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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大学生羞怯、自尊与自我效能感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尊在羞怯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大学生羞怯量表、自尊量表与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92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自
我效能感的年级差异显著，大二的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三；2) 羞怯、自尊与自我效能感两

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3) 自尊在羞怯与自我效能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即羞怯通过降低自尊进而降

低自我效能感。该研究揭示具有羞怯特质的大学生自我效能感降低可能是由于自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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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shyness,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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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yness and self-efficacy, this study 
tested 926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College Students’ Shyness Scale, Self-Esteem scale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ings: 1) the grade difference in self-efficacy 
was significant, and self-efficacy of sophomor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reshmen and juniors; 
2) shyness,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3) self-esteem 
complete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yness and self-efficacy, that is to say, shyness had 
negative effect in self-efficacy by reducing self-esteem.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with shyness were likely to feel lower self-esteem, which may result in lower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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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当前“躺平”一词越来越为我们所熟识，甚至被当选为“十大网络用语”和“十大流行语”。越来

越多的大学生使用“躺平”一词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生活的某种态度。那么究竟什么是躺平呢？通常来说，

“躺平”泛指在社会高度“内卷”的压力情境下，青年感受到超出其承受的临界值时，选择放弃努力、

消极逃避的精神或行为状态[1]。选择躺平的大学生持“不作为、不反抗、不努力”的生活态度，面对压力

选择一躺了之，无所作为[2]。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解读，青年躺平背后所折射的正是低自我效能感的表现。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胜任某一任务的自信程度[3]。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可以反映个体参与

活动的积极性。它可以通过思维对个体的活动产生阻碍或促进作用。有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感具有动机

因素[4]，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面对困难任务时，努力程度和坚持程度较高，且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

而低自我效能感的大学生则更加容易半途而废[5]。张文娟和赵景欣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预

测学习倦怠。相比于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低自我效能感的学生更有可能否定自己的学习能力，缺乏应

对学习困难的信心，在面对困难时更有可能采取逃避策略，也更有可能出现沮丧、焦虑、疲惫等消极情

绪[6]。此外，自我效能感还和心理健康水平有关，梁宇颂研究发现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水平越好[7]。因而，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不仅有助于其摆脱“躺平”心态，还有助于提升

其心理健康水平。 
羞怯是一种人格特质，具有该人格特质的个体往往在社交情境中产生负性自我认知评价，体验到情

绪上的焦虑和沮丧[8]，并产生回避、退缩行为[9]，生理上则表现为面红耳赤[10]。羞怯这一人格特质对

个体的认知、情绪、行为和生理反应都有一定的影响[11]。Cervone 的研究认为，异常的情绪和生理状态

如紧张、焦虑等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效能感[12]。社会适应模型认为具有羞怯特质会对自己在社交情境中的

表现做出消极预测，产生负性评价，从而影响到个体参与期望活动的积极性以及追求较高职业目标的行

为[13]，而这些恰好是低自我效能感的表现。 
任敏，何壮和颜媛等人的研究显示大学生的羞怯特质有可能引起交往焦虑，而自尊则在其中起到中

介作用[14]。自尊是个体自我概念中的评价成分，体现个体对自身能力、重要性、成功以及价值的自信程

度[15]。自尊作为一个起中介作用的人格变量，对人的认知、动机、情感和社会行为均有着广泛的影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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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尊的个体认为自身是有价值的，能够更加积极的看待、评价自己，并能够积极的克服困难。曾小英

的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其所体验到的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强[17]。羞怯与自尊相关程度较高，羞

怯个体表现出较低的自尊水平[18]。羞怯个体在社交情境中往往比较退缩、回避，从而很难收到积极的反

馈，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个体自尊水平下降。 
以往研究表明，羞怯和自尊都有可能影响自我效能感，二者可能存在相互作用。本研究基于以往相

关研究，进一步探讨羞怯、自尊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并假设自尊在羞怯和自我效能感之间起中介

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法，在山东省某高校选取大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 926 份，回收有效问卷 891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6.22%。其中男生 222 人，女生 669 人；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年级被试分别为 538、
200、136、17 人，其平均年龄分别为 18.84、19.79、21.07、22.24，所有被试平均年龄为 19.46 岁，标准

差为 1.16。 

2.2. 研究工具 

1) 大学生羞怯量表 
该量表最初由 Henderson 和 Zimbardo 进行编制，后由王倩倩(2007)进行中文版修订[18]。量表共 17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羞怯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

为 0.95。 
2) 自尊量表 
该量表最初由 Rosenberg 编制，后由季益富、于欣(1999)进行中文版修订[19]。量表共 10 个题目，采

用 4 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低。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 0.87。 
3)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该量表由 Schwarzer 编制[20]。量表共 10 个题目，采用 4 点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说明个体的自我

效能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 0.93。 

2.3. 统计工具 

采用 SPSS21.0 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在程序上采取匿名作答。在统计上，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21]，在未旋转情

况下得到 5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公因子，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3% (<40%)，因此不受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影响。 

3.2. 自我效能感的年级差异分析 

大一至大四学生自我效能感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 1 所示。 
以自我效能感得分为因变量，年级为自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自我效能感的年级差异检验，

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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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self-efficacy scores of students in each grade 
表 1. 各年级学生自我效能感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平均数 M 标准差 SD 

大一 24.84 6.10 

大二 26.42 5.43 

大三 24.08 5.15 

大四 24.94 5.48 

 
Table 2. The grade difference test of self-efficacy 
表 2. 自我效能感的年级差异检验 

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年级 524.44 3 174.82 5.18*** 

误差 29937.21 887 33.75  

总计 30461.66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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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2 所示，自我效能感的年级差异检验显著，进一步采用 LSD 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大二的自

我效能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三(ps < 0.001)，大一和大四、大二和大四、大三和大四的自我效能感均

无显著差异(ps > 0.05)。 

3.3. 羞怯、自尊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各变量描述统计以及相关分析的结果如表 3 所示，羞怯与自尊、自我效能感两两之间均呈显著相关。

即羞怯程度越高，自尊和自我效能感程度越低；自尊程度越高，自我效能感程度越高。 
 

Table 3.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N = 891) 
表 3.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N = 891) 

 平均数 M 标准差 SD 1 2 3 

1) 羞怯 42.38 12.80 1   

2) 自尊 19.09 4.49 0.52*** 1  

3) 自我效能感 25.08 5.85 −0.18*** −0.39*** 1 

3.4. 羞怯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羞怯为自变量，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自尊为中介变量，采用 process 程序中的模型 4 进行多元层

次回归分析，该方法可以对中介模型进行整合性检验[22]。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当羞怯单独进入回归方

程时，羞怯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自尊；当羞怯和自尊共同进入回归方程时，结果显示只有自尊正向预测自

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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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variables in the model 
表 4.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变量 
自尊 自我效能感 

β SE t β SE t 

羞怯 0.18 0.01 18.00*** 0.02 0.02 0.97 

自尊    −0.53 0.05 −11.25*** 

R2 0.27 0.15 

F 323.83*** 79.20*** 

 
因此自尊在羞怯对自我效能感的作用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模型图见图 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yness and self-efficacy  
图 1. 自尊在羞怯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根据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来检验是否存在中介作用。bootstrap 法区间

检验结果见表 5。 
 

Table 5. The bootstrap test of self-esteem’s mediating effect 
表 5. 自尊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检验 

 标准化间接效应 
置信区间(95%) 

SE 上限 下限 

羞怯–自尊–自我效能感 −0.10 0.01 −0.12 −0.07 

 
如表 5 所示，羞怯通过自尊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成立(区间结果不包含 0)，即羞怯可以降低自

尊水平进而降低自我效能感。 

4.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大一至大四这四个年级中，大二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大一和大三年级。

这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范震、姜顺婕在对公安院校的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调查中发现，各年级的自

我效能感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23]。而李田伟在对云南民族地区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调查中，却得出不一

样的结果[24]。他的调查发现，男生的自我效能感随年级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而女生则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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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调查结果的不一致可能由于区域不同以及具体调查对象的专业不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增

加被调查者的数量，扩大被调查对象的范围。同时，本研究调查结果的出现可能由于大二年级相较于大

一和大三年级所面对的压力相对较小。大一新生刚进入大学校园，正处于适应阶段，相对来说压力较大。

而大三年级的学生随着即将到来的毕业，面临着考研和就业的挑战，压力相对来说也比较大。这一调查

结果提示大学教育工作者，应该关注各年级尤其是新生以及大三学生学习心态的变化，帮助其树立自信

心，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从而能够更好的应对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中所面临的挑战。 
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羞怯、自尊和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两两显著相关。羞怯与自尊之间呈现

显著的正相关，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罗青等人的研究显示，羞怯的个体自尊较低[25]。同时低自

尊的个体对自我评价较低，在人际交往过程及完成任务过程当中往往表现出退缩、回避的行为，同时表

现出较低的自信心[26]。这也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本研究中自尊和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这一调查结果提示大学教育工作者应该关注具有羞怯特质的大学生，适时地鼓励，及时的予以帮

助，从而提升其自尊水平以及自我效能感。 
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自尊在大学生羞怯和自我效能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来说，羞怯通过自尊间

接对自我效能感起作用。先前的研究大多说明羞怯的个体自我效能感较低[27]，本研究则进一步证实了自

尊在羞怯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效应是存在的。这也说明大学生的羞怯特质并不必然导致其自我效能感降

低。具有羞怯特质的大学生只有在自尊受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感受到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具有羞怯特

质的大学生通常表现出较低的社交意愿，并且在其面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时，往往退缩不前。然而这些

羞怯大学生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特点并不能说明其没有胜任力，或者没有提升的意愿。作为大学教育工作

者，应该为这些具有羞怯特质的大学生创造更多表现的机会，维护其自尊心，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进而

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获得更多成功的积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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