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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格偏离是青少年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为了探索青少年的自尊与偏执型人格偏离的关系，研究随机选取

522 名中学生完成问卷，调查了人格障碍偏离、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和青少年的心理弹性。调查结果发现，

青少年的心理弹性越高，出现偏执型人格偏离的情况就越少；心理弹性在自尊和偏执型人格偏离之间的中介

作用成立，同时一般自我效能感在自尊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可采取以家庭为基础、学校为核心、

以社会为辅助的形式，对青少年做针对性措施引导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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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障碍是指明显偏离了个体文化背景预期的内心体验和行为的持久模式，其会引发个体的痛苦或

损害，常起病于青少年或成年早期［1-3］。而作为 A 类人格障碍的偏执型人格障碍通常表现为不信任、猜

疑他人以至于将他人动机解释为恶意［3］。结合之前的研究，我们将 18 岁以下、符合偏执型人格障碍评

估问卷筛查标准的个体称为偏执型人格倾向或偏执型人格偏离［4］。虽然国内目前对人格偏离的研究集

中在 C 类人格偏离（强迫型、依赖型、回避型人格偏离）上［5，6］，但以往研究发现，A 类的偏执型人格

偏离相比其他人格偏离而言，在青少年中出现该状态的比率更大［7，8］，比如班级里被同学孤立的、表现

出攻击性的就有可能属于偏执型人格偏离。看似情况棘手，但同时研究也表明，偏执型人格偏离的干预

成本相对更低［9］，并且干预效果更明显［10］。

值得注意的是，人格障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得稳定，且一旦形成就表现为泛化和缺乏心理弹

性［3］，因此越早对其干预越容易有成效。心理弹性作为对不利环境的良好适应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显得

尤为重要［11］。根据以往研究，偏执型人格障碍是在紧张的社会互动中由脆弱的自我意识引起的［12］，

这也就意味着该群体的自尊处于较低的水平［13］。同时，有研究表明，自尊对心理弹性的形成有积极作用，

可帮助个体成功应对困难和挫折［14］。根据心理弹性的“脆性—反应”相互作用模型，压力 / 危险等逆

境对自尊等个体的适应特征有衰减或增强的作用：当个体存在脆性适应特征时，个体的心理发展受逆境

影响更大，且个体更容易增加对逆境的感染易受性［15］。因此，本研究提出 H1：心理弹性在自尊对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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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偏执型人格偏离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表明，不同的研究者对自尊与心理弹性的关系有不同看法：自尊对心理弹性大多数起正向

预测作用［16，17］，但在少数研究中两者呈负相关［18］。这似乎印证了心理弹性的“脆性—反应”相互作

用模型中自尊与心理弹性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15］。但在众多研究中，具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发展方向

的变化并未提及。因此，本研究试图探索是否存在某个变量在自尊与心理弹性之间起作用。有研究表明，

自尊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它们都是自我概念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尊偏向于对个体胜任力

和价值感的主观评价，自我效能感偏向于对某领域的能力感［19］。同时，根据 Luthans 的心理资本要素模型，

自我效能和心理弹性是存在协同效应的［20］，即自我效能和心理弹性会相互促进、以协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也有研究证明了这点，自我效能感可以影响心理弹性，与其存在部分或完全的中介作用［21，22］。因此，

本研究提出 H2：在自尊通过心理弹性影响偏执型人格偏离的前半段过程中，存在自我效能感这一变量

起调节作用；也就是说，自我效能感越高，自尊对心理弹性的影响越小。

基于以上假设，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 1）。

图 1  心理弹性、自我效能感在自尊与偏执型人格偏离关系中作用的假设模型

Figure 1 A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of the role of resilience and self-efficac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paranoid personality dysfunction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面向北京 3 所中学针对班级做随机抽样，共抽取了中学生 523 例。在剔除数据不完整样本后，留有本研

究样本量 522 例，其中男生 252 例（48.3%），女生 270 例（51.7%）；初中生 258 例（49.4%），年龄 11—15 岁，

平均年龄（12.93±0.90）岁；高中生 264 例（50.6%），年龄 14—18 岁，平均年龄（15.84±1.69）岁。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分为 5 个部分：

人口学资料：包含年级、性别和年龄。

人格诊断问卷（PDQ-4+）：由 Hyler 编制，包括 107 个条目［7］。该问卷经国内外研究者广泛使用，

可以较灵敏地甄别人格障碍［7］。本研究主要采用人格诊断问卷中的偏执型人格障碍（PND）分量表

（共 7 题），如被试回答符合，则记 1 分；若不符合，则记 0 分；最后将 7 个条目的分数相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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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越高表示偏执型人格偏离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64，效度良好［23］。

自尊量表（SES）：采用该量表评估学生的自尊水平。该量表为四级量表，共 10 个条目；1 级表示非常符合，

2 级表示符合，3 级表示不符合，4 级表示很不符合，其中条目 3、5、8、9、10 反向计分。分值越高，说明自

尊程度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 0.84，信效度良好［24，2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1。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RSCA）：该量表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支

持 5 个因子［26］，Cronbach’s α 均大于 0.7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1。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量表共计 10 题，采用李克特 4 级评分法，1—4 分从完全不正确到

完全正确，总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2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

1.2.2  调查方法

在征得学校及本人的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主试为经过严格培训的心理学专业

学生。调查前与被试已说明问卷中个人信息将严格保密，且结果仅作为科学研究的内容，过程中要求被

试按照指导语认真独立作答。

1.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5.0 和 Hayes 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2.16.3 版）整理和分析数据。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使用 SPSS 软件将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心理弹性、偏执型人格水平四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发现，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2 个，同时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

为 19.54%，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28］，由此可推断，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对结果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其相关分析

为了探索自尊、心理弹性、偏执型人格偏离及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对这四个变量作描述性

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自尊、心理弹性、偏执型人格偏离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均显著相关。其中，自

尊与心理弹性、一般自我效能感，心理弹性与偏执型人格偏离显著负相关（见表 1）。这表明，青少年

的偏执型人格偏离会随着心理弹性的降低、自尊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而提高，同时心理弹性会随着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提高而提高。另外，偏执型人格偏离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呈显著但微弱的正相关，说明

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具有相对独立性，适合后续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变量 M s 1 2 3 4
1 自尊 20.50 4.87 1
2 心理弹性 96.25 13.17 -0.4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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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M s 1 2 3 4
3 偏执型人格偏离 2.99 1.85 0.15** -0.25*** 1
4 一般自我效能感 2.60 0.60 -0.43*** 0.47*** 0.10* 1

注：***p<0.001，**p<0.01，*p<0.05，下同。

2.3  自尊与偏执型人格偏离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心理弹性和偏执型人格偏离之间的关系适宜进行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检验［29］。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通过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中介效应，使用 PROCESS 的模型 4 处理数据，结果（见表 2）表明：自尊可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

的偏执型人格偏离、显著负向预测其心理弹性。放入心理弹性作为中介变量后，自尊不可显著预测偏执型

人格偏离，且心理弹性可显著负向预测偏执型人格偏离。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检验表明，心理弹性的中介

效应有统计学意义，间接效应值为 0.04，95% 置信区间为［0.024，0.06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0.06）的

20.55%。这表明，自尊对偏执型人格偏离既能产生直接影响，又能通过心理弹性的完全中介作用产生影响。

表 2  心理弹性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Mediation model test of resilience

预测变量
方程 1：偏执型人格偏离 方程 2：心理弹性 方程 3：偏执型人格偏离
b sx

_ t b sx
_ t b sx

_ t
自尊 0.06 0.02 3.34** -1.30 0.10 -13.03*** 0.01 0.02 0.61

心理弹性 -0.03 0.01 -4.74***

R2 0.02 0.25 0.06
F 11.18** 169.84*** 17.05***

注：各变量均采用中心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下同。

为了检验一般自我效能感在自尊通过心理弹性影响偏执型人格偏离中前半段的调节作用，使用

PROCESS 的模型 7 处理数据。结果（见表 3）表明：自尊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乘积项对心理弹性的预测

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一般自我效能感在自尊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同时，判定指数

INDEX 为 -0.01，95% 置信区间为［-0.026，-0.002］，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再次说明了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预测变量
方程 1：心理弹性 方程 2：偏执型人格偏离

b t b t
自尊 -0.96 0.10 -9.21*** 0.01 0.02 0.61

心理弹性 -0.03 0.01 -4.74*** 
一般自我效能感 6.40 0.85 7.53*** 

自尊 * 一般自我效能感 0.34 0.13 2.65**

R2 0.33 0.25
F 85.59*** 17.0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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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结果，自尊与偏执型人格偏离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支持。自尊对偏执型人格偏离没有

直接预测作用；心理弹性在自尊和偏执型人格偏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同时该中介作用前半段受一

般自我效能感的调节。

为了进一步分析一般自我效能感在自尊和心理弹性之间的调节作用，将一般自我效能感按正负一个

标准差分为高、中、低一般自我效能感三组，作简单斜率检验，考察自尊与心理弹性的关系在不同的一

般自我效能感水平上的差异，并作简单效应分析图（见图 2）。检验结果显示，当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高、中、

低时，自尊均能显著预测心理弹性（高：β simple=-0.72，t=-5.43，P<0.001；中：β simple=-0.95，t=-

8.91，P<0.001；低：β simple=-1.19，t=-8.86，P<0.001）。图 2 表明，与高一般自我效能感相比，当偏

执型人格偏离的青少年处于高自尊时，低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能够预测更低的心理弹性。

图 2  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自尊与心理弹性的调节

Figure 2 The adjustment of general self-efficacy to self-esteem and resilience

3  讨论

本研究对青少年的自尊、心理弹性和偏执型人格偏离进行研究，并引入一般自我效能感作为调节变

量，检验自尊—心理弹性的通路是否被调节，结果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支持了 H1、H2。

首先，自尊越高，心理弹性越低，这与以往少数研究一致［18］。同时发现，自尊高、心理弹性低的

情况下越容易引发青少年的偏执型人格偏离，这在以往研究中极为少见。青少年期作为儿童期和成年期

的过渡时期，本身就具有追求自我同一性的特点。通常情况下，当青少年对自我价值和能力趋向认同时，

也就意味着自尊在随之提高。同时，青少年的独立意识增强、在意他人评价等特点，使其内心趋于敏感

而开始与他人疏离。根据心理弹性的“脆性—反应”相互作用模型［15］，当外部环境刺激青少年时，青

少年会更容易进入到防御状态，心理弹性也会随之变低，整个人变得“僵硬”而“易碎”。同时，青少

年时期正是亲密关系从家庭转向同伴的过渡时期。如果青少年的心理弹性较差，就会无法合理地调节其

心理，那将会促使青少年降低对同伴等他人的信任，甚至会产生猜疑的想法，更偏激的还会出现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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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呈现出了偏执型人格偏离的状态。

其次，无论一般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偏执型人格偏离的青少年的自尊越高，他们的心理弹性都会越低；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时候，这种现象会尤其明显。这与以往研究一致，因为自尊的

不稳定性与偏执型人格显著相关［30］。而本研究引入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进一步佐证了自尊在影响青少年

偏执型人格偏离时的不稳定性。根据以往研究，自我效能感是依托于客观经验得出的判断，自尊则是个

体整体对自己主观的判断［19］。在外部环境体验变差时，也就是自我效能感降低时：如果青少年的自尊

处于低水平，那么青少年本身就不够接纳自己，他反而可以理解当时的外部环境为什么针对自己，甚至

会表示认同、强化了不接纳自己的想法，同时这也可能会导致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更低，造成恶性循环；

但如果青少年的自尊处于高水平、非常欣赏自己，可是外部环境却告诉他“你不行”的时候，这就颠覆

了青少年内心的认知，其同一性无法得到保证，也就越发不能调整自身的心理状态，也就是心理弹性越

发降低，最后造成类似“心态崩了”的状态。两者虽然都会出现自我效能感更低的情况，但由于高自尊

但低自我效能感的反差更大，给青少年带来的冲击会更为强烈。

4  对策与建议

4.1  家、校、社会都应提高对症状的重视程度，把握住时机，建立家—校—

社会联动系统

根据前文，人格障碍偏离到人格障碍仍有一段时间的距离，在这段时间还有干预的机会，因此也可

以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黄金时期”。因为青少年生存的环境基本就在家庭和学校两点一线的范围，所

以这也就意味着家长和老师不仅是青少年关系最亲近的人，同时也是最容易发现青少年相应症状的人。

基于这点，中小学老师应当联合家长积极接受精神病学、发展心理学等知识的学习，可以开展相关课程，

提高家长和老师们对相关症状的警觉度，以便及时处理症状、占得先机。

同时，社会可对相关知识做针对性的宣传，面向更多的群体普及症状。政府可设立影视的年龄分级

制度，减少危险极端行为在青少年面前的曝光率，以避免造成青少年的模仿该行为、强化该行为至提高

偏离问题的严重程度。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处理的是青少年的症状而不是青少年本身。所以在面对青少年的时候

需要考虑到其自尊，尊重理解青少年的痛苦，为其尽可能营造出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

4.2  从家长、老师、社区工作者出发，做针对性的干预，使青少年产生动

力做出改变

青少年自身存在症状问题，但也存在积极的资源部分。我们需要首先看到青少年的资源部分，再引

导其自发做出改变。

4.2.1  心理健康知识宣传

运用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发放相关手册，开展相关讲座。内容可以包含心理卫生的基本含义、人格偏

离症状的相关心理知识、心理调适的方法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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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及时求助相关人员及机构

家长和老师可与学校心理辅导老师合作，社区工作者可与心理工作者合作，共同讨论如何做针对性

的方案，并探索是否需要寻求专科医院、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帮助。

4.2.3  培养青少年的兴趣爱好

提供稳定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提高其生存的动力和与人合作的态度，不断训练强化其人际沟通的

能力。

4.3  要始终积极运用同伴效应，协助青少年树立自我效能感

在青少年阶段，亲密关系逐渐从家长往同伴转移。在这个阶段，青少年会尤其在意同伴的看法。

学校需要取消一味追求分数的错误思想，可开设使青少年充分认识其全面性的活动课程，要引导

青少年发掘自身的优势功能，提高自我效能感，建立良好自尊，维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可设立动态

的观察制度，具体可采取追踪记录的方法，可以开发增进同伴之间互相支持的方式营造出相对稳定的

校园氛围。

政府部门可开设儿童、青少年游玩区域，增强相关区域的安全保障，从设施上保证青少年的交流空间。

新闻媒体可针对性介绍该设施的相关情况，增大该区域的宣传力度；同时，媒体可拍摄同伴相关的宣传

视频、电影、综艺等作品，潜移默化地引导青少年树立同伴意识。

5  结论

从发展心理学来看，青少年正处在敏感时期。家长、学校和社会都需要采取相对应协调的方式才能

使青少年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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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Build a Line of Defense Against the 
Adolescent’s Paranoid Personality Dysfunction

Lin Xuan1 Chen Tao1 Xiang Jinjing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Personality dysfunction is a possible risk factor for adolescen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paranoid personality dysfunction, resilience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of adolescents, 52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complete the 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assessment subscale of the personality diagnosis questionnaire (PDQ-4+), self-esteem scale 
(SES),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nd the 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RSCA),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a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found that resilience played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paranoid personality dysfunc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20.55% of the total effect. The product of self-esteem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had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resilience,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 0.026, 
- 0.002]. Resilienc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anoid personality dysfun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between self-esteem and paranoid personality dysfunction is established,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ediction of self-esteem to resil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dolescents are in a sensitive and fluctuating period. Starting 
from a systemic perspective,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ymptoms,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establish a family-school-society linkage system. Starting from parents, teachers, and 
community workers, make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o enable young people to generate motivation to make 
changes. We must always actively use the peer effect to help young people to establish a sense of self-
efficacy. And finally establish a family-based, school-centered, and social-assisted protection system.
Key words: Self-esteem; Resilience; Self-efficacy; Paranoid personality; Teena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