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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fea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self-alienation scale to survey 1000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alien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elf-efficacy were investigated. 
It has found that students’ sense of alienation is in the medium level; Self alienation in powerlessness and not 
involved in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on two dimensions, other dimensions on the gender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rades on worthlessness, a sense of control and self-un- 
certainty;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self-alienation scores all dimensions and present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th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of self-alienation has a good 
predic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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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自编《大学生自我疏离感量表》的基础上，对 1000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了大学生的

自我疏离感的特点及其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处于中等水平；自我

疏离感在无力感和非卷入感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他维度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在无价

值感、被控制感和自我不确定感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自我疏离感总分

及其各个维度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说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对自我疏离感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关键词：大学生；疏离感；自我疏离感；自我效能感 

1. 引言 

近年来关于疏离感(alienation)的研究成果丰富， 

它是指个体与周围的人、社会、自然以及自己等各种

关系网络之间，由于正常的关系发生疏远，甚至被客

体支配、控制，从而使个体产生了社会孤立感、不可

控制感、无意义感、压迫拘束感、自我疏离感等消极

情感(杨东，张进辅，黄希庭，2002)。在国外，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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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疏离感以及它所包含的各个维度编制了大量量表

外(杨东，张进辅，黄希庭，2002；Robinson J. P., Shaver 
P. R., Wrightsman, L. S., 1990)，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三个方面：疏离感与问题行为、犯罪行为之间的关

系的研究，教育疏离感的研究，父母疏离感的研究。 
在我国，研究者们对疏离感近几年的实证研究，

主要体现在对青年疏离感现状、其形成原因及其与自

我认同关系、网络成瘾等方面的研究，如饶燕婷等

(2004)对家庭环境与大学生抑郁和疏离感的关系的研

究；孔祥娜(2005)对大学生自我认同感和疏离感的研

究；孔祥娜(2006)对大学生网络成瘾及其与疏离感关

系的研究；徐夫真等人(2009)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疏离

感的影响；徐夫真等人(2011)对青少年疏离感与病理

性互联网使用的关系的研究。 
自我疏离感(Self-Alienation)是疏离感的一个维度，

目前国内外对自我疏离感的研究仅限于概念的界定

和基于疏离感的理论维度的理论研究，几乎不涉及实

证研究。Michael A. Elliott(2001)指出，即使在一个比

较民主的氛围里面，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鸿沟使他们产

生自我疏离感。Callingford 和 Wiiliaman(1998)发现，

自我疏离感和自觉无力感与疏离感联系最密切。日本

学者宫下一博和小林利宣(1981)通过因素分析指出，

自我疏离感是对自己肯定的评价感到困难，产生拒绝

自己的嫌恶感；国内台湾学者张春兴认为，自我疏离

感是指个人的理想为现实所摧毁，社会竞争激烈，工

作职业的报酬仅能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生活中情趣

的享受、尊严的获得以及自我实现理想的追求变得更

加困难。综合以往对自我疏离感的定义和研究，从主

观个体与客观自我之间关系的变化，我们认为，自我

疏离感是主观个体与客观自我发生疏远，甚至被它所

支配、控制，从而引发个体对客观自我的一系列消极

情感体验，这些消极体验包括：无力感、无价值感、

被控制感、非卷入感、自我不确定感。本研究根据此

操作性定义编制大学生自我疏离感量表，对大学生的

自我疏离感状况进行考察。 
研究发现，不是每个大学生都会自我疏离。一般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具有应付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

或面对新事物时的一种总体性的自信心(Schwarzer, 
R., & Born, 1997)，它是预测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

指标。因此，探讨自我疏离感与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 

的关系，为进一步的研究影响自我疏离感的因素及预

防和降低自我疏离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一般自

我效能感的研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比如，Normans. 

Endler & Rachell, Speer 等人(2001)发现，一般自我效

能感，相对于知觉控制而言，是焦虑状态的一个更好

的预测指标。Michael J. Hirschel & Stefan E. Schulen-

berg (2009)的研究发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与一

般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国内也进行了

相关研究，如邹路琦等人(2011)研究表明，大学生的

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网络成瘾呈负相关关系。从以上研

究中不难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

系比较密切。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讨大学生自我疏离感的发

展机制及其特征，以及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自我疏离感

的预测作用。我们推论，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在人口统

计变量(性别、年级、专业等)存在差异；大学生自我

疏离感与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本研

究将对以上假设进行验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被试是来自于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工

学院、重庆工商大学、育才学院五校的在读本科生。

发放问卷 1000 份，收回问卷 960 份，剔除无效问卷

共 896 份，有效回收率为 89.6%。其中男生 373 人，

占 41.6%，女生 523 人，占 58.4%；所选取的被试中，

大一为 371 名，占 41.4%，大二为 264 名，占 29.5%，

大三为 176 名，占 19.6%，大四为 85 名，占 9.5%；

从生源地看，县城及以上的被试为 337，占 37.6%，

乡镇为 164，占 18.3%，农村为 395，占 44%。从民族

来看，汉族为 645 名，占 71.9%，少数名族为 251 名，

占 28.1%；家庭子女数在一个的为 342 名，占 38.2%，

二个的为 387 名，占 43.2%，三个以上的为 177 名，

占 18.6%。 

2.2. 研究工具 

2.2.1.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量表 
通过文献综述、开放式问卷的调查、初测问卷调

查编制大学生自我疏离感量表，该量表包括五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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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不确定感、非卷入感、无力感、被控制感、自我

无价值感，共 25 个项目，采用七点计分。自我不确

定感是指大学生感觉自己没有目标，不知道自己到底

是谁，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识，包括 6 个项目；非卷

入感是指大学生个体不能融入周围的人和事的感觉，

包括 5 个项目；无力感是指大学生个体觉得没有力量

来改变自己的境况，包括 6 个项目；被控制感是指大

学生个体觉得自己被客体自我所控制，体会到束缚、

压抑的感觉，包括 4 个项目；自我无价值感反映了大

学生个体认为自己生命没有任何价值，对他人无用的

感觉，包括 4 个项目。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通过问卷实施检验问

卷的信效度得出，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7，分半系数

为 0.826，说明该问卷的信度良好；采用因素间相关

矩阵发现，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均在 0.247~0.568 之间，

呈中等程度的相关，各个因素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均在

0.357~0.709 之间，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采

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XZ/df 为 2.141，GFI、AGFI、
NNFI、CFI、NFI 的值均在 0.75 以上，说明模型的拟

合效果比较好，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综上，本研究

所用的大学生自我疏离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能够作为测量大学生自我疏离感的有效量表。 

2.2.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张建新和 Schwarzer于 1995年完成的

中文版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该量表共 10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4 点

量表形式，各项目均为 1~4 评分。对每个项目，被试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完全不正确”、“有点正确”、

“多数正确”或“完全正确”。评分时，“完全不正确”

记 1 分，“有点正确”记 2 分，“多数正确”记 3 分，

“完全正确”记 4 分。分数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整体

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78~0.89，一星期间隔的重测信度为 0.83~ 
0.87。效度方面，GSES 的 10 个项目和总量表分的相

关在 0.66~0.77 之间。因素分析抽取一个因素，解释

方差 47.09%，表明 GSES 具有很好的结构效度。 

2.3. 数据分析 

对数据地处理采用 SPSS15.0 软件包和 AMOS7.0
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总体得分情况 

为了解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其五个维度的现状

的情况，本研究在对各项均分进行了描述统计中发现，

五个因素的总平均分为 3.53，最高的是无价值感为

4.51，这说明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处于中等程度水平。

各因素平均值得大小顺序依次为：无价值感 > 无力

感 > 被控制感 > 非卷入感 > 自我不确定感(见表 1)。 

3.2.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在人口学各变量上的 
差异研究 

3.2.1.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 
研究 

为了考察大学生的性别对自我疏离感及其各

维度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分别对男女大学生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性别在无

力感和非卷入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自我疏离

感总分及其他三个维度(无价值感、自我不确定感和

被控制感)上无显著差异(见表 2)。 
3.2.2.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在年级上的差异

研究 
为了考察年级对自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因素的

影响，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进行 LSD 多重比较。

表 3 中，大学生的自我疏离感及其维度在年级上的差

异除了非卷入和无力感不显著外，其余均差异显著。

具体来说，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在年级变量

上的差异是：在无价值感、被控制感和自我不确定感

伤，均达到显著差异。为了解年级之间的差异情况， 
 

Table 1.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aliena-
tion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表 1.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的平均得分和标准差 

因素 平均数(M) 标准差(SD) 

自我不确定感 2.73 1.21 

非卷入感 3.28 1.15 

无力感 3.88 1.04 

被控制感 3.54 1.25 

无价值感 4.51 0.78 

自我疏离感总量表 3.53 0.77 

注：M 表示平均数，SD 表示标准差，n 表示被试的人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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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udents’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each dimension in gend-
er differences 

表 2.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 

 
男生 女生 T 

M SD M SD  

自我不确定感 2.67 1.17 2.78 1.24 0.658 

非卷入感 3.65 1.17 3.20 1.30 2.411** 

无力感 3.45 1.05 3.85 1.04 2.724** 

被控制感 3.41 1.21 3.58 1.28 1.178 

无价值感 4.51 0.89 4.51 0.90 0.007 

自我疏离感总分 3.47 0.77 3.58 0.77 0.245 
 

我们进行多重比较，在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无

价值感上，大一的学生与大四的学生之间差异显著，

其余未见显著。在被控制感上，大一与大二的学生之

间差异显著，其余未见显著性差异。在自我不确定感

上，大一与大四之间差异显著，大三与大四之间差异

显著，其余未见显著性差异。 

3.2.3.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在是否单亲上的 
差异研究 

本部分将大学生分为单亲和双亲两个类别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从表 5 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自 
 

Table 3. Students’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of each dimension in the grade 
表 3.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各维度在年级上的差异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M SD M SD M SD M SD F 

自我不确定感 2.775 1.225 2.684 1.193 2.824 1.248 2.439 1.115 1.242** 

非卷入感 3.319 1.187 3.305 1.121 3.171 1.070 3.134 1.273 0.662 

无力感 3.824 1.110 3.805 0.977 3.826 1.085 3.634 0.917 0.41 

被控制感 3.623 1.279 3.410 1.230 3.520 1.251 3.311 1.170 1.628** 

无价值感 4.436 0.870 4.538 0.919 5.505 0.871 4.768 0.929 1.826** 

自我疏离感 3.559 0.783 3.515 0.771 3.528 0.778 3.404 0.738 1.512** 

 
Table 4. Different grades of students’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its multiple comparison results between the various dimensions 

表 4.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之间的多重比较结果 

比较内容 (I)年级 (J)年级 MD(I-J) SE Sig 

无价值感 大一 大四 0.263* 0.13 0.046 

被控制感 大一 大四 0.213* 0.108 0.05 

自我不确定感 大一 大四 0.336* 0.204 0.047 

 大三 大四 0.384* 0.224 0.043 

 
Table 5. Self alienation and each dimension differences on whether the single parent 

表 5. 自我疏离感及各维度在是否单亲上的差异 

 
单亲 双亲  

M SD M SD T 

被控制感 3.928 1.289 3.465 1.240 2.721** 

无力感 4.000 0.912 3.784 1.053 1.513 

非卷入感 3.536 1.016 3.255 1.160 2.003** 

自我不确定感 3.040 1.183 2.686 1.210 2.091** 

无价值感 3.995 0.883 3.896 0.776 0.993 

自我疏离感 3.749 0.708 3.405 0.778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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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在是否单亲上的差异情况如下：

在被控制感、非卷入感、自我不确定感、自我疏离感

总分上有显著性差异；而在无价值感和无力感上未见

显著差异。 

3.2.4.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在子女数上的差

异研究 
本研究将大学生的家庭子女数划分为一个、两个

和三个类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进行 LSD 多重

比较，从表 6 中我们看到，在非卷入感、无力感和自

我疏离感总分上有显著性差异；在自我不确定感、无

价值感和被控制感这三个维度上均未见显著差异。为

了进一步了解家庭子女数之间的差异情况，我们进行

多重比较。结果发现，在非卷入感上，家庭两个子女

的学生与一个和三个的学生之间差异显著；在无力感

上，家庭一个子女和两个子女的学生差异显著；在自

我疏离感上，独生女和家庭两个孩子的学生差异显著 

(见表 7)。 

3.3.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 
关系研究 

从表 8 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自

我疏离感总分及其各个维度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具

体为自我效能感与自我疏离感总分为−.098、与自我不

确定感为−0.084，与非卷入感为−0.117、与无价值感

为−0.099，与被控制感为−0.084，与无力感为−0.052。
说明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自我疏离感之间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 

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自我疏离感的回归分析 
为了了解自我效能感对自我疏离感的解释预测

能力，我们进行了回归分析，以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

一次以自我疏离感及其子维度为自变量，进行一元线

性回归分析。根据 F 检验的判断，所有的维度都可以 
 

Table 6. Self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its dimension differences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表 6. 自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在家庭子女数上的差异 

 
一个 两个 三个及以上  

M SD M SD M SD F 

自我不确定感 2.647 1.196 2.785 1.143 2.775 1.273 1.373 

非卷入感 3.133 1.095 3.740 1.122 3.376 1.243 4.773** 

无价值感 4.307 1.046 4.401 1.031 4.463 1.085 1.440 

被控制感 3.483 1.217 3.550 1.180 3.545 1.287 0.302 

无力感 3.731 0.977 3.958 0.983 3.773 1.067 2.839** 

自我疏离感 3.460 0.755 3.603 0.736 3.586 0.804 3.519** 

 
Table 7. Different families children the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its multiple comparison results between each 

dimension 
表 7. 不同家庭子女数的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之间的多重比较结果 

比较内容 (I)家庭子女数 (J)家庭子女数 MD(I-J) SD Sig 

非卷入感 2 个 1 个 0.241* 0.084 0.004 

 3 个及以上 2 个 0.243* 0.107 0.024 

无力感 2 个 1 个 0.172* 0.074 0.021 

自我疏离感 2 个 1 个 0.143** 0.056 0.001 

 
Table 8. Correlation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self-efficacy of matrix table 

表 8.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关系矩阵表 

因素 自我不确定感 非卷入感 无力感 无价值感 被控制感 自我疏离感 

自我效能感 −0.084* −0.117** −0.092* −0.099** −0.084**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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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回归方程。从表 9 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自我效

能感对自我疏离感及其五个子维度均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p < 0.01)。其中对无力感、自我不确定感和被控

制感的预测作用比较突出，自我效能感能解释无力感

21.2%的方差变异和自我不确定感 16.6%的方差变异

以及被控制感 11.9%的方差变异；而自我疏离感对自

我疏离感总分和非卷入感的预测作用则相对较弱。 

4. 讨论 

4.1.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的现状调查 

本研究采用自编自我疏离感量表，经研究发现，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整体上处于中等程度水平，各因子

中，无价值感得分最高。大学生处于成人前期，该阶

段所面临的任务有学习深造、就业、择偶等，此阶段

也是价值观稳定发展的重要时期，但可能由于大学生

对自己的学习环境的不满以及自我优势感的缺失，从

而导致他们对有意义的学习生活、目标等体验到一种

无价值感。 
本研究发现，女性的无力感高于男性，这可能是

现代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她们所面临的社

会压力也不断增大，然而女性在整个社会还是处于比

较弱势地位；在非卷入感方面，男性大学生要高于女

性，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比较注重人际关系，较男生更

容易打开心灵，结交朋友，而男性遇到事情后多数选

择自己解决，因而更容易感到不能融入外界的人和事。 
通过对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及其各维度在年级上

的研究发现，大一学生自我疏离感总分及其四个维度

(无价值除外)的得分均为很高。这可能是因为刚入学

的新生带着“优越感”，然而随着对新的学习方式的

不适应，由此逐渐地体验到“优越感”的丧失，使得

他们更易体验到被控制感、无力感、自我不确定感、 

非卷入感等。 
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子女体验到更多的被控制

感、非卷入感和自我不确定感。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的

研究较一致，比如 Bronfenbrenner(1977)研究发现，父

母工作压力的家庭和单亲家庭中的青少年更容易体

验到疏离感。这可能是因为单亲的家庭对孩子的要求

更苛刻、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发展来改变现在不好的命

运，所以单亲的学生在被控制感上要显著高于家庭完

整的双亲的学生；非卷入感上，可能因为单亲家庭的

孩子长期与父亲或母亲单方生活，得不到完整的关爱

和家庭支持，致使他们健康人际交往能力的缺失，由

此不能很好的参与学校活动等。 
此外，本研究发现，家庭有两个子女的学生在自

我疏离感及各维度得分较独生子女和家庭有三个及

以上孩子的学生得分高。这可能是因为两个孩子间存

在一种同级竞争，这种竞争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

所以，在之后的人生中更容易感觉到非卷入感、无力

感等。此外，由于父母给予的关爱较少，而家庭负担

较重，对子女的诉求及帮助子女解决问题上力度不够，

这些都可能导致他们人际关系、适应能力、心理健康

等问题的出现，这也与一些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佘
丹丹等，2011；陶艳兰，2011；方拴锋等，2010)。值

得关注的是有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学生在自我疏离感

及各维度得分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孩子与最小

孩子之间年龄相差较大，他们这间出现较好的照顾与

被照顾关系，处于中间的孩子则模仿第一个孩子的行

为，因此他们之间有更好的合作及共享关系。 

4.2. 大学生自我疏离感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 
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自我

疏离感的总分及其各个维度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具 
 

Table 9. Self-efficacy of self alien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9. 自我效能感对自我疏离感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B 

自我效能感 非卷入感 0.014 12.389*** −0.447 −0.579 

 自我疏离感 0.070 33.618*** −1.066 1.329 

 被疏离感 0.119 40.185*** −3.03 −0.417 

 自我不确定感 0.166 44.514*** −0.300 −0.342 

 无力感 0.212 47.916*** −0.015 −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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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自我疏离感总分为−.098、与自

我不确定感为−0.084、与非卷入感为−0.117、与无价

值感为−0.099、与被控制感为−0.084、与无力感为

−0.052。这与顾娟对大学生疏离感与一般自我效能感、

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中结果一致，该研究结果表明：

大学生疏离感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大

学生疏离感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负相关；大学生一般

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对疏离感有显著预测力。 
在将一般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依次将自我疏离

感及其子维度为因变量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时，结

果发现，自我效能感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对无力感预

测力最好，依次是自我不确定感、被控制感、自我疏

离感总分、非卷入感。 
Schwarzer(1994)认为一般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应对

广泛的任务要求或新情境的一般能力信心，它可以对

个体在一般情况下的反应倾向进行普遍性普测。与此

相反，高自我疏离感的大学生，他们在面对挑战和压

力时也往往不自信，体验到更多的无力感，对事情的

不可控制感，以及在人际交往活动中体验到非卷入感。

这就会导致他们对生活失去信心，随之将伴有心理健

康的问题的出现。因此，本研究将一般自我效能感的

高低作为预测自我疏离感的指标，试图找出影响自我

疏离感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尝试通过提高一般自我效

能感来减弱自我疏离感，以期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水平。 

5. 结论 

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大学生自我疏离感处于中

等程度水平；男性大学生和女性大学生在无力感和非

卷入感上差异显著；大一学生较其他年级的学生体验

到更高的无价值感、被控制感和自我不确定感；单亲

家庭的大学生较非单亲家庭的大学生体验到更高的

被控制感、非卷入感、自我不确定感；家庭有两个孩

子的大学生较家庭有一个孩子或者三个及以上孩子

的大学生体验到更高的非卷入感、无力感；大学生一

般自我效能感与自我疏离感总分及其各维度均呈现

显著的负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自我疏离感及其四

个子维度即自我不确定感、非卷入感、无价值感和被

控制感能够进行较好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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