病理学测

量的关系，一旦羞耻的贡献被控制了，这种联系就消失了。同样的，当用TOSCA

测量时，羞耻是与破坏性的恼怒反应和人与人之间的移情作用的有限容量相联系

的，而内疚和这些有限容量的联系很小口31。

A1lan，Gilbert和Goss在1994年编制了外部羞耻量表(OAS)，通过～个

人认为别人怎么评价自己的外部羞耻来编制的，编制的量表由18个测量外部羞

耻的条目组成(全面的评判_一个人认为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例如，回答者指出

他们的情感体验发生的频率时，要在5点计分量表上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感觉

别人认为我不够好”， “我认为别人看不起我”。在他们的研究中，Ooss发现

这个量表的重复测量信度为0．92。

根据Andrews和ttunter等人提出的关于羞耻感测量的观点，他们在1997

年围绕三个关键领域划分了羞耻情感：性格、行为和身体，并编制了羞耻体验量

表(ESS)。量表包括25个条目，测量羞耻的3个方面：个性(个人习惯，对待

别人的方式，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和个人能力如何)、行为(做错某事时的羞耻

感，说了愚蠢话和在竞争条件下失败时的羞耻感)和身体(对自己身体或身体的

某一部份感到羞耻)。每一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法(卜4分)，来评价体验的频

率，以及在过去的一年内对这三个方面的任何羞耻的考虑和回避。在他们的研究

中【34】，Andrews发现这个量表11周后的重复测量中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系数a=0．92)。

Kaufman也阐述了自己对羞耻感测量的观点，他认为羞耻的一般维度应该包

括身体羞耻、能力羞耻和关系羞耻【35】。一些证据表明羞耻感是可以被区分为不同

维度的，一些研究已经建构了特定羞耻一促进体验和特殊领域的羞耻之间的预{914

性关系刚。

最近，国内学者钱铭怡与英国伦敦大学B．Andrews等合作编制了羞耻量表

【37】，量表由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和家庭羞耻四个因素构成，共由29

个项目构成，每项从“l”(完全没有)到“4”(经常如此)进行评分，被试分数



越高，说明其羞耻感越强。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原模型适用于中国人群，

量表同时提供了两种总分，一个包括所有项目(羞耻量表，简称ss)，另一个未包

括家庭因素的项目(羞耻体验量表，简称ESS)。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发现，

分量表的信度多数大于0．77(家庭因素的信度略低1，达到心理测量学的有关要求；

通过和SCL一90各指标问的相关系数的效度检验表明，量表的效度理想，并提供

了量表的大学生常模，量表适用于中国大学生。

梳理以上对羞耻感的测量的研究发现，羞耻感是可以测量的，：；贝[|量的维度主

要应该包括个性、行为、身体、能力、家庭、关系等方面。但是，目前对羞耻感

测尾的工具还相当缺乏，很少见到直接的专门针对羞耻感的量表，测量大多为某

量表的分量表，很难全面的反映个体的羞耻感。而且，即使仅有的个别直接的自

评问卷，测量对象也仅限于成人和大学生，对中学生羞耻感的测量更是缺乏合适

的工具。由于测量工具的缺乏也导致了对羞耻感研究的局限性，这也是羞耻感研

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有关理论观点介绍

(一)国内外羞耻感的研究

人们对自我的认识以及所产生的情感结果一直是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近十

年来，国外心理学界对于羞耻感的研究予以了很大的关注，发现羞耻感在调节人

体正常的行为及引起病理心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羞耻感是一种对自我的负

性省察和评价，伴随着负性情感体验，现象学评定上表现出“自我取向”性：由

于对自己的强烈否定，及对外界评价的依赖，易羞耻者在体验到羞耻时，有更强

烈的渺小感，表现出对行为的掩饰和对现实的逃避Il“。羞耻本身就是一种很痛苦

的负性情感，不仅仅如此，它还倾向于导致其它更多的负性情绪或情感，或引发

一些负性行为。在抑郁、进食障碍、药物成瘾、边缘性人格障碍等相关病理心理

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p“。已有研究发现，羞耻感与心理健康有很大关系，

易羞耻者的相对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并且在遇到消极事件时倾向于作自我否定的

归因，更容易采用否认和回避的应对方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羞耻是一种重要

的情感，在人类的正常及病理行为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其他情感所不能替代的

作用。

在目前有关羞耻感的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相当多的是针对羞耻和内疚

(guilt)的差异性进行的。伴随着对二者差异的比较，西方的研究者先后提出一

些理论以解释羞耻现象，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种理论认为羞耻是由于负性事

件的“公开化”引起的，即负性事件发生时有别人在场，从而引起羞耻感；另一

种理论则认为，羞耻是一种“自我取向”的情感，即羞耻者认为负性事件反映个

人无能或不道德，包含着对自己的否定。目前东西方的研究特别是在现象学上的

一些结论大多支持后者，即羞耻感的发生主要在于指向自我的负性评价，负性事



件的公开与否并非决定性因素。易羞耻者相对而言‘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其自我效

能感和自尊水平也低于不易羞耻者口引。对于消极事件，易羞耻者倾向作自我否定

的归园，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他们更多地采用否认问题、回避问题的方式来应

付【39J。

1．羞耻感与生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学者Dickerson和Kemeny的研究发现，羞耻易感性可能表现出慢性的紧张性

刺激。皮质醇反应反映了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HPA)轴的激活，这个轴是在躯

体挑r‘戋紧张性刺激的适应中I圩中心地位的卒I|I经内分泌系统。在他们随后对健康成

人的压力反应的研究中【40l，把大量的对不同类型压力的皮质醇反应(例如，公众

场合下讲话)作为一项功能联系作了检测，检测到了紧张性刺激的发生。当压力

达到能够产生消极的评估时，皮质醇反应就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而且当消极评估

难以控制时反应就更加显著，例如当认为自己很可能面临失败的时候，显著的皮

质醇反应就会发生。在一个实验中，实验者随机地将被试指派到准备在很多评委

面前作一次演讲，而另外一些被试将要在没有昕众的情况下单独作演讲141]，那些

在由评委条件下的被试羞耻感和自我意识情感更加强烈，而且预先传递的皮质醇

比自我表演的人大大的增加了。在其他条件如困难、焦虑状态下，也出现了皮质

醇增加的反应，这提示环境条件的影响对自我评估有特殊的作用。

消极的自我评估能够产生压力，这在Lewis和Ramsay的一项剥‘4岁的孩子研

究中得到了直接的证据，在研究中这些孩子被指派了一系列的任务，他们中有一

些成功的完成了任务，另外～些孩子失败了【42J。对失败作消极自我评估(羞耻或

困窘)的孩子们比那些没有显示出消极自我评估的孩子有显著的皮质醇反应。他

们认为任务的完成与否难以控制时，对羞耻的反应可能导致他们生理上的压力反

应。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生理上的压力，羞耻感可以反映身体健康水平，过

度的或持续的压力可能使压力反应系统超载并且影响到躯体【4”。超过一段持续时

间，羞耻感可能和对身体健康有害的影响相联系。Dickerson并N他的同事们提出

羞耻感和其他与退隐有关的情感激活了生理过程(压力反应、免疫反应)，这些

过程在对不可控制状态的适应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产生中枢影响导致行

为上的脱离(ff'J女n缺少探索，对社会冷漠等)[44】。

Dickerson和Kemeny等人的一些研究认为，消极自我评估会影响人的免疫功

能，而且这影响可能特别会导致羞耻感的产生[451。在一个自我责备对免疫激活的

影响的实验室实验中o“I，学生被指派完成两个写作条件之一的任务，一个条件是

导致自我责备的，写关于过去的致使他们感觉自己很坏的创伤经历，另一个条件

只是客观的描述过去24小时的活动，不会导致自我责备。在连续3天内，学生们

都要完成相似的写作练习任务，分别在实验前和实验后对他们的免疫水平进行测



量，并且让他们叙述实验前后的情感状态，其中的一个免疫指标显示了自我责备

的影响。

总起来看，羞耻感与皮质醇反应以及与免疫激活相联系的研究结果显示，羞

耻感可能是～个值得注意的生理上的紧张刺激和潜在的危害健康的因素。

2．蕴耻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箍眦感与人的心理地康确密切的关系，在成年人中，蔬耻感是_jf||各利r各样的

心理症状(例如焦虑、社交恐怖症、消极社会订价的恐惧、扣J{i|5、愤怒、侵Ill各性、

具体化的责备、物质滥用、自卑情感、躯体化和饮食紊乱等症状)联系在一起的
[46 J。旧样的，在儿斑th羞耻感足和使问题内在化和具体化联系在一起删471。

在rerguson等人的一项研究clJ【481，刘S至lJl2岁的孩子的自我意识睛感，用以想定

情=肯为基础的测量方法进行了测量，并要求孩子们去证明他们所选择的情感反应

(“为什么你是那种感觉?”)，而他们的父母则完成了一份孩子行为问题的问

卷。孩子们对羞耻感(感觉严重、自我责备)的反应和辩护的越多，他们被父母

认为是问题内在化和具体化的比率越高。在Ferguson等人的另一个研究中【491，6

到13岁包括一些曾经涉及到问题内在化和具体化的孩子，完成了内在化症状的自

我报告测量和一项以想定情节为基础的羞耻感测量，也得出了羞耻感是和内在化

症状联系在一起的结果。这些研究与对成年人的研究的文献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

致的，文献中提出羞耻感是和精神病理学中许多心理症状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临床研究发现，一些心理疾患都存在羞耻感这一因素【50]【引1。Tagney

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羞耻倾向与SCL．90中的抑郁、焦虑、躯体化、强迫、偏执、

精神病性有正相关州。

国内学者朱春荣等以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不同羞耻感得分水平的被试SCL一90

各因子得分差异情况发现，大学生的羞耻感和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相关，但没

有显示出羞耻和某些症状相关特别高并且显著而与另外的一些症状的相关很低

或相关不显著的特点"“，这和许多研究的结果都足相同的。这就酷明，羞耻感和

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确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不论羞耻感是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

素还是心理健康的内在成分，降低羞耻感水平对改善个体心理健康状况都可能有

积极的意义。

3．羞耻感与抑郁的关系研究

依照认知归因理论家们的观点，羞耻感是通过对消极事件过程的内在、稳定、

全面归因的情感状态的囤积【5引。当羞耻状态持续一段时期，这种归因偏见就变成

了一种习惯性的认知风格。抑郁的认知理论认为对消极事件内在的、稳定的、全

面的归因风格和对积极事件的外部的、不稳定的、特殊的归因是有抑郁基因的。

目前关于抑郁和羞耻感关系的研究倾向于支持Abela的青春期早期模型口⋯，例如，

Abe]a在2001年发现抑郁倾向性归因风格和消极生活事件相互作用，这表明羞耻



是在抑郁中起作用的因素。

对性滥用后果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羞耻感对抑郁起贡献作用的理论支持[54】。在

一个青少年性滥用的例子中，抑郁倾向性归因风格和羞耻感调节着滥用程度(滥

用事件的数量)和滥用被发现时的调整问题(抑郁症状、低自尊)之间的相关关

系p“。尽管在纵向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些影响的持续时间不会超过一年[56]，但

是羞耻感和归因在这一年中的改进是和调整问题的改进相关的，这说明他们之间

有一种因果关系。

羞耻如何导致抑郁目前还不是很清楚。Lyubomirsky等人在对抑郁和认知之

间的互相影响的研究中显示，抑郁可能导致一种更消极的认知风格【5”，可能通过

反思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悲痛情感上并且导致了自我批评的增加[5Sl。羞耻感

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很容易被激活，增加自我批评和抑郁影响，这一观点也被

Andrews等人在2002年的研究中所证实9引，羞耻感在抑郁的产生过程中可能是一

个重要的调节因素。

4．羞耻感与社交焦虑的关系研究

Giibert和Miles等人在对成年人的研究表明羞耻和社交焦虑之M是关联

的p⋯，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能确定羞耻感是否能对儿章社交焦虑起作用，不

过有研究认为它至少是一个起贡献作用的重要因素‘6 01。

焦虑曾经被作为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未来可能的威胁或潜在的消极事件上的

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归因于焦虑和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导致了不可控

制和不能预期的威胁的感觉16U08arlow和他的同事们提出焦虑是从倾r@-Y#1极情

感气质的综合影响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综合影响包括强烈的不可控制感、过度控

制的历史，以及导致特殊焦虑的早期学习经验等1621。在另外的一个重要的特定社

交焦虑模型中，Rubin与其同事们认为羞怯气质的孩子如果被父母过度控制将会

导致不安全感和焦虑，妨碍社交技能的获得，并导致消极社会自我感知和社交焦

虑‘631。

不可控制或焦虑的体验包括恐惧(焦虑)感觉和无效(羞耻)的情感[“1，通

过它们对认知的影响，这些情感可能相互激活。在焦虑状态时，孩子们倾向于更

多的关注他们的内部情感，他们更易于对他们的行为作内部归因16”，并且更易于

自我责备和羞耻。在羞耻状态下，孩子们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到别人对他们的不

接受上，提高与别人对自己消极评估有关的情感并且提高了对社会状态焦虑的情

感。因此，如果持续一定的时间，羞耻感可能导致一个更高的社交焦虑状态。

5．羞耻感与自尊的关系研究

自尊是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整体感受，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保护

因素t“]。有研究认为羞耻体验与负性的自我评价相联系，并影响心理健康状况
[671；羞耻感可能导致自尊水平降低，另一方面，低自尊反过来可能加强羞耻感的



程度，即羞耻与自尊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1 371。

国内学者钟杰等人研究了自尊在大学生人格、羞耻感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J

的作用，得出了自尊对心理症状和羞耻感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的结论168】。朱荣春等

人研究结果表明：羞耻感和自尊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l；71。其相互影响的关系可能

是：羞耻感是对自我的省察和评价，而这种省察和评价是负性的，于是就自然降

低了对自己的能力、自我价值的评价水平，进而使得自我不易被接纳或自我遭到

不同程度的遗弃，即加强了羞耻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看，自尊和羞耻之间可能

存在双向作用。而考察不同羞耻感水平的被试自尊得分差异情况发现，低羞耻组

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高羞耻组。降低羞耻感水平可能是提高个体自我效能感和自

尊水平的一条有效的途径。钱铭怡等人的研究发现，羞耻倾向与自尊有很高的负

相关|r⋯1。说明易羞耻者对自我价值的评价更消极，自我接纳的程度更低。根据

Lewis的理论，经历羞耻事件时，个体更多针对自我进行评价；而对自我整体的

消极看法，也可能导致相同情形下低自尊者更易感到羞耻。

氏期以来，学者们都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待自尊与羞耻感的关系，即在

童年早期，羞耻感起源于儿童自体(self)和社会意识的发展L69]，在自体与环境

的相互作用中，羞耻感产生低自尊、被贬低的自我意象(self-image)，以及贫乏

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和躯体意象(body—image)，进而产生一系列心理病

理症状‘701。钟杰、李波等人的研究认为在成人期自尊已经具有一定的跨情景稳定

性，对羞耻感体验亦有反作用，即高自尊对成人羞耻感的产生有抑制作用、低自

尊则有激发作用；他们通过对模型的路径分析得出自尊是影响羞耻感的一个因素

1651。

6．羞耻感与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

羞耻促进性体验可能对儿童有最显著的影响，他们带有的生物特征使他们对

羞耻感有更多的反应。Dienstbier提出不同人格特质的儿童可能倾向于产生不同

的归因风格和羞耻感水平‘711。同样的，Lewis(1992)提出人格特质倾向于自我注

意的儿童较少能阻止内部刺激，而且倾向于更多的注意他们自己的身体感觉H”l。

Lewis和Ramsay(1997)发现表现出自我意识(自我认知)的儿童比那些没有显

示出自我意识的儿童能对压力作出更多的反应【7⋯。在其他的研究中DiBiase得出

困窘和人格特质相关‘7”，在这项研究中，通过父母的评价等级(害怕、消极情绪、

不适应性)和对心律变化的生理测量对5个月和13个月儿童的人格特质进行了评

估，在他j1322个月时如果处在令人为难的情景下(例如，过度的夸赞实验者)，

对所引起的困窘进行了评估，发现5个月和13个月时有更多困难人格特质的儿童

在22个月时更容易困窘。

国内学者钟杰等在对大学生羞耻感、人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的研究lf。l中发

现，羞耻感总分和艾森克人格量表N因素存在较高的正相关，与E因素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浇明N因素是与羞耻感相伴随的一个因素，而伴随E因素得分的增加，

羞耻感则可能减少。个性羞耻和行为羞耻与E因素负相关，掘此可以推测E因素

是主要作用于个性羞耻和行为羞耻的。羞耻感与N因素相关而与P因素不相关，

说明了羞耻感主要是与衬『经质而不是与精神质人格同质。

综上所述，羞耻感在成年人中和多种心理紊乱相关，并且延仲到儿童中的内

在化和具体化的问题，它可能通过加剧消极自我评估而在抑郁中占主要地位；它

可能通过提高被别人消极评估的惧怕而加剧社交焦虑；它与自尊、人格等因素存

在一定的棚关。也有一些证掘显示它可能产生与免疫有关f门应激反应，从而影响

人的身体健康。

(二)羞耻感研究的理论观点

1．心理动力学观点

心理动力学是一个思想流派，它的观点强调激发行为的内部心理过程，例如

基本生理冲动下的潜意识冲突。不同的心理动力学理论侧重心理动力学的不吲方

面，但是它们几乎都认同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精神决定论：我们不能自

}_h选抒我们的许多行为，恰恰相反，心灵内部力摄的性i质和强度起决定作用。第

二个原则是，这些力量通常是无意识的起作用，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

的行为的真正动机。第三个原则是，这些力量呈现的形式受到童年经历，尤其是

家庭内部关系的深刻影响【7⋯。

心理动力学的奠基人弗洛伊德认为羞耻感涉及意识和无意识冲突以及对本

能的压抑，主要是对性冲动尤其是暴露和偷窥的控制。认为羞耻感在性潜伏期

(6-11岁)发展，帮助压抑恋父或恋母情结的儿童暴露自己或窥视别人身体的欲

望，但这一点过于强调个体内部作用而忽视了社会环境对羞耻感的影响17”。Piers

和Singer后来(1971)提出羞耻感与理想自我有关，在个体不能满足理想自我的

期望时产生。因而它更关注于缺点，依赖于外在评价和权威人物，这在某种意义

上与埃里克森(1963)提出的羞耻感源于害怕失去爱的社会焦虑类似，承认在儿

章早期就存在羞耻感，它的产生可能依据理想自我中的各种标准，而不只是性冲

动。但是他们和H．B．Lewis(1987)以及Schore(1991)一样都没有关注实际的

外部行为。Schore(1996)进一步强调羞耻感可先于语言发展(最早在10到12

个月)，认为在母婴交往中，当母亲忽视婴儿的需要而误解婴儿的意愿时就激发

儿童的羞耻感，羞耻感是对过度高兴或兴奋的抑制p“，他提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儿

童应该得到不同的满足才能度过危机，羞耻感对于儿童进入下一个自我发展阶段

是必须的。Nathanson(1987)则认为原始羞耻感在2个半月就出现了，强调早

期的羞耻感产生于一种人际背景，儿童在与他人交往时，由于得不到期望的反应

而产生羞耻感，同时认识到别人超过了自己，通过自我和他人的区分促进自我意

识的发展V7J。



2．机能主义观点

机能主义观点是建立在达尔文进化理论以及情感为机能适应和增加存活机

会服务的观点基础之上的。与此观点相一致，Barrett认为情感是为人的目标服务

的调节过程【7引，当评价某一事件对某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时，情感就开始发生了，

评价可能是成熟的也可能是不成熟的，并且他们有可能是有意识的，也有可能是

无意识的。情绪动员和个体对事件适应的反应是通过影响思考和行为来进行的

(行动趋向)，这些组织的结果是高度灵活的，因此情感只能通过服务于他们的

适应机能和行动趋向来限定。表情、声音、姿势、行为和自律反应和情感只是有

可能的联系，在不同的场合情感的产生仅仅是有部分的类同之处，例如，羞耻感

总是被多种多样的诸如不安、尴尬和羞辱等情感所包圈。

在Barrett的羞耻感机能主义发展模型中[791，羞耻感适应的目的是维持别人

的接受和自尊保护，通过学习和维持社会标准来顺从别人。就此目标而言，羞耻

感有3个功能：行为调节功能(减少分离或远离自己的评价)、内在调节功能(将

注意力调整到社会标准和个人特征上)和社会调节功能(注意沟通，顺从别人)。

与羞耻相关联的行动趋向是退缩，以及回避别人隐藏自己。随着认知发展和社会

化的提高，人们体验到的羞耻感也目益增多，当孩子有了更多地评价体验并且形

成价值观、标准和信念时，羞耻感的影响范围和复杂性就会改变[80j。随着孩子们

认知和社交能力的提高，他们获得标准、规则和目标的复杂性增加了；他们给自

我价值赋予了更多的有重要意义的标准、规则和目标；他们变得更有自我意识更

有能力进行自我评价：而且他们增加了新的应对技能并提高了情感反应的能力，

作为结果，更多的情景变得更有可能导致羞耻反应，他们控制这些反应的能力也

提高了。这个模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羞耻体验和自我发展存在双向联系的观

点，通过它的内部调节机能，羞耻感将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激发自我

评价，导致自我认识的发展，这在道德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

其他一些机能主义情感理论认为情感的社会调节功能在羞耻的产生中起到

关键的作用。Campos，Thein，和Owen(2004)提出情感的交流不仅能调节情感

也能构成情感，这要通过改变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反应来实现。自我意识情

感可能是得自有影响力的他人的评价，羞耻感也可能得自他人的评价或沟通，通

过父母或有影响身份的他人的失望、生气、反对、厌恶或者蔑视表示而形成的。

这些学者认为，如果有羞耻感有先兆的话，那可能就是“当孩子在一项工作中失

败后体验到的失望或者挫败感”[8ii，从这些先兆情感开始，当得自他人的评价控

制了更多意义并内在化以后，自我感觉就逐渐产生了，羞耻感可能也就产生了。

3．认知归因理论

认知归因理论提出认知加工过程产生羞耻感，并且认为羞耻感是在把自己作

为一个整体来评价的过程中产生的[8“。由于Helen Block Lewis写了一部有影响



力的关于羞耻和内疚区别的著作，她被公认为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最具代表性的

一个。她认为羞耻感在对他人的依附方面是根深蒂固的，被爱拒绝是导致羞耻体

验的原型，因为它总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整体和无法控制的被别人拒绝来感知。然

而内疚是和不受欢迎的行为被拒绝有关的，而羞耻和个人的不愉快有关【83】。

从Lewis和Weiner等人归因模型中可以看出，羞耻感是被内在的、全面的消

极归因所激发的。Lewis(1992)结合归因理论和l{．B．Lewis的文献中的几个概

念提出了认知归因发展模型。这个模型将情感状态和情感体验状态区别开来，情

感状态可以有很少甚至不用认知过程引起，而情感体验状态却是有意识或无意识

的评价认知过程【8⋯。情感体验需要感知过程，从这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型

的自我归因伴随着不同的情感。消极自我归因主要集中在整体的羞耻感的产生

上，当这些情感集中在某一特殊的活动上时才会产生内疚。羞耻是全面的责备自

己，内疚责备的是某一特定活动。羞耻体验有3个感知的先决条件。第一，它需

要反省自己(客观自我意识)的自我意识和能力，这种能力在1．5岁到2岁以后

才会具有。第二，因为自我评价产生了，孩子也必须学到所处文化背景下的标准、

规则和目标。尽管一些标准早已经通过内在化和生活融为一体了，但是这些标准

和他们的成功和失败经历，通过社会化过程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一旦标准内在化

了，孩子们就能预期别人的反应，通过想象的反应来评价他们自己，也能体验到

羞耻了，这个要在刚学步时大约2．5岁到3岁时产生。第三，关于事件过程和自

己应负责任(内部归因)还是不应负责任(外部归因)的归因。内部归因是即时

的评价成功或失败的一个标准，而且这种评价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特定的，全面

地归因涉及到完全自我，而特定的自我归因只涉及到特定的品质或行动。从模型

中看出，自我意识的情感是特定或全面归因以及成功或失败评价的产物，如果归

因是特定的就会产生内疚，如果归因是全面的就会产生羞耻。因此，羞耻是由对

失败全面的自我归因引起的，本质上是一种不愉快的、无价值的或者有根本的缺

陷的全面自我体验，模型中一个主要的观点是认知评价过程比情景更容易引发情

感。

这个模型也指出了羞耻可以分为“能感觉到的羞耻”和“未感觉到的羞耻”

14‘)1。当羞耻被感知或被感觉到了，就能通过多种方法消除，比如通过允许情感自

己消除，转换对某事的注意力等(例如忘记这种体验)，或者用大笑或承认来远

离这种情感。羞耻的感觉也能得自别人的看法或理解，并且常常会改变行为或重

新评价体验。当羞耻没有被感知或感觉到时，它不会消失，但它可以被一个较小

强度的情感所替代，因为与羞耻的紧密关系，悲伤和生气成为主要的替代物，哪

种情感被选择要看社会化条件、气质特征和相关的情景与之的接近程度。

认知归因模型有很多经验主义的论证，在对客观的自我意谚{必要性的研究

中，得出在从幼儿期到24个月时，如果有人给孩子照镜子使其自我认识时，困



窘和感情移入行为更可能发生(自我指示行为预示着自我意识)185]。其它一些研

究也证实了刚学步的孩子就有对羞耻做出反应的能力。例如，l,ewis在1992年

的一项研究中在成败的情景下对33个月到37个月之f自J的儿童剥‘成功和失败的反

应进行了考察18⋯。呈现给孩子不同难度的多个任务(困惑解决，应对，投篮等)，

观察他们对成功和失败『f勺反应。至少5分之3的孩子在任务失败后30秒内有羞

耻表现(身体瘫软，嘴角下垂，咬嘴唇，眼睛往下凝视或斜视，从困难情景中退

缩，消极的自我评价陈述等)。简单任务失败比困难任务失败后羞耻反应更强烈，

可以蜕明孩子的反应是在与标准有关的自我评价中产生的，而不是简单的通过失

败结果的悲伤引起的。其它的研究用了测量羞耻的同样的范例和方法，在展现刚

学步的孩子有羞耻反应的能力方面得到了一致的结果[871 o在一项羞耻和内疚产生

原因的研究中【8”，研究者引导刚学步的孩子相信自己破坏了有价值的物体，一些

孩子做出更多的类似内疚的反应(弥补)，另一些做出了更多类似羞耻的反应(避

免详细审查)，表明至少刚学步的孩子已经能区别出倾向于哪种情感。

4．目标相关或依附理论

目标相关理论假定社会关系是生物需要的基础日⋯，与社会关系相关的情感是

基础的和基本的情感。好几个目标相关学派的理论家提出过羞耻发展模型，

Bowlby(1973)虽然没有明确的关注羞耻，但是他在提出自我内在工作模型时强

烈的暗示了依附和羞耻的关联，他认为一个孩子被父母讨厌很可能不仅仅是感觉

到父母不喜欢，而且他相信他本质上就是不受欢迎的，也就是说被所有的人厌恶

[90】。Nathanson(1987b，1992)，Kaufman(1985，1989)，和Schore(1994，1996，

1998)所提出的目标相关观点是对理解羞耻感产生的主要理论贡献，在H．B．

LewiS的带领下这些理论家们认为羞耻感是人与人之间的附属情感，当这种依附

关系被破坏时羞耻感就会发生，他们提出了关于情感理论和目标相关或依附理论

的综合模型{911【92】，这些理论显示，羞耻是一种在婴儿早期不用通过抽象的感知

过程作为中介就能被直接体验到的情感，它不需要自我反思。

Nathanson(1987b，1992)提出羞耻感能让人从可能引起别人的拒绝的行动

或归因中保持警觉，并且激发自己努力去避免这种拒绝的发生，在情感理论的基

础上，Nathanson提出，从出生开始，儿童的羞耻感就由感觉连系的中断而触发。

侵袭理论认为羞耻感是情感的生物学部分，它的功能是放大刺激事件，羞耻感是

侵袭的“辅助驱动器”，意思是它的运转会削弱或减轻与基本需要相联系的积极

影响。Nathanson引用“静态表情”实验【93]阐明了儿童在2．5个月到3个月时就

有羞耻影响。在静态表情范例中，父母在和孩子面对面地联系时，从做出反应到

不做出反应突然的转换，孩子都会很典型的到处看并且变得很哀伤。根据

Nathsnson的理论，这些反应导致了羞耻的生理体验，表现出脖子和上体肌肉状

况的变化，面部温度增高，这种正常功能的中断导致了不适当的感觉，致使直接



注意自我，形成自我感知。

静态表情范例过去常被用于研究儿童对抚养者的早期敏感性，让婴儿处在一

种和父母面对面地联系而得不到反应的体验中，父母被指导做一系列的和他们的

孩子正常的面对面的玩耍，采用中性的表情盯着孩子持续一段时间后再将目光移

丌，然后再回来继续面对面的正常玩耍，婴儿在这种情景下的情感反应比正常的

联系时更消极。例如，在一个调查2个月到6个月儿童在静态表情影响的稳定性

和转变的研究中【94】，多数儿童不是一直哭就是又哭又笑；大都有大部分时间不看

他们的母亲，从中看出，当被处于静态表情注视的情景时，婴儿至少有中度的不

安，努力回避父母，在缺少响应时就会变得哀伤，这种条件是极大的压力，能产

生皮质反应。

另外一些数据补充了婴儿在静态表情状态下的产生哀伤的说法，明确指出这

种哀伤是因为缺少附随的反应而不简单因为父母的面部表情【9⋯，4个月后甚至母

亲摆出一个高兴的姿势比一个中性的静态表情更容易产生这种结果p61。就像依附

理论预期的一样，这些研究发现婴儿被给予照料的体验，和他们对别人所做反应

的预期是有很大关联的。

Kaufman(1985，1989)的模型同样的支持了作为基础的目标依附理论，他提出

羞耻感是通过对相互联系预期反应的失望，或者在“联系桥”被中断时触发的【97]‘。

与Nathanson的立场相似，Kaufman的模型中提示，在早年时所期望关系的破坏

和父母生气的表达会被用敌对的方式来体验，并且会导致羞耻感的发生；为迎合

别人的期望而必须完成任务或做的更加完美的压力，失败后所表达出的失望，也

能有效的催化羞耻感。在成年期，羞耻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被认为是对人生中基

本的安全(例如关系，工作，家庭，健康)的一种强烈的无助感。Kaufman进一

步指出，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羞耻感变得内在化。根据Kaufman的说法，羞耻感

是跟侵袭(例如不体面时体验到的愤怒)，生理驱动(不体面的性行为体验)，或

先天的人与人之间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变得内在化，羞耻感就会在侵袭、

需要或驱动的体验中被完全激活。

Schore(1994，1996．1998)的调节理论使依附理论和影响理论以及神经生物学

发展研究成为一体。在调解婴儿的状态中照料者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刺

激使婴儿进入机敏和积极的最佳感情状态，这要通过与情感相一致的联系而发

生，在这种情感联系中，照料者与婴儿的内在状态要相匹配和同步，而且要很好

的调节刺激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因此能够保持婴儿的情感积极性，这种协调管理

婴儿的状态，影响了大脑系统的发展包括情感调整、增强或维持愉快状态，并且

与照料者分享这种积极情感的期望，这种期望的发展使羞耻的产生成为可能，这

时如果错误的调整达不到婴儿的预期，就会引起积极情感的突然减小并迅速的转

移到消极状态，这种“从先前存在的积极状态到一种消极状态的迅速转换”就是



羞耻感"⋯。在生理水平上，羞耻感是兴奋的突然抑制，包括从能量动员、交感自

律神经系统活跃到能量保存、副交感自律神经系统活性的迅速转换，这是一种压

力反应，这些羞耻调节体验影响了压力反应系统中的兴奋一抑制平衡。

以上关于羞耻感的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羞耻的本质，羞耻感是和别人如何看待

自己有关的——“关系中的自我”198】，无论它是被社会交互作用所唤起还是被私

人所体验，它都是一种与真实自我或想象自我在别人眼中的可接受。P_-t-4，[I关的社会

意识情感。在羞耻的认知先决条件上，表现出了功能性上的一致性。在影响导致

孩子羞耻感的生理过程中，气质处于重要地位，而且气质可能通过羞耻体验得到

发展。在经验主义方面，当孩子变得自我意识、获得标准和学会评价自己时羞耻

感就会出现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一些支持。



第三部分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编制

一、问题的提出

在整理羞耻感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虽然国内外学者在羞耻感测量的研究中进

行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但是IR#b的羞耻感量表大都是依附于自我概念量表，未

见有专门的羞耻感量表，况且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国外的羞耻量表是否适用于

中国人群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而国内的羞耻感量表大都是以成年人和大学

生为被试根据国外有关羞耻感的量表而修订的，目前还尚未发现适合我国中学生

的羞耻感量表。所以，本研究着力编制中学生羞耻感量表，期望能量化中学生的

羞耻感，为羞耻感的研究提供一项可靠的工具，也为进一步进行身体锻炼与中学

生羞耻感关系的研究奠定基础。

在研究与羞耻感有关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整合了Andrews和ltunter’S

(1997)以及Kaufman关于羞耻感测量的观点，结合了我国中学生的特点，我们认

为中学生羞耻感涉及以下4个因素： (1)个性羞耻，即个人习惯，对待别人的

方式，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是否有羞耻易感性。 (2)行为羞耻，即做错某事

时的羞耻感，说了愚蠢话和在竞争条件下失败时的羞耻感。 (3)身体羞耻，即

对自己身体或身体的某～部份感到羞耻。(4)能力羞耻，即个人能力如何，是

否因为自己在某一方面能力不足而感到羞耻。因此，中学生羞耻感量表即可由这

4个方面构成。

二、测量题目的编制

首先，通过开放式问卷以及对学生、任课教师、班主任和学校校长的访谈，

搜集具体的、与中学生羞耻感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根据对羞耻感概念的

界定和上述构想，从4个维度自编了60个题目，再次请部分学生、任课教师、

班主任和学校校长对这些题目进行阅读并提出意见，对题目进行了增减、删改，

并请心理学专家对这些题目进行审阅，最后确定了46道题目的初始问卷。问卷

采用Liken四级评分，1分表示不附和，2分表示不大符合，3分表示基本符合，

4分表示符合。

利用该初始问卷对华东师大附属长风中学预备班、初一、初二和初三年级以

及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高一、高二和高三年级各～个班共216人进行预测，有效

问卷192份。以各分量表内项目的决断值(CR值，又称临界比)和项目与总分

的相关为标准，采用逐步排除的方法，删除决断值未达显著性的题目及项目和总

分的相关低于0．30的题项。并对各分量表内剩余的题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删除

在所有因子上负荷量小于0’30的项目和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子上负荷量大于

O．35的项目。最终，确定了24道题目为正式量表。其中第一个分量表为个性羞

耻量表，包括10个项目；第二个分量表是行为羞耻量表，包括7个项目；第三

个分量表是能力羞耻量表，包括4个项目；第四个分量表为身体羞耻量表，包括



3个项目。

三、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项目分析

(一)被试

随机整群抽取华东师大附属长风中学、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上海市洛川学

校、上海市光明中学的部分班级的中学生710人作为被试，剔除漏答或多选的无

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662份，其中男生358人，女生304人。被试的分布情

况见表3-1。

表3·1被试的分布

(二)数据处理

调查数掘均转化为标准Z分数，使用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SPSS8．0软件

和Amos4．0在计算机上统计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求出量表的总分后，将量表总分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找出高低分组上下

27％处的分数后，依临界分数将观察值在量表中的得分分成商低二组，以独立样

本的T检验，检验二组在每个题项上的差异，将T检验结果未达显著的题项册4

除后，得到各分量表内项目的决断值(CR值，又称临界比)结果如表3-2。

从表3—2中可以看出，每个题项组别群体变异相等性的“F值”检验结果中，

题项S2、s3、S4、S7、S8、S9、S10、S1l、S12、s13、S14、S15、S17、$18、

S2I的变异数相等性差异显著(P值小于．05)，表明两个组别群体变异数不相等，

此时的“假定变异数不相等”所列t值均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各题项

有较高的鉴别度f99l。题项组别群体变异相等性的“F值”检验结果中，题项s1、

S5、S6、S16、S19、$20、$22、$23、$24的变异数相等性差异不显著(P值大于．05)，

表明两个组别群体变异数相等(同质)，此时的“假定变异数相等”所列t值均

达到0．001的显著性水平，同样说明各题项有较高的鉴别度一⋯。所以，量表中各

题目均有较高的鉴别度，所有题项均能鉴别出不同受试者的反应程度。

为了进一步保证各项目的鉴别力，对CR值达到显著标准的所有题项与总分

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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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2可见，各分量表内，项目与总分的相关也都达到了O．001的显著性

水平。这说明各量表题目的鉴别力都比较好，内在一致性较高。而且，如果删除

任何一道题目，量表的a均值都会降低，说明确定这些题目为正式量表是恰当的。

四、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为了对项目分析后修订的24个条目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进行因素分析，随

机地将样本(n=662)分为两半，样本1(a=328)用于探索性因索分析，样水2

(n=334)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数据(n=328)的合适性进行考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如表3．3。

表3-3 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聚

当KMO值越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适合做因素分析，根据

学者Kaiser(1974)的观点，如果KMO的值小于0,5较不。芒i：进行因素分析：KMO

的值大于O．8，表示很好(Meritorious)；KMO的值大于0．9，表示妙极了

(Marvelous)。此处的KMO值为0．85，表示该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Bartlett

球形检验的x2值为7105．64(P<O．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说叫总体相关女lWr>l<

是单位矩阵，拒绝球性，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Scree Plot

Component Numbe r

图3-1 中学生羞iTlI：／g量表碎石剧

-22—



从碎石图3—1可以直观地看到特征根有很突然的下降，谚毛明数据适合进行因

素分析。

以Kaiser准则的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对数掘进行检验，数

据整体解释的变异数如表3—4。

表3—4数据整体解释的变异世

从表3．4中发现，特征值大于l的因素共有5个，参考Cattell所倡导的特征值图

形的碎石检验图3—1，从图中可以看出，从第5个因素以后，坡度线甚为平坦，因



而以保留3至5个因素较为适宜，故先抽取出了5个因素，这5个因素转轴后的特征

值分别为：10．05，3．20，1．44，1．32，1．22，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1．83％。

然后，应用限定因素抽取的指定主成份分析法与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对项

目分析后得到的24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确定量表的因素结构。第一次

因素分析后，得出转轴后的因素矩阵如表3—5。

表3—5经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后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因素分析结果

题项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5

从表中的矩阵可以发现，第1个因子包括了s1、s2、S19、s3、$20、s5、$22、

$23、S6共9个题项，第2个因子包括TSl0、S13、Sll、S9、S14、$12共6个题项，

第3个因子包括TS21、S4、$24、s7共4个题项，第4个因子包括了S16、S17、$18

7

8

7

6

1

4

3

8

7

5

他

砖

∞

∞

l

9

6

4

1

1

8

了

7

7

7

7

9

8

8

5

3

3

2

1

5

7

7

7

7

7

7

7

7

6

跗

跎㈣∞喜|踮§|鼢；；；啪

mⅢ∞Ⅲm跚弘泓∞mⅢ湖∞嘶



共3个题项，第5个因素只包含两个题项S8和S15，层面所涵盖的题项内容太少，

将这因素删除似乎较为适宜。由于这是一个探索性的因素分析，题项删除后的出

素结构也会改变，因而须再进行一次因素分析，以验证量表的结构效度‘1001。因

此，又对删除了2个题项后的22项条目进一步作了第二次因素分析。在不限定因

素层面下，第二次因素分析与第一次因素分析结果非常接近，KMO值为0．85，

Bartlett球形检验的x2值为6603．72(P<0．001)，自由度为231，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

共有4个，4个因素的特征值分别为：9．51，3．14，1．35，1．30，其解释变异量分别

为44．24％，14．26％，6．15％，5．9l％，累计的解释变异量为69．56％，这说明题日

的设计是合理的。旋转后的因素矩阵如表3．6。

表3．6第2次因索分析正交旋转后的因素矩阵

题项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网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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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第2个因子命名为“于亍为羞耻”因子(6题)：第3个因子命名为“能力羞

耻”因子(3题)；第4个因子命名为“身体羞耻”因子(3题)。

然后，对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4个一阶因子进行二阶因子分析，经主成分分

析和方差正交极大旋转后产生了一个特征值(Total=2．50)大于1的二阶因子，

方差贡献率为62．37％，4个～阶因子对二阶因子的负荷值分别为：0．85(个性羞

耻)；O．83(行为羞耻)；O．80(能力羞耻)：O．68(身体羞耻)。这说明4个因子

都归属于一个更商层的因素，本研究认为就是羞耻感。

五、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一)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羞耻感

_、、一一一一一

幽3-2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图中数值是标准化系数)

对样本2(n=334)利用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模型的拟合

指标如下；x2=744．68，df=205，P=0．000，x2Mf=3．63，SRMR=O．047；GFI=0．91，



AGFI=0，90，NNFI=0．93，CFI=0．94。

一般来说，X2／dr<5、SRMR<0．05表示较好。GFI>0．90、AGFl>O．80，NNFI>0．90、

CFI>0．90，表示数据支持构念假设，而且，NNFI和CFI越接近1，拟合性越好。

从以上指标可见，本研究拟合指数均较好。这说明模型的结构较好，将羞耻感量

表再分为4个因子是恰当的(见图3—2)。

(二)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

对于量表的信度，我们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a系数)作为本研究

的信度指标，对总样本(n=662)的测试结果进行了内部一致性检验。在6个)-J

后，剥其中的上海市华东师大附属长风中学、上海市凿元高级中学的部分班级

218名被试进行了重测信度的检验，被试的基本分川j情况见表3，7。

表3—7被试的分布

采用集体施测方式，在班会或体育理论谋课堂中，以指导语指示被试填答问

卷，检验的信度指标结果见表3-8。

表3-8中学生羞耻感量表信度指标

从上表中可见，4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1．0．93之问，总量表的a

系数为O．93，重测系数在0．57．0．90之间，总量表的重测系数为O．87。考虑到重

测的时间为问隔为半年，可以认为该量表的稳定系数是较高的，该量表具有较离

的信度，表明该量表在中学生这一群体中使用可靠性较高。

(三)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对于量表的效度，我们采用了新编量表与校标量表的相关系数来验证新量表

的内容效度(也flq准则关联效度)。本研究选用Cheek和Buss编制的《羞怯量表》

作为新编《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效标量表，该量表由Cheek和Buss编制，共

有13个条目，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量表的总分范围从13分(羞怯程度最低)

到65分(羞怯程度最高)。量表的Cronbach之a值为O．90，条目之间的平均相

关系数为O．39，45天重测信度为O．88【l01]。将样本1(n=328)中羞耻感的总分及

其各分量表的得分与羞怯量表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9。



表3-9中学生羞耻感量表与校标量表ff自Pearson相关矩阵

扯：”P<O．Ol，r川。

从表3-9中可以看出，羞怯量表的得分与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总分的相关为

O．75，且校标量表的得分与中学生羞耻感量表的得分之间的相关也达到了显著性

水平，表明新量表与校标量表是同质性量表，说明新编量表确实是反映中学生羞

耻感的量表。

中学生羞耻感量表4个分量表间的相关系数在O．38——0．68之间，4个因素

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O．69——O．90之问，这些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4个维

度内容既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又有一定的相关，因此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

度。

六、讨论与分析

从量表的内容来看，本研究严格按照有关理论，参考相关成熟量表，并结合

中学生的实际进行问卷设计，因此所编问卷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对信度的分析也

证明了量表在内容设置上的有效性；对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表明，量表结构合理，保证了量表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靠性，对量表内各维度

进行的相关分析也佐证了这一点；而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分析，再次证明了量表

的有效性。从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它与我们的构想存在一定差异，有的维度因

项目分析或载荷过低被剔除。出现这种状况，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中学生羞耻

感量表的编制架构建立的基础一是国外量表，二是国内学者钱铭怡编制的羞耻量

表，其主要被试为大学生。关于中学生的量表目前国内尚未见到，因此，这一架

构的提出主要是理论归纳，仍然是假设性成分较多，是否符合当前中学生的实际

情况还需要进行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主要依据数据的状况进行结构的探索，不

同的因子选择标准将导致不同的数据结构，在因子选择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碎

石图、因子方差贡献率和项目载荷等参照标准，结合理论构想提出了个性羞耻、

行为羞耻、能力羞耻和身体羞耻4因子的模型，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内容

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等量表评价指标来看，虽然因素分析后的量表与

之前的理论构想存在差异，但是编制的量表更简洁同时又全面地反映了中学生羞



耻感的状况，因此我们认为，量表的编制是成功、有效的。

但是，本研究仅在上海市范围内选取被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使中学生

羞耻感量表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还需要在多个省市施测，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并建立常模，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七、结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羞耻感可以分为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能力羞耻

和身体羞耻4个维度。编制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能反映中

学生羞耻感的全貌，可以作为评鉴中学生羞耻感的有效工具，可用于身体锻炼与

r扯，学生羞耻感关系的研究，也可以用于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发展的诊断、

咨询与指导。



第四部分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关系的调查研究

一、研究目的

前已述及，羞耻感是一种重要的自我意识情感，它与个体的自尊、人格等很

多因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身体锻炼与这些因素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身体

锻炼与羞耻感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自尊、人格等因素在羞耻感和身体锻炼之间起

什么作用?这『F是本研究要探寻的问题。在分析目前关于羞耻感与上述因素的关

系的研究中，发现研究结果还有尚未一致。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研究大都仅限于羞耻感与某单一因素的相关关系，或与几个因素之间的线性关

系，很少考虑非线性关系，也很少考虑多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或综合作用。针对这

些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试图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对羞耻感与这些变量的关

系加以研究，考察目前中学生羞耻感与人口统计学、身体锻炼、自尊、人格等变

量的关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及其它们的交互作用与羞耻感的线性关系或非线性

关系，建构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型。

情感理论的研究中发现，自我价值感、情绪和性格是情感的主要影响因素，

羞耻感作为一种负性情感同样会受它们的影响，同时，锻炼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身体锻炼对人的情感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所以在身体锻炼、羞耻感、自我价值感、

情绪和性格之间应该存在密切的关系|3”。国内学者张应山认为，解决复杂系统的

逻辑分析模型，对复杂系统要按照等价关系分为5类，类和类之间相互依赖相互

制约，而类的内部形式逻辑成立(可归为一个指标)11021。基于模型的简单性和

因素的可操作性的考虑，本研究选取了自尊、人格两个比较深层次的因素，因为

EPQ人格量表中的内外向、情绪稳定性和精神质因素为3个相互独立的因素，

就将内外向、情绪稳定性和精神质作为3个因素来考虑，有研究发现EPQ量表

中的精神质与内外向、情绪性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因素”“l，钳，

杰等的研究也发现，在人格、羞耻感和心理健康结构方程模型中，精神质因素对

模型的贡献是可以忽略的m⋯，也就是说精神质对羞耻感基本没有影响，所以，本

研究人格的因素只考虑了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两个方面。基于以上几个方砸的考

虑，我们最终选取了羞耻感、身体锻炼、自尊、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五个因素，

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本研究试图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先以羞耻感为因变量建构回归方程模型，

探寻诸因素与羞耻感的关系，然后分别以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因素作为因变量，

以身体锻炼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寻找身体锻炼与各变量的关系，了解变

量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在身体锻炼量与羞耻感的关系中是否起中介作用或部分

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设想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1)个体的自我价值感(自尊水平)的高低对羞耻感有直接的影响：



(2)中学生的自尊水平与羞耻感存在负相关关系；

(3)通过适当的身体锻炼可以降低(直接或间接)个体的羞耻感(羞耻易

感性)水平：

(4)个体的人格特质与羞耻感之问有相关关系：

(5)自尊和人格的部分因素在身体锻炼对羞耻感的影响中起部分的中介作

用。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市的初级中学以学校类别分层，分为公办学

校、民办学校和转制(由公办转为民办，或由民办转为公办)学校3个层次，从

每个层次中用完全随机化方法抽取学校各4所；其次，以年级分层，从所选学校

的各个年级中随机抽取1个班作为本研究的被试。通过上述的分层加随机抽样，

选取了华东师大附属长风中学、上海市延河中学、上海市民办梅陇中学、玉华中

学、上海市洛川中学、上海市新基础学校、上海市铜川中学、上海市文莱中学、

上海市闵行第三中学、上海市西延安中学、曹杨中学、上海市时代巾学共12所

学校共抽取了48个班，1258名学生完成了有关问测验，其中有效问卷1001份，

问卷回收率为79．6％，被试的年龄在11到15岁之间，平均年龄13．5岁，男女之

间年龄无显著差异，具体分布如表4．1。

表4．1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二)研究工具

1．中学生羞耻感量表

量表采用4级评分，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量表的实证效度较

好。具体内容参见第三部分及附录1，在本研究中的Alpha系数为0．88。

2．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少年版(龚耀先修订本)



量表由88个项目组成，包括精神质量表(即P量表)18题，内外向量表(即

E量表)25题，情绪稳定性量表(即N量表)23题，效度量表(即L量表)22

题，量表采取是非题的形式，量表的重测信度为O．62至0．86。在本研究中，E

量表的Alpha系数为O．80，N量表的Alpha系数为O．87。

3．自尊量表(SES)(Rosenberg，1965)

该量表包括10个测题，采用4级记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

同意)，量表分数范围为lO至40，高分代表高自尊。Donbson等(1979)报告的

Cronhach a系数为0．77，Fleming、Courtney(1984)报告的Cronhach a系数为

0．88。Sliber和Topper(1965)报告的再测信度为O．85，Fleming、Courtney(1984)

报告的再测信度为0．82。本研究采用的是发表在《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的

版本，在本研究中，信度系数Alpha为0．75。

4．身体锻炼等级量表

该量表由武汉体育学院梁德清等人修订，从身体锻炼的强度、～次锻炼的时

间及频率三个方面来考察身体锻炼量，并以身体锻炼量来衡量身体锻炼参与水

平。身体锻炼量的得分=强度×(时间一1)×频率。每个方面各分5个等级，计

分从1～5分。身体锻炼量最高分为100分，最低分为0分。身体锻炼量制定标

准是：小锻炼量≤19分，中等锻炼量为20～42分，大锻炼量≥43分。该量表重

测信度为0．82t10”。

s．自编的调查条目

自编的调查条目包括人口统计学的变量，身体锻炼的一般情况等内容。

(三)施测

采用集体测试的方式，在班会课或体育理论课课堂中，用指导语指示被试填

答问卷。

(四)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SPSS8．0与SAS分析软件在计算机上统

计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检验结果

本研究对所采用的4个量表(中学生羞耻感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自尊量

表和身体锻炼等级量表)的信度进行了再次检验，结果见表4-2。

结果表明，量表的信度系数在0．70以上，表明两表的信度是可以接受的11。“，

各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其中，羞耻感量表的a系数为O．88，题项与量表总分

的相关从O．36到0．57，个性羞耻分量表的a系数为O．80，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相

关从0．34到O．59：行为羞耻分量表的a系数为O．70，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相关从

0．35到O．57；身体羞耻分量表的a系数为0．71，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相关从0．47



到O．62；能力羞耻分量表的a系数为0。72，题项与量表总分的相关从O．3l到O．43，

结果与本文第三部分的研究结果一致。艾森克人格问卷中的E量表的a系数为

O．80，题项与分量表总分的相关从0．31到0．53{N量表的a系数为O．87，题项与

分量表总分的相关从0．35到0．61；自尊量表的a系数为O．75，题项与分量表总

分的相关从O．40到0．59，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

表4-2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指标利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研究还计算了各预测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以考察它们间是否存在多

重共线性问题(结果见表4-8)。从表中可知，身体锻炼量、自尊、内外向和情

绪稳定性之间呈显著性相关，但相关系数劳没有超过O．70，同样，羞耻感量表的

4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也都在O．70以下，因此，不考虑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而进行进一步的容限度检验u”l。

(二)中学生羞耻感的性别、年龄差异

1．中学生羞耻感的性别差异

表4．3中学生羞耻感及其4个维度的性别差异

以被试的性别为自变量，以羞耻感及其4个维度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能力

羞耻和身体羞耻为因变量进行T检验，比较性别不同的中学生在羞耻感及其4

个维度的得分均数的差异，结果见表4—3。

结果显示，男、女中学生在羞耻感及其4个维度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能力



羞耻和身体羞耻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差值分别为：3．0分、1．5分、0．6分、

0．6分和0．3分(P<．01)。因为均数差值均大于0，表明男生在这几项指标上的得

分高于女生。

男性被试的羞耻感得分高于女性，这与西方同类研究的结果是不同的。国内

学者王登峰等(1994)以中国大学生为样本的关于羞耻感在不同文化下的性别差

异问题的研究也得出，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羞耻分数1371，对此，王登峰等解释为

文化上的差异。本研究支持了王登峰等的结果，也认为可能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造成了这种结果的不同。

2．中学生羞耻感的年龄差异

为了考察中学生羞耻感的年龄差异，本研究以被试的年龄为自变量(细分到

一岁为一个年龄段)，通过方差分析对其羞耻感得分均值进行了多重比较，结果

见表4—4。

表4．4中学生羞耻感的年龄差异

结果显示，11岁的中学生与13、14岁的中学生羞耻感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羞耻感均数差值分别为9'3分和11．3分(P<．01)：12岁的中学生与13、14、

15岁的中学生之间羞耻感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羞耻感均数差值分别为4．5分、

6．6分和3．8分(P<．01)；13岁的中学生与11岁、12岁、14岁的中学生之间羞

耻感的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羞耻感均数差值分别为9．3分、4．5分、2．0分(P

<．01)；14岁的中学生与1l岁、12岁、13岁、15岁的中学生之间的羞耻感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羞耻感均数差值分别为11．3分、6．6分、2．0分、2．8分(P<．01)；

15岁的中学生与12岁、14岁的中学生之间的羞耻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羞耻

感均数差值分别为3．8分和2．8分(P<．01)。1l岁和12岁、11岁和15岁、13

岁和15岁之间中学生的羞耻感均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显著性差异反



映了这一年龄段羞耻感的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这时的中学生很容易发生变化，

他们对羞耻的感受非常敏感。

ll岁至lJl5岁中学生的羞耻感均值分别为33．7分、35．4分、39．9分、42．0分、39．1

分，均值变化趋势如图4．1所示。

乏
舌
芑

品
墨

AGE

图4-1 1 1-15岁中学生羞耻感得分均值变化趋势

图4-1中显示，中学生的羞耻感得分均值从1l岁到14岁是一直升高的，14

岁到达最高点，并开始下降。

分析上述结果可知，中学生羞耻感得分均值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并且它

与年龄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存在一个最大值(14岁时的碍分均值)。因为中

学生的羞耻感在14岁时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对于大部分初中学生来说14岁左右

时羞耻感的体验是最强的，这也为有效缓解中学生的羞耻感提供了一个思路，我

们可以在他们羞耻感体验最强或者说最敏感的阶段对他们采取一定的有针对性

的方法诸如身体锻炼干预、言语劝说干预等，效果可能会更显著，不过这仅仅是

初步的设想，而且由于被试的年龄跨度相对较小，结果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

一步探索、验证。

(三)身体锻炼与羞耻感的关系

为了了解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的关系，本研究利用身体锻炼量表、中学

生羞耻感量表和自编的与身体锻炼有关的调查题目，对中学生对身体锻炼的喜欢

程度、所喜欢的身体锻炼情景以及身体锻炼的强度与羞耻感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

比较，以考察身体锻炼在中学生羞耻感上是否存在差异。



将“你喜欢体育活动吗?”的调查条目中回答“很不喜欢”和“不喜欢”的

确定为低兴趣组，回答“喜欢”和“很喜欢”的确定为高兴趣组，对两组中学生

的羞耻感水平及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能力羞耻和身体羞耻进行考察，以了解对

身体锻炼喜欢程度不同的中学生的羞耻感的差异。对两个组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

验，结果见表4．5。

表4．5不同必趣组的中学生羞耻感的均数比较

变异来源 T值 显著性(双侧)均数差值差值的标准误

从表4。5可知，两个组之间的羞耻感总得分及羞耻感的4个维度个性羞耻、

行为羞耻、能力羞耻和身体羞耻得分差值分别为14．2分、6．5分、3．8分、2．1分

和1．8分(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喜欢身体锻炼的中学生和不喜欢身

体锻炼的中学生之间的羞耻感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

同样方法，将“你平时进行体育锻炼时喜欢独自锻炼还是和一群人一起锻

炼?”的调查条目中回答“独自锻炼”的确定为独立锻炼组，回答“和一群人一

起锻炼”的确定为合作锻炼组，对两组中学生的羞耻感水平及其羞耻感4个维度

进行考察，来了解锻炼情景不同在中学生羞耻感上的差异。两个组的T检验结果

见表3-6。

表4．6不同锻炼情景组的中学生羞耻感的均值比较

从表4-6可知，两个组之间的在羞耻感总得分及羞耻感的4个维度个性羞耻、

行为羞耻、能力羞耻和身体羞耻得分差值分别为6．44分、3．8分、1．1分、1．1分

和0．4分(P(o．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喜欢身体锻炼情景不同的中学生之

间的羞耻感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

根据身体锻炼量表中对身体锻炼强度的量化标准，利用其测查条目“你在上

一个月里进行体育锻炼的强度为多大?”，将回答“轻微运动”和“小强度的不



太紧张的运动”的确定为小强度组，将回答“中等强度的较激烈的持久运动”的

确定为中等强度组，将回答“呼吸急促，出汗很多韵大强度的，但并不持久的运

动”和“呼吸急促，出汗很多的大强度的持久运动”的确定为大强度组，通过方

差分析对三个锻炼强度组学生的羞耻感及其4个维度5项指标分数均值进行了多

重比较，结果见表4．7。

表4-7三个锻炼强度组学生的羞耻感各指标分数均值的多重比较

个性羞耻小强度组

。 小强度组

中强度组

行为羞耻小强度组

小强度组

中强度组

能力羞耻小强度组

小强度组

中强度组

身体羞耻小强度组

小强度组

中强度组 ．86

人强度组 一．20

人强度组 一1．05

中强度组 ．87

大强度组 ．15

太强度组 一．73

中强度组 ．52

大强度组 ．16

大强度组 ．。35

中强度组 ．38

大强度组 ．30

中强度组大强度组·8．73E一02

羞耻感 小强度组中强度组 2．63

小强度组大强度组 ．41

中强度组大强度组 ．2．22

从表4．7中发现，对于羞耻感中等锻炼强度组与小强度组、大强度组之间的

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差值分别为2．6分和2．2分(P<．05)，而大强度组与小

强度组之间差异不具显著性，这支持了“中等身体锻炼强度缓解人的羞耻感是最

有效的”推测。行为羞耻指标也得出了与羞耻感指标相似的结果。对于个性羞耻

指标中等锻炼强度组与大锻炼强度组之间的均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能力羞耻和

身体羞耻指标的小锻炼强度组和中等强度组之间的均数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身体锻炼情景、对身体锻炼的喜欢程度和参加身体锻炼的强度都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中学生身体锻炼的情况，这些因素上对应的中学生羞耻感得分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应该对“身体锻炼与羞耻感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的推测

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这只能是初步的推测，因为这些测查条目带有一定的

主观性，而且仅仅用一个条目也很难确切的反映身体锻炼情景、对身体锻炼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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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程度以及参加身体锻炼的强度，但这些结果至少可以为进行身体锻炼与羞耻感

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线索，它们到底存不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本部分将进

行具体的、全面的研究。

(四)羞耻感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文献研究发现，身体锻炼可以影响人的自尊水平、人格特质，羞耻感与自尊、

人格之间也有很重要的联系【106I，研究身体锻炼与羞耻感的关系，应该与这些因

素综合起来考虑。为了了解身体锻炼、自尊、人格特质以及羞耻感之间的关系，

先对各变量作了皮尔逊线性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8。

表4—8各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

注：“P<001-+P<O．05．Ff司。

自尊量表是用于评价青少年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的，高分表示人

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接纳的程度高；身体锻炼量是反映身体锻炼强度、持续时间

和锻炼频率的综合指标，身体锻炼量表的得分代表了包括锻炼强度、锻炼时间和

锻炼频率在内的身体锻炼情况，高分表示锻炼量大，低分相反；E分量表指内外

向，高分表示外向，低分表示内向；N分量表指神经质，又称情绪性，N分高表

示情绪不稳定，N分低表示情绪稳定。从表4．6中可以看出，羞耻感与自尊、内

外向和情绪性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O．39、．O．13、0．42，相关均具显著性，具有

统计学意义，身体锻炼与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之间的相关也达到了具有统计学

意义的显著程度，而身体锻炼与羞耻感之间的相关并未达到显著程度，这表明身

体锻炼与羞耻感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

(五)羞耻感与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多元回归模型

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中发现，身体锻炼与羞耻感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

但是从理论分析和前面的线索研究中推断它们之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所以有必

要对他们的关系作进一步深层次的分析。



以羞耻感作为因变量，以身体锻炼量、自尊、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作为自变

量，利用SAS数据分析系统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期得到因素之间关系的优

化模型，来描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将因素之间的所有的交互作用和2次非线性

关系输入SAS分析系统，计算机经过8步运算，优化出了拟合数据的回归模型，

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9。

表4-9总体方差分析结果

从总体方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优化出的总体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很好

(P<．0001)，可以恰当的反映各因素与羞耻感之间的关系，图4-2为总体数据的

真实曲线和估计曲线之间的拟合图(图中曲线以50人为一个单位，取其平均值，

描点所得，图中黑色曲线为真实值数据曲线，红色为模型估计值曲线)。

图4．2模型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拟合图

从数据的真实值曲线与估计值曲线之间的拟合图中，能更直观的看出模型与

数据的拟合关系，说明所选模型是比较合适的，回归模型的具体指标见表4—10。

表4．10中x1为变量身体锻炼，x3)(4为变量内外向和情绪性的交互作用，x12、

x22、x32、x,2分别为变量身体锻炼、自尊、内外向、情绪性的平方项。

从表4．10中可以看出自变量身体锻炼、自尊、内外向、情绪稳定性与因变

量羞耻感的关系，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包括交互作用和2次非线性关系的函数关



系模型，模型综合地反映了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的函数关系式为：

Y=30．4237．0．0815Xl+0．0440X3X4+O．0014X12+0．0169X22-0．0094X32-0．0103X42，其

中，Y表示羞耻感，它的值可以通过各自变量的函数关系式来预测。

表4．10各因索与羞耻感关系的回归模型

从模型中还可以发现各自变量与羞耻感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地了解各变

量对羞耻感的影响作用。对于变量身体锻炼(x1)，它与羞耻感有部分的负关系

和部分的正的2次曲线关系，从参数值上可以看出，在身体锻炼景比较小的时候，

负关系起主要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随着身体锻炼量的增加羞耻感随之降低；

对于x12来说，由于影响是正向的，随着身体锻炼量的增加，羞耻感也会随着增

加。在模型中，自变量的影响是要综合考虑的，出于非线性关系中x12是xI的

平方，随着X1的增加2次非线性关系的影响增加的幅度更大，理论上一定存在

一个正关系影响超过负关系影响的极值点，超过极值点以后身体锻炼对羞耻感的

影响就是正向的，这说明身体锻炼量较小时，随着身体锻炼量的增加羞耻感会降

低，但是当身体锻炼量超过一定的程度(极值点)后，随着身体锻炼量的增加羞

耻感反而也会增加。通过数学运算可以求出极值点，偏导数等于0时，所求出的

x1的值就是极值点。

偏导数的公式为：(x⋯)=n：1)(⋯，令xl的偏导数等于0，即：一0．0815+2×

O．0014)(1-O，通过方程求出x1的极值点的取值为34．0，因为本研究所选用身体

锻炼量表百分制的标准分，可队说明，身体锻炼量得分小于34分的身体锻炼有

利于降低中学生的羞耻感，超过34分的身体锻炼量反而会使增加他们的羞耻感，

而且影响的幅度会越来越大，xl对羞耻感影响的曲线示意图如图4-3。



0 34分 身体锻炼斜

图4-3身体锻炼量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示意图

从图4—3中可以看出，因变量Y(羞耻感)与自变量xl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开

口朝上的抛物线，抛物线顶点xl的值为34分，当x1的取值小于34分时，Y随

xl的增长而降低，xl等于34分时Y达到最小值，xl的取值超过34分后，Y随

xI的增长而增长。

对于变量自尊(x2)，它与羞耻感之问不存在线性关系，但存在正向的2次

非线性关系，说明中学生的自尊水平对羞耻感有正向的影响作用，随着自尊水平

的增高，他们的羞耻感水平也会增加，因为是平方关系，所以影响的幅度会越来

越大。利用偏导数的公式(x⋯)=reX”1求极值点的)(2的值，令x2的偏导数等

于0，即：2x0．0169X．=,=0，得出X2的极值点取值为0，x2对羞耻感影晌的曲线

示意图如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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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自尊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示意圈

从图4-4中发现，因变量Y(羞耻感)与白变量x2之间的关系是一条顶点在

Y轴的开121朝上的抛物线，变量x2的取值不会取负值，这说明x2对羞耻感的影



响一直是正影响，而且随着自尊水平的增高，羞耻感水平会一直升高。这一结果

与预期不符，也与已有的大部分研究结果相悖，初步的猜测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可能是因为被试特殊性而产生了特殊的结果，因为以前的实证研究的被试

均为成人，而本研究的被试为儿童，儿童和成人可能在对自尊和羞耻的感受和认

知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二，可能是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产生了不同的

结果，以前的大部分关于儿童的羞耻感与自尊关系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西方文

化背景下进行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儿童，特别是中I匡lJl,童基本是独生子的这一

特殊性，使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方式和理念与西方文化背景儿豪有很大差异，这

也可能会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同。这些推测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也是

本研究今后的方向之～。

对于变量内外向(X3)和变量情绪性(x4)，由于他们对羞耻感的影响存在

交互作用，所以应该放在一起来考虑，但是为了单独考虑x3或)(4的影响，我们

暂且假设其中一个为常数来考虑另外一个的影响作用。假设变量情绪性(Ⅺ)为

常数，变量内外向(x3)与羞耻感有部分的正关系和部分负的2次曲线关系，从

参数值上可以看出，内外向得分比较低的时候，正关系起主要的作用，在一定范

围内，随着t勾J'b向得分的增加羞耻感随之增加；对于X32来说，由于影响是负向

的，随着内外向得分的增加，羞耻感会随着降低，理论上也一定存在一个负关系

影响超过正关系影响的极值点；假设变量内J'bi向(x3)为常数时，变量情绪性(x。)

对因变量羞耻感的影响也得到了与变量内外向相似的结果。利用偏导数的公式

()【m)=mXm"1也可以求出变量X3和Ⅺ的极值点取值，分别令x3和)(4的偏导

数等于0，得到一个包含x3和x4的二元一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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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5内外向(情绪性)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示意图



通过对方程的求解，得出：X3=X4=O，变量x3和)(4的极值点取值都为0，

也就是x3或)(4取值为O时，因变量羞耻感的得分最高，x3和)(4对羞耻感影响

的曲线图是相似的，它们都是顶点在Y轴开口朝下的抛物线(如图3．5)。

图4-5中显示，由于自变量X3或x4的极值点取值为0，所以自变量取值为0

时对羞耻感的影响是最大的，随着自变量取值的增大，羞耻感会随之降低；因为

自变量内外向和情绪性的取值都不会是负值，所以它们对羞耻感的影响就只能一

直是负影响，随着变量内外向或情绪性取值的增大，羞耻感会一直降低。

对于交互作用应该综合来考虑他们的作用，从模型中可知，x3和x4的对因

变量羞耻感所起的作用为：Y(交互作用)=O．044 x3 X4．0．009 X32-0．010 X42，为

了便于分析我们对系数的取值取小数点后两位，这样就将x32和x42的系数都认

为是O．01，那么，这个关系式可以变化为：Y(交互作用)=1／10012．4 X3Ⅺ-(X3

一x4)21，从此关系式中可知，因为在实际操作中x3和)(4的取值都不会为0或负

值，所以X3和x4的取值越接近他们对因变量的交互作用越显著。

在对羞耻感与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基同对因变量羞耻感

起影响作用，综合以上对各个自变量与羞耻感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用下面的示

意图(图4．6)来形象的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圈4-6中学生羞耻感影响因素示意图

从图4-6中可以看出，变量身体锻炼、自尊与羞耻感存在非线性关系，它们

通过这种非线性关系对羞耻感产生作用；变量内外向和情绪性与羞耻感之间也存

在非线性关系，而且还存在交互作用，它们通过非线性关系和交互作用麸同对羞

耻感起作用。

(六)身体锻炼量与羞耻感各预测变量之间的关系



以上对羞耻感与各变量之问关系的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身体锻炼对羞

耻感有影响作用。本部分研究试图进一步探寻身体锻炼与羞耻感之间的关系，了

解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变量是否在身体锻炼对羞耻感的影响中起中介的作用。

从身体锻炼、自尊、内外向、情绪性和羞耻感等因素的皮尔逊相关矩阵(表

4—8)中可以看出，身体锻炼与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之间以及羞耻感与自尊、

内外向和情绪性之间的相关系数都由低度到中度的显著相关(P<o)，身体锻炼与

羞耻感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但是从前面的模型分析中得出它们之间存在非线性

关系。根据这些关系，初步断定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因素可能在身体锻炼与羞

耻感之间起中介或部分的中介作用。

分析身体锻炼与自尊、内外向、情绪稳定性的相关系数发现，它们之问虽然

存在显著的相关，但是相关系数并不太高，而且身体锻炼与自尊、情绪稳定性变

量的相关系数的方向与预测假设也不一致，就考虑到他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以身体锻炼为自变量，考虑到线性和2次非线性关系先以自尊为因变量对自

变量进行回归，计算机优化得出的回归模型如表4．11所示。

表4-1 1自尊对身体锻炼最的同!f=I模型

表4．1l中列出了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和F值以及拟合度，xl代表身体锻炼，

模型的拟合度表明了模型很好的拟合了数据，模型是合适的。

所得的回归模型为一个一元2次方程，利用偏导数的公式为：(X“)=mXm～，

令xl的偏导数等于0，即：．0．0363+2xO．0008Xl_0，通过方程求出xl的极值点

的取值为22．7，即：模型为开口向上，顶点在以身体锻炼量得分为22．7分的与X

轴垂直的直线上的2次曲线(如图4．7)。

从图4．7中可以看出，变量自尊的取值先是随身体锻炼量的增大而减小，到

身体锻炼量取值为22．7分时自尊取值达到最小，然后会随身体锻炼量的增大而

一直增大。综合考虑身体锻炼、自尊和羞耻感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在身体锻炼

量取值小于22．7分时，自尊起到部分的非线性中介作用。



O 22．7分 身体锻炼址

图4．7自尊对身体锻炼量的回归模型示意图

然后以身体锻炼量为自变量，以内外向为因变量，考虑到线性和2次非线性

关系，计算机优化得出的回归模型如下表4-12*

表4一12内外向对身体锻炼量的回归模型

根据数学运算，锝出Xl的极值点为46，l，从表中可知，内外向对身体锻炼

的回归模型为开口向下，顶点以身体锻炼量得分为46．1分的与x轴垂直的直线

上的2次曲线(如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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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内外向对身体锻炼量的回归模型示意图

从图4_8中发现，变量内外向的取值一开始随身体锻炼量的增大而增大，身

体锻炼量取值为46．1分时内外向取值达到最大，然后会随身体锻炼量的增大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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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减小。综合考虑身体锻炼、内外向和羞耻感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在身体锻

炼取值小于46．1分时，内外向起到部分的非线性中介作用。

同样，以身体锻炼量为自变量，以情绪稳定性为因变量，考虑到线性和2次

非线性关系，计算机优化得出的回归模型如表4—13。

表4-13情绪性对身体锻炼量的回归模型

运算得出x，的极值点为45．1。从表中可知，情绪稳定性对身体锻炼的回归

模型为开口向上，顶点在以身体锻炼量得分为45．1分的与x轴垂直的直线上的2

次曲线(如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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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情绪性对身体锻炼量的回归模型示意图

从图4-9中发现，变量情绪稳定性的取值一开始随身体锻炼量的增大而减小，

身体锻炼量取值为45．1分时情绪性取值达到最小，然后会随身体锻炼量的增大

而一直增大。综合考虑身体锻炼、情绪性和羞耻感之间的关系可以认为，在身体

锻炼取值大于45．1分时，情绪稳定性起到部分的非线性中介作用。

在对内外向和情绪性对羞耻感的交互作用的分析中得知，这两个变量的得分

差值越小交互作用越显著，随着身体锻炼量的变化，交互作用也会发生变化，从

而羞耻感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们正是通过交互作用在身体锻炼和羞耻感之间起

中介作用的。

在前面非线性回归模型中，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和羞耻感之间存在非线性

关系，身体锻炼和羞耻感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

4．10来表示。



圈4—10身体锻炼对中学生羞耻感影响不意图

四、讨论与分析

(一)被试特征的讨论与分析

目前，我国初中学生的年龄大约在1l岁到16岁之间，由于本研究所选用的

艾森克人格量表少年版仅适合于16岁以下的儿童，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我们剔除了年龄在16岁及以上被试的问卷，11岁以下的被试由于数量很少，不

具有代表性，本研究也剔除了他们的问卷整体而言被试的样本是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和说服力的。

本研究的被试属于中年龄段儿童，这一年龄的被试除了家庭和学校以外，与

外界的接触较少，相比年龄大一些的被试可能更单纯一些，可能更能真实地表达

自己的羞耻感受；而相比年龄小一些的被试来说，由于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

和感受能力，可能更准确的表达他们的真实感受，加之他们又处于身体、心理发

育的敏感阶段，对这一年龄段的儿童进行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

被试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处于东方文化背景下，而且是处于实行计划生育政

策的中国这一背景下，具有特殊性。被试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所接受

的教育以及人际交往都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同年龄段的儿童有很大差异，所以研究

的结果也很可能会有一定的特殊性。本研究中，中学生羞耻感的性别差异以及中

学生羞耻感与自尊之间的关系研究就出现了与前入研究不同甚至相悖的结果，这

也进一步说明把这一年龄段儿童作为被试具有较深远的研究意义。

(--)关于数据的分析

本部分研究的一大特点是以数据分析开始，依靠计算机软件的分析功能，优

化出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然后结合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计算机分析的优点是完

全尊重数据，减少了人为的主观性影响，使得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由于



综合了多种关系，计算机又是经过多步运算优化，有时还可以找到理论分析所未

能找到的关系，形成了对理论分析的补充。但是，由于是纯数据的分析，就会出

现一些实际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比如，所有变量的取值是不允许有负值的，但是

计算机就会连负值一并考虑进去，给后续的分析带来不便，这就要求后续分析要

更紧密的结合实际情况和实际理论。另外，对于一些取值，LP．女N极值点，计算的

特别精确，但是在实际研究操作中是不可能控制到某一点的，只能确定一个大约

的取值范围，本研究为了表述更清楚，就用了这利，理想化的数值。

(三)羞耻感的性别年龄差异的分析

有研究表明，羞耻感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本研究认为中学生羞耻感也存在

性别差异，但是男生的羞耻感得分高于女生，这一结论与西方的相关研究结果相

反，但支持了国内学者王登峰等人的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结果的不同是由东西

方的文化差异造成的，所以文化差异对羞耻感的影响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在年龄差异的研究中发现，这一年龄段的中学生的羞耻感存在很显著的年龄

差异，从11岁到15岁，几乎每个年龄的中学生之间的羞耻感都有显著性差异，

这说明初中这一年龄段中学生的羞耻感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也说明了这个年龄

段的中学生羞耻感有很强的敏感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羞耻感的变化是很明

显的，所以这个时期更应该对他们的羞耻感加以重视。

研究中还发现，中学生的羞耻感的变化不是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增或递减的，

而是先增后减的，有一个最高值，从11岁开始羞耻感是递增的，14岁时羞耻感

达到最大值，然后羞耻感开始降低。这一发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在中学生

羞耻感受最强的年龄14岁左右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地干预，可能会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特别是同年龄的学生大多都在同一个年级，在这个时期如果以年级为

单位对他们进行干预，可能在操作上和效果上会更好，这也为心理治疗提供了一

个思路。当然。这仅仅是一些设想，而且由于年龄跨度的局限造成结果的说服力

不够强，需要有进一步的实验证明，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本研究未能作进一

步的实验研究，这也是本研究最遗憾的地方，但这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四)身体锻炼与羞耻感关系的初步研究结果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本

研究利用自编的测查条目考察了中学生对身体锻炼的喜欢程度、所喜欢的身体锻

炼的情景以及喜欢的身体锻炼强度3个方面与他们的羞耻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

明，这3个方面与他们的羞耻感之间都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因为这3个方面部分

的反映中学生的身体锻炼情况，所以这可以为身体锻炼与羞耻感的关系研究提供

线索，有必要进一步寻找中学生身体锻炼与羞耻感之间的关系。

至于中学生对身体锻炼的喜欢程度、所喜欢的身体锻炼的情景以及喜欢的身

体锻炼强度与其羞耻感有线性相关，而身体锻炼量与其羞耻感不存在线性相关的



原因，本研究认为可能是所选用身体锻炼量表的计分方法造成了这一问题，因为

身体锻炼量的分数是通过题目之间的得分相乘以后得到的总分，并不是简单的累

加，而羞耻感的得分只是每个题目得分的累加，身体锻炼量与羞耻感之间没有线

性相关应该是很正常的。本研究所选用的身体锻炼量表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

而且它包括了身体锻炼的强度、时间和频率，比较全面和恰当的代表了身体锻炼

的特征，所以没有因为与羞耻感没有线性相关就放弃对它的使用。

(五)身体锻炼与羞耻感关系的分析

本研究从数据分析丌始，利用多元回归的方法，采用数据分析软件SAS系

统，通过计算机运算优化出了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的关系模型，这大大减少

了模型设定的主观性。由于考虑到了变量间的所有线性关系、交互作用和2次非

线性关系，所优化出的模型是一个多变量之间的复杂函数关系式，它反映了各变

量的综合作用，所得结果除自尊变量外基本与原设想相符。

对于自尊这一变量与羞耻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自尊与中学生羞耻感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的非线性相关，如果中学生自尊水平提高了，它们的羞耻感水平

也随之升高。这一结论虽与原设想不符，但考虑到被试的特殊性，结果也是可以

接受的。因为西方的相关研究的被试与本研究的被试存在文化差异，由于东西方

文化的影响对自尊及羞耻感的理解和感受存在偏差是很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梳

理以前对自尊和羞耻感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实证研究的被试基本为成年人，在对

自尊和羞耻感的理解和感受方面，成年人与儿童有差异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加

之处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儿童与鹾方文化环境下的儿童也

会有很大的区别，出现这一与原设想不符的结果，也许恰恰可以反映这些区别，

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对这一年龄段儿童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进一步的研究应该

做一些跨文化的实证研究，来考察这一问题。

对于身体锻炼这一变量，它与羞耻感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相关，模型中它有

很大的影响作用，它对羞耻感的影响是先负后正的，而且通过数学运算，得出了

身体锻炼对中学生羞耻感影响的极值点，这一极值点位于中等身体锻炼量范围

内，说明中等身体锻炼量对缓解中学生的羞耻感可能是最有效的。

对于内外向和情绪性这两个变量，由于存在交互作用，它们在模型中的作用

需要结合起来考虑，它们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也都分别是一个2次曲线，是两

个开口朝下的抛物线，通过数学运算，也分别得到了它们的极值点，但是它们的

极值点都为0，也就表示抛物线的顶点在坐标系的Y轴上，由于变量的取值都不

可能为负值，所以他们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一直是负向的，也就是说性格越外

向的中学生的羞耻感得分越低，情绪越不稳定的学生的羞耻感得分也越低，结果

也都与原设想相符合。

(六)关于中介变量



对身体锻炼、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的线性相关分析表明，身体锻炼和自尊、

内外向和情绪性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也就很容易发现自尊、内外向和情

绪性变量在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之间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因为身体锻炼本

身和羞耻感之间就存在非线性关系，所以，中介变量只能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

因为他们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弱，就考虑到非线性关系，通过计算机的优化，得

出他们之间的2次关系更强一些，结合变量自尊、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在身体锻

炼量和羞耻感之间的关系中的作用，也得出它们只能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对于

内外向和情绪性，他们之间存在交互作用，通过其交互作用在身体锻炼对中学生

羞耻感的影响中起非线性中介作用。但是，中介变量还应该在具体的实验中进行

进一步的证明，本论文的实验部分也将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五、结论

(I)中学生羞耻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龄差异。男生的羞耻感平均得分高

于女生：除11岁和12岁、ll岁和15岁、13岁和15岁之间的中学生的羞耻感

均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外，其余的年龄之间的羞耻感均值都具有显著差异。

(2)身体锻炼与羞耻感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但他们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

性关系，身体锻炼对中学生的羞耻感影响作用为先负后正，中、小身体锻炼量能

降低中学生的羞耻感，大身体锻炼量反而会使他们的羞耻感升高。

(3)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自尊)与身体锻炼之间的关系为正向关系，自

我价值感高的中学生其羞耻感也高。

(4)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变量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他们

与中学生的关系为负向关系，性格越外向的中学生的羞耻感得分越低，情绪越不

稳定的学生的羞耻感得分也越低。

(5)自尊、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变量在身体锻炼和羞耻感之间的关系中起

到部分的中介作用，身体锻炼除与羞耻感的直接的非线性关系对羞耻感产生影响

外，还通过这些非线性中介变量对其产生作用。



第五部分身体锻炼的情景对中学生羞耻感影响的实验研究

一、研究目的

近年来，运动和锻炼心理学领域已有一些研究者进行身体锻炼对自我概念、

情绪和人格的实验研究，但还未见有关身体锻炼对羞耻感影响的实验研究的文

献。而且目前关于身体锻炼的心理效应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寻找获得较大心

理效应的合适的锻炼项目、锻炼类型、锻炼强度、锻炼时间、锻炼频率等，这些

因素代表着身体锻炼基本方面，在身体锻炼的心理效应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人的心理问题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的认知评价、情景对心理健康的变化也将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中非常强调学生的自主学

习和合作学习等学习方式，本部分研究试图创设自主锻炼和合作锻炼的情景来探

讨身体锻炼的情景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作用，希望为身体锻炼活动的心理效益

研究提供新的证据，为人们进行身体锻炼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本研究还试图通

过对自尊、内外向及情绪稳定性变量在身体锻炼对中学生羞耻感影响过程中的变

化规律来验证这些变量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对华东师大附属长风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把学生的羞耻感得分从高分

到低分排列，在羞耻感得分高于平均分的学生中选取自愿参加本实验的学生160

名，其中男生80名，女生80名。

(二)研究工具

1．中学生羞耻感量表

该量表是由作者编制，用以测量过去一年内中学生羞耻感的自陈式问卷。问

卷共有22个条目，分为4个维度，即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和能力羞

耻(附录1)。用Likert．4点计分，计分范围从“完全没有”得1分至“经常如此”

得4分。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量表的实证效度较好。

2．自尊量表(SES)(Rosenberg，1965)

该量表包括lO个测题，采用4级记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

同意)，量表分数范围为lO至40，高分代表高自尊。Donbson等(1979)报告的

Cronhach a系数为O．77，Fleming、Courtney(1984)报告的Cronhach a系数为

O．88。Sliber和Topper(1965)报告的再测信度为O．85，Fleming、Courtney(1984)

报告的再测信度为0．82。本研究采用的是发表在《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的

版本。

3．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少年版(龚耀先修订本)

量表由88个项目组成，包括精神质量表(即P量表)18题，内外向量表(即

E量表)25题，情绪稳定性量表(即N量表)23题，效度量表(即L量表)22



题，量表采取是非题的形式。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62至0．86。

(三)实验程序

1．实验分组及要求

对学生的羞耻感水平、自尊、人格特质等进行前测，并对羞耻感得分高于平

均分的学生进行标记，根据被试的性别特征和羞耻感得分进行匹配分组，将被试

分成4组(独立练习组、合作练习组、自主合作练习组、对照组)，每组40人(男

20人，女20人)，见表5．1。

表5-1被试的分组情况

前3组被试每周锻炼3次，每次45分钟，其中准备活动约15分钟，同一性

别被试准备活动和放松活动的内容相同；锻炼强度控制在中等强度，其监测方法

为在锻炼过程中。每5分钟随机选取个别被试测其lO秒钟的即时心率，将被试

在锻炼全过程中的心率控制在被试50％．80％的最大心率下，约在135．150次／分。

对照组被试不要求参加身体锻炼，只是在实验结束后，对他们的羞耻感水平、自

尊、人格特质基本指标进行测量，观察实验时间内他们各变量的变化。以考察是

否有除实验条件以外的因素的显著影响。

2．实验时间与测试

实验从2005年lO月上句开始至12月下旬结束，共12周，在试验前对被试

进行羞耻感、自尊及人格特质的前测，第6周和第12周再分别对被试进行羞耻

感、自尊及人格特质的后测，测试方法为被试安静时，在班会课上采用集体施测

方式，以指导语指示被试填答问卷。

三、研究结果

(--)各量表的信度

本研究中量表的信度(见表5-2)比较理想，各分量表的平均a系数在O．74

到0．87之间，量表的信度系数在O．70以上，表明两表的信度是可以接受的【l⋯I。



表5．2各分量表的信度检验结果

(二)不同锻炼情景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

表5．3中给出了对照组、独立锻炼组、合作锻炼组和自主合作锻炼组分别在

实验前、实验中(第6周)和实验后羞耻感及其4个维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表5-3各变量在各次测试中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从表5．3可以看出，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在所有维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总体来看羞耻感及其4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随实验时间呈下降的趋势。X寸--__--个实

验组来看，羞耻感及其4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自主合作锻炼组小于合作锻炼组，



合作锻炼组小于独立锻炼组。

表5-4不同锻炼情景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多元方差分析的组间比较

但是，仅从平均数的变化上看，还不足以说明身体锻炼时间及锻炼情景对羞

-54．



耻感的显著作用，因此本研究利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身体锻炼情景对

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作用。

以实验结束后中学生羞耻感及其4个维度为因变量，以锻炼情景为自变量进

行单因子多元方差分析，在进行方差前对各变量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

羞耻感、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能力羞耻和身体羞耻的Levene统计量分别为0．09、

0．25、0．10、0．37和0．93，在当前自由度(dfl=3，dt2=134)下P值均大于0，因

此认为样本所在各总体的方差齐，可以迸行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结果如表5-4。

从表5-4中可以看出，独立锻炼组除在个性羞耻和身体羞耻上与对照组的均

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外，在其余的因变量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合作

锻炼组和自主合作锻炼组在各因变量上与对照组的均值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P<．05)，从组问差值上看，实验后实验组的被试在各因变量上的得分降低，说

明身体锻炼的确能降低人们的羞耻感，特别是在合作锻炼及自主合作锻炼中作用

更显著。至于独立锻炼对个性羞耻和身体羞耻的影响，虽然未达到具有统计学意

义的程度，但从数值上看，也有一些减少，所以，整体上看身体锻炼可以降低人

的羞耻感。

从表5．3中可以看出，实验后羞耻感的得分均值自主合作锻炼组小于合作锻

炼组，合作锻炼组小于独立锻炼组，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能力羞耻和身体羞耻

的实验后得分也出现了相似的结果。再从表5．4中看，实验后羞耻感的得分均值

在各个实验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以认为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

响，自主合作锻炼组优于合作锻炼组，合作组优于独立锻炼组。

(三)身体锻炼对中学生羞耻感影响的回归模型的验证

本研究的第4部分通过大样本的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的数据，利用数理统计

的方法对中学生羞耻感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建构了多元回归模型，本部分拟用实验

的方法，考察各预测变量及羞耻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变化趋势，来进一步对这

个模型进行验证。

从前面的研究中得知，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变量在模型中存在交互作用，它

们与身体锻炼的2次关系曲线开1：3方向是相反的，通过数学推导得出，他们的取

值越接近它们对因变量的交互作用越显著，所以在实验研究中他们的差值也应作

为一个预测变量来考虑。

对不同组别在不同锻炼持续时间上的中学生羞耻感及其预测指标与实验前

进行T检验(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在当前自由度下的P值均大于0，

方差齐性)，结果见表5-5。



表5-5各变量在各次测试中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及其与实验前的T检验的T值比较

浅：}P<0．05料P<O．OI

从表5．5可以看出，对照组在实验中(第六周)和实验后各项指标与实验前

的T检验结果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在对被试进行实验的这一段时问

内，除实验的控制条件外，并没有其他的因素对被试的羞耻感等变量产生显著的

影响。独立锻炼组在实验中(第六周)时．羞耻感的得分与实验前相比具有统计

学意义，差值为5．1分(P<0．05)，自尊的得分以及与实验前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但是也比实验前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内外向与情绪性的差值实验中比实验

前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在实验后，羞耻感得分、自尊得分以及内外向与情绪性的

差值与实验前的T检验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羞耻感和自尊的得分继续降低，

内外向与情绪性的差值继续增加。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羞耻感得分是随实验时间

增加而降低的，自尊得分也是这样的趋势，而内外向与情绪性的差值是随实验时

间的增加而增加的，这些变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与预测模型中是相吻合的。合作

锻炼组在实验中(第六周)时，羞耻感与自尊的得分与实验前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都有显著的降低，内外向与情绪性的差值比实验前有增加，但并不显著；

在实验后，结果与独立锻炼组相似，各变量都有了显著的变化，T检验结果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羞耻感和自尊的得分继续降低，内外向与情绪性的差值继续增加。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各变量的增减趋势与预测模型中相同，预测模型在合作锻炼组

中也得到了验证，在自主合作组中也得出了与合作锻炼组相似的结果。本实验的

自变量是身体锻炼，预测指标与羞耻感的变化趋势与模型构想一致，说明预测模

型是合理的，能比较恰当的反应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的中

介作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由于身体锻炼与羞耻感有直接的非线性关系，它



们在身体锻炼对羞耻感的影响中，只能起到部分的中介作用。

四、讨论与分析

水部分研究的U的足为了考察不同锻炼情景对叶·学生菹耻感的影响作川。通

过12周的实验，绱聚证实了研究假设，涮时，通过埘柏荚变量在实验所控制的

条件下的变化趋辨的考察。进’’步验证了小研究所十勾处的身体锻烁与蕴耻感哭系

的多元非线性l亘l归模型。

本研究的被试为初I_I_I学生，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处在生耻和心理发育的敏燎

期，有针对性的身体锻炼应该对他们有较显著的影响作用。目}i{『的基础教育改革

非常强调情意性教学，本研究所创设的身体锻炼的情景正好与这一要求相符，情

景的创设与当前基础教育改革所提倡的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有一定的联系，实验

控制更容易实施，实验结果也对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从身体锻炼对羞耻感影响的效益来说，在本研究所选用的中等强度的身体锻

炼条件下，显示出了较高的效益，不论是独立锻炼组还是合作锻炼组，或者自主

合作锻炼组，经过12周的身体锻炼都不同程度的降低了被试的羞耻感水平，这

也进一步证实了身体锻炼的心理效益，说明适宜的身体锻炼对促进中学生的心理

健康是有积极意义的。从身体锻炼的持续时间来看，在实验的第6周时，羞耻感

水平有了一些改善，其预测指标也都有了一些变化，但效果并不显著，到了第

12周各相关指标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这说明身体锻炼的持续时间是影响中学

生羞耻感的一个重要因素，要保证身体锻炼的效益必须让他们坚持持久的锻炼，

最好是使身体锻炼成为一种习惯。

关于身体锻炼的情最，本研究创设了3个不同锻炼情景包括独立锻炼、合作

锻炼和自主合作锻炼。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身体锻炼情景对中学，土羞耻感的影

响程度是不同的，相比合作情景，独立锻炼情景下羞耻感的改善程度较小，这可

能是在合作锻炼的情景下扩大学生的交往范围，更多的体会到自我价值，从而影

响了他们的自尊水平，同时对他们的性格也有改善，从而使羞耻感水平得到改善。

但是，独立锻炼情景和合作锻炼情景都是在教师指定任务的前提下所实施的，限

制了学生的自主性发挥，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完全发挥出锻炼的功效，本研究所创

设的自主合作锻炼情景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也得出了满意的结果，由于扩

大了学生的自主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合作伙伴，这有利于激发他们的自

主需要、关系需要。这种情景下的身体锻炼一方面直接导致了羞耻感水平的降低，

另一方面通过使自尊、性格的内外向程度和情绪的稳定性这些中介变量的影响，

使羞耻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对于预测模型的验证，要整体考虑各变量及其交互作用的综合作用，考虑在

模型中真正起作用的部分。在不同的锻炼情景中，尽管程度不同但是都得出了基

本相似的结果。随着身体锻炼时间的增加，各变量的变化与预测模型中的变化基



本相吻合，从而证明了模型的适合性。

对于中介变量，因为是非线性中介变量，对他们的验证不能用简单的相关来

探讨，自尊这一变量在模型中起作用的是身体锻炼使它下降从而使羞耻感随之下

降的部分，而对于内外向和情绪性起作用的是它们的交互作用，由于身体锻炼对

他们二者的影响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对预测羞耻感的分析带来一定的难度，模型

分析时指出这两个变量的差值对羞耻感有预测作用，所以它们在模型中起中介作

用的部分也是内外向和情绪性的交互作用使这个差值上升的部分，实验中所得到

的这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也与预测模型是基本相吻合的，说明在本实验所控制的

条件下，预测模型较好的拟和数据，所得身体锻炼对个变量的影响的结果基本与

预期设想一致。

五、结论

(1)中等强度的身体锻炼能对中学生羞耻感产生积极影响，创设适宜的锻

炼情景可以更好的发挥身体锻炼的效能。

(2)对于本研究所创设的情景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自主合作锻炼优于

合作锻炼，合作锻炼由于独立锻炼。

(3)不同的锻炼持续时间对中学生羞耻感的影响不同，总体来说，锻炼时

间越长，羞耻感改善的越显著。

(4)所建构的预测模型在本实验的控制条件下是合适的，预测变量对羞耻

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自尊、内外向和情绪性在身体锻炼对羞耻感的影响中起到

了部分的非线性中介作用。



第六部分总结论

一、总结论

(1)中学生羞耻感可以分为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能力羞耻和身体羞耻4

个维度。

(2)编制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可以全面的反映中学生的羞耻感受，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研究的测量工具，也可用于

对中学生的精神健康和心理发展的诊断、咨询与指导。

(3)中学生的羞耻感有性别差异，总体来看，男生的羞耻感得分高于女生。

(4)中学生的羞耻感有年龄差异，从1l岁到15岁之间几乎每隔一岁都有

显著的变化，表现出这一年龄段羞耻感的易变性和敏感性。此年龄段的羞耻感得

分先随年龄增长而上升，14岁达到最高峰，然后有所下降。

(5)身体锻炼与中学生羞耻感之间的线性相关不显著，但存在显著的2次

非线性关系。

(6)自尊、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在身体锻炼对中学生羞耻感影响中起到部

分的非线性中介作用。

(7)中、小强度的身体锻炼可以降低中学生的羞耻感，锻炼的持续时间也

是影响他们的羞耻感的重要因素，锻炼持续时间越长，身体锻炼的效果越显著。

(8)身体锻炼的情景对中学生的羞耻感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经过12周的身

体锻炼后，他们的羞耻感得分3个实验组均低于实验前得分，3个实验组相比较

羞耻感得分独立锻炼组的高于合作锻炼组，合作锻炼组高于自主合作锻炼组。

二、研究展望

本研究总体来说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研究结果，但由于人力、物力和时间等方

面的限制，在一些方面未能作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这同时也为这方面的进一步

研究确定了方向：

(1)进一步完善研究工具。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在全国范围内选择被试，

考虑到地域和文化差异，对量表进行修订，并将被试归类，分别制定常模，使所

研制的中学生羞耻感量表更好的应用于中学生羞耻感的研究中去，同时使它能更

好的为心理诊断和心理治疗服务。

(2)关于研究方法。本研究在探索羞耻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以及身体锻

炼对羞耻感的影响时，尝试利用各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打破了用线性关系来分析因素之间联系的模式，这为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思路。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这一方法的同时，将其应用到更多相关的研究

中去。

(3)注重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研究。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以亚洲文化为代

表)对羞耻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差别。在亚洲和其它传统的国家中．羞耻能得到更



多的社会认可，其定义也更为广泛。本研究在某些方面也得出了与西方相关研究

不同的结果，今后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入手，来进一

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羞耻的感受上的差异，以及影响因素对羞耻感的

影II|f!J作川的差异，为止好的利川身体锻炼等秽{橄的力‘式降低人们的羞皿感挺供支

持。

(4)刘’性别年龄差异研究的进⋯步扩儿芝。性别年龄差异方If|l的研究千I：}山了

初步的结果，今后的研究应该从身体锻炼对刁；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入手，进一步

探讨身体锻炼对不同性别的中学生影响最显著的年龄段，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身体

锻炼等积极的干预手段，为羞耻感的心理指导和治疗提供依据。

(5)与其他年龄段的对比研究。中学生处在生理心理发育的敏感阶段，属

于成长的特殊时期，这个阶段对羞耻感及其他一些心理因素的理解和感受存在特

殊性，与其他年龄段(比如成年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更好的了解他们的真实

感受和情感认知，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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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

中学生羞耻感量表

尊敬的同学：

你好l本调查目的是为了了解你在学习、生活中的情况，我们想知道你在过去一年的羞

耻方面的感受，下面的问题与你在过去一年中对自己的看法有关，回答无所谓对错。请在适

合你自己情况的括号内划勾(√)。本调查只作为研究之用，你的选择不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看

法，我们将会对你的选择保密。请你如实回答，谢谢你的合作!

在过去的一年中⋯⋯

完全 偶尔 有时 经常

没有 有点 有些 如此

1．你曾因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而产生羞耻感吗? ( ) ( ) () ()

2．你曾想办法掩饰过你的某些性格特征吗? () ( ) () ()

3．你曾因自己与同学交往的方式而回避与他们的交往吗?

( ) ( ) ( ) ( )

4．你是否曾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学习能力不足而感到过羞耻?

( ) ( ) ( ) ( )

5．你曾对自己与同学交往的方式产生过羞耻感吗? ( ) ( ) ( ) ( )

6．你曾因自己的某些习惯而产生过羞耻感吗? ( ) ( ) ( ) ( )

7．你曾因为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无能而不愿与同学交往吗?

( ) ( ) ( ) ( )

8．当你在老师或同学面前说了某些鲁莽、愚蠢或不该说的话时，你会感到羞耻吗?

( ) ( ) ( ) ( )

9．当你做错了某些事情时，你是否感到过羞耻? () () () ()

10．当你做了某些感到羞耻的事情时，你曾试图掩饰过吗?

( ) ( ) ( ) ( )

11．当你在与同学的某种竞争中失败时，你是否感到过羞耻?

( ) ( ) ( ) ( )

12．当你做错了某些事情时，你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吗?( ) ( ) ( ) ( )

13．你曾因在某种竞争性情境中失败而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吗?

14．你曾因自己体形和身体能力而感到过羞耻吗?

15．你担心过别人对你的体形和身体能力的看法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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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你曾试图掩饰过自己的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位吗? ( ) ( ) ( ) ( )

17．你会担心别人对你性格特征的看法吗? () ( ) ( ) ( )

18．你曾担心过别人对你与同学交往的方式的看法吗? ( ) ( ) ( ) ( )

19．你曾担心过别人对你做事能力的看法吗? ( ) ( ) ( ) ( )

20．你会设法在老师或同学面前掩饰自己的某些习惯吗?( ) ( ) ( ) ( )

21．你会担心老师或同学对你的某些习惯的看法吗? ( ) ( ) ( ) ( )

22．你曾对自己做事的能力产生过羞耻感吗? ( ) ( ) ( ) ( )

一69-



附录2

中学生羞耻感开放式问卷

指导语：

尊敬的同学：

你好l这个闷卷主要是想了解一F中学生的心理状况，答案无剥错之分。请你JfJ简短的

句子或词语(可以多个词语)回答F列问题。本调查只作为研究之_I_}3，你的回答不会影响别

人对你的看法，同时我们将对你的选择进行保密。请你如实用咎，埘谢你的食住!

你觉得什么是最应该感到羞耻的?

2．你现在自己最感到羞耻的是什么?

3．你认为对中学生来说最应感到羞耻的是什么?

4．你认为最近你的某个同学最应感到羞耻的是什么?

5．你认为你的亲人最应感到羞耻的事情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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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以下题目主要是了解你在上一个月里体育锻炼的情况，每题有5个供选择的答案。请

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将答案号写在题后的“( )”之内，并在您主要从事锻炼的项目下划

线明示，或写出您的锻炼项目。

1．进行体育锻炼的强度为( )

①轻微运动(如散步、做』I播操等)

②小强度的不太紧张的运动(如消迪姒乐性的打打排球、乒乓球、慢跑、打拳等)

③中等强度的较激烈的持久运动(如骑自行车、跑步等)

④呼吸急促，出汗很多的大强度的，但并不持久的运动(如打羽毛球、篮球、网球、足球等)

⑤呼吸急促，出汗很多的大强度的持久运动(如赛跑、成套健美操练习、游泳等)

2．你在进行上述强度体育活动时，一次多少分钟?( )

①10分钟咀下

②11至20分钟

③2l至30分钟

031至59分钟

⑤60分钟以上

3．你一个月进行几次上述体育活动( )

①一个月一次以下

②一个月2至3次

③每周1至2次

④每周3至5次

⑤大约每天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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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自尊量表(SES)

指导语：

根据你对自己的看法，判断下面每个句子所描述的内容符合你的实际情况的程度，同答

无所谓对错，请在适合你自己情况的括号内划勾(√)。

完全 偶尔 有时 经常

没有 有点 有些 如此

1．我感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其他人在同一水平上。() () () ()

2．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 () () () ()

3．归根结底，我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一个火败者。 () () () ()

4．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 () () () ()

5．我感到自己值得自豪的地方不多。 () () () ()

6．我对自己持肯定态度。 () () () ()

7．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是满意的。 () () () ()

8．我希望我能为白己赢得更多尊重。 () () () ()

9．我确实时常感到毫无用处。 () () () ()

10．我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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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艾森克个性问卷(儿童)

请您回答下列问题，回答问题时不必过多思考，符合您时在·t是”下面划勾，不符时在

“否”下面划勾。

1．你喜欢周围有许多使你高兴的事吗?

2．你爱生气吗?

3．你喜欢伤害你喜欢的人吗?

4．你贪图过别人的便宜吗?

5．与别人交谈时，你儿乎总是很快地回答别人的问题吗?

6．你很容易感到厌烦吗?

7．有时你喜欢开一些的确使人伤心的玩笑吗?

8．你总是立即按别人的吩咐去做吗?

9．你宁愿单独一人而不愿和其他小朋友在一道玩吗?

10．有很多念头占据你的头脑使你不能入睡吗?

1 1．你在学校曾违反过规章吗?

12．你喜欢其他小朋友怕你吗?

13．你很活泼吗?

14．有许多事情是你烦恼吗?

15．在上生物课时你喜欢杀动物吗?

16．你曾拿过别人的东西(甚至一个大头针、一粒纽扣)吗?

17．你有许多朋友吗?

i8．你无缘无故地觉得“真是难受”吗?

19．有时你喜欢逗弄动物吗?

20．月H人叫你时，你有过装作没听见的事吗?

21．你喜欢在古老的闹鬼的岩洞中探险吗?

22．你常感觉生活非常无味吗?

23．你比大多数小孩更爱吵嘴打架吗?

24．你总是完成家庭作业后才去玩耍吗?

25．你喜欢做一些动作要快的事情吗?

26．你担心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吗?

27．当听到别的孩子骂怪话，你制止他们吗?

28．你能使一个晚会顺利开F去吗?

29．当人们发现你的错误或你1：作中的缺点时，你容易伤心吗?

30．看见一只刚辗死的小狗你会难过吗? 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否是是是是是是烂是是是是是是楚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烛是



当你粗鲁失礼时总要向别人道歉吗?

是不是有人认为你做了对他们不起的事，他{『：J一直想报复你吗?

你认为滑雪好玩吗?

你常无缘无敞觉得疲乏lJq?

你很喜欢取笑其他的小朋友吗?

成年人谈话时，你总是保持安静吗?

交新朋友时．通常是你采取主动吗?

你为某些事情发脾气吗?

你常打架吗?

你说过别人的坏话或下流话吗?

你喜欢给你的朋友讲笑话或滑稽故事吗?

你有～阵阵头晕的感觉吗?

在学校里，你比大多数儿童更易受罚吗?

通常你会拾起别人扔在教室地板上的废纸和垃圾吗?

你有许多课余爱好和娱乐吗?

你的感情很脆弱吗?

你喜欢捉弄别人吗?

你总要在饭前洗手吗?

在文娱活动中，你宁愿坐着看而不愿亲自参加吗?

你常常感到厌倦吗?

有时感到一伙人取笑或欺侮一个小孩时你感到很好玩吗?

课堂上你常保持安静，甚至老师不在教室也如此吗?

你喜欢干点吓唬人的事吗?

你有时不安，以致不能在椅子上静静地坐一会吗?

你愿意单独上月球上去吗?

开会时别人唱歌，你也总是一道唱吗?

你喜欢与别的小孩合群吗?

你做许多恶梦吗?

您的父母对你非常严厉吗?

你喜欢不告诉任何人独自离家到外面去漫游吗?

你喜欢跳降落伞吗?

你如果觉得自己干了十!：蠢事，你后悔很久吗?

吃饭时摆上桌的食物你常常样样都吃吗?

在热闹的晚会上，你能主动参加并尽情玩耍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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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你觉得不值得活一F去吗?

你会为落入陷阱的动物难过吗?

你有不尊重父母的行为吗?

你常常突然下决心要干很多事情吗?

做作业时你思想开小差吗?

当别的孩子对你吼叫时，你也用吼叫来报复他们吗?

你喜欢潜水或跳水吗?

夜间你因为一些事情苦恼而有过失眠吗?

你在学校或图书馆的书上乱写乱画吗?

你在家中是否好像老是感到苦恼吗?

别人认为你很活泼吗?

你常觉得孤单吗?

你对别人的东西总是特别小心爱护吗?

你总是将自己的全部糖果与别人分着吃吗?

你很喜欢外出玩耍吗?

你在游戏中有过弄虚作假吗?

有时你无缘无故感到特别高兴，而有时叉无缘无故感到特别悲伤it．57

找不到废纸筐时你把废纸扔在地上吗?

你经常感到幸福和愉快吗?

你做事情往往不先想一想吗?

你认为自己是有一个无忧无虑的人吗?

你常需要热心的朋友与你一起是你高兴吗?

你曾经损坏或遗失过别人的东西吗?

你喜欢乘坐开得很快的摩托车吗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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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羞怯量表(Shyness Scale)

(Cheek＆Buss，1981)

指导语：

请仔细阅读F面的条目。判断与你的感受及行为符合的科度。根据F而的说明在每一条

目旁的空格里填上适当的数字。

l=非常不相符或不真实，完全不同意

2=不相符

3=中性(介于2利4之间)

4=相符

5=zlE常相符或真实，完全同意

——1．当同不太熟悉的人在一起时我感到紧张。
——2．我在社交方面相当差劲。

3．对向别人扣‘昕些事情我不觉得凼难。

4．我在聚会或其他社交活动中经常感到不自在。

——5．当处于一群人之中时．我很难找到合适的交谈话题。
——6．我并不需用很长时间来克服我在新环境里的羞怯。

7．在与生人一起时，我很难表现的自然。

——8．在与有权威的人谈话时，我感到紧张。
9．我对我的社交能力毫不质疑。

——10．我难以正视面前的人。
——11．我在社交场合里感到很受限制。

12．我并不觉得同陌生人谈话有什么困难。

——13．我在与异性交往时更加羞怯。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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