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12, 2, 219-223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2.24034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html) 

Mediation Role of Self-Regulatory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cept and Social Adjustment 

Mengyao Xing, Gongxiang Che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Jinan University, Jinan 
Email: xing_mengyao@163.com 

 
Received: May 4th, 2012; revised: May 18th, 2012; accepted: May 28th, 2012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Self-regulatory fully or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concept and social adjus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320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regulatory 
Questionnaires, Self-concept Questionnaires and social adjustment Questionnaires. Results: 1) Self-concept 
and Self-regulatory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social adjustment and Self-concept could predict 
social adjustment positively; 2) The mediatory effect between social adjustment and Self-concept was sig- 
nificant. Conclusion: Self-concept could predict social adjustment positively and colleges of high Self-con- 
cept were more easily to adapt social; Self-regulator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cept and so- 
cial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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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大学生的自我调控在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田纳西自

我概念量表，自我调控问卷和大学生社会适应问卷对 320 名大学生施测。结果：1) 自我概念、自我调

控与社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自我概念和自我调控能够显著预测社会适应；2) 自我调控在自我

概念和社会适应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结论：自我概念可以预测社会适应的倾向，自我概念较高

者更容易适应社会，自我调控在自我概念与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自我调控；自我概念；社会适应 

1. 引言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过

程中，能够主动地顺应环境、调控和改变环境，最终

达到与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关系的平衡状态。良好的社

会适应对大学生人格的形成、学业的发展、人际交往

的改善和未来的工作成就都有积极的作用。目前对社 

会适应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涉及环境因素和个体内

部因素两大方面，方晓义，沃建中和蔺秀云(2005)研

究发现环境对个体社会适应的影响必须通过个体内

部因素才能起作用，因而包括情绪、动机、人格等在

内的心理结构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指个体对自我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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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自我具备的特性以及对个人能够扮演完成各

种角色的认知。罗杰斯提出自我概念是个人自我知觉

的组织系统和看待自己的方式，并认为对一个人的个

性、人格和行为有重要影响的是他的自我概念，而不

是其真实的自我。当前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自我概念

是影响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如于红军等发现青少年

社会适应与自我概念总分及其各维度间都表现出了

显著相关，其中自我概念维度(ID)和自我行动维度(B)

与社会适应关系最大；陈支那(2010)的研究结果也表

明，自我概念的各因子对大学生学校适应的不同方面

的影响不同，影响力度也存在差异。 

自我调控(Self-regulatory)，又称自我管理或自我

决定，指个体在充分认识个人需要和环境信息的基础

上，对行为做出的自由选择。自我调控理论指出个体

身上存在三种发展的基本心理需求(自主需求、能力需

求和关系需求)，李彩娜，王文霞，邱莎莎(2010)指出

其中自主需求是一种促进个体成长与适应功能的心

理需求，包含个体对自我控制感、意志力和主动性的

渴望，它内在地调节个体的适应行为，使其行为具有

自主性。Ryan RM，Deci EL(1985)发现自主性水平的

高低不仅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关，还与个体的社会

适应有关。自我调控作为个体的一种内部资源，它分

为四个水平，分别为外部调控，投射调控，认同调控

和整合调控。且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发现

自主调控的出现对于青少年的发展至关重要，个体的

自主性越高，积极的社会体验就越多，例如 Soenens B，

Vansteenkist M(2007)发现父母对青少年自主性的支持

和个体的自主水平都会影响其社会适应。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探讨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间

的关系，或是自我调控对个体社会适应的影响,而对自

我概念、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这三者间关系的研究比

较缺乏。本研究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我

概念不仅能够直接影响社会适应，也能通过自我调控

的中介作用间接的影响社会适应的假设。所以本研究

除对其两两关系进行验证性研究外，还研究三者间的

相互关系，并对其影响路径进行深入探讨，为大学生能

够积极的适应社会和形成健全的人格提供理论指导。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随机抽取 320 名大学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95 份，回收率为 92.12%。其中，男生 122 人，女生

173 人；城市 106 人，农村 189 人；独生子女 111 人，

非独生子女 184 人；大一 58 人，大二 66 人，大三 114

人，大四 57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概念量表  

该量表采用由国内学者陈支那于 2005 年在田纳

西自我概念量表(Tennessee Self Concept Scales)的基

础上修订的大学生版自我概念量表，修订后的量表共

有 40 个题目，包含生理自我(PH)、道德自我(ME)、

心理自我(PER)、家庭自我(FA)、社会自我(SO)五个维

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采用分半信度系数作为

信度分析指标，各个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值在 0.61~0.85

之间，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62~0.86 之间，

全量表的分半信度系数为 0.92。 

2.2.2. 自我调控问卷 

该量表采用刘艳(2006)等人修订的适于我国大学

生的自我调控问卷，包含外部调控、投射调控、认同

调控和整合调控 4 个维度。该量表共 22 个项目，采用

里克特 5 点计分。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1。 

2.2.3. 大学生社会适应问卷 

该量表采用由江巧瑜编制的大学生社会适应问

卷，问卷共 56 个题目，采用里克特 5 点计分，分数

越高说明社会适应越好。包括六个维度，分别为学习

适应、生活适应、就业适应、人际适应、社会适应的

自我评价及其满意度，其中前四个维度为客观适应，

后两个维度为主观适应，即行为和情感两大方面，其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信度为 0.79。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的统计

方法包括描述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相

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等。 

3. 结果 

3.1. 大学生自我概念、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的现

状分析 

对大学生自我概念、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调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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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数据进行描述统计。表 1 结果表明，在自我概念的

五个维度中，“家庭自我”因子的得分最高，“生理自

我”因子的得分最低。在自我调控的四个维度中，“认

同调控”因子的得分最高，“投射调控”因子的得分

最低。在大学生的社会适应的六个维度中，“学习适

应”因子的得分最高，“自我评价”因子的得分最低。 

3.2. 高、低社会适应大学生的自我概念、自我调

控比较 

根据社会适应量表得分将大学生被试分为两组，

社会适应低分组(总分 > 216)78 例，社会适应高分组

(总分 < 171)79 例。对不同社会适应程度的大学生的

自我概念问卷和自我调控问卷的评分进行比较，表 2

结果表明，除投射调控外，社会适应高分组的自我概

念和自我调控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社会适应低分组。 

3.3. 大学生自我概念、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之间

的相关分析 

表 3 列出了大学生自我概念、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cept, 
self-regulatory and social adjustment 

表 1. 大学生自我概念、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的描述统计 

 标准差 平均数 

社会自我 0.59 3.58 

家庭自我 0.65 4.00 

心理自我 0.53 3.58 

道德伦理自我 0.50 3.63 

生理自我 0.56 3.31 

自我概念总分 0.43 3.64 

外部调控 0.58 2.89 

投射调控 0.71 2.84 

认同调控 0.72 3.68 

整合调控 0.69 3.56 

自我调控总分 0.66 3.28 

学习适应 0.82 3.69 

生活适应 0.74 3.66 

就业适应 0.95 3.44 

人际适应 0.82 3.39 

自我评价 0.74 3.19 

满意度 0.72 3.30 

社会适应总分 0.58 3.48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self-concept and 
self-regulatory 0n the social adjustment 

表 2. 社会适应不同得分组的自我概念、自我调控比较(  ± s) 

 社会适应高分组 社会适应低分组 t 

社会自我 23.76 ± 2.90 19.26 ± 3.55 8.62** 

家庭自我 38.70 ± 4.71 34.77 ± 5.66 4.70** 

心理自我 35.32 ± 4.01 29.01 ± 4.65 9.03** 

道德伦理 34.91 ± 4.10 30.64 ± 4.61 6.07** 

生理自我 24.48 ± 3.77 21.40 ± 4.40 4.68** 

自我概念总分 157.16 ± 15.12 135.08 ± 16.13 8.78** 

外部调控 21.13 ± 4.20 19.21 ± 4.31 2.83* 

投射调控 8.81 ± 2.03 8.22 ± 2.20 1.82 

认同调控 25.28 ± 3.33 19.55 ± 4.14 9.53** 

整合调控 24.67 ± 3.13 18.92 ± 4.50 9.24** 

自我调控总分 23.56 ± 11.10 10.77 ± 17.70 5.38** 

 

以及它们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从中可见大学生自

我概念、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及其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其中，投射调控维度与学习适应维度，生活

适应维度以及社会适应满意度之间的相关不显著。 

3.4. 自我概念、自我调控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为考察自我概念、自我调控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以自我概念和自我调控为自变量，以社会适应为因变

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从表 4 可以看出，九个预测变量预测因变量(社会

适应)时，进入回归方程式的显著变量共有六个，多元

相关系数为 0.680，其联合解释变异量为 0.462，即表

中六个变量能联合预测社会适应 46.2%的变异量。就

个别变量的解释量来看，以“整合调控”层面的预测

力最佳，其解释量为 31%，其余依次为“社会自我”、

“认同调控”层面，其解释量分别为 10.7%、1.6%。

标准化回归方程式为：社会适应 = 0.275 × 整合调控 

+ 0.286 × 社会自我 + 0.202 × 认同调控 + 0.088 × 

投射调控 + 0.15 × 心理自我 – 0.111 × 家庭自我。 

3.5. 中介效应分析 

温忠麟，侯杰泰和张雷(2005)的研究发现，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如果 X 通过影响变量 M 来影响

Y，则称 M 为中介变量。Y = cX + e1，M = aX + e2，Y 

= c'X + bM + e3。其中，c 是 X 对 Y 的总效应，ab 是经

过中介变量 M 的中介效应，c'是直接效应。为了检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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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cept, self-regulatory and social adjustment 

表 3. 大学生自我概念、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分析 

 学习适应 生活适应 就业适应 人际适应 自我评价 满意度 社会适应总分 

社会自我 0.42** 0.41** 0.34** 0.40** 0.24** 0.27** 0.50** 

家庭自我 0.19** 0.30** 0.20** 0.15** 0.10 0.10 0.25** 

心理自我 0.41** 0.44** 0.37** 0.28** 0.35** 0.37** 0.51** 

道德伦理自我 0.29** 0.39** 0.18** 0.27** 0.13* 0.16** 0.36** 

生理自我 0.27** 0.24** 0.23** 0.12* 0.31** 0.24** 0.31** 

自我概念总分 0.40** 0.46** 0.34** 0.31** 0.28** 0.28** 0.49** 

外部调控 0.17** 0.17** 0.18** 0.12* 0.14* 0.17** 0.21** 

投射调控 0.08 0.05 0.18** 0.12* 0.13* 0.10 0.13* 

认同调控 0.50** 0.43** 0.37** 0.28** 0.38** 0.33** 0.53** 

整合调控 0.47** 0.46** 0.39** 0.34** 0.38** 0.34** 0.56** 

自我调控总分 0.31** 0.30** 0.21** 0.20** 0.23** 0.18** 0.34** 

*p < 0.05；**p < 0.01。 

 
Table 4. Self-concept and self-regulatory on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adjustment 

表 4. 自我概念、自我调控对社会适应的逐步回归分析 

自变量 R R2 ∆R 净F值 F值 Beta 

整合调控 0.56 0.31 0.31 131.34 131.34 0.28 

社会自我 0.65 0.42 0.11 53.63 104.28 0.29 

认同调控 0.66 0.43 0.02 8.45 74.11 0.20 

投射调控 0.67 0.45 0.01 6.27 58.15 0.09 

心理自我 0.67 0.45 0.01 4.44 47.96 0.15 

家庭自我 0.68 0.46 0.01 4.50 41.20 −0.111 

 

4. 讨论 我调控在社会适应与自我概念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这三个变量进行了一系列回归分析。1) 以社

会适应为因变量，自我概念为自变量 F(1, 293) = 

91.942，p < 0.001，测得系数 c 显著；2) 以自我调控

为因变量，自我概念为自变量，F(1, 293) = 35.152, p < 

0.001，测得系数 a 显著；3) 以社会适应为因变量，

自我调控为自变量，F(1, 293) = 37.106，p < 0.001，测

得系数 b 显著；4) 以社会适应为因变量，自我概念和

自我调控为自变量，F(2, 292) = 54.9，p < 0.001，测得

系数 c'也达到显著水平。从图 1 可见，在控制路径 a

和路径 b 的效应之后，路径系数显著下降。也就是说，

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变小，但是仍然

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自我概

念不仅直接影响社会适应，还可以通过自我调控间接

影响社会适应。综上所述，自我调控在自我概念和社

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本研究关于大学生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的相关 

 

 

Figure 1. The mediated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djust- 
ment influence factors 

图 1. 大学生社会适应影响因素的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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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表明，除家庭自我和社会适应的自我评价、

满意度之间相关不显著外，其余自我概念的各维度与

社会适应的各维度均达到显著相关。自我概念和社会

适应达到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489。这表明自我

概念越积极的学生，他们的自我评价越高，有更高的

自信心，因而他们的社会适应性也更好。而对于那些

自我概念得分较低者来说，他们往往由于自卑心理，

对自己持一种消极否定的态度，容易受他人的影响，

对自己的评价不高，做事情常常退缩，因此会造成社

会适应不良。因此，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帮助大学

生提高自我概念，让他们更好的纳悦自己，增强自信

心，是帮助大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培养健全的人格

的良好途径。 

大学生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结果表

明，除投射调控和学习适应、生活适应、社会适应的

满意度相关不显著外，其余自我调控的各维度和社会

适应的各维度均达到显著相关，说明自我调控能显著

预测社会适应。投射调控指行为的主要动机是超越他

人，向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并因此获得自我价值感。

个体吸收了外在规则，但没有完全接纳为自我的一部

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从事一项活动是为了避免焦虑

或惩罚，它是相对受到控制的动机类型，因此，它与

社会适应的相关不显著。而另一方面，认同调控和整

合调控能力越高，代表个体的自我控制感越强，有更

高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够根

据行为对自身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自觉发起该行为，并

根据目标自觉的控制行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过

分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从而能够体会到更多的乐

趣，更好的适应社会。本研究自我概念、自我调控和

社会适应两两的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

自我概念各维度、自我调控各维度和社会适应各维度

之间大部分为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大学生的自我概

念、自我调控和社会适应之间关系密切，即有较高的

自我概念的大学生，他们有更高的自信心，能够更好

的控制自己的行为，行动上有更高的自主性，因而，

他们会更好的适应社会，达到自我与社会的整合。 

根据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自我概念能够直接影响

社会适应，也能通过自我调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社

会适应。自我调控在自我概念和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由于自我概念是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逐渐形

成的对自己的整体的觉知，它一旦形成就比较稳定，

而自我调控相对而言更容易控制一些，因此，在今后

的教育工作中，应注意培养大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

即有意识的帮助大学生提高行为的自主性，让他们在

行动中体验到更多的乐趣，从而使他们真正的纳悦自

己，为其更好的适应社会，自我实现打好基础。 

由于研究者的能力、经验不足和条件的限制，本

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本研究采用

横断研究设计，使研究不能够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

而且，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数据都来自于自我报告，

因此可能受到社会赞许偏向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可以

结合纵向追踪的方式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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