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2, 12(9), 3055-3061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9367     

文章引用: 杨钰, 闫莹莹, 黄蓓, 程凌(2022). 中职生自我隐瞒对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影响: 自尊和污名的链式中介作

用. 心理学进展, 12(9), 3055-3061. DOI: 10.12677/ap.2022.129367 

 
 

中职生自我隐瞒对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影响：

自尊和污名的链式中介作用 

杨  钰1，闫莹莹1，黄  蓓2，程  凌1 
1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湖北 武汉 
2祁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湖南 祁阳 
 
收稿日期：2022年8月6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8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21日 

 
 

 
摘  要 

目的：考察中职生的自我隐瞒、自尊、专业心理求助污名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

自我隐瞒问卷、自尊量表、专业心理求助污名量表、专业心理求助态度问卷对240名中职生进行问卷调

查。结果：① 中职生的自我隐瞒、自尊、专业心理求助污名、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四个变量之间显著相

关。② 自尊在自我隐瞒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在自我隐瞒与专业

心理求助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自尊和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在自我隐瞒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之间的链

式中介效应显著。结论：自尊和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在自我隐瞒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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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cealment, self-esteem, stigma of profes-
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and attitude toward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Methods: 240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Concealment Scale, 
Self-Esteem Scale, the Stigma Scale for Receiving Psychological Help (SSRPH) and Attitudes toward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ATSPPH). Results: ① The four variables of self-concealment, 
self-esteem, stigma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and attitude toward professional psycho-
logical help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② The mediating ef-
fect of self-esteem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self-concealment and attitude toward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igma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was signifi-
cant between self-concealment and attitude toward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stigma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self-concealment and attitude toward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Conclusion: Self-esteem and 
stigma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play a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elf-concealment 
and attitude toward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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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的高中阶段教育有向普职平衡的方向平稳发展

的趋势。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1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

当，职普比例较低的地区要重点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资源，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2022 年 4 月，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这是该法自 1996 年颁布 26 年以

来首次进行大修。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享有平等机会，

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将迎来春天。中职生在青少年中的占比逐渐增大，其心理

健康状况也受到学界的关注。2019 年一项针对我国 31 个省、360 个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发展现状调查显

示，存在 14.3%的学生因压力过大或心情不好产生过自杀念头，25.2%的学生很少与家人交流，在面对负

性事件时，中职生更倾向于通过跟朋友倾诉、自我安慰或转移注意力等方式缓解压力，选择寻求专业心

理帮助的比例仅有 10.3% (孙诚，2020)。部分中职生对专业心理帮助存在不科学认识，认为接受心理咨

询的人是有病的、不正常的，存在偏见(周威，2021)。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是指在个体面临心理或情绪上的困扰时，向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专业人士，如心

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师寻求专业帮助的态度(吴梦希，刘朝莹，方晓义等，2014)。有实证研

究证明，积极的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可以正向预测求助行为(Obasi & Leong, 2009)。因此，解决中职生有了

心理问题却不进行专业心理求助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改善其专业心理求助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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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正处于“心理断乳期”，倾向于摆脱对长辈的依赖，寻求独立，自我隐瞒是这一阶段心理发

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自我隐瞒是指个体主动向他人隐瞒一些在其看来是负性或令人痛苦的个人信息的心

理倾向(Larson & Chastain, 2011)。经调查发现中学生的自我隐瞒要显著高于大学生(王才康，2002)。郝志

红和梁宝勇(2007a)研究认为自我隐瞒对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我隐瞒度高的人寻求专

业心理帮助的态度消极。但也有研究持相反结论，即自我隐瞒高者常缺乏社会支持，因此寻求心理帮助

的意愿更强(Kelly & Achter, 1995)。 
专业心理求助污名是指个体或群体在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时获得的一种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这种

标签使个体或群体带有某些被贬抑的属性和特质，不仅使其自我贬损，也使社会对其歧视和不公正(郝志

红，梁宝勇，2007b)。研究发现，专业心理求助污名显著负向预测心理求助态度和求助行为意向，在专

业心理求助污名和行为意向的关系中，专业心理求助态度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郝志红，梁宝勇，2015)。 
自尊是对青少年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心理成分，它与自我隐瞒、求助污名和求助态度也有着密切联系。

自我隐瞒是一种压抑的心理倾向，高自我隐瞒者常向内压抑自身负面信息，长此以往扭曲自我评价，自

我隐瞒与自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李文道，邹鸿，赵霞，2003)。自尊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污名，自尊水

平低的个体自我污名水平更高(佐斌，艾传国，2011)。同时，自尊显著正向预测专业心理求助态度，自尊

高者在遇到心理问题时可以更理性地看待自己，拥有更积极的心理求助态度(杜美杰，苟双玉，王玲莉等，

2022)。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拟探讨中职生的自我隐瞒对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作用机制，假设自尊和专业

心理求助污名在二者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为中职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干预提供一些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湖南省某职业中学，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共抽取 240 名中职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回收

问卷中题项作答随机缺失过多或连续缺失 4 个项目以上的，被视为无效问卷，予以剔除。最终，有效问

卷数为 238 份，有效率 97.5%。其中男生 26 人，女生 212 人。平均年龄 15.56 岁(SD = 0.68)。 

2.2. 研究工具 

2.2.1.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问卷 
本研究采用郝志红和梁宝勇(2007b)修订的专业心理求助态度量表。该量表包含 4 个维度，分别为开

放性、耻辱的忍受性、自己是否需要心理帮助、对心理健康专家的信任，共 29 个条目，18 个反向计分

题。采用 5 级评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态度越积极，信效度良好，被广泛应用。本

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7。 

2.2.2. 自尊量表 
在本次研究中，用的是罗森伯格(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中文修订版

(Rosenberg et al., 1978)，该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由受试者直接报告这个描述是否符合他们自

己，采用 1~4 分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 

2.2.3. 自我隐瞒问卷 
采用王才康(2002)修订自我隐瞒量表，内容主要集中于对个人“秘密”和痛苦的隐瞒，共 10 个题，

从“1——很不符合”到“5——很符合”五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自我隐瞒程度越高。该问卷适用广泛，

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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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专业心理求助污名量表 
本研究采用郝志红和梁宝勇(2011)编制的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污名量表，该量表共 10 题，包括自我

污名和公众污名两个维度，其中有 5 题是测量心理求助的自我污名，5 题是测量心理求助的公众污名。

量表采用 5 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求助的污名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 

2.3. 研究程序 

使用纸质问卷施测，由学校心理学专业毕业的老师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在晚自习时间进行测试，

测试前主试告知匿名、按真实情况作答等注意事项。随后由心理学专业学生录入并整理数据，使用

SPSS20.0 和海耶斯(Hayes)开发的 PROCESS3.0 插件进行数据分析(Hayes, 2013)。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即对所有变量的共 59 个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共有 16 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 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7.01%，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

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自我隐瞒、自尊、专业心理求助污名、专业心理求助态度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我

隐瞒和自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显著负相关，自我隐瞒和污名显著正相关，自尊和污名显著负相关、与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显著正相关，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显著负相关。详见表 1。相关结

果显示，该数据适合进行下一步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of self-concealment, self-esteem, stigma and attitude toward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n 
= 238) 
表 1. 自我隐瞒、自尊、污名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相关矩阵(n = 238) 

 M ± SD 1 2 3 4 

1) 自我隐瞒 30.88 ± 8.82 1    

2) 自尊 31.97 ± 4.90 −0.290** 1   

3) 专业心理求助污名 23.22 ± 6.42 0.417** −0.355** 1  

4)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 111.61 ± 10.47 −0.138** 0.315** −0.350** 1 

注：**P < 0.01。 

3.3. 中职生自尊和求助污名在自我隐瞒与求助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采用海耶斯(Hayes)编制的 SPSS 插件 process 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对自尊及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在中职

生自我隐瞒对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进行评估计算(Boot-strap样本为 5000)，
并建立链式中介模型，如图 1。 

结果显示，自尊和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在自我隐瞒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中介

效应值为−0.223，占自我隐瞒对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总效应的 27.80%。自我隐瞒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中职生

的自尊(β = −0.281, P < 0.001)，还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专业心理求助污名(β = 0.355, P < 0.001)；自尊可以显

著负向预测专业心理求助污名(β = −0.262, P < 0.001)，还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专业心理求助态度(β = 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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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01)。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专业心理求助态度(β = −0.292, P < 0.001)。中介效应分

析显示：自尊和专业心理求助污名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表明自尊和专业心

理求助污名是自我隐瞒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中介变量，详见表 2。自尊和污名的中介效应主要是通过

以下三条路径实现的：1) 间接效应 1：自我隐瞒→自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2) 间接效应 2：自我隐瞒

→专业心理求助污名→专业心理求助态度：3) 间接效应 3：自我隐瞒→自尊→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心专

业心理求助态度。间接效应 1) 间接效应 2) 间接效应 3) 占总效应的百分比分别为 12.71%、20.68%、4.24%。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in mediation 
图 1. 链式中介作用示意图 

 
Table 2.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2. 中介效应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 

间接效应 效应值 相对中介效应 Boot 标准误 BootCI 上限 BootCI 下限 

自我隐瞒→自尊→态度 −0.075 12.71% 0.027 −0.318 −0.145 

自我隐瞒→污名→态度 −0.122 20.68% 0.036 −0.131 −0.029 

自我隐瞒→自尊→污名→态度 −0.025 4.24% 0.011 −0.051 −0.009 

总间接效应 −0.223 27.80% 0.045 −0.318 −0.145 

总效应 0.59  0.080 −0.098 0.217 

4. 讨论 

4.1. 自我隐瞒与专业心理求助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探讨了对中职生自我隐瞒对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影响及自尊和污名在其中的作用机制。通过

理解“自我隐瞒是如何影响专业心理求助态度”这一问题，探索改善中职生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态度的路

径，增加中职生在出现心理问题或成长困惑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可能性。 
本研究发现中职生的自我隐瞒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自尊在自我隐瞒和专业心理求助之间起中介作

用。根据 Ben 提出的自我感知理论，Derlega 等人(1993)解释自我隐瞒导致个体对自我感知的过程产生影

响，出现消极的情绪体验和自我归因，进而产生歪曲的自我评价，影响自尊水平。而自尊水平越高越能

恰当地认识自我，感知到自己所需要的帮助，并且能够理性看待来自外界的帮助与支持，会更愿意主动

寻求专业心理帮助。 
同时，本研究发现中职生的自我隐瞒与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存在显著正相关。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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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隐瞒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杜美杰，苟双玉，王玲莉等，

2022)。自我隐瞒程度越高的个体，越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和准确的他人评价，更容易关注到他人对

于专业心理求助的公众污名，并加深对心理求助的自我污名，而更高的污名化程度会使个体心理求助的

态度更为消极。 
自尊和专业心理求助污名在自我隐瞒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形成了自我隐瞒

→自尊→专业心理求助污名→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链式中介路径。中职生还处于青春期，他们渴望独立，

急于摆脱对成人的依赖，这使得他们不愿将内心的感受和困惑与他人尤其是长辈分享，自我隐瞒程度较

高。长期高自我隐瞒会带有自我封闭倾向，不断关注自身的负面信息，并且对这些负面信息进行隐瞒，

进而阻碍他人对其的判断与了解，使得自我隐瞒者对自身负面信息产生更扭曲夸张的评价，因为感到无

力克服、无法胜任，出现自尊水平低的表现。自尊水平更高的个体会对专业心理帮助的作用更有信心，

并且也对专业心理求助这个行为更有包容性，有更积极的求助态度。而根据凯利(Kelly)的归因理论(Kelly 
& Achter, 1995)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可能属于内控者，会把自己的行为看作引发随后事件的主要因素，当

他们面对负性事件时，会倾向于将其内化，纳入消极的自我信念中，因而污名水平会较高(彭亭亭，郝志

红，2020)。当高自我隐瞒者出现心理困扰时，因其过于负面的自我评价以及对负面信息的关注，会出现

对专业心理求助的污名，担心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怀疑咨询师能否帮助到自己，由此产生消极的专业

心理求助态度。 
综上所述，即使不改变中职生的自我隐瞒，仍旧能够通过提升其自尊水平和降低其对专业心理求助

态度的污名来对提高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产生积极影响。考虑到青春期学生心理发展特点，自我隐瞒水平

较高是这一年龄阶段普遍存在的一个特点，即使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学生自我隐瞒的水平，也可以从提

升自尊和消除污名的路径来改善其对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态度。 

4.2.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改善措施 

消极的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最主要的是对于心理求助的偏见。从改善自我隐瞒水平、消除专业心理求

助污名的角度进行干预，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4.2.1. 学会适当表露自我 
首先，引导学生学会适当地进行自我表露，可通过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活动课等形式引导学生

了解适度自我表露的必要性和方式。其次，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专业的心理咨询环境，学生在出现心

理困扰时自我隐瞒，可能与其对心理咨询环境缺乏安全感、担心隐私被泄露有关，因此要关注心理咨询

室设置的隐私性是否具备，咨询过程中的保密制度是否严格遵守等等，给学生一个安全的表露自我的环

境。再次，中职生本身处于自我隐瞒水平较高的年龄段，学校可提供一些表露要求较低但又能使其获得

心理帮助的方式，例如“心理信箱”、“烦恼树洞”、绘画心理团辅、沙盘游戏等，以方便学生逐步适

应表露自我。 

4.2.2. 关注自尊自信水平 
首先，引导学生进行积极客观的自我评价，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可通过开展探索自我、情绪管

理和行为训练等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利用团体动力提高学生的自尊水平(黄霁虹，2015)。其次，教师在

教学和管理过程中，切忌对学生“过度总结”和“贴统一标签”，如仅因一次考试表现就将学生总结为

“无天赋”，在批评学生时常用到“总是”、“从不”这类词语。再次，面对自尊水平较低的学生，班

主任和心理老师可以多加关注，发现学生的特点与优势，为其安排一些能够发挥其优势的机会和任务，

使其在实践中积累正面经验，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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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摆脱心理求助污名 
消除学生对专业心理求助的污名，可以进而改善其态度。第一，通过宣传使学生科学认识心理咨询

等专业心理帮助途径。可以通过心理健康讲座、心理中心开放日、校园心理游园会等活动消除学生对专

业心理帮助的偏见。第二，通过增大接触机会，减少误解。接触是消除偏见的重要方法，接触假设认为，

在某种条件下，对立团体之间的直接接触会减少他们之间存在的偏见。曾有研究发现，给被试观看内容

为接受过心理帮助的学生分享他们经历的视频后，被试在有心理困扰时的求助意愿显著提升(Kruger et al., 
2020)。第三，通过相关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进行干预，例如郝志红曾使用团体干预的形式来改善学生寻

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态度，主要包括提高心理帮助需要的自我认知、提高人际开放性、减少对专业心理

帮助的污名、提高应对效能、增加自我表露的预期效用五个方面的内容，结果发现是有显著效果的(郝志

红，2009)。因此学校可以设置相关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对学生的心理求助污名进行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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