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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自我控制能力与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密切相关，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有利于大学生更好地进行大

学生活。笔者通过对30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人格量表》、《自我建构量

表》和《大学生自我控制量表》探讨大学生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以及自我建构在其中的作用，以

期探索提升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的新路径。通过对收集的大学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1) 大学

生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存在显著正相关，君子人格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2) 在大学生的

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中，独立型自我建构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和部分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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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elf-control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llege students’ life and study, good self-contro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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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ive to college students’ better college life.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08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junzi” personality on self-control and the role 
of self-construction in it by using “Confucius Thought ‘Junzi’ Personality Scale”, “Self-Construction 
Scale” and “College Student Self-Control Scale” in order to explore a new way to improve the self-con- 
tro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junzi” personality 
and self-control, and the “junzi” personalit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self-control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2) In the influence of “junzi” personality on self-control, independent self-con- struction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and partial cover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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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自我控制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相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人际交

往等更需要自我控制能力，高自我控制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得积极的结果，如取得更好的成绩、同伴关系

更融洽、心理健康水平更高，以及抗压能力更强等(易洁美，2013)。大学生的校园生活质量与学业成绩和

人际关系密切相关，已有研究发现高自我控制的个体能够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达成更高的学业目标，

进而有益于发展良性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使个体能够拥有更好的校园生活。而且，不同于中小学的

是大学校园生活更自由，因此大学生面对的选择和诱惑会更多，低自我控制的个体更容易沉迷于手机、

网游等娱乐活动，进而导致消极结果和情绪(欧阳益，冯湘，罗秋怡，吴瞳予，2022)。因此培养大学生良

好的自我控制能力有助于其获得更好的发展。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按照社会标准或个人意愿，积极调解、主动管理自我的行为、情绪、思维和认知

的活动(王红姣，卢家楣，2004)。我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中包含着大量有关自我控制的论述。“克己复礼

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孔子，1980)，“克己”就是自我控制，四个

“非礼”就是自我控制的具体方法。由此可见，自我控制是孔子强调的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 
自我控制包含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制诱惑、专注工作和节制娱乐五个方面(谭树华，郭永玉，2008)。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孔子，1980)”充分体现了控制冲动的涵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子，1980)”、“黎明即

起，洒扫庭除；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程郁缀，2006)”这告诫人们要养成健康的习惯；“不

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1980)”、“碧云风月无多，莫被名缰利锁”体现了抵御诱惑，不为外物

所累的思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1980)”体现了专注学习的品质；“业精

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意在劝诫人们不要过度放纵嬉戏，节制娱乐。 
不仅古代学者们认为君子应该有良好自我控制能力，现代研究者也发现了君子和儒家价值观与自我

控制存在关系。葛枭语和侯玉波的研究发现君子人格水平较高的人，更易自我控制(葛枭语，侯玉波，2021)；
曾小叶、肖仕飞和曾练平的研究发现自我控制和儒家价值观存在显著正相关(曾小叶，肖仕飞，曾练平，

2021)。综上所述，儒家学说蕴含着丰富的自我控制思想，并且认为君子应该“克己”和“修身”，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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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提出研究假设一：大学生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在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的关系中，自我建构可能存在重要的作用。Markus 等人的研究指出自我建构

是人们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东西方的人群因为文化差异自我建构的类型也有所差异，而儒家学

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自汉代确立正统地位以来绵延千年，对中国人人格影响是巨大的。儒

家学说中有着丰富的自我建构思想。孔子在《论语》中写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

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孔子，1980)，这其中蕴含着在群体中保持个

性的独立型自我建构思想；有关依存型自我建构的内容在儒家学说中更是不胜枚举。孟子提出“君子莫

大乎与人为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杨伯峻，1960)，由此可见孟子非常重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体

现了依存型自我建构思想；杜甫在诗歌中写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也表现人

们非常重视群体关系，不仅只是关注自己；综上所述，儒家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独立型和依存型自我建

构的思想，儒家的君子人格与自我建构之间存在联系。已有研究发现自我控制与自我建构之间存在着相

关，Chua 等人的研究发现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之间存在相关(Chua et al., 2015)。熊素红通过研究个体特

质性冲动购买发现了自我控制和自我建构存在着相关(熊素红，2009)。综上所述儒家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

和自我建构存在相关，自我建构与自我控制也存在相关，基于此笔者提出研究假设二：在大学生君子人

格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中，自我建构存在中介作用。研究假设模型见图 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nstruction in the influ-
ence of junzi personality on self-control 
图 1. 自我建构在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的影响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向北京某所大学的大学生随机发放问卷，共收集有效问卷 308 份，其中男性被试

的人数为 50 人，女性被试的人数为 258 人，中文专业的被试为 87 人，非中文专业的被试为 221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君子人格问卷 
本研究测量君子人格所使用的是葛枭语和侯玉波所编制的《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人格量表》(葛枭语，

李小明，侯玉波，2021)，该量表一共有三十个题目，包括恭而有礼、智仁勇、持己无争、喻义怀德和有

所不为五个维度，采用七点计分，“1”为完全不符合，“7”为完全符合，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在本次

研究中君子人格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α系数为 0.938。 

2.2.2. 自我建构问卷 
本研究测量自我建构所使用的是 Singelis 编制的最早测量自我建构的自陈式量表(Singelis, 1994)，该

量表在国内外使用广泛，共有二十四道题目，包括独立型自我建构和依存型自我建构两个维度，每个维

度各有十二个题目，采用七点计分方式，“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在本次研究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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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构内部一致性信度 α系数为 0.914。 

2.2.3. 大学生自我控制问卷 
本研究测量大学生自我控制使用的是谭树华和郭永玉的《大学生自我控制问卷》(谭树华，郭永玉，

2008)，该量表包括十九道题目，五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2 表示不符合”、“3 表示不确定”、

“4 表示比较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该量表有五个维度，分别是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制诱惑、

专注工作和节制娱乐，该量表信效度较好。在本次研究中大学生自我控制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为0.874。 

2.3. 数据分析 

本研究运用 SPSS19.0 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处理，使用 SPSS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检验的结果表明，未

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14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6.840%，低于

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君子人格、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的差异性检验 

3.2.1. 君子人格、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性分析 
以性别为分组变量，对君子人格及五个维度、独立型自我建构和依存型自我建构、自我控制及五个

维度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君子人格总分、智仁勇、持己无争、恭而有礼、喻义怀德、

独立型自我建构、依存型自我建构和抵制诱惑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有所不为、自我控制总分、冲动

控制、专注工作、健康习惯、节制娱乐的得分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具体内容见表 1。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 test of junzi personality, self-construction and self-control  
表 1. 君子人格、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的性别差异性检验 

 男 
n = 50 

女 
n = 258 t p Cohen’s d 

君子人格总分 152.92 (22.853) 153.52 (18.647) −0.200 0.842  

智仁勇 41.66 (8.060) 40.07 (6.758) 1.470 0.143  

持己无争 16.16 (3.622) 15.83 (2.669) 0.752 0.452  

恭而有礼 33.24 (6.375) 33.87 (4.790) −0.806 0.421  

喻义怀德 31.48 (6.415) 30.49 (5.223) 1.182 0.238  

有所不为 24.92 (8.715) 27.71 (6.333) −2.670 0.008 0.41 

独立型自我建构 61.44 (12.082) 59.05 (9.155) 1.597 0.111  

依存型自我建构 65.40 (10.855) 62.51 (9.696) 1.890 0.060  

自我控制总分 54.26 (9.991) 60.10 (10.882) −3.518 0.001 0.78 

冲动控制 17.22 (5.250) 19.40 (4.832) −2.715 0.008 0.45 

专注工作 8.70 (1.764) 9.44 (1.883) −2.575 0.011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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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健康习惯 7.40 (2.185) 8.38 (2.460) −2.623 0.009 0.41 

节制娱乐 8.16 (2.558) 9.55 (2.664) −3.409 0.001 0.53 

抵制诱惑 12.78 (2.518) 13.33 (2.485) −1.428 0.154  

3.2.2. 君子人格、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得分在所学专业上的差异性分析 
以所学专业为分组变量，对君子人格及五个维度、独立型自我建构和依存型自我建构、自我控制及

五个维度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君子人格总分、智仁勇、持己无争、恭而有礼、喻义

怀德、有所不为、独立型自我建构、依存型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总分、冲动控制、专注工作、健康习惯、

节制娱乐、抵制诱惑没有显著的专业差异。 

3.3. 君子人格、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的关系 

3.3.1. 君子人格、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的相关 
对君子人格及其维度、独立型自我建构、依存型自我建构、亲环境行为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表明：君子人格与独立型自我建构和依存型自我建构均呈显著正相关(r 独立型 = 0.561, p 独立型 < 0.001; 
r 依存型 = 0.679, p 依存型 < 0.001)，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呈显著正相关(r = 0.262, p < 0.001)，独立型自我建构

与自我控制呈显著正相关(r 独立型 = 0.146, p 独立型 = 0.010)，结果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junzi personality, self-construction and self-control 
表 2. 君子人格、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的相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君子人格总分 1              

2) 智仁勇 0.825** 1             

3) 持己无争 0.820** 0.706** 1            

4) 恭而有礼 0.897** 0.755** 0.804** 1           

5) 喻义怀德 0.857** 0.786** 0.752** 0.789** 1          

6)有所不为 0.197** −0.248** −0.095 −0.034 −0.157** 1         

7) 独立型自我建构 0.561** 0.702** 0.552** 0.561** 0.626** −0.330** 1        

8) 依存型自我建构 0.679** 0.665** 0.658** 0.688** 0.726** −0.218** 0.695** 1       

9) 自我控制总分 0.262** 0.095 0.166* 0.164** 0.067 0.394** −0.146* −0.043 1      

10) 冲动控制 0.162** −0.072 0.085 0.067 −0.032 0.470** −0.293** −0.143* 0.876** 1     

11) 专注学习 0.186** 0.125* 0.122* 0.138* 0.057 0.187** −0.030 0.042 0.770** 0.615** 1    

12) 健康习惯 0.062 −0.017 −0.36 −0.002 −0.087 0.295** −0.168** −0.147** 0.731** 0.533** 0.471** 1   

13) 节制娱乐 0.156** −0.027 0.081 0.071 −0.029 0.414** −0.222** −0.105 0.833** 0.674** 0.526** 0.614** 1  

14) 抵制诱惑 0.458** 0.510** 0.416** 0.407** 0.430** −0.080 0.368** 0.321** 0.449** 0.144* 0.372** 0.150** 0.237** 1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3.3.2. 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的回归分析 
以君子人格为预测变量，自我控制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显著(F(1, 306) = 22.598, p < 

0.001)。君子人格能够正向预测自我控制(R2 = 0.069, β = 0.262, t = 4.754,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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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的影响：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中介作用分析 
君子人格、独立型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之间均存在相关，已经满足中介效应的检验条件。为了验证

中介效应，笔者使用 Hayes 提供的 SPSS 插件 PROCESS 考察了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的

影响中的中介作用(Bolin, 2014)，具体内容见表 3。 
用 Bootstrap 抽样的方法确认中介作用的 95%的置信区间(CI)，结果表明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君子人格

和亲环境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成立，如图 2 所示。其中独立型自我建构的间接效应 ab = −0.240，95% CI = 
[−0.199, −0.082]，95%的置信区间(CI)不包括 0，ab 与 c’异号，c’显著，说明存在显著的部分遮掩效应。

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被中介变量遮掩了，属于广义的中介效应(温忠麟，叶宝娟，2014)，遮掩效

应量 ( )0.561 0.428 0.503 0.477× − =  (表 4)。 
 
Table 3.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of self-control by junzi personality and independent self-construction 
表 3. 君子人格、独立型自我建构对自我控制的分层回归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调整后 R2 F B SE β t p 

自我控制 君子人格 0.262 0.069 0.066 22.598 0.148 0.031 0.262 4.754 <0.001 
独立型 

自我建构 君子人格 0.561 0.315 0.313 140.574 0.281 0.024 0.561 11.856 <0.001 

自我控制 君子人格 0.441 0.194 0.189 36.822 0.284 0.035 0.503 8.095 <0.001 

 
独立型 
自我建构 

    −0.483 0.070 −0.428 −6.900 <0.001 

 
Table 4. Bootstrap test of mediation effect (standardized) 
表 4. 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标准化) 

路径 点估计值 标准误 

Bootstrap 

Bias-corrected 95% CI 

Lower Upper p 

Ind1 −0.240 0.050 −0.340 −0.149 <0.001 

总效应 0.148 0.031 0.087 0.210 <0.001 

(Ind1：君子人格→独立型自我建构→自我控制)。 
 

 
***表示 p < 0.001。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dependent self-construc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junzi personality on self-control 
图 2. 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的影响的中介作用 

4. 讨论 

4.1. 君子人格、自我建构和自我控制得分的性别差异性讨论 

研究发现大学生君子人格和自我建构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存在显著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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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差异，女生的自我控制能力显著高于男生。君子人格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能是以下原因：君子人格

包含智仁勇、恭而有礼等五个维度(葛枭语，李小明，侯玉波，2021)，古代教育男子要具备仁义礼智信等

品质，女子则要具备德言容功等品质，其内涵多有重合，都对德行有所规范。近现代，男女平等已经是

基本的社会风气，因此君子人格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自我建构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能是以下原因：

自我建构与文化密切相关(Markus & Kitayama, 1991)，而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从古至今都影响深

远，无论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代，还是现如今倡导团结友爱和个性发展的近现代，

面对的群体都是全社会，因此性别差异不显著。自我控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已有研究已经发现女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男生好(Kochanska, Coy, & Murray, 2001)，女生能够更好地控制

调节自己，因此更能够控制自己。本研究中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女生高于男生这与以往赵志宏等人对大

学生自我控制现状的研究也一致(赵志宏，洪月亮，郑小颖，艾佳音，王建峰，2022)。 

4.2. 君子人格与所学专业的差异性讨论 

研究发现所学专业与君子人格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中文专业的君子人格平均分高于其他专业

的平均分。没有显著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虽然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接受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的教育，但

是大学生已经成年，价值观已经初步建立，大学所学专业知识大多是“工具性”层面的，深入的认知情

感分析则略有欠缺，因此所学专业的君子人格差异性不明显。然而中文专业的学生专业课大多都与文化

典籍相关，所以中文专业的君子人格平均分高于其他专业的学生。 

4.3. 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的相关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呈显著正相关，君子人格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

这一结果是符合研究预期的。君子人格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首先君

子人格包括五个维度，其中包括持己无争和有所不为，持己无争的涵义是君子在做事和处理问题时、在

遭遇困境时能从个体本身发现和解决问题，知道与他人争论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的特质。而自我控制本

身包括专注学习和工作这一维度，这可能是二者存在相关的原因；其次君子人格中的有所不为的涵义是

君子有行为底线，个体知道做人做事的底线和边界(葛枭语，李小明，侯玉波，2021)，而自我控制包括冲

动控制和节制诱惑，正如孟子所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者也。”“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大概意思是人要对某些事情有所舍弃，才能有所作

为，想要有所为就要先有所不为，这也体现了要自我控制的含义；第三，葛枭语的研究发现君子人格与

心理健康存在正相关，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也被多次被证实(葛枭语，侯玉波，2021)，杜莹的研究

发现大学生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存在相关(杜莹，2017)。自我控制包含健康习惯这一维度，大学生拥有健

康习惯会使个体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因此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个体会拥有好的健康习惯，因此身心健康，

而心理健康与君子人格存在相关，这可能也是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存在相关的原因。 

4.4. 大学生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中，独立型自我建构存在部分遮掩效应 

研究发现在大学生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中，独立型自我建构存在部分遮掩效应。分析中介效

应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间接效应 ab 与直接效应 c’的符号相反的情况，也就是因为中介变量，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直接影响产生了变化。这是中介变量遮掩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也是一种广义的中介效应(温
忠麟，叶宝娟，2014)。出当中介效应检验出现遮掩效应时，研究问题要从研究自变量如何影响因变量变

成研究自变量如何不影响因变量。具体来说，在本研究中就是在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情况下，君子人格为

什么会部分不影响自我控制，这可能时因为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个体更关注个体与他人不同，比较在意个

体自身的感受(Markus & Kitayama, 1991)，个体更在乎自身的感受可能就会产生更多冲动行为，已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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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独立型自我建构的个体正向影响差别性面子消费行为，差别性面子消费是指消费者高调或带有炫耀

性的消费行为，以此来增强其在参照群体面前的正面形象，面子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冲动行为，可能正是

因为加入了独立型自我建构反而使冲动行为更多了，因此独立型自我建构部分遮掩了君子人格对自我控

制的影响。 

5. 结论 

1) 大学生君子人格与自我控制存在显著正相关，君子人格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 
2) 在大学生君子人格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中，独立型自我建构存在部分遮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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