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大学生社会比较中自我评价

的补偿效应研究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张丽雅

指导老师余林副教授

摘 要

社会比较是将自已同他人进行比较，然后根据比较所得到的结果来评价自己，是一个人

了解自己和评价自己的途径之一。

社会比较是影响自我评价的重要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需要保持对自己较为

积极的自我评价，个体通过社会比较来维持自己的自我评价。

。1．社会比较对个体的自我评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2．社会比较中是哪些因素在对自我评价产生着影响呢?

本研究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展开，查阅整理出关于社会比较和自我评价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补偿效应的作用——当人们(本研究的被试为西南大学在校大学

生)在进行社会比较后，如果感到社会比较的反馈信息使自我评价受到了威胁，个体便会无

意识的对自我评价进行补偿，以维护整体良好的自我评价。

本研究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检验了社会比较对当代大学生自我评价

的影响作用。该研究分为两个实验，以在校大学生为实验样本，以定量分析为主要的研究方

法，多角度地验证了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

在实验一中，通过呈现不同的社会比较信息，形成不同的社会比较类型(上行社会比较

和下行社会比较)，检验了不同的社会比较信息(类型)对被试自我评价的影响。

在实验二中，通过激活不同的社会比较情景，检验在不同的社会比较情境(合作和竞争)

下，不同社会比较类型(上行社会比较和下行社会比较)的补偿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即社会比

较情景对被试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的影响作用。

本实验在对回收的数据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处理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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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社会比较方向对大学生的自我评价结果产生了影响，在面对上行社会比较时，大学生对

自我评价进行了补偿，补偿效应发生在非相关比较领域的自我评价上。

实验二：

社会比较情境对大学生的自我评价结果产生了影响，与合作情境相比，在竞争情境下进

行社会比较后，大学生更倾向于对非相关比较领域的自我评价进行补偿。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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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 refers to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people come to know

themselves by evaluating theirown attitudes，abilities，and beliefs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s．

It is all important factor to affect self-evaluation．From a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human

beings need to stay where they are and make more positive self-evaluations．Through social

comparison,individuals maintain the good self-evaluation．

1．What effect does social comparison make 011 the individual's self-evaluation?

2．How does social comparison maintain the individual’S good self-evaluations?’’

This research is intended to deal with two issues．One is reviewing the status quo of social

comparison and self-evaluation available．

The other is about compensmion effect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More exact，

when people(in this study for college students)get the feedback under threat of self-evaluation

during social comparison,individual self-evaluation will be carried out unconsciously on the

compensat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in the Chinese unique cultural context,examined the influence social

comparison on students’self-evaluation．

The study consisted of two experiments：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 the experimental samples and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of

self-evaluation Was verified by means of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various aspects．

In Experiment I，by various information to form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omparison,the

impact of various social comparisive types 011 self-evaluation Was verified．

In experiment II，bY activating different scenarios of social comparison and testing whether in

m



两南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a different context(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i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omparison(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downward social

comparison)．

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Experiment 1：

The type of social comparison had an effect on self-evaluation．When faced with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students made the compensation self-evaluation，and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existed in in the non．related fields．

Experiment 2：

Social comparison situation had an effect on students’self-evaluation．Compared with

cooperation situations，college students tended to make compensation self-evaluation in the

non-related fields after social comparison in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IV

Key words：social comparison，self-evaluation，compensation



独创性声明

本人提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

研究成果。论文中引用他人已经发表或出版过的研究成果，文中已加

了特别标注。对本研究及学位论文撰写曾做出贡献的老师、朋友、同

仁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衷心感谢。

学位论文作者：多潲矩 签字日期：丑印年∥月’7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西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

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

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南大学研究生院(筹)可以将学位

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

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本论文：口不保密，

口保密期限至 年 月止)。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删雅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必fD年6月／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引言

1．1前言

第一部分引言

认识自我是人类最根本的需要，只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自己，人们才能更加充分准确的

了解自己，才能为自我的发展提供动力，得到更加充分全面的可持续性发展。

人们是怎样来认识自己的呢?

自我评价是人们认识自己的重要方式，而社会比较是人们实现自我评价的有效途径之一，

同时社会比较也影响着人们自我评价的结果。

社会比较作为一种心理学现象，普遍存在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

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人们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社会比较，无论是

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那么，社会比较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下面就举例说明一下，比如：

1．与其他的人相比较，我的健康状况如何?

2．与我的家庭成员相比较，我对家庭做出的贡献有多大?

3．与我的竞争对手相比较，我具有哪些优势?

人们通常会把社会比较的结果作为参照点，来判断事情和做出相应的决策。

社会比较对自我评价产生怎样的影响?又会怎样影响人们的判断和思维呢?

1．2问题提出和已有研究的不足

1．2．1涉及的基本概念

自我评价：

主体从自身的需要角度出发来看待作为客体的主体属性的过程，也就是主体把经过选择

的主体需要与作为客体的主体属性之间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反映到主体意识中来的过程。

社会比较：

在生活中，人们一旦缺乏用于进行自我评价的标准，就会把自己的能力、观点和境况等

与其他人进行比较，从而来找到自己的相对位置，这个行为和过程就叫做社会比较。

补偿效应：

这是一种社会比较的策略。

当个体在某一领域进行社会比较后，感到自我概念受到来自社会比较的威胁，个体并不

需要应对该比较领域中自我受到的威胁，而是需要维护一个整体的自我，这时个体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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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自己其它领域的才能或长处，来达到维护整体自我价值感的目的。

1．2．2问题提出及其相关研究

前人对社会比较情景、社会比较信息以及社会比较者自身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分别提出

了许多影响自我评价效应的因素。通过整理和总结前人的研究，了解到社会比较的补偿效应，

查找相关资料总结如下。

国外已有相关研究：

1．Kevin．P的研究发现，社会比较后人们的自我评价存在着补偿效应。

被试的自我评价随着社会比较以一种有趣的形式在改变，人们在社会比较相关领域中对

特征的自我描述和评价并没有不同，然而，在社会比较领域外的非相关比较领域的特征描述

是不同的。人们在进行了上行社会比较后，通常会进行补偿性的自我增强。因为相对于下行

社会比较，上行社会比较更可能产生自我危胁，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结果会使个体描述自己

不如比较目标，被他人胜过可能会导致自我价值感的降低，负面影响和自我评价的降低。

2．Stapel等人(2005)研究了竞争与合作的社会比较情景对自我评价结果的影响作用。

他的研究指出竞争的比较情景可能会激活人们差异的心理定势，从而产生对比效应，而

合作的比较情景可能会激活人们同化的心理定势，从而产生同化效应。这一研究指出竞争或

者合作情景会引起自我评价结果的差异。

以上两个研究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

1．这种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是否真的存在，人们通常是怎样进行补偿的?

2．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是否与国外的研

究结论一致?

3．这种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4．在不同的社会比较情境中，这种补偿效应是否相同?

围绕以上4个问题展开思考，明确了研究方向，确定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以及采取的研

究方式。

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探讨社会比较

对自我评价补偿效应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共有两个实验：

1．通过实验一验证大学生社会比较中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这一基本假设。

2．再结合Stapel的理论，在实验一的理论基础上，考虑到社会比较中人与人之间的基

本关系不同可能影响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遂进一步验证大学生在处于不同的社会比较情境

下(合作关系、竞争关系)对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2



引青

1．2．3已有研究的不足

社会比较理论涉及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关于社会比较

研究的发展是较为迅速的，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是比较薄弱的。

我国从社会比较入手来探讨自我评价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我国关于社会比较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而且我国现有的关于社会比较的一些研究也只是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实验

型的研究较少。目前，很多方面还有待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国内关于自我评价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以自我评价的形成、发展为基础，探讨个体的成长、

发展问题。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特别是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来进行自我评价的

研究。

1．3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本研究在前人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比较的角

度出发，通过实验多方位的研究了社会比较后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这将完善和丰富关于社

会比较影响自我评价的研究理论。并且，在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中探讨社会比较对自我评价的

补偿效应的影响，为该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比较，提供了参考。

另一方面，本研究将研究社会比较情景对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社

会比较影响自我评价补偿效应的研究范围。

现实意义：

关于社会比较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对成人的研究，针对大学生的研究极少，大学生是一

个特殊的群体，正处于人格发展日趋成熟和稳定的过渡阶段。大学生要面临来自心理和环境

上的巨大变化，随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压力，作为当代大学生不可避免的要进行

社会比较。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比较的使用不当、压力以及缺乏

恰当的社会比较应对策略而引起的。研究大学生社会比较后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可以帮助大

学生了解如何更加有效的进行自我评价，从而指导大学生更加合理的调节自己的心理，促进

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预防心理疾病。

1．4研究的假设

补偿效应的操作性定义：

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通常是上行社会比较)后，如果感到自我评价受到了威胁，个体为

了维护整体的自我概念，便会无意识的对自我评价进行补偿，如果我们是在某一领域(简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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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比较领域)上进行了社会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在与这一领域不相关的领域(简称非相关

比较领域)上进行自我评价的补偿。

自我评价的操作性定义：

被试在某一给定的比较领域内，对自己的某一特征进行等级评定。

社会比较的操作定义：

社会个体通过不同的社会比较方式(包括上行比较、平行比较和下行比较)，把自身的特

征(包括能力、学业成绩、情绪、健康、观点等)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并且获得自我评价、自

我提高或自我增强等方面结果的一个过程。

本研究的假设：

实验一：

大学生在进行了社会比较以后，与下行社会比较相比，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大学生对非

相关比较领域的自我评价进行了补偿。

实验二：

与在合作情境下的大学生相比，在竞争情境下进行了社会比较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对非相

关比较领域的自我评价进行补偿。

1．5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结合问卷的方法进行研究。

1．5．1研究工具

1．5．1．1社会比较信息(附录二)

1．采用问卷形式呈现实验材料，该问卷包括：

指导语：

告知被试他们参加的是学习能力的调查研究。

个人基本资料：

要求被试填写个人的基本资料。

描述性文字材料：

要求被试阅读的一段描述性文字资料，该段资料描写某位大学生的个人学习能力，有的

是学习能力强的大学生的资料，有的是很学习能力差的大学生的资料。

回答问题：

通过回答“与上述学生比较，你觉得谁比较好?”这一问题，让他将自己与上述资料中

的大学生进行比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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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比较信息的编制：

实验前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了解多数人对学习成绩优秀大学生的认识。

邀请多名学生(不参加正式实验)填写以下《大学生学习特点调查表》(见附录一)。

回收调查《大学生学习特点调查表》共234份。根据问卷结果，总结出成绩优秀大学生

以及成绩差大学生的一些特点倾向。

参考社会比较相关研究，结合多个关于社会比较研究中的社会比较信息阅读材料，根据

社会比较信息材料相应的写作要求，依据问卷调查的特点倾向，编写出社会比较信息阅读材

料，制作以下社会比较信息资料(见附录二)。

请研究生同学40名，对社会比较信息资料进行了评定，另外，请余林教授，张进辅教授

等专家进行了评定，评定社会比较信息资料具有内容效度。

1．5．1．2‘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附录四)

该量表由相关指导语和自我评价相关的题目组成，要求被试阅读一些与自我描述相关的

问题，并进行七级等级评分。

‘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的编制：

人在获得和应用适应的过程中，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心理特征，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差

异。这些稳固而经常出现的心理特性，有时也叫个性心理特性，它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面。心理特性包括能力(ability)和人格(personality)两个方面。

学习能力是能力中最具代表性的。学习能力是学生适应学习活动、完成学习任务、获得

学习效果的能力。它是一种综合能力，既包括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技能，又包含形成自主

内化知识和把知识转化为才智的能力。所谓内化知识，是指学习者把习得的新知识纳入已有

的知识系统和认知结构之中，使新、老知识相融合产生新的知识系统认知结构。

人格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它包括许多成分，其中主要包括气质、性格、认知风格、

自我调控等方面。性格(character)是一种与社会相关最密切的人格特征，在性格中包含有

许多社会道德含义。性格表现了人们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态度，并表现在他的行为举止中。

性格表现了一个人的品德，受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这些具有道德评价含义

的人格差异，我们称之为性格差异。性格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的最核心的

人格差异。性格有好、坏之分，能最直接地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风貌。

所以本实验选择了这两个维度作为自我评价的领域：学习能力和性格。

实验前用《学习能力和性格形容词调查表》进行开放式调查(附录三)。

邀请多名大学生(不参加正式实验)写出人们会用哪些形容词来形容学习能力好和不好的

人(即学习能力相关特征)，以及用哪些形容词来形容非学习能力方面好和不好的人(即非相关

领域的特征)。

总共回收《学习能力和性格形容词调查表》共321份，根据以上大学生所写的词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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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一i o曼曼葛曼!璺

中选取出现频率较高且具有两极性质的10个形容词。

所选词汇如下：

积极／学习能力特征：聪明的，有志向的，勤奋的，成功的，遵守纪律的。

消极／学习能力特征：不聪明的，不上进的，不勤奋的，不成功的，不遵守纪律的。

积极／非学习能力特征：友好的，大方的，令人愉快的，诚实的，善良的。

消极／非学习能力特征：粗鲁的，害羞的，令人不快的，不诚实的，恶劣的。

归纳如下：

学习能力词汇组： 性格词汇组：

聪明——不聪明 诚 实—— 不诚实

有志向——无志向 大 方—— 不大方

勤奋——不勤奋 令人愉快——令人不愉陕

成功——不成功 对人友好——对人不友好

遵纪——不遵纪 善 良—— 不善良

根据以上所选词汇制作出《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请四十名研究生同学进行了评定，

另外请余林教授，张进辅教授等专家进行了评定，评定该量表具备内容效度。

该量表为一种倾向测量量表，采用七点式量表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1’7)进行评定，

!伐麦查定!Z谯麦直定，中间数字代表更偏向哪一边。

例：

1．5．3取样和被试

通过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160名西南大学在校大学生(大～至大三)进行实验，男生

78名，女生82名。

1．5．4实验地点

选取一间教室作为实验地点。

1．5．5统计分析与处理

将数据输入计算机，应用Spssl3．0进行统计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统计分析技术为多元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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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社会比较

2．1．1社会比较的概念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

自从Festinger在1954年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之后，社会心理学家们一直都比较热衷

于社会比较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蓬勃发展，社会比较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当的丰硕，社会比

较的理论也越来越丰富。

在《心理学大辞典》中，对社会比较的定义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洛(Festinger)

社会比较论术语。个体把自己与具有类似生活情境的人相比较，对自己的能力、行为水平及

行为结果作出评价的过程。

下表1总结了比较典型的社会比较理论。

表1社会比较理论发展表

研究者 社会比较的涵义

Fest inger(1954) 首先提出了社会比较的理论，并且提出了相似性假说(similarity

hypothesis)。

个体具有评估自己本身的能力和观点的需求和驱动力(driver)，当

社会生活情境中缺乏个体进行自我评价的相对客观的标准时，人们为了

减少不确定的感觉，个体通常会通过与他人比较自身的情况来评价自

己。

Schachter(1959) Schachter把社会比较的范围扩展到了情绪领域维度。

当个体的情绪处在新的或者是比较模糊的状态的时候，当无法通过

生理或经验的线索来判断自己的情绪的状态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社会

比较信息来对自己的情绪状态进行评价。

人们会寻找比较对象的动机通常是为了消除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不

确定性。

Goethals＆Darley(1977) Goethals＆Darley把归因理论引进了社会比较研究之中，并迸一

步拓展了Festinger的相似性假说理论，提出了相关属性假说。

个体不是与能力和行为相似的他人进行社会比较，而是与能力和行

为表现相关的特定属性(经验、努力程度、性别等)相似的他人进行社

会比较，以便可以获得最好的行为标准，来进行自我评价。

Kruglanski＆Uaylesess(1990) Kruglanski和Maylesess认为“社会比较是针对特定的内容面向

社会刺激所进行的比较性评估”。

社会比较是个体基于某一特定的领域(例如学业成绩、社交等)对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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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社会比较的涵义

关的社会刺激(例如朋友、同事等)所作出的比较性的评估(例如，甲不

如乙好等等)。

就算是在具备客观评价标准的情境下，人们仍然会进行社会比较，

从而作出进一步的自我评价。

Buunk et al(1991) Buunk认为人们进行社会比较不仅是对自身的评价，而且也足一种

对情感的推理。

Gibbons和Buunk(1999)提出了“社会比较倾向”这一概念，认为

个体本身就具备倾向于比较的人格特征。另外指出，社会比较倾向在性

别是也有差异，通常女性的社会比较倾向高于男性。

Gilbert(1995) 社会比较其实质就是把自己的社会处境和地位(包括能力、观点、

健康状况、学业成绩、社会地位等)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过程，这一过程

的发生是自动的、自发的、不需要人的主观努力的，而且社会比较过程

是相当普遍的。

W00d(1996) 社会比较是人们思考与自我相关的他人信息的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

1．获取相关社会信息：该信息可以来自与之相似他人，亦可来自

自我想象中的他人；

2．对社会信息的思考：指通过观察他人与自己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3．对社会信息做出反应：这一阶段涉及到一系列认知、情感和行

为反应。

“想到与自我有关的友好的或多个他人的信息的过程”。

通过对上面这些概念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将社会比较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1．社会比较是社会个体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的过程，是自然发生的，而且是相当

普遍的；

2．社会比较的这个评价过程需要建立在一定社会信息的基础之上，是个体对社会信息进

行思考和作出反应的过程；

3．社会比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社会比较的结果会受到比较对象、比较方式、比较

的内容及比较的倾向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自我评价的结果。

2．1．2社会比较的类型

社会比较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形式多样的社会心理现象。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社会比较划分为多种类型。

本研究的实验主要涉及到的是社会比较方向上的类型，那么社会比较按照比较的方向可

以划分为：

上行社会比较(Upward compari s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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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选择强于自己的对象作为参照点来进行社会比较。

平行社会比较(side-by-side comparison)：

又叫相似比较，是指个体以能力或观点相似的他人作为参照来进行比较。

下行社会比较(Downward comparison)：

当个体选择差于自己的对象作为参照点来进行社会比较。

2．2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是主体从自身的需要角度出发来看待作为客体的主体属性的过程，也就是主体

把经过选择的主体需要与作为客体的主体属性之间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反映到主体意识中来的

过程。

自我评价活动的最显著特征是评价主体和作为评价客体的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即评价主

体以自身作为评价客体进行评价活动。

认识活动包括认知和评价。

评价活动就是主体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反映的认识活动。在评价活动中，主体

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反映客体及其属性对于主体需要所具有的意义，形成价值意识。

评价活动有两个基本环节：

一是主体选择评价标准。

主体总是用主体需要来衡量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意识到了的主体需要是主体进行评价

活动的标准。

二是主体把经过选择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反映到主体意识中来。

自我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自我认识的过程，它即包含了社会行为准则，又包含了个体的主

观经验，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个体对自己思想、愿望、行为和个性

特点的判断和评价。

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发展的产物，当个体将自己作为认识的主体从客体中区分出来，开

始理解我与物和非我的关系后，通过别人对自己评价和对别人言行的评价的过程中，逐渐的

学会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主体进行自我教育的重要条件。自我意识是

个体对自身的意识，是指个体对自我的状况的认识。

自我评价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成分，自我意识可以分为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调

节三个部分。

自我评价是自我认识的核心组成成份，集中反映了个体自我认识乃至于整个自我意识的

发展水平，也是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调节的前提。

自我认识包括：

生理自我的认识(Physical sel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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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自我的认识(mental self)

社会自我的认识(social self)

因此自我评价也就涉及了生理自我评价、心理自我评价和社会自我评价三个方面。

生理自我评价：

个体对自我生理属性的评价，包括对自己的存在、外貌、身体、行为、体能等方面的认

识。

社会自我评价：

个体对自己社会属性的评价，包括对自己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地位、人际距离、

权利、义务等方面的认识。

心理自我评价：

个体对自己心理属性的评价，包括对自己的人格特点、人格倾向、心理状态、心理过程

等方面的认识。

综上所述，可以总结：

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身的身体、外貌、能力、品德、个性、社会适应、人际关系等方面

所作的评价，是个体对自我认识的总和。

2．3社会比较中关于自我评价的研究

2．3．1社会比较(自我评价)动机的研究

Gibbons等人认为当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想要评价自我的需要的时候，就会产生进行社会

比较的需要，人们通过社会比较可以搜集大量关于自我的信息，自我评价是产生社会比较的

动机。

那么自我评价的动机又有哪些呢?

前人的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自我评价的动机：

自我评估(self-evaluation)：

人们具有获得精确的自我评价的需要。

当人们感觉到对自我概念不确定时，通常会积极地寻求社会比较信息来进行自我评价，

这时人们更关心的是社会比较信息对自我评价的意义，而不管这种比较信息是会导致积极的、

连续的自我评价，还是会导致消极的自我评价(Trope，1986；Sedikedes＆Strube，1997)。

自我评价的目的在于自我了解和自我界定，个体把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在与他人进行比较

之后，才能够较为准确地了解自我的情况，这一目的往往通过平行比较来实现。

自我确定(self-assertiveness)：

人们有保持原有的自我概念不变的需要，人们需要维持新的自我评价与原有的自我概念

之间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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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的角度来看，自我确定有助于帮助个体形成稳定的自我概念。

人们尽量寻求与自我评价一致的信息反馈来保持他们原有的自我概念，并且选择那些可

以巩固原有的自我概念的反馈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有可能会导致消极的自我评价，从而使他

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预测的和可以控制的，这就是自我验证理论，也可以称为自我确定理

论。该理论主张只要人们已经有了关于他们自身的想法一即形成了自我概念，他们就会努
力的通过信息反馈来证明这些自我观念(Swann，1989； Read，1990)。

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

为了维持积极的自我意象，人们通常会选择积极的社会比较反馈信息。

人们在解释与自己有关的信息的时候，通常倾向于使用一种能够令自己满意的说法。

当要求人们与情况相类似的其他人进行比较的时候，大多数个体都显示出认为自己要优

于其他人的一种明显的意向。这种尽可能展现自己优势的倾向，能够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

平和面对挫折及消极反馈时的自我调节能力(Taylor&Brown，1994)。

当人们在经历威胁他们心理健康状况的情境时，个体对自我增强的需要就会胜过对自我

评价的需要，人们通过下行社会比较来增强他们在主观感觉上的良好体验，从而使其感受到

自己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Wi ll，1981)。

自我改进(self—improvement)：

人们不仅仅满足于当前的情感需要，而且要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中总结自我的不足之处，

进而改变和提升自我。

个体努力的奋斗，以达到在生活实际中的进步。个体有单向向上的驱力，个体在自我改

进占优势的条件下，个体更加喜欢与比自己状态稍好一些的其他人来进行社会比较

(Festinger，1954)。

人们有力求改进自我，使自我得到提高的需求和动机，并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自我改进

这一动机(Taylor，1995)。

2．3．2关于社会比较策略的研究

维护积极的自我价值感是人类的根本需求，当人们在进行了社会比较之后，特别是在进

行了上行社会比较之后，通常会使用一定的社会比较策略来避免或者降低社会比较给自己带

来的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回顾关于社会比较策略的研究，社会比较的策略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方面：

回避社会比较：

发现当两个人在一个重要的维度上进行社会比较时，一个人如果处于相对比较低的位置

上，这个人通常会采取回避这一社会比较的策略来应对引起的消极的情绪体验。这是一种简

单有效的避免引起痛苦体验的方法，人们在生活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会使用这一策略。

该策略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策略，回避社会比较并不会使个体自我满足，只是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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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避免或减轻由社会比较所带来的痛苦体验(Brickman，Bulman，1977)。

在同一维度上寻找新的比较：

当人们在某一领域中被告知不好，

的评价是错误的。

那些早期被告知为“自我倾向的，

助他人(Steele，1975)。

个体便会努力在这些领域做到最好，以此来证明别个

自私的，以及不关心他人的”的人，后来都特别愿意帮

那些早期被告知为“独立的，竞争性的”的人，则尤其愿意与别人进行合作(Baumei ster，

1982)。

降低重要维度的社会比较的水平和数量：

在竞争激烈的大学里面，大多数的大学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学业成绩的社会比较水

平，不论他实际的学业成绩是好是坏。另外，成绩差的学生，不仅会降低学业成绩的社会比

较水平，而且会减少学业成绩的社会比较数量，同时增加与自己过去成绩或自己内部标准进

行比较的数量(Gibbons，1994)。

当个体在一个对自我概念很重要的维度上表现得不令人满意时，个体便会降低在这个维

度上的社会比较的水平和数量。

降低社会比较维度(领域)的重要性：

个体具有维护积极的自我评价的根本需要，个体会利用认知歪曲来减少消极的自我评价。

其中一种认知歪曲便是歪曲比较领域对自我的重要性。

当社会比较反馈信息对个体的积极自我评价造成威胁时，个体会通过降低该比较维度(领

域)对自己的重要性，来维护积极的自我评价，这种防御性的归因策略能够有效的维护自我

概念，但是个体必须完全相信自己这些带有偏见性的解释(Tesser，1998)。

天才效应：

当个体与明显地优越于自己的他人进行社会比较后，个体便会夸大他人优秀的能力，以

此来应对引起的消极的情绪体验，这是在该社会比较信息不容易否认的情况下，个体所采用

的维护自我概念的机制(Alicke，1997)。

比如，当一个学生的考试成绩连续地不如某个同学，他便会通过夸大这个同学的学习能

力来维护自己的自我概念，这就像乞丐不会嫉妒那些富有的大富翁，只会嫉妒那些比他混得

好的乞丐一样的道理。

选择新的社会比较维度(补偿效应)：

当个体在某一领域进行社会比较后，感到自我概念受到来自社会比较的威胁，个体并不

需要应对该比较领域中自我受到的威胁，而是需要维护一个整体的自我，这时个体可以通过

关注自己其它领域的才能或长处，来达到维护整体自我价值感的目的。

“补偿”就是个体通过关注自己积极的方面，来抵消或平衡社会比较后自我消极的方面

使自尊所受到的威胁(Steele，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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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社会比较影响自我评价的研究

当个体处在积极的情绪下时，更容易对自我评价进行有利的社会比较，对上行的社会比

较信息会产生同化效应，对下行的社会比较信息会产生相反效应(Bower，1987)。

当个体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时，对能够帮助自我进行成长的消极反馈更加感兴趣。另外，

积极的情绪可以作为一种启动，可以激活头脑中较为积极的自我知识。同时，积极情绪本身

还可以看作是进行自我评价的目的，个体可以通过进行社会比较来产生积极自我评价，从而

来获得和维持积极的情绪状态(Trope，Neter，1994)。

社会比较目标的可实现性影响着自我评价的结果，如果他人的成就是个体可以通过努力

达到的，那么他人的信息就会成为个体努力的目标，就会导致同化的自我评价效应：如果社

会比较中的他人的成就是个体遥不可及的，通过努力也不能达到的目标，就会产生相反的自

我评价效应(Lockwood，Kunda，1997；Buunk，Collins，VanYperen，Dako，1990；Taylor，

1996)。

社会比较信息的极端性对自我评价的结果产生影响，极端的社会比较信息容易导致相反

的自我评价效应，即产生对比效应，而中性的社会比较信息更容易导致同化效应(Stapel，

Koomen，P1igt，1996，1997：Stapel，Koomen，Zeelenberg，1998)。

社会比较信息的明确性也会影响自我评价的结果。当社会比较信息是明确的人物——特

征联结时，个体倾向于进行相反的社会比较，产生自我评价的对比效应；反之，个体倾向于

进行相似的比较，产生自我评价的同化效应(Stapel，Koomen，2000，2001)。

个体的自尊水平代表了一个人的全部价值，因此个体的自尊是维持自我评价的最基本的

保障。当个体激活高自尊水平时，会使个体在社会比较中偏向进行积极的自我评价。也就是

说，当个体接触到的是上行社会比较信息时，就会产生同化效应；当个体接触到的是下行的

社会比较信息时，便会产生相反效应(Judge和Bono，2001)。

个体与被比较者的心理亲密程度影响着自我评价的结果。如果个体知觉到自己与被比较

者较为亲密，就易于产生同化的自我评价效应，即产生同化效应；如果知觉到双方的亲密度

较低，就易于产生相反的自我评价效应，即产生对比效应(Blanton，2002)。

比较信息对自我提高的有用性也会影响自我评价。如果社会比较信息可以帮助个体成长，

那么上行的社会比较信息就会产生相反的自我评价。积极的情绪对自我评价有着影响作用，

情绪可以在自我评价中扮演多重角色，积极的情绪首先可以作为一种资源来应对消极的自我

评价所带来的不良情绪(Gervey，2003)。

自我概念的确定性会影响社会比较后自我评价的结果。如果个体的自我概念是清晰的和

确定的，那么社会比较信息就会被视为相对客观的对比标准，从而产生与社会比较信息相反

的自我评价效应；如果个体的自我概念是模糊的和可变的，那么社会比较信息就会更多地被

看作是对自我的解释，从而产生社会比较的同化效应(Stape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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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比较情景强调的是个体水平的自我还是社会水平的自我会影响自我评价的结果。在

社会比较中，当个体水平的自我被激活后，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个体之间的差异，即更加关注

自己与被比较者之间的差异，便倾向于进行相反的社会比较，产生相反的自我评价效应，即

产生对比效应；当社会水平的自我被激活后，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个体间的融合，即更加关注

自己与被比较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便倾向于进行相似的社会比较，产生同化的自我评价效应，

即产生同化效应(Stapel，2001)。

社会比较是内隐进行的还是外显进行的也会影响自我评价效应。在社会比较中，当要求

进行外显的社会比较时，会增加自我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自我评价的同化效

应更加强烈；而要求进行内隐的社会比较时，便会激活明确的人物——特征联结，这样就更

容易产生相反效应(Stapel，2004)。

竞争的社会比较情景会产生相反的自我评价效应，即产生社会比较的对比效应；合作的

社会比较情景会产生同化的自我评价效应，即产生社会比较的同化效应(Stapel，2005)。

2．3．4国内关于自我评价的研究成果

国内有许多关于自我评价的研究成果，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从个体的成长、发展、教

育的角度展开的，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我国关于影响自我评价因素的研究归纳如下：

个性特征影响自我评价，外向型个体的自我评价更好，情绪稳定性更高，自我评价更好

(叶明志，王玲，温盛霖，陶炯，2003)。

家庭收入状况影响自我评价的结果，经济条件好的学生比经济条件差的学生自我评价更

高(张晓文，吴胜红，2000)。

重要他人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产生影响，家长和教师的评价显著影响儿童在智力、行

为表现和社交三个方面的自我评价；同伴的评价显著影响儿童在行为表现、智力、躯体与外

貌五个方面的自我评价(朱海英，2002)。

同伴关系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在性别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同伴关系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自

我评价的影响不同(程进军，2003)。

父母养育方式对个体自我评价产生影响，发现个体的自信水平与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

呈正相关；与父母的拒绝、否认、惩罚和严厉呈负相关：与父母是否偏爱、过分干涉和保护

无关(黄朝石，章军建，任善玲，2004)。

国内关于自我评价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以自我评价的形成、发展为基础，探讨个体的成长、

发展问题。而从社会比较方面来研究自我评价的研究较少，现在的一些研究也只是从理论上

进行了探讨，实验的研究较少。

2．3．5国内关于社会比较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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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社会比较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少，在近几年来才开始有了发

展的势头。

国内关于社会比较的研究归纳如下：

在实验情境中考察了抑郁与社会比较关系，认为抑郁患者的自我评价通常是消极的和歪

曲的，应该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来考察其自我评价的特点(陈珊，钱铭恰，1998)。

在失败情境中，抑郁倾向的个体的社会比较特点是消极的和自我贬低的；而正常的个体

则是相对积极的(张雯，1999)。

群际情境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对于多数派群体的成员来说，来自内群体的上行社会比较

信息会提高其自我评价，即同化效应；来自外群体的上行社会比较信息，会降低其自我评价，

即产生对比效应；对于少数派群体的成员来说，无论上行社会比较信息来自内群体还是外群

体，都对其自我评价几乎不产生影响。且多数派群体成员在自我评价上的内群体同化效应依

赖于群际对比(付宗国，张雪芬，2004)。

人们不仅会通过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还会通过与过去自我的进行比较来评价自我。根

据以往的研究发现在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中自我提高动机起了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比较中人

们会贬低他人，在时间比较中人们会贬低过去的自我，从而达到提高自我，最终使现在的自

我感觉良好(孙炯雯，郑全全，2004)。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比较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年

级差异，社会比较类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社会比较倾向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大学生的社会比较状况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大学生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的关系。(白红敏，许莹，张荣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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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一

第三部分实证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检验大学生在相关领域群>---j能力)进行了社会比较之后，是否会对其他非相关比较领
域(性格、品格等方面)的自我评价进行补偿。

3．1被试

采取随机取样方法，抽取西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80名，男生40名，女生40名，均为大

学一至三年级的学生。

3．2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2(上行比较，下行比较)×2(比较程度的大小)被试间实验设计。

自变量一：

社会比较信息，分为上行社会比较信息和下行社会比较信息，也可以称为高标准比较信

息和低标准比较信息。

由于平行比较不会产生差异，被试也不会产生自我评价的变化，因此社会比较研究一般

不进行平行比较。

比较信息材料是一位虚拟大学生的学习能力简介，上行社会比较信息中该名大学生被描

述为学习能力强，下行社会比较信息中该名大学生被描述为学习能力差。

自变量二：

社会比较程度的大小，有两个水平，分别是远高于(远低于)和稍高于(稍低于)。

上行社会比较分为：

远高于——描述为学习能力强

稍高于——描述为学习能力较强

下行社会比较分为：

远低于——描述为学习能力低

稍低于——描述为学习能力较低

本实验一共分四次进行，每次参加人数为20人。

3．3工具

问卷由社会比较信息(学生学习能力描述资料)和《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组成。

社会比较信息(学生学习能力描述资料)共有四种水平：(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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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描述了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的学习情况(形成下行社会比较——稍低于)：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感觉课程比高中难，学习比较吃力。大学的学习氛围相对比较自由，

所以该生学习越来越散漫，偶尔会逃课。老师布置的课后任务，也很少认真完成。虽然也有

试着努力学习，但总是坚持不久，从而慢慢的与其他同学拉开了差距，对一些科目失去了信

心。学习兴趣不高，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一般。每次快临近考试的一段时间里才开始恶补以前

的学习内容，考试成绩不理想，大部分学科刚刚及格。经过五次努力，终于通过了英语四级。

4．描述了学习能力差的学生的学习情况(形成下行社会比较——远低于)：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感到课程明显比高中难，学习很吃力。大学的学习氛围相对比较自由，

所以该生学习越来越散漫，经常逃课，上课时不是开小差就是睡觉。老师布置的课后任务，

很少完全，渐渐的跟不上课程的进度，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每

次快临近考试的一段时间里才开始恶补以前的学习内容，各科成绩都不理想，大多数都在及

格线的边缘徘徊，有的科目只得补考。英语四级考了五次都没有过，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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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附录四)

学习能力领域与性格领域各五项，词汇选用大学生描述学习能力和性格的最常用词汇，

依据对大学生的开放式调查归纳确定。

3．4实验程序

3．4．1实施指导语

安排被试进入实验教室，要求被试按指定座位坐好。

告知被试将要进行的是一项关于学习能力的调查研究。

向被试解释学习能力的具体含义。

(学习能力：顺利完成学习活动所必需的心理特征，学生适应学习活动、完成学习任务、

获得学习效果的能力。在这里指以快捷、简便、有效的方式获取准确知识、信息，并将它转

化为自身能力的本事。)

告知被试在填写问卷时，不能与其他参与实验的被试进行交谈，要认真的阅读材料后进

行回答，并且不能漏填任何项目，否则此卷将成为废卷。

将阅读材料和《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分发给大学生，开始实验。

3．4．2过程

阅读指导语：(附录--)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下面的材料是一位大学生对自己基本学习情

况的总结，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请你真塞回答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

何顾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

为废卷。谢谢你的参与。

注意堡仝间题都嚣回签，否则将成

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附录二)

阅读社会比较材料后，回答以下问题：(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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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回答这个问题让大学生被试判断材料中的大学生与自己相比谁的学习能力更好，以

此来判断被试是否形成了上行或者下行社会比较。

完成‘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附录四)

例：

最后回答“你认为本次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一(附录四)

(猜出实验目的者的试卷作为废卷处理)。

5实验结果和数据分析

3．5．1数据处理

收回《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问卷共80份，其中有7份极端数据没有采用，得到有

效问卷共73份，其中男生有33份，女生有40份。

将73份有效问卷所得到的七点等级量表的得分数据录入Spss For Windows 13．0统计

软件，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和事后多重比较。

3．5．2结果分析

对73名大学生被试在学习能力方面和性格方面自我评价的七点等级量表的得分，进行

了四个社会比较水平和两个性别水平的多元方差分析，经过计算得出以下各表数据。

表2：学习能力自我评价多元方差分析结果(F值)

(}表示P<O．5； 料表示P<O．1)

表2为学习能力自我评价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我们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勤奋这一自我评价项中，社会比较类型与性别的交互作用的F值为5．721，达到了P<O．1

的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证明社会比较类型与性别之间发生了显著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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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性别方面的主效应的F值为6．485，达到了P<O．5的显著性，证明男女在勤奋方

面的自我评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除了勤奋自我评价项外，其他学习能力的自我评价项目中，社会比较类型与性别之间没

有发生交互作用，无论是在社会比较类型还是在性别上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我们可以推论出这样的结论：

学习能力方面的自我评价，在性别与社会比较类型上没有发生显著的交互作用，四组被

试(四种社会比较水平)之间在学习能力自我评价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表3：性格自我评价多元方差分析结果(F值)

(}表不P<O．5； #表不P<O．1)

表3为性格自我评价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我们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在性格方面的自我评价中，没有一项性格自我评价项目在性别和社会比较类型上存在交

互作用。

性格方面的自我评价的平均项在类型主效应上的F值为28．133，达到了P<O．1的显著

性，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四组被试在性格方面的自我评价有显著的差异，证明性格方面的

自我评价在社会比较类型上有显著的差异。

其中大方、令人愉快、对人友好这三个项目的F值分别为7．600、3．456、4．198，分别

达到了P<O．I、P<O．5、P<O．1，具有统计学意义。所以大方、令人愉快、对人友好这三

个方面的自我评价在社会比较类型上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我们可以推论出以下结论：

在性格方面的自我评价中，性别与社会比较类型没有发生交互作用，四组被试(四种社

会比较水平)之间在性格自我评价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表4：性格方砥自我评价平均值(标准差)

(注：LI=上行比较远高于：L2=上行比较稍高于：L3=下行比较稍低于：L4=下行比较远低于．以下同)

表4为四组被试在性格方面自我评价项上的平均值。



实证研究：实验一

进一步对各项性格方面的自我评价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的事后比较(两两比较)，得到表5

中的数据。

表5性格方面自我评价两两比较

(·表示P<O．5； 料表示P<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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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和查看，我们将表5转划为图1。

图1性格方面自我评价两两比较结果图

上行 上行 上行 上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远高 稍高 远高 稍高
对

诚
。：× 窆I×工实
1

下行 下行
财

下行 下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远低 稍低 远低 稍低

上行 上行 上行 上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远高 稍高 远高 稍高

大 ：×工 蓄工×I方

下行 下行 下行 下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远低 稍低 远低 稍低

上行 上行 上行 上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令
远高 稍高 远高 稍高

性

人
。：×工 军 工×工愉

‰ 1

伏 列
下行 下行 下行 下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远低 稍低 远低 稍低

(用+——————◆连接的两项之间的差异显著)

结合四组被试的两两比较结果(见表5或图1)和性格自我评价的平均值(见表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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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方面的自我评价进行多重比较。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在四个社会比较类型之间，每种类型在性格自我评价上都有差异显著组，通过结合比较

四个社会比较水平的性格自我评价平均数(见表4)，得出下表对比结果(见表6)。

表6：性格方面自我评价多重比较一差异显著组(正差异)

(注：Ll=上行比较远高于：L2=上行比较稍高于：L3=F行比较稍低于：L4=下行比较远低于)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和多重比较结果，我们可以推论出：

1．与下行社会比较相比，当进行上行社会比较时，大学生在性格自我评价方面普遍有

所提高，我们可以认为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大学生在性格自我评价方面进行了补偿。

2．当被比较对象远远超过自己，自己通过努力不能轻易达到时，在性格自我评价方面

的补偿效应越明显。

3．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在男女之间无明显的差异。

3．6讨论

本研究考查了社会比较方向以及社会比较程度对大学生自我评价的影响作用。

通过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

在学习能力的自我评价方差分析中，社会比较类型和性别没有交互作用，没有显著的差

异。

在性格自我评价的方差分析中，性别与社会比较的类型并没有交互作用，其中性别因素

并没有显示出主效应，这就证明了是社会比较的类型在影响着非相关比较领域的自我评价结

果。

在实验一中，在性格的自我评价方面，上行社会比较与下行社会比较有显著的差异，上

行社会比较——远高于类型在性格方面的得分最高，上行社会比较——稍高于在性格方面的

得分排第二，下行社会比较——稍低于在性格方面的得分排第三，而下行社会比较——远低

于在性格方面的得分最低。四种社会比较水平的得分呈现有续的排列，这就说明了大学生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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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方面的自我评价进行了补偿性的自我增强。

高、低两种社会比较信息没有对被试的学习能力方面的自我评价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社

会比较信息没有对相关领域的自我评价产生影响。实验I中所出现的自我评价的差异是在与

社会比较信息无关的领域发生的，即在非相关比较领域发生的。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社会比较类型导致了自我评价结果的分离，是影响自我评价的外因。

结合不同社会比较类型下性格自我评价的平均数可以证明，与下行比较相比，上行比较的被

试在性格的自我评价有显著的补偿作用——即在非相关比较领域有显著的自我评价补偿作

用。

实验一中的另一自变量是社会比较程度的大小，通过比较不同社会比较程度下性格自我

评价的平均数可以看出，在上行社会比较中，社会比较程度越大，性格自我评价的补偿程度

越高；在下行社会比较中，社会比较的程度越大，性格自我评价的补偿程度越低。社会比较

程度的大小同样影响着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

综上所述，社会比较类型、社会比较程度的大小通过影响自我评价在非相关比较领域的

补偿来影响个体的整体自我评价的结果。

通过本实验，我们作相关比较：

每个人都有维持积极的自我评价的需要，个体会通过多种方式来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

本实验检验的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本实验的研究结果与Kevin P．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实验结果显示被试在比较领域中对特

征的自我描述评价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是在比较领域外的非相关比较领域的特征描述有所

不同，说明在上行社会比较后，人们会对自我评价进行补偿。

本研究同时也符合Steele(1988)的自我肯定理论，当个体在某个领域的失败或者是自尊

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通过关注自己其它领域的能力或者长处来应对威胁，即通过关

注自我积极的方面，来抵消或平衡自我消极的方面给自尊所带来的威胁。该策略被认为是维

护个体自尊的一种有效的机制和应对策略，而且不需要幻想和曲解现实。

但我认为自我评价的补偿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歪曲的，这种对非相关比较领域的自我

评价的补偿是无意识的，是个体为了维持一个正面的整体的自我评价的一种方式。



实证研究：实验二
!————I II——————————————————————————————————————————————————————————曼I曼皇曼曼曼

4．实验二

实验一验证了大学生社会比较中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这一基本假设。

在实验一的基础上，考虑到社会比较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不同可能影响自我评价的

补偿效应，设计了实验二，以进一步验证大学生处于不同的社会比较情境下(合作关系、竞

争关系)对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检验大学生在不同的社会比较情境(竞争与合作)下，在其他非相关比较领域(性格、

品格等方面)的自我评价进行的补偿是否一致。

4．1被试

采取随机取样方法，抽取西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80名，男生38名，女生42名，均为

大学一至三年级的学生。

4．2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2(上行社会比较，下行社会比较)x2(竞争，合作)被试问实验设计。

自变量一：

社会比较信息，分为上行社会比较信息和下行社会比较信息，也可以称为高标准比较信

息和低标准比较信息。

比较信息材料是一位虚拟大学生的学习能力简介，上行社会比较信息中该名大学生被描

述学习能力强的大学生，下行社会比较信息中该名大学生被描述为学习能力低的大学生。

自变量二：

社会比较的情境，分为竞争和合作两种社会比较情境。

竞争情境：

被试被告知将与一名竞争者(即阅读材料描述的人)一起进行学习能力测试。

合作情境：

被试被告知将与一名合作者(即阅读材料描述的人)一起进行学习能力测试。

本实验分四次进行，每次参加人数为20人。

4．3工具

问卷由指导语(告知被试与阅读材料描述的人是合作还是竞争关系)(附录二)、社会比

较信息(学习能力描述资料)(附录--)和《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附录四)组成。

指导语分为两种：(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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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竞争情境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你将与一位竞争者参加一项学习能力测试，

下面的材料是这位竞争者的基本学习情况，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然后

你将会与这位竞争者分别完成一项学习能力测试。请你真塞回簦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何顾

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堡仝闻题都要回签，否则将成为废

卷。谢谢你的参与。

2．合作情境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你将与一位合作者共同参加一项学习能力测

试，下面的材料是这位合作者的基本学习情况，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

然后你将会与这位合作者共同完成一项学习能力测试。请你真塞回簦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

何顾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堡仝四壁都鬟回簦，否则将成

为废卷。谢谢你的参与。

社会比较信息(学习能力描述资料)共有两种水平：(附录--)

2．描述学习能力差的学生(形成下行社会比较)。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感到课程明显比高中难，学>--j很吃力。大学的学习氛围相对比较自由，

所以该生学习越来越散漫，经常逃课，上课时不是开小差就是睡觉。老师布置的课后任务，

很少完全，渐渐的跟不上课程的进度，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每

次快临近考试的一段时间里才开始恶补以前的学习内容，各科成绩都不理想，大多数都在及

格线的边缘徘徊，有的科目只得补考。英语四级考了五次都没有过，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

‘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附录四)

学习能力领域与性格领域各五项，词汇选用大学生描述学习能力和性格的最常用词汇，

依据对大学生的开放式调查归纳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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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实验程序

4．4．1实施指导语

安排被试进入实验室，要求被试按指定座位坐好。

告知被试将要进行的是一项关于学习能力的调查研究，并向被试解释学习能力的具体含

义。

(学习能力：顺利完成学习活动所必需的心理特征，学生适应学习活动、完成学习任务、

获得学习效果的能力。在这里指以快捷、简便、有效的方式获取准确知识、信息，并将它转

化为自身能力的本事。)

向被试解释合作和竞争情境的含义。

告知被试在填写问卷时，不能与其他参与实验的被试进行交谈，要认真的阅读材料后进

行回答，并且不能漏填任何项目，否则此卷将成为废卷。

将阅读材料和《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分发给大学生，开始实验。

4．4．2过程

阅读指导语：(附录二)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你将与一位合作者共同参加一项学习能力测

试，下面的材料是这位合作者的基本学习情况，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

然后你就会与这位合作者共同完成该项学习能力测试。请你真塞回签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

何顾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每仝闻题都要回答，否则将成

为废卷。谢谢你的参与。

填写个人的基本信息：(附录二)

然后阅读社会比较材料，并回答以下问题：(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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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问题，让大学生被试判断材料中的大学生与自己相比谁的学习能力更好，以此

来判断被试是否形成了上行或者下行社会比较。

完成<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附录四)

例：

最后回答“你认为本次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一(附录四)

(猜出实验目的者的试卷作为废卷处理)。

4．5实验结果分析

4．5．1数据处理

收回《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共80份，其中有3份极端数据没有采用。得到有效问

卷共77份，其中男生有35名，女生有42名。

将77份有效问卷所得到的七点等级量表的得分数据录入Spss For Windows 13．0统计

软件，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和事后多重比较。

4．5．2结果分析

对77名大学生被试在学习能力方面和性格方面自我评价的七点等级量表的得分，进行

了两种社会比较情景下的两种社会比较水平(在这里可以看成四组不同的社会比较类型)和

两个性别水平的多元方差分析，经过计算得出以下各表数据。

表7：学习能力多元方差分析结果(F值)

(}表示P<O．5； 料表示P<O．1)

表7为学习能力方面的自我评价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我们从表7的数据中可以看出：

学习能力自我评价项中，社会比较类型与性别之间没有发生交互作用，无论是社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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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还是性别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我们可以推论出这样的结论：

在学习能力方面的自我评价中，性别与社会比较类型没有发生交互作用，四组被试之间

在学习能力自我评价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

表8：性格多元方差分析结果(F值)

(串表示P<o．5；#表示P<o．1)

表8为性格方面自我评价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我们从表8中的数据可以看出：

在性格的自我评价项目中，没有一项性格自我评价项目在性别和社会比较类型上存在交

互作用。

性格自我评价的平均项在类型上的F数值为139．294，达到了P<O．1的显著性，具有统

计学意义，证明性格自我评价的平均项在四组社会比较类型上有显著的差异。

其中诚实、大方、令人愉快、对人友好、善良这五个方面的自我评价在四组社会比较类

型上面的差异都十分显著。这五项的F值分别为17．653、5．262、21．428、22．444、29．623，

都达到了P<O．1的显著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可以推论出以下结论：

在性格方面的自我评价中，性别与四种社会比较类型没有发生显著的交互作用。四组被

试(两种比较方向木两种比较情景)之间在性格自我评价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表10：性格方面自我评价平均值(标准差)

据。

表10为四组被试在性格方面自我评价项上的平均值。

进一步对各项性格的自我评价进行多元方差的事后比较(两两比较)，得出表9中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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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性格方砸自我评价两两比较

30

($表示P<O．5s 料表示P<O．1)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和查看，我们将表9转化为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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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性格方面自我评价两两比较结果图

上行 上行 上行 上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对

诚
。[×工 龛：：×工实
1

对
下行 下行 下行 下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竞争 合作 竞争 合作

上行 上行 上行 上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竞争 稍高 竞争 合作

大 ：×I 蓄：：×工方

下行 下行 下行 下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竞争 稍低 竞争 合作

上行 上行 上行 上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令
竞争 稍高 竞争 合作

性

人
。：×I 军 ：：×工愉

l上 1

侠 翊
下行 下行 下行 下行

社会 社会 社会 社会

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

竞争 稍低 竞争 合作

(用+——————◆连接的两项之间的差异显著)

结合四组被试的两两比较结果(见表9或图2)和性格自我评价的平均值(见表10)，

对性格方面自我评价的进行多重比较。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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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推论出：

两个社会比较类型在不同的社会比较情境之下，每组被试的性格自我评价都有差异显著

组，通过结合比较两个社会比较类型和两种社会比较情景之间的性格自我评价平均数(见表

10)，得出下表对比结果(见表11)。

表11：性格方面自我评价多重比较一差异显著组(正差异)

(注：Rl=上行比较竞争：R2=上行比较合作：R3--F行比较合作：R4=F行比较霓争)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和多重比较结果，我们可以推论出：

1．在上行社会比较中，与比较对象是合作伙伴的大学生相比，当进行比较的对象是竞

争对手时，大学生在性格自我评价方面的得分普遍有所提高，也就说明了大学生在性格自我

评价方面进行了更显著的补偿。

2．在上行社会比较中，当大学生处于竞争情境中时，更倾向于在性格自我评价方面进

行补偿。

3．自我评价的补偿效应在男女之间无明显的差异。

4．6讨论

本研究考查了大学生社会比较方向以及社会比较情境对自我评价的影响作用。

通过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学习能力自我评价的方差分析中，在不同社会比

较情境下的社会比较类型和性别之间没有发生交互作用，并且没有显著的差异。

在性格自我评价的方差分析中，性别与不同社会比较情境下的社会比较类型也没有发生

交互作用，其中性别冈素并没有显示出主效应，这就证明了是社会比较的类型和社会比较情

景在起作用。

在实验中，上行社会比较与下行社会比较相比，在性格的自我评价方面有显著的差异，

而是处于竞争的社会情景还是处于合作的社会情景下也有显著的差异，上行社会比较——竞

争类型在性格方面的得分最高，上行社会比较——合作在性格方面的得分排第二，下行社会

比较——合作在性格方面的得分排第三，而下行社会比较——竞争在性格方面的得分最低。

上述实验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性格方面的自我评价进行了补偿性的自我增强，即产生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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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效应。

这种自我补偿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

通过实验发现，竞争和合作两种社会比较情景没有对被试在学习能力方面的自我评价产

生影响，也就是说社会比较情景没有对相关领域的自我评价产生影响。

实验2中所出现的自我评价的差异是与比较信息无关的领域发生的，即在非相关比较领

域发生的。所以，社会比较方向与社会比较情景都对被试的自我评价结果产生了影响。

通过比较不同社会比较类型和不同社会比较情景下的被试的自我评价分数的平均数，我

们可以看出，在上行社会比较中，处于竞争情景的被试与处于合作情景的被试相比，在性格

自我评价方面的补偿程度较高。在下行社会比较中，处于竞争情景的被试与处于合作情景的

被试相比，在性格自我评价方面的补偿程度较低。这说明社会比较情景影响着自我评价的补

偿效应。

通过对实验数据分析，我们认为，社会比较情景可以通过影响自我评价在非相关比较领

域的补偿来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的结果。

通过本实验，我们作相关探讨：

竞争的社会比较情景容易导致相反的自我评价效应，合作的比较情景容易导致同化的自

我评价效应。竞争使个体致力于打败对手而获得成功，在这种情景下社会比较更容易发生，

个体需要通过社会比较来重新评价自我，以寻求自我与竞争对手间的优势与劣势。

因此竞争强调了个体间的差异，个体更容易看到自我与他人的不同，自我评价会产生相

反效应。合作使个体产生与其他人事例为一个整体的需要，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强调

了个体间的相似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将合作者的特点视为自己也具有的，将他人的信息

整合到自我评价之中，导致同化效应。

显然，社会比较中的补偿作用，可以作为应对心理挫折的一种应对方式，利用这种补偿，

有助于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心理健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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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讨论

第四部分总讨论和结论

国外有关社会比较的研究开始于Festinger提出社会比较理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下行比较理论的提出，才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社会比较的研究经历了产生、下行比较研究

的兴起、上行比较与下行比较的综合研究，到关注外显和内隐社会比较的效果等等。

目前，国外有很多关于社会比较的研究，而在国内还处于起始阶段，选择这一课题是非

常有意义的。

与社会比较最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便是自我。

研究社会比较对自我评价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不仅促进了社会心理学和健

康心理学的学科发展，也与和谐社会的要求一致。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社会比较影响着个体的自我评价。不合理的社会比较会导致大学生

不正确的自我评价，从而引起不良的情绪和心理问题。合理的社会比较使大学生产生正确的

自我评价，能够更好的指导自己的身心发展。

个体的自我评价通常都会受到其他人的成就的影响，他人的成就会使个体重新思考自己

的成就，并重新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观点(Festinger，1954)。

人们经常参加社会比较来获得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息。通常，这些比较的暗示对自我是有

利的，提供的信息是自我增强的，鼓励人的，或者是对天性简单积极的。然而，不可避免的，

也有这样的情况——社会比较的结果是负面的，不利的。

例如，学生可能发现他们在一个重要的考试中得分不如其他学生。相同的，大学教授可

能发现他没有他的同事出的书多。鉴于社会比较信息被识别和威胁自尊的潜在性，人们学习

控制他们的社会比较就不令人惊讶了。

早期关于社会比较的研究大多基于这样的假设：

与优于自己的他人比较将会威胁和打击自我评价，而与劣于自己的人比较将会提升自我

评价。

因此先前的研究者认为，社会比较过程的一般结果是产生与比较目标相反的自我评价。

Brown(1998)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大多数研究者提供了相反效应的实验证据。

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社会比较对自我评价的影响既可以是相反效应也可以是同化效

应。他人的成就可能会使个体怀疑自己的能力，但也可以成为个体奋发的动力；同样他人的

失败可能会使个体体验到优越感，也可能会使成为个体的间接经验使个体陷入失败的阴影中。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比较对大学生的自我评价造成影响，这些影响

与社会比较方向和社会比较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讨论和结论

通过本研究的实验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

一、大学生在进行了社会比较后，社会比较的方向影响着大学生的自我评价结果，当自

我评价受到社会比较的威胁后，大学生会对自我评价进行补偿。

1．从社会比较方向的角度来看

通常人们为保护自己对抗这些的危胁，不会简单的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社会比较结果。保

护自己对抗危胁的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尽量的避免不利的上行社会比较。

一般来说，下行社会比较会使人得到安慰，觉得自己比他人优秀，从而增加自己的积极

的情绪。上行社会比较会使人有一种失败感，觉得自己总是比别人差，从而产生焦虑、抑郁

等不良情绪。

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当上行社会比较时，大学生被试为了保护自己，对自己的性格

特征进行了补偿。

2．如果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后产生消极情绪，人们通常会采取一些有效的比较策略。

因为社会比较可能是不舒服，甚至是痛苦的，人们通常会尽量的避免社会比较，brickman

和bulman认为社会准则的存在抑制了社会比较的普遍。

例如，在社会上的许多情境中，太过于的庆祝自己的成功是不适当的，尤其是当自己的

成功可能是建立在别人付出的代价和痛苦上时。实际上，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使他人觉得这

样的行为是白恋的。

因此，通过避免社会比较，有利于个体能够更好的维持与他人友好的关系，这是一种自

我防御策略。然而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要避开社会比较信息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便

产生了一系列的策略来减缓自己面对不利反馈信息时的痛苦。

当人们在某一领域上失败或自尊受到威胁时，他们会通过关注自身其它的能力来抵消这

种威胁。人们可能通过把关注放在另一个领域上来抵消在这一领域上受到的威胁，这是

Steele(1988)的自 我肯定理论的中心。

当人们在自我的一些领域受到威胁时，他们不需要特别地反击那个威胁，他们需要的是

维护自己的全部自我价值。因此，在失败后，个体可能通过肯定自我的重要方面来维护自我

形象，而那个重要方面可能与失败的那个领域无关。

本研究的理论与自我肯定理论有一致之处，都是维护整体的自我价值，都是关注另一个

领域上的自我，进～步的验证了自我肯定理论。

二、社会比较发生在竞争或者合作的社会比较情境下会导致不同的自我评价结果。

1．从社会比较方向的角度来看

并不是所有的上行社会比较都会导致消极情绪，也不是所有的下行社会比较都会导致积

极情绪。

比如，在不同的社会比较情境下，上行比较和下行比较起着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个

体与被比较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情况，影响着自我评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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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社会比较情景的角度来看

Stapel的研究指出竞争的比较情境可能会激活人们差异的心理定势，从而产生对比效

应，而合作的比较情景可能会激活人们同化的心理定势，从而产生同化效应，竞争或者合作

情景会引起自我评价结果的差异。

在本研究中，社会比较情景影响着自我评价的结果。

如果被试与被比较者是竞争关系，那么就会更多地关注自我与他人的不同，产生与比较

信息相反的自我评价效应。如果被试与被比较者是合作关系，就会更多的关注自我与他人的

相似性，产生同化的自我评价效应。由于不同的社会比较情境会导致被试关注不同的方面，

所以，在竞争情境下，被试进行了自我评价的补偿。

前人的研究指出在竞争的比较情景中社会比较的需要会非常强烈(GibbonsgcBuunk，

1999；Stapel＆Tesser，2001；Tesser，1988 3 Weed，1989)。

我们可以推测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需要，导致了对自我评价补偿效应的影响。

6．结论

本研究检验了前人提出的社会比较类型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社会比

较情景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社会比较类型会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的结果。

在面对上行社会比较时，大学生对自我评价进行了补偿，补偿效应发生在非相关比较领

域的自我评价。

上行社会比较容易导致个体的自尊受到威胁，当个体的自我概念受到来自社会比较的威

胁时，个体为了维持良好的自我概念，会采取提高自己的某些方面的自我评价来维护自己的

整体自我评价。

当在某一领域中进行了社会比较，个体往往会通过提高自己在此领域外的自我评价来抵

消在这一领域中自我评价受到的威胁。

第二，竞争与合作的社会比较情景会影响个体的自我评价的结果。

在竞争或合作两种不同的社会比较情景下，个体的自我评价会有不同的结果。

合作使个体产生与其他人视为一个整体的需要，由于强调个体间的相似性，会将他人的

信息整合到自我评价之中，导致同化效应。

与合作情境相比，由于在竞争情境下进行社会比较，个体自我评价在相关比较领域会感

受到更加强烈的威胁，此时，大学生更倾向于在非相关比较领域的自我评价进行补偿，以维

护积极的自我评价。

7．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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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国内外开展的有关社会比较对自我评价的影响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回

顾。为我国的大学生自我评价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其次，本研究考虑到时间以及成本问题，结合了问卷和实验设计方法，简化了社会比较

的实验过程。为以后对大学生进行社会比较的研究提供了借荐的方法。

第三，区别与西方的文化北景，在中国的社会背景条件下研究了社会比较对自我评价的

影响。

8．未来展望

首先，本研究从社会比较方向和社会比较情境角度探讨了社会比较对自我评价补偿效应

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研究的时间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大研

究范围。

其次，本研究对于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较浅的，对于作用机制的研究有待深入，

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最后，本研究对于补偿效应的产生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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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大学生学习特点调查表

大学生学习特点调查表

各位同学，请认真回答以下问题：

1．你认为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具备哪些特点?

2．你认为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具备哪些特点?

十分感谢你的参予与合作1

42



附录t：牢十会比较信息

附录二：社会比较信息(学习方面自我介绍资料)

实验一

1． 上行比较——远高于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下面的材料是一位大学生对自己基本学习情

况的总结，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请你真塞回签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

何顾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堡仝间题郝噩回签，否则将成

为废卷。谢谢你的参与。

个人资料：

性别： 口男 口女

年龄：——
学科类别： 口理科 口文科 口艺术类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学习非常轻松，按时上课，从不缺课，并重新制定了自己的学习计划，

安排好作息时间，并严格执行，除老师布置的任务外，自己安排了许多学习任务。对学习十

分感兴趣，学习生活十分充实，喜欢与老师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只要学校有讲座活动，就

会去听。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学习竞赛活动，多次得到奖项。另外，在第一学期就通过

了英语六级和计算机三级，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并取得了一等奖学金。

请回答：

你与上述学生相比，你觉得谁的学习能力好?

B上述学生 Ⅱ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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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行比较——稍高于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下面的材料是一位大学生对自己基本学习情

况的总结，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请你裹塞回签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

何顾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复仝间题都垂回答，否则将成

为废卷。谢谢你的参与。

个人资料：

性别： 口男 口女

年龄：——
学科类别： 口理科 口文科 口艺术类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学习比较轻松，严格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学习，按时上课，从不缺课，

上课时认真听讲，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课后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学习任务，经常会和

老师讨论问题，交流思想。经常去听学校的讲座活动，参加了学校举办的各种课外学习竞赛

活动，得到过奖项。第一学期就通过了英语四级和计算机二级，各科学习成绩优良，并取得

了三等奖学金。

请回答：

你与上述学生相比，你觉得谁的学习能力好?

B上述学生 口自a



附录二：社会比较信息

3． 下行比较——稍低于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下面的材料是一位大学生对自己基本学习情

况的总结，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请你真塞回签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

何顾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复仝闷蹙都翼回签，否则将成

为废卷。谢谢你的参与。

个人资料：

性别： 口男 口女

年龄：——
学科类别： 口理科 口文科 口艺术类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感觉课程比高中难，学习比较吃力。大学的学习氛围相对比较自由，

所以该生学习越来越散漫，偶尔会逃课。老师布置的课后任务，也很少认真完成。虽然也有

试着努力学习，但总是坚持不久，从而慢慢的与其他同学拉开了差距，对一些科目失去了信

心。学习兴趣不高，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一般。每次快临近考试的一段时间里才开始恶补以前

的学习内容，考试成绩不理想，大部分学科刚刚及格。经过五次努力，终于通过了英语四级。

请回答：

你与上述学生相比，你觉得谁的学习能力好?

口上述笋笙 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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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行比较——远低于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下面的材料是一位大学生对自己基本学习情

况的总结，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请你真塞回簦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

何顾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每仝问题都噩回签，否则将成

为废卷。谢谢你的参与。

个人资料：

性别： 口男 口女

年龄：——
学科类别： 口理科 口文科 口艺术类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感到课程明显比高中难，学习很吃力。大学的学习氛围相对比较自由，

所以该生学习越来越散漫，经常逃课，上课时不是开小差就是睡觉。老师布置的课后任务，

很少完全，渐渐的跟不上课程的进度，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每

次快临近考试的一段时间里才开始恶补以前的学习内容，各科成绩都不理想，大多数都在及

格线的边缘徘徊，有的科目只得补考。英语四级考了五次都没有过，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

请回答：

你与上述学生相比，你觉得谁的学习能力好?

口上述学生 口自a



附录二：社会比较信息

实验二

1． 上行比较——合作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你将与一位合作者共同参加一项学习能力测

试，下面的材料是这位合作者的基本学习情况，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

然后你就会与这位合作者共同完成该项学习能力测试。请你真塞回签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

何顾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复仝间题都要回鳘，否则将成

为废卷。谢谢你的参与。

个人资料：

性别： 口男 口女

年龄：——
学科类别： 口理科 口文科 口艺术类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学习非常轻松，按时上课，从不缺课，并重新制定了自己的学习计划，

安排好作息时间，并严格执行，除老师布置的任务外，自己安排了许多学习任务。对学习十

分感兴趣，学习生活十分充实，喜欢与老师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只要学校有讲座活动，就

会去听。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学习竞赛活动，多次得到奖项。另外，在第一学期就通过

了英语六级和计算机三级，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并取得了一等奖学金。

请回答：

你与上述学生相比，你觉得谁的学习能力好?

D上述学生 口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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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行比较——竞争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你将与一位竞争者参加一项学习能力测试，

下面的材料是这位竞争者的基本学习情况，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然后

你就会与这位竞争者分别完成该项学习能力测试。请你真塞回簦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何顾

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每仝闷蹙都翼回答，否则将成为废

卷。谢谢你的参与。

个人资料：

性别： 口男 口女

年龄：——
学科类N- 口理科 口文科 口艺术类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学习非常轻松，按时上课，从不缺课，并重新制定了自己的学习计划，

安排好作息时间，并严格执行，除老师布置的任务外，自己安排了许多学习任务。对学习十

分感兴趣，学习生活十分充实，喜欢与老师讨论问题，交流思想。只要学校有讲座活动，就

会去听。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学习竞赛活动，多次得到奖项。另外，在第一学期就通过

了英语六级和计算机三级，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并取得了一等奖学金。

请回答：

你与上述学生相比，你觉得谁的学习能力好?

口上述学：竺 口自己



附录二：社会比较信息

3． 下行比较——合作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你将与一位合作者共同参加一项学习能力测

试，下面的材料是这位合作者的基本学习情况，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

然后你就会与这位合作者共同完成该项学习能力测试。请你真塞回签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

何顾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堡仝间壁都要回签，否则将成

为废卷。谢谢你的参与。

个人资料：

性别： 口男 口女

年龄：——
学科类别： 口理科 口文科 口艺术类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感到课程明显比高中难，学习很吃力。大学的学习氛围相对比较自由，

所以该生学习越来越散漫，经常逃课，上课时不是开小差就是睡觉。老师布置的课后任务，

很少完全，渐渐的跟不上课程的进度，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每

次快临近考试的一段时间里才开始恶补以前的学习内容，各科成绩都不理想，大多数都在及

格线的边缘徘徊，有的科目只得补考。英语四级考了五次都没有过，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

请回答：

你与上述学生相比，你觉得谁的学习能力好?

B上述学生 Ⅱ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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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行比较——竞争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心理实验，你将与一位竞争者参加一项学习能力测试，

下面的材料是这位竞争者的基本学习情况，请你先仔细阅读并回答后面量表中的问题，然后

你就会与这位竞争者分别完成该项学习能力测试。请你真塞回签下面的问题，不要有任何顾

虑，你的回答仅作为研究之用且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注意垒仝间题签垂回鳘，否则将成为废

卷。谢谢你的参与。

个人资料：

性别： 口男 口女

年龄：——
学科类别： 口理科 口文科 口艺术类

阅读材料：

该生进入大学后，感到课程明显比高中难，学习很吃力。大学的学习氛围相对比较自由，

所以该生学习越来越散漫，经常逃课，上课时不是开小差就是睡觉。老师布置的课后任务，

很少完全，渐渐的跟不上课程的进度，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对学习失去了信心。每

次快临近考试的一段时间里才开始恶补以前的学习内容，各科成绩都不理想，大多数都在及

格线的边缘徘徊，有的科目只得补考。英语四级考了五次都没有过，对学习越来越没有兴趣。

请回答：

你与上述学生相比，你觉得谁的学习能力好?

Ⅱ上述学生 Ⅱ自a



附录二：学习能力和性格形容词调布表

附录三：学习能力和性格形容词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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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自我评价词汇等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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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论文已经完成了。转眼三年过去了，我的研究生生活也将结束，要离开这里

了，我将重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开始我的人生。回想这三年的学习生涯，感

慨良多。三年前，我懵懵懂懂的闯入了心理学的殿堂，开始了对心理学知识正规

而系统的学习，领略到了心理学的无限风光。

我要衷心的感谢我的导师余林教授三年以来对我的悉心指导。在我的论文写

作过程中，余老师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对我

的论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阅，提出了异常宝贵的建议。您睿智的思想和渊博的

知识让我受益匪浅，在前进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余老师的悉心指导，是您

让我体验到了心理学学习的乐趣，在此我深深地感谢余老师的教导!

感谢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所有教授老师，在各位老师的孜孜教诲下，我在学业

和人生的道路上蹒跚前行。感谢诸位老师在学业和生活上曾给予我的关怀和指导!

感谢我的各位同窗好友，在学业上给我的帮助和指点。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年

的时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是我读研最大的收获，也是我一生最宝

贵的财富。

最后，我要深深的感谢我的父母和亲人，是你们无私的关爱给我带来了现在

的一切。此恩此情，我铭记在心，我将继续努力奋斗，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你们

的健康和幸福快乐是我最大的期盼。

马上就要离开西南大学了，我会很想念在西南大学的日子，希望西南大学越

来越好!

此致，

敬礼

张丽雅

2010年5月1 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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