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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公众对残疾人态度量表、Marlowe-Crowne社会期望量表对211名健全人群

体施测，通过SPSS 26.0以及Mplus 8.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表明，自尊与社会赞许性(r = −0.14, p 
< 0.05)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赞许性与残疾态度中的悲观–绝望维度(r = −0.15, p < 0.05)呈显著负相关；

路径分析显示，社会赞许性在自尊和残疾态度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此研究说明自尊对健全人残疾

态度的影响是通过社会赞许性的中介作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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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hods: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the Public Attitude Scale towards Persons with Dis-
abilities, and the Marlowe-Crowne Social Expectation Scale were used to test 211 able-bodied 
people, and the data were processed through SPSS 26.0 and Mplus 8.0 software. Results: 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lf-esteem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approval (r = −0.14, p < 0.05), and social appreciative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essimistic-despair dimension (r = −0.15, p < 0.05) in disability attitudes. 2) Pathwa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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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 that social approval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elf-esteem and disability atti-
tudes.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disability attitudes in able-bodied people is pro-
duced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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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残疾人是指生理、心理、身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不正常或丧失，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

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傅青兰等，2014)。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到 2022 年为止，全球残疾人口数量

已经达到 13 亿人，占据全球人口的六分之一。由于残疾所带来的各种不便，残疾人经常被视为弱势群体，

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处于相对无助的地位(盛永斌，2006)。尽管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残疾人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来自健全人的偏见和消极态度。研究表明，消极

的态度仍然是阻碍残疾人融入社会、获取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主要障碍(Lily, Ramona, & Adrienne, 
2008)。此外，特殊人群模型表明，残疾人生活中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其生理或精神功能的丧失，而是来自

社会和健全人群的偏见和歧视等问题。因此，深入探讨健全人对残疾人的态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残

疾态度是人们对残疾人及他们的残疾状态这一社会存在所怀有的肯定或否认、接近或回避的一种心理状

态，它包括认知成分、情感成分以及行为成分三方面的内容(刘彤彤，2018)。那么，哪些因素能够影响健

全人群体对残疾人态度的形成呢？ 
自尊是心理适应的重要指标，是指对成功、过着幸福的生活、感到有价值、有权表达自己的感受和

要求、享受自己努力的结果的信心(Rosenberg et al., 1995)。Vignes 等人(2009)发现，儿童对自己生活的看

法越积极，他们对残疾同龄人的态度就越好。Findler 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的自尊心越强，他

们在情感、行为和认知方面表现出的态度就越为积极。此外，另一项研究发现，自尊心强的人对残疾人

的态度明显更积极(Findler et al., 2007)。这些都说明在自尊与残疾态度的关系中，自尊应该作为原因变量，

而残疾态度更适合作为结果变量。尽管自尊对残疾人的残疾态度的正向预测作用已经得到了较为一致的

认同，但现有研究仍无法确定这种作用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此本研究着重探讨自尊与残疾态度之间

关系的内在机制，期望为残疾人营造一个友好的环境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除自尊外，个体的社会赞许性也对残疾态度有着预测作用。社会赞许性是指个体在自我评价时，尽

量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及他人的需要，期望得到社会认可，维护自我的一种内部心理倾向(屈静，2016)。
有研究表明，个体社会赞许性越高，其对残疾人的态度就越积极(Keller & Siegrist, 2010; Kim et al., 2015)。
虽然社会赞许性和个体对他人态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是在涉及残疾人的研究中，相关证

据仍然相对有限(Kim et al., 2015)。研究者采用回归的方法对伊朗萨南达杰市库尔德斯坦大学的 300 名学

生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赞许性能较强地预测大学生对身体运动残疾人士的态度，学生的社会赞许性越高

其对残疾人的消极态度越少。同时现有研究表明，社会赞许性可能会对健全人对残疾人态度的测量结果

产生潜在影响。因此，在社会赞许性与残疾态度的关系中，社会赞许性应该作为原因变量，而残疾态度

更适合作为结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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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赞许度是衡量个体对社会认可和赞扬的依赖程度的指标，而自尊则是一种基于自我评价的动机

情感，它与个体的自我意识和情绪密切相关。当个体感到自豪时，他们可能就会感到有能力和价值，从

而体验到高度的自尊心(Simpson et al., 2010)，所需要的社会赞许和社会认可就会更少。根据陈红花(2006)
的研究，个体的外显自尊水平可以预测他们受到社会赞许度影响的程度。通常情况下，具有较高自尊水

平的个体对自我认同度较高，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力来展示自己，更多地从自身角度评价自己。相反，

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往往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难以直面自身缺点，缺乏自我意识和想法，更需要外部

评价和鼓励。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个体的态度和行为往往受到集体原则的影响，特别

注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此外，研究表明，自尊水平与社会赞许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因此我们

推测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其社会赞许性低。由此，在自尊与社会赞许性的关系中，自尊应该作为预测变

量，社会赞许性更适合作为结果变量。 
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并结合中介变量所需的条件，假设社会赞许性在自尊与残疾态度的关系间承担

了中介的角色，因此将上述变量纳入总体考量，构建中介模型。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自尊

与残疾态度之间的作用机制，尝试建立社会赞许性在自尊与残疾态度之间的中介模型。此外，由于态度

包含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三个基本成分，三个成分均分别有其对应的残疾态度的子维度，仅考虑一个总

的残疾态度可能会限制我们对于健全人对残疾人态度的理解，因此本研究对因变量残疾态度进行了更为

细致的区分，根据残疾态度的三个子维度构建了下图的研究模型图。具体中介模型图请见图 1~3。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s of self-esteem, social approval and optimism-human rights relations 
图 1. 自尊、社会赞许性和乐观–人权关系的假设模型 
 

 
Figure 2. Hypoth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social approval, and behavioral misunderstanding 
图 2. 自尊、社会赞许性和行为误解关系的假设模型 

 

 
Figure 3. Hypothetical model of self-esteem, social approval, and pessimism-despair relationship 
图 3. 自尊、社会赞许性和悲观–绝望关系的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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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研究被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随机抽样调查，未报告性别的被试有 19 名，共回收有效问卷 211 份，其中男性

45 名(占比 53.62%)，女性共 166 名(占比 78.67%)。 

2.2. 工具 

本研究采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施测，共包含十道题，采用李克特式 4 分制(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4
分代表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说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的 Cronbach’s ɑ系数为 0.89，具有良好的

内部一致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安东纳克编制的公众对残疾人态度量表。该量表包含三个维度：乐观–人权、行

为误解、悲观–绝望，共 21 道题，采用 6 级评分制：3 = 完全同意；2 = 很同意；1 = 有点同意；−1 = 有
点不同意；−2 = 很不同意；−3 = 完全不同意，其 Cronbach’s ɑ系数为 0.742。 

Marlowe-Crowne 社会期望量表。该量表包含 33 个条目，采用两点计分，其中 18 个条目答“是”得

1 分，另 15 个条目答“否”得 1 分。量表得分范围是 0~33 分，被试得分越高，说明其对社会赞许的依

赖程度越高。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ɑ系数为 0.702。 

2.3. 数据分析 

在筛除了未报告性别的少数被试后，采用 SPSS26.0 以及 Mplus8.0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

采用探索性因素对社会赞许性、自尊、残疾态度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社会赞

许性、自尊和残疾态度的各个维度即乐观–人权、行为误解、悲观–绝望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采用

Mplus8.0 建立路径模型。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e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汤丹丹，温忠麟，2020)。结果发

现最大的因子解释变异量为 11.10%，低于 40% (Podsakoff et al., 2003)，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间相关分析 

对社会赞许性、自尊和残疾态度(乐观–人权、行为误解、悲观–绝望)进行相关分析(表 1)。结果表

明，自尊与社会赞许性(r = −0.14, p < 0.05)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赞许性与悲观–绝望(r = −0.15, p < 0.05)
呈显著负相关。而乐观–人权与自尊、社会赞许性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行为误解与自尊、社会赞许

性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见，自尊、社会赞许性均不存在与残疾态度中的乐观–人权、行为误解维

度间的紧密联系，故后文不再探讨自尊与残疾态度中的乐观–人权、行为误解维度的作用机制，将着重

探讨自尊与残疾态度中的悲观–绝望维度之间关系的内在机制。 

3.3. 自尊、社会赞许性和残疾态度中悲观–绝望维度间的简单中介模型 

从上述的相关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社会赞许性仅和悲观–绝望有显著相关，与其余两个维度相关均

不显著，基于此，本研究只构建了自变量为自尊，社会赞许性为中介变量，残疾态度中悲观–绝望维度

作为因变量这一中介模型。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5217


曹宇婷 
 

 

DOI: 10.12677/ap.2023.135217 1791 心理学进展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variables (n = 211) 
表 1. 各变量间相关矩阵(n = 211) 

 M (SD) 1 2 3 4 5 

1) 自尊 28.60 (6.66) 1     

2) 社会赞许性 50.50 (6.13) −0.14* 1    

3) 乐观–人权 42.35 (7.41) 0.06 0.001 1   

4) 行为误解 19.50 (7.80) −0.09 −0.03 −0.08 1  

5) 悲观–绝望 15.10 (7.10) −0.13 −0.15* −0.20** 0.59** 1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结果表明，当社会赞许性的中介效应成立时，自尊仅能显著预测悲观–绝望，具体中介模型图见图 4。
图 4 结果显示，自尊直接预测悲观–绝望这条路径达到了显著水平(β = −0.167, SE = 0.073, p < 0.05)。使用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取样 5000 次，计算 95%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直接效应(自尊→

悲观–绝望)的Bootstrap (95%CI)为[−0.321, −0.032]；中介路径(自尊→社会赞许性→悲观–绝望)的Bootstrap 
(95%CI)为[0, 0.081]。中介路径系数和直接路径系数的 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说明社会赞许性这一变量的

间接效应显著，即社会赞许性在自尊和悲观–绝望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Figure 4. Mediating model of social approval in self-esteem and pessimistic-despair relationships 
图 4. 社会赞许性在自尊和悲观–绝望关系中的中介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首次建立了自尊、社会赞许性和残疾态度的中介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在健全人群体中，

自尊与社会赞许性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负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屈静等人结果一致(屈静，2016)。说明

健全人自尊水平越高，其社会赞许性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当个体能够正确认识自我时，其会更多地从

自身角度出发评价自己，不会为了维护自尊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预期。同时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赞

许性与残疾态度中的悲观–绝望维度呈显著负相关，而研究者 Kowalska 和 Winnicka (2013)的研究表明

社会赞许性与态度结构中的认知方面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态度结构中的行为方面存在正相关，这点可

以在后续的研究中进步验证。 
此外，为了探究自尊对残疾态度的不同结构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否相同，将残疾态度按照各个子维度

进行分开探讨，经过模型的筛选与分析可知，社会赞许性在自尊与残疾态度中的悲观-绝望的关系间担任

了中介的角色。 
总而言之，本研究解释了自尊作用于健全人残疾态度的内部作用机制，发现社会赞许性在二者的关

系间担任了中介的角色，这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另外，研究表明可以通过提高健全人的自尊的水平来

改善人们对残疾人的态度，为残疾人营造一个友好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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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第一，本研究为横断研究，不能很好地了解不同自尊是如何随着时间的

变化对正常人的残疾态度产生影响的，未来可进行更多纵向研究，以得到更加准确的模型；第二，除了

社会赞许性外，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比如父母教养方式、依恋类型等，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建立更

复杂的模型来进一步探讨正常人群体中自尊对残疾态度的心理机制。 

5. 结论 

研究发现：1) 自尊对社会赞许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个体自尊水平越高，其社会赞许性越低。社

会赞许性对残疾态度中的悲观–绝望维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个体社会赞许性越高，其对待残疾人的

悲观–绝望性越低。 
2) 社会赞许性在自尊对残疾态度中的悲观–绝望维度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健全人的自尊水

平对残疾人的残疾态度中的悲观–绝望性会通过影响社会赞许性，进而改变其对残疾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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