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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大学新生社会支持、自我概念与自我伤害之间的关系，了解大一新生的自伤行为，可以为大学生

自伤行为的干预和预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揭阳一所高校 776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我概念清晰

性量表、改编由 Zimet 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以及蓄意自伤问卷（DSHI）进行调查。结果：研

究显示，社会支持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均能有效预测自我伤害行为（p<0.001）。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自我

概念（p ＜ 0.001)。当自我概念清晰性被纳入回归方程时，社会支持对自我伤害的预测作用虽有所下降但仍

然显著（p ＜ 0.001)。回归分析表明，在高自我概念水平下，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p ＞ 0.05）；而

在低自我概念水平下，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显著（p ＜ 0.001）。结论：（1）社会支持和自我概念均对自我

伤害行为具有保护作用，支持了累加效应模型；（2）社会支持通过自我概念的部分中介作用对自我伤害产

生间接影响，支持了中介效应模型；（3）社会支持对自我伤害的保护作用在低自我概念组中明显，属于对

抗型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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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我概念清晰性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研究表明，自

我概念清晰性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2］，而社会支持被认为是自伤行为的保护因素［3，4］。

因此，本研究将探讨社会支持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如何共同影响大学生的自伤行为。提出以下模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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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累加效应模型，假设：社会支持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均对大学新生自我伤害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起

保护作用；（2）中介效应模型，假设：自我概念可能在社会支持和自我伤害之间起到一种桥梁作用；

（3）调节效应模型，Cohen 提出了一种新的调节效应模型，它将增强型交互作用和对抗型交互作用有机

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反映复杂环境中的变化［5］。在增强型交互作用中，预测变量和调节变量对结果变

量的影响方向一致，而且交互项的方向也相同，因此，当调节变量得分较高时，预测变量的影响力会

更大；而在对抗型交互作用中，预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影响方向相同，但交互项的方向却不同，因此，

当调节变量得分较高时，预测变量的影响力会较小。因此，本研究将探讨自我概念的调节效应属于哪种

模式。假设：社会支持对自我保护的影响程度可能因个体的自我认知水平而有所不同。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揭阳一所高校，共有 800 名新生参与，其中男生 598 人，女生 178 人，均为大一新生，

被试者的平均年龄为 17.24±1.06 岁。经过筛选，最终获得有效问卷共计 776 份。本研究使用问卷收

集数据，在数据收集之前会通过文字方式告知答卷者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并解释保密性原则，在获得调查

对象知情同意之后进行问卷调查。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

通过使用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我们可以衡量被试者的自我概念清晰度水平。分数越高，表明他们

的自我概念清晰度越高。过去的研究表明，这种量表的中文版本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在本研究中，我们

发现它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Alpha 为 0.799。

2.2.2  社会支持量表

Zimet 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旨在衡量个体对社会支持的认知和体验，以总分的形式反

映出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总体感受。

2.2.3  自我伤害量表

DSHI 是一份基于行为的自我报告问卷，旨在评估参与者对自己的故意伤害行为。本次研究特别选取

了其中 7 个最常见的题项，以更好地了解参与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研究对象回忆近期发生

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次数，并如实记录，汇报次数越多，表明其近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程度越严重。

2.2.4  信度分析

本文旨在通过对数据的信度分析来评估问卷的可靠性和一致性。本文中的信度分析，是为了检测在

利用问卷对各个变量进行测量时，能否得到同一结果。

在完成问卷数据的收集与录入之后，本文利用 SPSS 软件，检测指标为定量研究中常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对于 Cronbach’s Alpha 的判别标准，一般认为 Cronbach’s Alpha 值大于 0.6，就可以判定测量

工具具有一定可靠性。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Cronbach’s Alpha 值大于 0.5 就可以判定测量工具有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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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已有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判定方法，以下表 1 为标准来判定本研究所用量表的信度。

表 1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判断标准

Table 1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criteria

Cronbach’s Alpha 系数 信度水平 可否接受
<0.6 低 不可接受

0.6~0.7 较高 尚可接受
0.7~0.8 很高 接受

>0.8 非常高 接受

 如前文所述，此部分应用数据分析软件 SPSS 22 进行信度分析，将 Cronbach’s Alpha 作为判定指标，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大于 0.7 时，就认为本研究中所采用的调查问卷有可靠性。

表 2  信度分析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量表 题项 Cronbach’s Alpha
社会支持 11 0.960
自我伤害 7 0.799

自我概念清晰性 12 0.768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其相关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表 3），社会支持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会支持和自我概

念清晰性均与自我伤害呈显著负相关。

表 3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及相关系数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each variable

M SD 社会支持 自我概念清晰性 自我伤害
社会支持 2.845 1.168 1 0.215** -0.288**

自我概念清晰性 2.968 0.499 0.215** 1 -0.458**

自我伤害 1.129 0.308 -0.288** -0.458** 1

注：*p<0.05，**p<0.01。

3.2  累加效应模型检验

本研究分别进行了自我伤害对社会支持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回归分析。如表 4 所示，两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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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社会支持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均能有效预测自我伤害，其标准系数分别为 -0.199

和 -0.415。累加效应模型得以验证。

表 4  社会支持和自我概念对自我伤害的累加效应

Table 4  Cumulativ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concept on self-injury

B SE β t
社会支持和自我概念清晰性

社会支持 -0.052 0.008 -0.199 -6.220***
自我概念清晰性 -0.256 0.02 -0.415 -12.979***

R2 0.245
F（2，773） 126.793***

累积效应模型（additive effect model）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理论模型，它认为，当两种保护因素都被

控制时，它们会共同对自我伤害产生保护作用，从而促进社会支持和自我概念的发展。

3.3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每个中介效应模型都需要经过一系列步骤来进行检验。首先，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回归方程是有效的，则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步是对

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是加入中介变量，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在第二步中，中介变

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增加，而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减少，则可以认为存在中介作用，可以通过 Soble

检验来确定是否达到显著水平。如果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则可以认为存在部分中介；

反之，则可以认为存在完全中介。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自我概念的预测效果显著，其中 R2=0.05，F（1，774）=41.869，

p<0.001。如表 5 所示，当自我概念清晰性被考虑进去时，社会支持对自我伤害的预测效果虽有所下降，

但仍然保持显著，这表明自我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表 5  自我概念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concept

社会支持—自我伤害 B SE β t
第一步

社会支持 -0.076 0.009 -0.288 -8.366***

R2 0.082
F（1，774） 69.992***

第二步
社会支持 -0.052 0.008 -0.199 -6.220***

自我概念清晰性 -0.256 0.020 -0.415 -12.979***

R2 0.245
F（2，773） 12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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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调节效应模型检验

通过分层回归，可以检验调节效应。第一步，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纳入回归模型；第二步，将它们

之间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模型中，并将所有变量中心化。如果交互项的预测结果达到显著性水平，R2 发生

显著变化，则可以认为调节效应是显著的。根据表 6 的统计数据，自我概念对于调节这一过程起到了显

著的作用。

表 6  自我概念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6  Test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concept

社会支持 / 自我概念清晰性 / 社会支持 × 自我
概念清晰性

B SE β t

第一步
社会支持 -0.076 0.009 -0.288 -8.366***

R2 0.082
F（1，774） 69.992

第二步
社会支持 -0.069 0.008 -0.263 -8.570***

自我概念清晰性 -0.216 0.019 -0.350 -11.423***

社会支持 × 自我概念清晰性 0.168 0.016 0.310 10.208***

R2 0.334
F（2，773） 130.553***

为了检验交互作用，选择 4 个点的值进行比较（社会支持高／低 × 自我概念高／低）。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筛选出自我概念大于或等于 1 个标准差的被试数据，计算自我伤害对社会支持的回归并求得社

会支持分别为 1 和 -1 个标准差时自我伤害的值。然后，采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低自我概念时的回归

并得出社会支持高、低时的值。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自我概念时，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0.015，t=1.413，p>0.05）；而低自我概念时，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显著（B=-0.153，t=-12.107，

p<0.001）。如图 1 所示，当自我概念较高时，自我伤害得分总体较低，社会支持对自我伤害的影响差

异不大；而当自我概念较低时，自我伤害会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而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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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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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低社社会会支支持持 高高社社会会支支持持

低低自自我我概概念念 高高自自我我概概念念

图 1  自我概念对社会支持自我伤害的调节效应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self-concept on self-inflicted harm of social aid is dep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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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外部因素——社会支持与内部因素——自我概念清晰性这两种保护因素如何影响大一

新生的自我伤害行为。从中学到大学场域的转变还意味着学生所处的关系结构及社交方式有所变化。相

比中学时期，大学生的社交功利化色彩加重，同时其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度有所下降。大学生需要独自处

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挑战［6］。自我概念作为个体层面的概念，受自我

认知、体验和评价的影响，但同时它也具有社会情境性，受社会性阐述和共享知识、信念的影响。每个

个体都是基于自身的现状、理想自我以及相似群体共同构建的“标签”，将抽象的概念和过去的经验联

系起来，从而建立起具体的心理内容［7］。

社会心理学家 Cobb 提出感知社会支持的概念，意指个体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被重视，并在需要时能够

依靠他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个体的精神健康之间有着紧密相关性［8］。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每个人都

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并在关系互动中发展自我。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强调了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他指

出当个体适度融入群体，并得到他人的有效支持时，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进而降低自杀风险［9］。

首先，清晰的自我概念和社会支持有助于预测自我伤害，这一结论得到了累加效应模型的支持。此

外，这种作用是相互独立的，两者都能有效预测自我伤害。大一新生入学不久，面临着环境变化、人际

交往和学业压力等多方面的适应任务，自我发展与适应还不太成熟，容易引发模糊和混乱的自我概念，

导致自我概念清晰性降低［10］。在此基础上，自我概念清晰性低的大学新生对自身认识模糊，自我评价低，

缺乏自我价值感，生活中倾向于以消极的态度对事物进行解释或归因，通常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被动、不

自信，人际协调关系能力弱、人际交往范围狭小，在人际互动中处于不确定状态，导致人际适应性差。

其次，自我概念在社会支持与自我伤害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首先对自我概念产生影响，

然后通过自我概念间接影响自我伤害行为。这表明自我概念在社会支持与自我伤害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此外，自我概念还在社会支持与自我伤害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对于大一新生而言，缺乏自我概念

的保护时，社会支持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它可以有效预防自我伤害，从而使学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研究结果显示，领悟社会支持比实际得到的物质支持更可能会对心理健康有积极意义［11］。领悟社会支

持强调主观感受体验，它与倦怠感、主观幸福感、社会心理适应能力等方面都存在相关关系，更能够帮

助解释个体行为发生的原因［12］。领悟到更多社会支持的学生，能够主动地去适应学校生活，能够体验

到更多的安全感，所以心理压力会比较少，因此抑郁情绪的产生也比较少［11］。

根据累加效应模型，如果大一新生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状态具有显著的增益效

果。因此，教师、同学、朋友、家长以及社会公众的关怀和爱护、尊重与理解能够缓解大一新生们的心

理问题，如烦躁、恐惧、自我怀疑、担忧和紧张等。若大一新生能够积极有效地利用社会支持，将有利

于提高个体的自信心水平，减少自伤行为。Dijk（2013）［13］的研究结果表明，感知社会支持与生活满

意度和积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并能积极预测社会技能水平和学术能力［14］。有父母关爱和支持的个体

在情商方面发展得更好，保持创造力和维持幸福生活的能力更强［15］，因此，意识到父母、同龄人和老

师支持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比不能感受到他们支持的学生更好。

根据中介效应模型，提高社会支持可以增强自我概念，从而降低自我伤害的可能性。个体通过社会

支持的有效指导，可以形成良好的自我概念，有效地减少自我伤害的风险。此外，Smith 的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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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个人避免健康损害行为的负面影响。不同类型的支持共同作用，能够影响个

体的身体自我价值、幸福感和动机［16］。个体所感知到的支持和理解越多，越能战胜挑战，克服逆境［17］，

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应对突发事件［18］。

依据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对于自我概念水平较低的个体来说，社会支持的作用尤为显著。高校工

作者应重视自我概念较低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以减少

自伤行为的发生。同时，应该鼓励学生参与到周围的环境中，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许多学者正在研究

如何提高合理的社会支持方式，即建立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营造一个和谐平等的人际交往环境，以帮

助学生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和培养模式［19］。

有学者进一步论述了当学校拥有宽松和谐的校园内部环境、师生之间能够建立起平等互助的相关关

系，并且学生之间关系较为和睦友好时，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起社会支持的合理认知［20］。

5  结论

（1）社会支持和自我概念均对自我伤害行为具有保护作用，支持了累加效应模型；（2）社会支持

通过自我概念的部分中介作用对自我伤害产生间接影响，支持了中介效应模型；（3）社会支持对自我

伤害的保护作用在低自我概念组中明显，属于对抗型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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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ree models relations among social support, self-concept and deliberate 
self-harm. Methods: A total of 776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Jieyang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self-concept clarity scale, adapted from the Perceptive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and Intentional 
self-injury Questionnaire (DSHI) compiled by Zimet. Results: Both social support and self-concept 
clarity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self-injury, with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p<0.001). Social support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self-concept (p<0.001). When self-concept clarity was added to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self-injury decreased but was still significant (p<0.001);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support had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high self-concept 
(p>0.05). The predictiv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low self-concept was significant (p<0.001). Conclusion: 
(1) Both social support and self-concept had protective effects on deliberate self-harm, which supported 
the additive effect model. (2) Self-concept had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on social support to deliberate self-
harm, which supports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3)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deliberate 
self-harm was obvious in the low self-concept group, which belonged to the antagonistic interaction.
Key words: Self-injury; Social support; Self-conce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