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2019 年 4 月第 1 卷第 2 期

文章引用：李童童，李艳，潘莉，黄倩，等．团体心理咨询对大学生自尊提升的干预研究［J］. 心理咨

询理论与实践，2019，1（2）：100-111.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02009

团体心理咨询对大学生自尊提升
的干预研究

李童童 1  李艳 1，2*  潘莉 3  黄倩 2  王喆 2

1. 合肥工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合肥，230009；

2. 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合肥，230009；

3.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合肥，230009

邮箱：

摘  要：目的：探讨团体心理咨询对大学生自尊提升的干预效果以及内在影

响机制。方法：招募 18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组与控制组前后测量的

实验设计，实验组接受为期 6 周的自尊提升团体心理咨询，使用自尊量表、人

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大五人格量表进行测试。结果：团体心理咨询后，实验

组被试的自尊水平提高 [（32.67±3.12）vs.（29.33±3.24）， p< 0.001]，人际

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总分 [（6.62±3.66）vs.（12.00±5.27）， p< 0.001] 及人际关

系维度分数 [（2.11±1.36）vs.（4.00±1.94），p= 0.009] 下降，大五人格问卷

外倾性 [（3.51±0.31）vs.（3.30±0.41） ，p= 0.002] 与责任心 [（3.65±0.34）

vs.（3.43±0.35） ，p= 0.026] 分数提高。结论：团体心理咨询对大学生自尊提

升的干预有效，这一干预效应存在潜在的长期效应，其内在机制可能是人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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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困扰的降低；自尊提升能够内化成为个体人格外倾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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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a six-week group psychological 

guidance to enhance self-esteem and to explore its intrinsic mechanism. Methods： 

Totally 18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wo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n=9） and control group（n=9）.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six-week 

training program to enhance self-esteem， as compared as control group who received 

only baseline and post-six-week measurement which included the self-esteem scale，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scale， and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scale. Results： After the training program，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self-

esteem was improved [（32.67±3.12）vs.（29.33±3.24）]， total score[（6.62±3.66）

vs .（12.00±5.27）]  and inter-p ersonal  communicat ion[（2.11±1.36）

vs.（4.00±1.94）] score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mprehensiv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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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were declined， and score of extraversion[（3.51±0.31）vs.（3.30±0.41）] and 

conscientiousness[（3.65±0.34）vs.（3.43±0.35）] were increased. Conclusion： 

It proves that group psychological guidance could enhance students’ self-esteem for 

a long time， and self-esteem could be a part of personality.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hip skills could explain why group psychological 

guidance could enhance self-esteem.

Key words：Group psychological guidance；Self-esteem；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ersonality；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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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尊是自我的核心，个体的自尊水平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已有研究发

现，与高自尊个体相比，低自尊个体有更多的情绪困扰，如焦虑、抑郁、害羞等

［1］。同时，低自尊个体的情绪表达能力较差，他们更不擅长表达自我情绪，更

容易产生自杀意念［2］，处于更高的自杀风险中。另外，自尊与个体的攻击行为

存在中等程度的负相关，能够解释社会领悟对抑郁的负向作用［3］［4］。因此，

提升自尊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保护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能够正向预测

个体的积极应对方式，帮助个体拥有积极的自我认知，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5］

［6］，低自尊已成为目前大学生情绪困扰、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7］

［8］。因此，针对大学生自尊提升的干预迫在眉睫。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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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高校中帮助大学生解决心理困惑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团体心理咨询。

团体心理咨询是一种多人情境下的心理咨询类型，通过团体内人际互动帮助个

体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探索自己和悦纳自己［8］。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团体

心理咨询在帮助大学生改善人际关系、缓解情绪困扰、时间管理和人格塑造等

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9］［10］［11］［12］［13］［14］［15］。同时，

团体心理咨询因其效果好、速度快、效率高等优势备受高校心理工作者的认可。

然而，目前已有的研究对于团体咨询是否能够稳定提升个体自尊水平存在

分歧。胡月和何亚慧的研究表明，团体心理咨询能够有效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提升大学生自尊水平［16］。余亭蓉和唐立的研究发现团体心理咨询可以

提高大学生的自尊水平，团体辅导效果却会随着团体咨询的结束出现反弹倾向

［17］。因此，本研究希望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团体心理咨询对自

尊提升的效果是否能够长时保持，以及自尊提升是否能够内化成为个体人格的

一部分等问题。另外，以往的研究多集中讨论团体咨询能否提升个体心理健康

水平，鲜少有研究考察团体咨询如何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因此，本研究希

望进一步探讨团体咨询对自尊提升的可能内在机制，为临床干预实践提供借鉴。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通过海报招募被试 18 名，其中 9 名（男生 5 名，女生 4 名）被试自愿报名

参加团体咨询活动，为本研究中的实验组；另外 9 名（男生 5 名，女生 4 名）

不参加团体咨询活动，为本研究中的控制组。所有被试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良好，

无明显心理障碍。

2.2  工具

2.2.1  Rosenberg 自尊量表中文版（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SES） 

采用由季益富和于欣汉化的自尊量表［18］，该量表共 10 题，采用 1（非

常符合）～ 4（非常不符合）的 4 点计分，高分值代表高自尊，低分值代表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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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该量表信效度指标较好，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2.2.2  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采用郑日昌等人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19］，该量表共 28 题，包

含 4 个维度，分别为交谈交流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和异性交往

困扰。采用“0”和“1”两点计分，选“否”计“0”分，选“是”计“1”分，

满分为 28 分。分数越高表示人际困扰越多，分数越低表示人际困扰越少，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699。

2.2.3  简版大五人格问卷

采用 Costa 和 McCrae 编制的简版大五人格问卷［20］，该问卷共 60 题，包

含 5 个维度，分别为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采用 1（非常

不赞同）～ 5（非常赞同）的 5 点计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77。

2.3  方法

2.3.1  干预方法

实验组进行连续 6 周的团体心理咨询，每周约 2.5～ 3 小时，具体活动过程

见表 1。控制组则处于常态的自然学习中，不参加任何团体心理咨询活动。3 次

测量时间分别为干预活动前、干预活动后以及团体心理咨询结束 2 个月后。

表 1  团体心理咨询方案设计表

活动主题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相见欢
指导参与者了解团体咨询的模式、作用
等相关信息

1. 热身：滚雪球；2. 认识我，是你
的幸运；3. 分组并完成组名、组歌、
组旗制作

自我效能感
提升

帮助团体成员寻找自身优势，更加深刻地
认识自我，提高自我效能感与悦纳程度

1. 热身：天使的秘密；2. 自我寻宝；
3. 画出我的成功树；4. 假如我是雇
员

积极思维培
养

帮助团体成员认识到自己的非理性信念，
训练积极思维，培养积极心理

1. 热身：水果蹲；2. 优点大轰炸；
3.“积极思维”小剧场

战胜负面我
协助团体成员战胜负面我，提升自尊水
平，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

1. 热身：心有千千结；2. 生命的独
特性；3. 积极赋义

提高自信的
方法

帮助团体成员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提
升自信心

1. 热身：音乐舞动；2. 生命的连环画；
3. 讨论：如何提高社交自信

快乐离别
评估团体咨询效果，处理分离情绪，鼓
励团体成员分享感受并将获得的成长运
用到日常生活学习中

1. 热身：戴高帽；2. 回顾来时路；3. 分
享成长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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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包对实验组与控制组干预前后以及 2 个月后跟踪测

量的各指标进行方差分析、简单效应检验和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团体心理咨询后自尊的变化

以自尊量表得分为因变量，进行 2（组别：实验组、控制组）×3（时间：

干预前、干预后、跟踪测量）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结果显示，时间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2，15）= 3.67， p < 0.05），组别主

效应无统计学意义（F（1，16） = 1.75， p = 0.205），时间与组别的交互效应

有统计学意义（F（2，15） = 3.87， p = 0.03）。

  表 2  两组在 SES、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大五人格问卷上的得分

实验组 控制组
干预前 干预后 跟踪 干预前 干预后 跟踪

自尊量表 SES 29.33（3.24）32.00（3.00）32.67（3.12） 29.50（2.92）29.30（3.40）28.90（3.73）

人际关系
综合诊断

量表

总分 12.00（5.27）6.33（1.80） 6.62（3.66） 9.67（5.05） 9.60（4.27） 9.20（4.61）
交流交谈 3.22（1.79） 1.22（0.97） 1.38（1.41） 2.50（1.84） 2.20（1.48） 2.20（1.62）
人际交往 4.00（1.94） 2.00（1.00） 2.11（1.36） 3.40（1.71） 3.90（1.60） 3.70（1.77）
待人接物 2.00（1.41） 1.00（1.12） 1.11（0.93） 1.40（1.08） 1.40（0.70） 1.60（0.97）
异性相处 2.78（1.30） 2.11（0.33） 2.00（1.50） 2.33（1.50） 2.11（1.45） 1.67（1.66）

大五人格
问卷

神经质 2.93（0.36） 2.80（1.78） 2.71（0.24） 2.81（0.42） 2.87（0.34） 2.81（0.42）
外倾性 3.30（0.41） 3.43（0.39） 3.51（0.31） 3.27（0.31） 3.31（0.39） 3.18（0.29）
开放性 3.03（0.18） 3.17（0.31） 3.17（0.24） 2.98（0.27） 3.04（0.30） 2.96（0.25）
宜人性 3.01（0.35） 2.99（0.24） 3.13（0.23） 3.01（0.42） 2.95（0.39） 2.94（0.40）
责任心 3.43（0.35） 3.58（0.38） 3.65（0.34） 3.54（0.31） 3.49（0.27） 3.30（0.28）

对自尊量表得分进行组别和时间的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见图 1。结果表明，

干预前，实验组与控制组的自尊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16） = 0.09，  

p = 0.765），干预后两组自尊得分开始产生差异（F（1，16） = 2.53，  p= 0.131），

在两个月后的跟踪测量中实验组得分高于控制组，且有统计学意义（F （1，

16） = 4.58，  p < 0.05）。控制组在干预前、干预后和跟踪测量时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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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7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控制组

跟踪测量

图 1  自尊量表上组别与时间的交互作用

3.2  团体心理咨询后人际关系的变化

以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分为因变量，进行 2（组别：实验组、

控制组）×3（时间：干预前、干预后、跟踪测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描述

性统计结果见表 2。结果显示，总分（F（2，15）= 4.13，  p = 0.027）、交流交

谈（F（2，15）= 3.57，  p = 0.041）、人际交往（F（2，15）= 3.64，  p = 0.038）

的时间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待人接物与异性相处两个维度的时间主效应无统

计学意义（ p > 0.12）；总分及其他四个维度组别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 p > 0.2）；

人际交往维度的组别与时间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2，15） = 8.63，p< 0.01），

其他交互作用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5），见图 2。

5

4

3

2

1

0
干预前 干预后 跟踪测量

实验组 控制组

图 2  人际交往维度上组别与时间的交互作用

对人际交往维度的组别与时间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干预前两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5），但是干预后实验组得分显著低于控制组（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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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7.69，p= 0.014），并且这一趋势在跟踪测量中边缘有统计学意义（F（1，

16） = 3.45， p= 0.082）。控制组在干预前、干预后和跟踪测量时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 > 0.5）。

3.3  团体心理咨询后人格的变化

以大五人格问卷各维度分作为因变量，进行 2（组别：实验组、控制组）×3（时

间：干预前、干预后、跟踪测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结果显示，在外倾性（F（2，15） = 7.36， p= 0.002）与责任心维度（F（2，

15） = 7.22， p < 0.01）的组别与时间的交互作用存在统计学意义，见图 3 和图 4。

所有维度在组别与时间上的主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2），其他三个维度的组

别与时间交互作用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2）。

3.7

3.6

3.5

3.4

3.3

3.2

3.1
干预前 干预后 跟踪测量

实验组 控制组

图 3  责任心维度上组别与时间交互作用

3.6

3.5

3.4

3.3

3.2

3.1

3
干预前 干预后 跟踪测量

实验组 控制组

图 4  外倾性维度上组别与时间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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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倾性和责任心的组别与时间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外倾性和

责任心在干预前与干预后的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5），但是，在两个

月后的跟踪测量时实验组在外倾性（F（2，15） = 4.93， p= 0.043）和责任心（F（1，

16） = 5.33， p = 0.036）的得分均高于控制组，且存在统计学意义。控制组在干

预前、干预后和跟踪测量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5）。

3.4  团体心理咨询提升自尊的机制

分别计算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自尊量表在跟踪测量时与干预前的差值

（见表 3），将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差值作为自变量，自尊量表

差值作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结果显示，人际交往差值（β  =-1.04， p= 0.004）

能够负向预测自尊量表差值（见表 4），存在统计学意义，调整 R 方为 0.384，

而总分及其他各维度均无统计学意义（p> 0.3）。

表 3  两组在干预前与跟踪测量时三个量表差值（x ± s）

实验组 控制组 t 值 p 值
自尊量表 SES 3.33±1.66 -0.67±3.28 3.27 0.005

人际关系综合
诊断量表

总分 -5.13±4.05 -0.25 ±5.23 -2.08 0.056
交流交谈 -1.63±1.92 0.00±1.80 -1.79 0.092
人际交往 -1.89±1.27 0.22±2.17 -2.52 0.023
待人接物 -0.89±1.17 0.22±1.20 -1.99 0.064
异性相处 -0.78±1.20 -0.63±1.60 -0.22 0.825

大五人格问卷

神经质 -0.22±0.36 0.09±0.34 -1.51 0.152
外倾性 0.21±0.21 -0.09±0.23 2.76 0.015
开放性 0.14±0.17 -0.02±0.25 1.58 0.135
宜人性 0.12±0.36 -0.07±0.29 1.27 0.222
责任心 0.22±0.24 -0.24±0.31 3.40 0.004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B T F R Adjusted R2

人际交往差值预测自尊量表差值 -1.04 -3.40 11.58 0.648 0.384
自尊量表差值预测外倾性差值 0.039 2.17 4.76 0.504 0.20

3.5  团体心理咨询提升自尊对人格产生的影响

分别计算自尊量表和大五人格量表在跟踪测量时与干预前的差值（见表 3），

将自尊量表差值作为自变量，大五人格量表各维度差值作为因变量，构建回归

方程。结果发现，自尊量表差值（β = 0.039， p= 0.047）能够正向预测外倾性维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02009

团体心理咨询对大学生自尊提升的干预研究

www.sciscanpub.com

2019 年
第 1 卷第 2 期 · 109 ·

度差值，存在统计学意义，调整 R 方为 0.20（见表 4）。自尊量表差值对大五人

格量表其他维度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 0.15）。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团体心理咨询对大学生自尊的提升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与

控制组相比，经过为期 6 周的团体心理咨询干预后，实验组成员的自尊水平有

了显著提升，这一研究结果得到众多研究的支持［16］［17］。但与以往研究

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团体心理咨询对自尊的提升效果并不是短暂的，而是一

个长时的稳定的变化，在两个月后的跟踪测量时，实验组被试的自尊水平依然

显著高于控制组。

同时，本研究发现，自尊提升团体心理咨询不仅仅提高了团体成员的自尊

水平，同时也降低了团体成员的人际关系困扰，对人格塑造产生了积极作用。

特别的是，人际交往维度组别与时间的交互作用表明，在团体心理咨询中，实

验组被试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技巧，降低了社交焦虑，在人际交往中的困扰显著

降低，并且这一变化能够在团体咨询活动结束后长期保持。在人格塑造中，外

倾性维度和责任心维度的组别与时间的交互作用表明，个体在团体心理咨询活

动中的人格特质得到了塑造与提升。

为了考察人格塑造是否源于自尊提升，本研究还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实验组被试在干预前与跟踪测量时自尊提升量能够显著预测外倾性维度的提

升量，能够解释 20% 的变异，这说明，团体心理咨询对自尊的提升能够内化到

个体人格特质中，并成为人格特质中稳定的成分。

对于团体心理咨询对自尊提升的内在机制，我们发现实验组被试在人际关

系综合诊断量表中的人际交往维度困扰的减少量能够显著预测自尊的提升量，

能够解释 38.4% 的变异。这一现象可以用自我确认理论进行解释［21］。该理

论认为稳定的自尊是实现自我确认的基础，而自我确认需要在人际互动中进行

动态发展，因此自尊与人际互动行为关系密切［22］。当个体通过团体心理咨

询在团体中获得归属感、被接纳感时，个体会逐渐发现困扰自己的人际关系障

碍不复存在，人际困扰造成的低自尊逐渐发生改变。伴随着人际交往困扰的降低，

个体的自尊水平不断提高，对自己的悦纳与认可程度也不断增强，最终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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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与局限。首先，本研究样本量较小，降低了研究信效度。

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提高研究信效度。其次，本研究采用

的跟踪测量时间为 2 个月，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延长跟踪测量时间，以

考察团体心理咨询对自尊提升的干预效果是否能在更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最后，基于科研伦理考虑，控制组被试可选择参与下一次自尊提升团体心理咨询，

接受自尊提升干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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