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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考察家国“情”“怀”对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影响。方法：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父母关爱

问卷和国家认同问卷对997名初一学生进行为期10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初一时的父母关爱和国家认

同均对初二时的自尊有正向预测作用；初一时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的交互对初二时的自尊有负向预测作

用。结论：家国“情”“怀”的共同作用对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是一种“相互补偿”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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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lf-esteem in adolescents. Methods: A 10-month longitudinal study was conducted on 997 first-grad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sing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inventory, the parental care ques-
tionnaire,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 Results: Both parental care and national iden-
tity in the first year positively predicted self-esteem in the second year; the interaction of parental 
ca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first year negatively predicted self-esteem in the second year.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effect of family “ca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on adolescents’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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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s a “mutual compens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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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自尊是针对于某一特定客体，即自我本身的一种积极或消极的态度(Rosenberg, 1965)，是人们适应自

己所在环境文化的一种心理机能，是个体对自己所在的有意义的环境中作为有价值的一部分的理解和体

会(Greenberg, Pyszczynski, & Solomon, 1986)。青春期正是身心发展巨变的时期，是个体自尊发展的重要

阶段。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发展的重要阶段，自尊对青少年的自我认知、自我判断及自我概念的发展

有着重要影响，并直接关系着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和心理健康水平(Mruk, 2013)。 
家国“情”“怀”是青少年自尊的影响因素。青少年对家庭的“情”主要来自于父母的关爱。父母

关爱是指父母在心理和情感层面对孩子的关注和接纳(Lancaster, 2007)。根据依恋理论，与重要他人(父母)
的互动模式可以影响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看法(Cassidy & Shaver, 2008)。林崇德和张文新指出，父母的

“情感温暖与理解”是对青少年自尊发展普遍起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张文新，林崇德，1998)。积极的父

母教养方式会通过情感支持增强子女的自尊(刘宇晋，2020)，父母的认可是与青少年自尊发展关系最密切

的因素之一(Harter & Whitesell, 2001)。Soest 等(2016)在一项追踪研究中发现，青少年自尊与父母的受教

育程度、父母关爱呈正相关。同时也有研究发现，高自尊的个体大多数有更多的父母关爱和接纳态度，

而低自尊的个体往往也遭受更多的父母拒绝和忽视(Herz & Gullone, 1999; Taylor et al., 2012)。 
青少年对国家的“怀”主要表现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集体认同，是个体对自己与国家之间

联系的一种意识，是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Huddy & Khatib, 2007)。社会认同

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的评价是部分地根据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或群体种类来定义的。国家认同对青少

年自尊的影响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梁进龙等对甘肃南部某县城一所高中的 123 名学生的研究发现，回、

汉族学生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均与自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梁进龙等，2010)；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能够

预测自尊的水平，并且国家认同的预测力更强。Phinney 等(1997)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在白人青少

年中，高自尊与高国家认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的发展是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涉及从宏观(如社会文化、

制度)到微观(如家庭、学校)不同层面(Bronfenbrenner, 1979)。国家和家庭分属于个体生活其中的宏观系统

和微观系统，那么，家国“情”“怀”是如何共同作用于青少年自尊发展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

究对早期青少年(初一学生)进行为期 10 个月的追踪调查，考察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对青少年自尊的交互

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按照整群抽样的方式，在湖南怀化和韶山两个地区共选取 8 所初中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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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两次测查。第一次测查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共发放并回收问卷 1134 份。第二次测查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共发放并回收问卷 1066 份。将两次回收的数据整合后，剔除只完成一次测查、答题不完整等

无效数据后，参与分析的有效被试为 997 人。其中，男生 539 人，女生 458 人，首次施测年龄跨度为 11~14
岁，平均年龄为 12.19 ± 0.49 岁。 

2.2. 工具 

2.2.1. Rosenberg 自尊量表 
由 Rosenberg 于 1965 年编制，用来评定被试关于自尊的总体感受。该量表由 10 个问题组成，采用 5

点计分，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其中第 3 题、第 5 题、第 8 题、第 9 题和第 10 题采用

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测量青少年整体自尊的工具之一，

在中国青少年样本中有着良好的信效度(Zhao et al., 2013)。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662 和

0.674。 

2.2.2. 父母关爱问卷 
由范兴华，方晓义和陈锋菊(2011)编制，用于测量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的父母关爱缺乏状况，要求被

试报告最近一年内感受到的父母关爱的频率。问卷共 8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从 1“非常多”到 5“很

少”。本研究将各项目反向计分，并把各项目的得分之后作为父母关爱指标，得分越高，代表被试感受

到的父母关爱越多。结果显示，该问卷用于本研究的第一次测量，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4。 

2.2.3. 国家认同问卷 
由李春玲和刘森林(2018)编制，问卷共包含 5 个项目测量国家荣誉感和国家身份认同等内容，问卷答

案选项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从 1“很不符合”到 5“很符合”分别赋值为 1、2、3、4、5 分，答案选项

得分相加总分即为变量“国家认同感”，总分越高代表被试国家认同感水平越高。问卷信效度良好。本

研究在第一次施测中使用了该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32。 

2.3. 研究程序 

采用纸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实测。在与学校进行充分沟通获得学校

支持并获得学生及学生家长的知情同意后进行施测。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担任。首先进行

父母关爱与青少年自尊的测查，然后对国家认同的内容进行施测。施测前，主试强调施测结果仅用于研

究并阐释保密原则，施测过程中，陈述指导语并详细解释作答方法。问卷当场完成后由主试收回并带走。 

2.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首先使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

检验，然后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 Pearson 相关分析，再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分层回

归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使用 Bootstrap 分析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水准 α = 5%。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的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显示前

后测数据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有 5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分别为 34.24%和 36.37%，均小于临界值 40%，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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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使用 SPSS21.0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前后测自尊相关显著，r = 0.441，p < 0.01，表明

父母关爱与青少年自尊从初一到初二的这段时间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父母关爱与自尊 T1 的相关为 0.491，p < 0.01，与自尊 T2 的相关为 0.293，p < 0.01。国家认同与自

尊 T1 的相关为 0.223**，p < 0.01，与自尊 T2 的相关为 0.179，p < 0.01。父母关爱与国家认同的相关为

0.132，p < 0.01。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M SD 父母关爱 国家认同 自尊 T1 自尊 T2 

父母关爱 29.104 9.071 1    

国家认同 20.302 3.463 0.132** 1   

自尊 T1 36.487 7.791 0.491** 0.223** 1  

自尊 T2 35.649 8.221 0.293** 0.179** 0.441** 1 

注：T1 代表前测，T2 代表后测，下同。*p < 0.05，**p < 0.01，***p < 0.001。 

3.3. 父母关爱与国家认同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 

使用 SPSS21.0 研究父母关爱与国家认同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为了减少变量间的共线性，先将性别、

年龄、自尊 T1、父母关爱、国家认同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父母关爱 × 国家认同的交互项，然后采用

分层回归检验其交互作用。结果(见表 2)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自尊 T1 的前提下，父母关爱(β = 
−0.091, p = 0.009)和国家认同(β = −0.092, p = 0.003)均对自尊 T2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父母关爱 × 
国家认同对自尊 T2 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091, p = 0.001)，提示在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任何一方

较弱的情况下，都会使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更加依赖另一方。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表 2. 国家认同的调节效应分析 

步骤 预测变量 β t 

第一层 性别 −0.171 −5.502*** 

 年龄 −0.029 −1.062 

 ∆F = 15.232 ∆R2 = 0.033  

第二层 自尊 T1 0.043 15.202*** 

 ∆F = 230.917 ∆R2 = 0.182  

第三层 父母关爱 0.091 2.631** 

 国家认同 0.092 3.029*** 

 ∆F = 8.147 ∆R2 = 0.013  

第三层 父母关爱*国家认同 −0.091 −3.331** 

 ∆F = 11.092 ∆R2 =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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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对 997 名初一学生进行为期 10 个月的追踪，考察了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对青少年自尊的共同

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以及初一时自尊的前提下，初一时的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及二者

的交互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初二时的自尊。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和教养与青少年自尊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Laible et al., 2004; 周玲

婷，2019；潘颖秋，2015；曾庆桂，洪莉，2019)。本研究得到相同的结果，即初一时的父母关爱能够显

著初二时的自尊。依恋理论认为与重要他人的互动是个体形成自尊的关键机制，而父母是青少年最重要

的他人。父母给孩子的爱越多，就意味着孩子从父母处得到的情感支持越多，感受到的接纳越多，因此

也就越容易形成安全依恋，并发展出自我肯定的内部工作模式，形成高自尊(Thompson, 2006)。相反，父

母关爱缺乏的个体则容易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而产生被抛弃感，从而形成低自尊(范兴华等，2018)。 
初一时的国家认同对初二时的自尊的预测作用验证了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即个体心理的发展受群

体认同的影响。社会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任何人都属于某一群体，也必然将所在群体的主观规范、价值

观等觉知为自我的一个维度(Turner et al., 1987)。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与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

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对个体的自我认同有着更为突出的影响。很多研究证实，对于青少年的自尊，国

家认同是一个比民族认同更为重要的预测因素(崔淼，黄雪娜，2011)。 
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的交互对初二时自尊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了家国“情”“怀”的交互在青少

年自尊的发展中是一种“相互补充”而非“相互叠加”的作用，即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的任何一方缺失，

都会让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更加依赖于另一方。自尊的核心是自我价值感(Coopersmith, 1967; Rosenberg & 
Simmons, 1971)。发展心理学认为，越是在早期，个体的自尊越是受父母态度的影响，但进入青春期后，

随着个体社会性的发展，群体认同对个体自尊的影响在逐渐增大(黛安娜等，2013)。国家认同是一种群体

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水平高表明个体对自己国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处于国家环境中自我价值的肯定。

一般认为，个体在青春期早期开始形成对国家的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有研究者发现，在我国，初一年

级是个体对国家认知和评价水平最高的时期(张蓉，2012)。陈晶对 11~20 岁青少年的研究显示，11 岁国

家认同得分最高，14、17 岁时下降，20 岁时有所回升，但仍低于 11 岁时的得分(陈晶，2004)。这些结果

均说明，在青春期早期，个体对于国家有着最高的认同。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飞跃

期，相较之下，个体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反而开始下降，因此，高水平的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替代

父母对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影响。 

5. 结论 

初中阶段第一年的父母关爱和国家认同对第二年的自尊有独立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二者的交互

有独立的负向预测作用，表明家国“情”“怀”的共同作用对青少年自尊的发展是一种“相互补偿”的

模式。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全球化背景下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发展特点及促进研

究”(编号：20YJA190009)的资助。 

参考文献 
曾庆桂, 洪莉(2019). 家庭教养方式与初中学生自尊、行为问题的关系. 教师, (36), 5-8. 

陈晶(2004). 11 至 20 岁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及其发展.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090


刘冰瑞 等 
 

 

DOI: 10.12677/ap.2023.133090 747 心理学进展 
 

崔淼, 黄雪娜(2011). 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其自尊关系的研究——以宁夏回族为例. 现代教育科学, (1), 
62-64. 

黛安娜·帕帕拉, 萨莉·奥尔茨, 露丝·费尔德曼(2013). 发展心理学: 从生命早期到青春期. 人民邮电出版社. 

范兴华, 方晓义, 陈锋菊(2011). 留守儿童家庭处境不利问卷的编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6), 715-719. 

范兴华, 方晓义, 黄月胜, 陈锋菊, 余思(2018). 父母关爱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机制: 追踪研究. 心理学报, 
50(9), 1029-1040. 

李春玲, 刘森林(2018). 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 中国社会科
学, 39(4), 132-150 

梁进龙, 高承海, 万明钢(2010). 回族、汉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对自尊的影响. 当代教育与文化, 2(6), 
63-67. 

刘宇晋(2020). 父母教养方式影响中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 自尊的中介作用. 课程教学研究, 9(7), 81-89. 

潘颖秋(2015). 初中青少年自尊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的追踪分析. 心理学报, 47(6), 787-796. 

张蓉(2012). 中学生国家意识发展特点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沈阳师范大学. 

张文新, 林崇德(1998). 青少年的自尊与父母教育方式的关系——不同群体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心理科学, 35(6), 
3-5. 

周玲婷(2019).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与同伴关系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农业大

学.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ssidy, J., & Shaver, P. R. (2008). Handbook of Attach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2nd ed.). Guil-

ford Press. 
Coopersmith, S. (1967). The Antecedent of Self-Este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 1. 
Greenberg, J., Pyszczynski, T., & Solomon, S. (1986).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 Need for Self-Esteem: A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pp. 189-212).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1-4613-9564-5_10 
Harter, S., & Whitesell, N. R. (2001). On the Importance of Importance Ratings in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s’ Self-Esteem: 

Beyond Statistical Parsimony. In R. J. Riding, & S. G. Rayner (Eds.), Self Perception (pp. 3-23). Ablex Publishing. 
Herz, L., & Gullone, E. (199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Parenting Style: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of 

Australian and Vietnamese Austral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30, 742-761.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99030006005 

Huddy, L., & Khatib, N. (2007).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
litical Science, 51, 63-77. https://doi.org/10.1111/j.1540-5907.2007.00237.x 

Laible, D. J., Carlo, G., & Roesch, S. C. (2004). Pathways to Self-Esteem in Late Adolescence: The Role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Empathy, and Social Behaviour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7, 703-716.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04.05.005 

Lancaster, G., Rollinson, L., & Hill, J. (2007). The Measurement of a Major Childhood Risk for Depression: Comparison of 
the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 “Parental Care” and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Care and Abuse (CECA) “Pa-
rental Neglect”.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01, 263-267. https://doi.org/10.1016/j.jad.2006.12.010 

Mruk, C. J. (2013). Self-Esteem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 (4th ed.).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Phinney, J. S., Cantu, C. L., & Kurtz, D. (1997). A. Ethnic and American Identity as Predictors of Self-Esteem among Afri-
can American, Latino, and Whit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Youth & Adolescence, 26, 165-185.  
https://doi.org/10.1023/A:1024500514834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515/9781400876136 

Rosenberg, M., & Simmons, R. G. (1971). Black and White Self-Esteem: The Urban School Child.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oest, T. V., Wichstrøm, L., & Kvalem, I. L. (2016).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and Domain-Specific Self-Esteem from 
Age 13 to 31.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0, 592-608.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060 

Taylor, A., Willson, C., Slater, A., & Mohr, P. (2012). Self-Esteem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 in Young Children: Associa-
tions with Weight and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Clinical Psychologist, 16, 25-35.  
https://doi.org/10.1111/j.1742-9552.2011.00038.x 

Thompson, R. A.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 Social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s, Conscience, Self. In N. Ei-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090
https://doi.org/10.1007/978-1-4613-9564-5_10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99030006005
https://doi.org/10.1111/j.1540-5907.2007.00237.x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04.05.005
https://doi.org/10.1016/j.jad.2006.12.010
https://doi.org/10.1023/A:1024500514834
https://doi.org/10.1515/9781400876136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060
https://doi.org/10.1111/j.1742-9552.2011.00038.x


刘冰瑞 等 
 

 

DOI: 10.12677/ap.2023.133090 748 心理学进展 
 

senberg, W. Damon, & R. M. Lerner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3, pp. 65-69). Wiley.  
https://doi.org/10.1002/9780470147658.chpsy0302 

Turner, J. C., Hogg, M., Oakes, P. et al.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Zhao, J. J., Kong, F., & Wang, Y. H. (2013).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y-
ness and Lonelin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4, 577-581.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2.11.00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3090
https://doi.org/10.1002/9780470147658.chpsy0302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2.11.003

	家国“情”“怀”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
	摘  要
	关键词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on Adolescents’ Self-Esteem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提出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2. 工具
	2.2.1. Rosenberg自尊量表
	2.2.2. 父母关爱问卷
	2.2.3. 国家认同问卷

	2.3. 研究程序
	2.4. 统计学方法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3.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3.3. 父母关爱与国家认同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

	4. 讨论
	5.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