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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self-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 of pri-
mary school students in Yizhou,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Northwest Guangxi. In this study, 250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of grade 
4 - 6 in Yizhou ci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Piers-Harris 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 was used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level of 
self-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 of grade 4 - 6 pupils in Yizhou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na-
tional norm (P < 0.001). 2) Girl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in popularity (P < 0.001). 3) The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attributes of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fourth grade students (P < 0.05). 4) Fourth grad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popularity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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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宜州市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现状，以便为桂西北地区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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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随机选取了宜州市区4~6年级小学生共250人作为研究对象，使用Piers-Harris编制的儿童自我意

识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1) 宜州市4~6年级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P < 
0.001)。2) 女生在合群方面显著高于男生(P < 0.001)。3) 六年级学生在躯体外貌与属性方面显著高于

四年级(P < 0.05)。4) 四年级学生在合群方面显著高于六年级(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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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意识是人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自我意识与心理健康有着紧密的关系[1]。
小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年龄特征，自我意识的培养是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

方面，需要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积极正确的引导。宜州市地处桂西北民族地区，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否

呈现一定的地域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对宜州市 4~6 年级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进行调查，并

与全国常模进行对比，希望能为桂西北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选取宜州市区两所小学 4~6 年级小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 300 份并全部回收，最终获

得有效问卷 25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3.33%。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 Piers-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CSS)进行问卷调查。PHCSS 包括六个分量表，分别为

行为、智力和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和满意度。该问卷共计 80 道题目，适合测

试 8~16 岁的个体，采用“是”“否”式回答。PHCSS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在本次研究中该量表

的 Cronbach a 系数为 0.86。 

2.3. 施测过程 

采用简单随机取样的方法在宜州市区内六所小学中随机选取两所小学，然后两所小学各自在本校 4~6
年级中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50 人，统一集中填写问卷，统一指导语。 

2.4. 数据处理 

剔除随意填写和没有作答完成的无效问卷后，采用 SPSS22.0 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被试自我意识发展的基本情况 

为了更直观的呈现宜州市小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现状，将本研究数据与全国常模作了对比，进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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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t 检验。由于本研究被试年龄大多数居于 10~12 岁之间，因此选择全国常模中 10~12 岁组的数据进

行比较。对比结果如表 1： 
 
Table 1. Self-consciousness scores compared with national norm (n = 250) 
表 1. 被试自我意识得分与全国常模的对比结果(n = 250) 

 全国常模 本次被试 t P 

行为 12.35 ± 2.50 11.29 ± 2.49 −6.72 0.000 

智力与学校情况 10.60 ± 3.16 9.69 ± 3.29 −4.38 0.000 

躯体外貌与属性 7.57 ± 2.93 5.70 ± 2.84 −10.43 0.000 

焦虑 9.28 ± 2.43 8.79 ± 2.58 −2.99 0.000 

合群 8.79 ± 1.84 8.27 ± 1.87 −4.38 0.000 

幸福与满足 7.61 ± 1.62 7.08 ± 1.85 −4.50 0.000 

总分 55.82 ± 9.56 50.40 ± 10.27 −8.35 0.000 

注：全国常模数据来自《儿童自我意识量表的中国城市常模》，作者苏林雁等，2002。 
 

从表 1 看出，在自我意识的所有维度及总分上，本研究数据与全国常模差异非常显著(P < 0.001)，被

试自我意识的各个方面均低于全国常模水平。然后再对被试者的得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根据原量表的

分数分界点，将测试结果高于 58 分的被试者划分为高分组，得分位于 46 分~58 分之间的被试者划分为

中间组，得分小于 46 分的被试者划分为低分组[3]。得出结果如表 2：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scores of the subjects 
表 2. 被试自我意识分布情况 

年级 性别 n 高分组(%) 中间组(%) 低分组(%) 

四年级 男 41 7 (17.07%) 27 (65.85%) 7 (17.07%) 

 女 45 10 (22.22%) 26 (57.78%) 9 (20.00%) 

 合计 86 17 (19.77%) 53 (61.63%) 16 (18.60%) 

五年级 男 45 6 (13.33%) 25 (55.56%) 14 (31.11%) 

 女 55 12 (21.82%) 28 (50.91%) 15 (27.27%) 

 合计 100 18 (18.00%) 53 (53.00%) 29 (29.00%) 

六年级 男 39 10 (25.64%) 14 (35.90%) 15 (38.46%) 

 女 25 8 (32.00%) 10 (40.00%) 7 (28.00%) 

 合计 64 18 (28.13%) 24 (37.50%) 22 (34.38%) 

总计 总计 250 53 (21.20%) 130 (52.00%) 67 (26.80%) 

3.2. 被试自我意识得分在年级上的差异 

由表 3 可知，躯体外貌与属性以及合群两个维度在年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对躯体外貌与属性得分

的差异进行事后比较发现，六年级躯体外貌与属性得分显著高于四年级(P < 0.05)。在合群维度上的事后

比较表明，四年级的合群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六年级(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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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son of Self-consciousness Scores in different grades 
表 3. 被试自我意识得分在各年级的差异比较 

项目 年级 n M ± SD F 显著性 

行为 四 86 11.16 ± 2.53 0.52 0.593 

 五 100 11.23 ± 2.26   

 六 64 11.56 ± 2.77   

智力与学校情况 四 86 9.49 ± 3.13 1.19 0.307 

 五 100 9.51 ± 3.31   

 六 64 10.23 ± 3.46   

躯体外貌与属性 四 86 5.15 ± 2.55 3.48 0.032 

 五 100 5.73 ± 2.89   

 六 64 6.37 ± 3.02   

焦虑 四 86 9.28 ± 2.29 2.55 0.080 

 五 100 8.44 ± 2.68   

 六 64 8.69 ± 2.71   

合群 四 86 8.67 ± 1.58 3.32 0.038 

 五 100 8.14 ± 1.82   

 六 64 7.94 ± 2.21   

幸福与满足 四 86 7.24 ± 1.64 0.51 0.603 

 五 100 6.98 ± 1.92   

 六 64 7.03 ± 1.99   

自我意识总分 四 86 51.23 ± 9.05 0.75 0.475 

 五 100 49.45 ± 10.74   

 六 64 50.75 ± 11.08   

3.3. 被试自我意识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 

由表 4 可知，被试在合群分量表的分数上，与全国常模一样表现出非常显著的男女差异(P < 0.001)。
在其他维度得分和自我意识总分上没有显著差异。 
 
Table 4. Comparis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lf-consciousness scores among subjects 
表 4. 被试自我意识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项目 性别 n M ± SD t 显著性 

行为 男 125 11.09 ± 2.55 −1.30 0.195 

 女 125 11.50 ± 2.42   

智力与学校情况 男 125 9.55 ± 3.25 −0.65 0.515 

 女 125 9.82 ± 3.34   

躯体外貌与属性 男 125 5.63 ± 2.70 −0.40 0.723 

 女 125 5.76 ±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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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焦虑 男 125 8.87 ± 2.73 0.49 0.625 

 女 125 8.71 ± 2.43   

合群 男 125 7.86 ± 2.05 −3.60 0.000 

 女 125 8.69 ± 1.57   

幸福与满足 男 125 7.02 ± 1.83 −0.58 0.561 

 女 125 7.15 ± 1.87   

自我意识总分 男 125 49.70 ± 10.37 −1.07 0.288 

 女 125 51.09 ± 10.16   

4. 讨论 

4.1. 被试自我意识发展水平与常模的比较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宜州市 4~6 年级小学生在自我意识总分和各项维度上的分数都显著低于全国常

模水平(P < 0.001)。本次被调查者自我意识水平偏低，或许是由儿童的家庭成长环境造成的。有调查显示

留守儿童的自我意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4]。本次调查的小学虽然是市区内的小学，但留守儿童依然占

有相当的比例。本次调查没有关注是否留守儿童的问题，是否由于留守儿童较多导致了本次测量结果低

于常模，这值得进一步验证。此外，许多研究和实践证明心理辅导可以提升个体自我意识水平[5]，这或

许也告诉我们应加强本地的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积极引导小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 

4.2. 被试自我意识在年级变化上的趋势 

表 2 的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随着年级升高，六年级的高分组和低分组所占的比例均高于四年级。

由于六年级的学生学习任务和身心发展相比以前都有新的变化，自我意识发生变化是完全合理的。以本

研究所在的两所小学为例，五、六年级的管理比四年级更为严格，更大的学业压力可能让学生的自我意

识产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六年级的学生即将进入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因此这种自我意识的变

化是环境和身心发展规律共同导致的，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变化究竟给学生的心理健康带来怎样的影响

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有研究表明过高的自我意识和过低的自我意识都不利于心理健康，但也有研究认

为自我意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好[6]。 
表 3 的结果表明，六年级躯体外貌与属性得分显著高于四年级(P < 0.05)。这种变化是身心发展的必

然结果。六年级的学生特别是女生即将进入青春期，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貌特征。在合群维度上，六

年级得分显著低于四年级(P < 0.05)。这种变化很可能也是由于身心发展规律导致的，由于即将进入青春

期，儿童相比以前更加独立，更加不愿意顺从别人，需要更多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因而合群性相比小学

中期有所下降。教育工作者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应该制订与年级相适应的心理辅导方案。 

4.3. 被试自我意识在性别上的差异 

本次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女生在合群方面得分明显高于男生(P < 0.001)，这和苏林雁等人的调查结

果是一致的[2]，但在其他维度和总分上没有发现性别差异。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小学男生和女生

的心理发展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女生往往比男生具有更强的社交能力和适应性。一般而言，小学女生

相比男生更听老师的话，更加顺从[7]，也更喜欢在一起游戏，这种差异是由生理因素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造成的。这也提醒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中要关注这种差异，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要考虑性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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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制订与性别相适应的心理辅导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和培养。 

5. 结论 

1) 宜州市 4~6 年级小学生自我意识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常模。 
2) 宜州市 4~6 年级小学生在合群方面女生的发展水平高于男生。 
3) 宜州市六年级小学生在躯体外貌与属性方面高于四年级。 
4) 宜州市四年级小学生在合群方面高于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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