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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perfectionism and 

social anxiety,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social 

anxiety and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Methods: 229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a convenient sampling manner. The subjects were tested by the 

Chinese 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self-esteem scale,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Results: The non-adaptive perfectionism of mal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on-

a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social anxiety,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elf-

esteem. Moreov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self-esteem. Self-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

adaptive perfectionism and social anxiety.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s for 20%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Non-adaptive perfectionism, self-esteem, and social anxiety are 

closely related. Self-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non-adaptive 

perfectionism on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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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完美主义、自尊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为改善大学生社

交焦虑，促进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方便取样的方式随机选取

229 名大学生，采用中文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自尊量表、交往焦虑量表对

被试进行施测。结果：男生的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显著高于女生。非适应性完美

主义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社交焦虑与自尊呈

显著负相关。自尊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 20%。结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自尊和社交焦虑三

者密切相关，且自尊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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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心理健康水平受到社会的广泛

关注。社交焦虑是大学生常见的情绪障碍之一，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恋爱、

友谊等多个方面。所谓社交焦虑，是指个体会在社交情境中出现的紧张与害怕

的情绪［1］。高社交焦虑者的典型特征是在社交情境中产生强烈的焦虑，例如

害怕在他人面前讲话、吃东西［1］。

完美主义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并广泛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2］。

完美主义者即个体具有高标准并以这一标准的达成与否来判断自身价值，且这

一标准非常严格，甚至不符合实际。完美主义可以分为积极完美主义和消极完

美主义［3］。积极完美主义通过驱策个体追求高标准，而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提升个体的自尊，是适应良好的完美主义［4］［5］。相反，消极完美主义的

典型特征是自我怀疑，过分担心错误和没有办法达到设定的标准，是适应不良

的完美主义［4］［5］。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对不现实高标准的追求，可能会

使其产生对不能完成目标的焦虑和抑郁，以及降低个体对自我的评价。研究发现，

完美主义与社交焦虑有关［6］。代表适应不良完美主义的担心错误、父母期望、

个人标准和行动疑虑等维度与社会焦虑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反，代表适应良好

完美主义的条理性维度与社交焦虑无关［7］［8］。

由于消极完美主义对自尊有负面作用，有研究者发现，消极完美主义可能

是通过损坏自尊间接地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9］。自尊是我们基于对自我

评价产生的一种自爱及自我尊重。高自尊的人对自我价值感强，自我接纳程度

高，低自尊的人常常不信任自己的能力，自我评价易受外界暗示。许多研究发现，

自尊在完美主义与心理健康间存在中介作用［9］［10］［11］［12］［13］。

例如，Rice 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大学生中，自尊部分中介了适应不良完美主义

和抑郁间的关系，而适应良好完美主义和抑郁间则没有直接相关［9］。张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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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等以初中生为被试，也发现自尊部分中介了适应不良完美主义和抑郁的关系

［10］。鉴于焦虑与抑郁的密切关系，以及焦虑与自尊的负性关系［14］，考

虑自尊在消极完美主义与社交焦虑也可能起着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自尊在完美主义与社交焦虑之间是否存在中介

效应，从而获得更多完美主义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的信息，为临床上干预社

交焦虑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 229 名大学生进行测试，剔除无效问卷或不认真作

答问卷 3 份，回收有效问卷 226 份，有效率为 98.69%。被试年龄范围为 18-26 岁，

平均年龄 20.60 岁。其中，男生 162 人，女生 64 人。农村生源 135 人，城镇生

源 91 人。大一 56 人，大二 50 人，大三 52 人，大四 68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SES）

采用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15］，测量个体的整体自尊水平。该量表

包括 10 个条目，4 级评分，“非常符合”记 4 分，“非常不符合”记 1 分。分

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

1.2.2  交往焦虑量表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

采用修订的由 Leary 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16］。该量表共有 15 个题目（其

中第 8 题“在求职面试时我会紧张”，不符合本研究被试情况，将其删去）。

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1 表示“很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

社交焦虑程度越大。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5。

1.2.3  中文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问卷（The Chinese Frost Multi-

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CFMPS）

采用訾非、周旭修订的中文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问卷［17］。该量表有五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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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担心错误”“条理性”“父母期望”“个人标准”和“行动的疑惑”5 个

维度，共 27 个条目，采用五点计分法，“不符合”记 1 分，“有点符合”记 2 分，

“不能确定”记 3 分，“有点符合”记 4 分，“符合”记 5 分。其中，担心错误、

父母期望、个人标准和行为疑惑四个维度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条理性为适应

性完美主义。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8。

1.3  统计方法

用 SPSS21.0 对完美主义、自尊和社交焦虑进行描述性分析、t 检验、方差分

析、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2  结果

2.1  人口统计学差异

人口统计学差异见表 1。由表 1 可知，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维度上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男性的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其余差异皆不存在

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表 1  人口统计学差异（M±SD）

Table 1   Difference in the population statistics variable（M±SD）

自尊 社交焦虑 适应性完美主义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男 28.48±4.00 44.63±9.96 23.56±4.28 63.47±15.09
女 28.59±3.61 46.45±9.03 24.18±4.27 58.20±13.40
t 值 -1.97 -1.33 -0.98 2.57*

农村 28.38±3.59 46.31±8.92 24.44±4.06 58.95±14.42
城镇 28.84±3.89 45.37±9.90 23.36±4.52 60.79±13.53
t 值 -0.91 0.74 1.87 -0.97
大一 28.17±3.55 46.17±8.31 24.67±3.67 61.00±16.38
大二 27.40±3.98 44.10±8.81 23.15±4.68 63.20±12.41
大三 28.01±3.57 45.67±9.57 24.11±4.02 60.84±14.39
大四 29.16±3.71 46.42±9.34 24.04±4.43 58.23±13.98
F 值 2.34 0.38 0.33 1.04

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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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完美主义、自尊及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由表 2 可知，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

负相关，而自尊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相反，适应性完美主义与自尊呈显

著正相关，与社会焦虑不相关。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自尊、社交焦虑三者两两

相关，为后面的中介效应检验提供了前提条件。

表 2  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M±SD 自尊 社交焦虑 适应性完美主义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 83.69±15.14

自尊 28.56±3.72
社交焦虑 45.93±9.32 -0.18**

适应性完美主义 24.00±4.27 0.25** 0.05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59.69±14.07 -0.26** 0.17** 0.11

注：** p<0.01。

2.3  自尊在完美主义和社交焦虑间的中介作用

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依据温忠麟等人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8］，

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来计算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相应的 t 值，中介效应路径图

如图 1 所示。

图 1  部分中介效应路径图

Figure 1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path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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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检测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具体步骤是，将性别

和年龄置于回归方程第一层，将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置于回归方程第二层，以社

交焦虑为因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的情况下，非适应性完美主

义对社交焦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系数 c，β =0.19，t=2.84，p<0.01）。

第二步：检测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自尊的影响。具体步骤是，将性别和年

龄置于回归方程第一层，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置于回归方程第二层，以自尊为因

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的情况下，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自尊起

显著的预测作用（系数 a，β =-0.27，t=-4.11，p<0.001）。

第三步：检测自尊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社交焦虑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具

体步骤是将性别和年龄作为预测源置于回归方程第一层，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置

于第二层，自尊置于第三层，以社交焦虑为因变量。结果显示，当引入自尊

变量后，自尊变量对社交焦虑有显著预测作用（系数 b，β =-0.14，t=-2.11，

p<0.05）。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社交焦虑效应（系数 c’）下降，标准化回归系数

由 0.19 降为 0.15，预测效应仍然显著（β =0.15，t=2.20，p<0.05）。这表明，自

尊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比例为 20%（ab/ab+c’）。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是通过影响

个体的自尊而间接实现的。

3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完美主义、自尊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了自

尊在完美主义（非适应性）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相关分析发现，非适

应性完美主义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与自尊呈负相关，自尊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

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7］［8］。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往往难以达到自己

所设定的高标准，使个体的自我评价降低，从而拥有较低的自尊。非适应性完

美主义个体时常担心在他人面前呈现不完美形象，为了掩盖自己的不完美形象，

他们在社交活动中时刻关注自己的言行举止，常常控制不住地反复思考自己的

言行是否合适，一旦发现稍有不适，就会陷入自责、自我否定的思维中［5］。

同时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于社交活动中他人的表现往往会过度解读，对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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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都会反复思虑，进行超出事实的

想象及自我否定，从而导致更多的社交焦虑。而具有高自尊的人其自我接纳程

度也较高，往往在社交活动中对自己的失误与不完美形象表现出更多的接纳以

及较低的社会焦虑［11］。

本研究拓展了先前的研究结果，不但表明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会提高个体的

社交焦虑水平，而且进一步表明了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影响社交焦虑的潜在机制。

根据本研究，自尊在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一方面，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可直接使个体在社交情境中产生焦虑情绪；另一方

面，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可通过影响个体自尊，使的个体在社交情境中缺乏信心

而间接产生焦虑情绪。因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者常常因为难以达到自己为自己

设定的标准而自责，时常体验挫折、悲伤等负面情绪，导致自我效能及自我价

值感下降，而这就势必会导致其表现出较低的自尊。因为低自尊个体对消极信

息存在注意偏向，更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19］［20］。所以，低

自尊个体平时在社会交往中往往对他人给予的负面评价表现出更强的感受性，

而较为忽略正面评价。同时，对于他人表现出的拒绝常常归因为对自己的拒绝，

认为自己不如他人或毫无价值，否定自己的能力，包括社交能力，进而表现出

明显的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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