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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handicapping mainly refers to a negative strategy adopted by individual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own value in the face of corresponding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bad situations. 
And thus i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s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self-efficacy, and explore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elf-handicapping. The study used a family education method scale, self-discipline scale, and 
self-efficacy scale to conduct a survey of 350 college students in CUPL, and condu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father’s parenting style, mother’s parenting style, self-handicapping and self-effica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weak self-handicapping. 2) Among the three di-
mensions of father’s parenting style and mother’s parenting style, care factor and encouragement 
autonomy factor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handicapping, and control factor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handicapping.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self-interference. 4) The method of family education has a 
predictive effect on self-interference, and self-efficac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t can be seen that 
family education methods will affect self-interference through self-efficacy and should be paid at-
tention to in future educ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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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妨碍主要就是指个体在面临相应挑战问题时，尤其是在面临不良处境时，为了最大程度上保护自身

价值，进而采取的一种消极策略，并由此给个体的适应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本研究从家庭教养方式和

自我效能感两个方向入手，探讨它们和自我妨碍的关系。研究采用家庭教养方式量表、自我妨碍量表、

自我效能感量表对北京市某大学35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针对父亲教养方式、母亲教养方式、自我妨碍

以及自我效能感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大学生存在较弱的自我妨碍。2) 父亲教养方式和

母亲教养方式的各自三个维度中，关爱因子、鼓励自主因子均与自我妨碍存在显著负相关，控制因子均

与自我妨碍存在显著正相关。3) 自我效能感与自我妨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4) 家庭教养方式对于自我

妨碍存在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由此可见，家庭教养方式会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

自我妨碍，应该在未来教育工作中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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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自我妨碍主要就是指个体在面临相应挑战问题时，尤其是在面临不良处境时，为了最大程度上保护

自身价值，进而采取的一种消极策略。过去人们对于自我妨碍的研究多集中于学业水平上，并且多是研

究中、小学生，相比较而言，对大学生的关注较少。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面临的压力更多，

除了学业压力外，更存在着升学考研、择业等压力，进而也就很可能导致其呈现出自我妨碍现象，并由

此给个体的适应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大学作为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其面临的压力更加需要予以高度

关注，了解大学生的自我妨碍心理，并且探寻其影响机制，如此也就能够较好提供参考建议，指导大学

生进行有效适应和调整。 
基于此，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北京市某大学学生为调查对象，详细分析了大学生在自我

妨碍方面的表现，然后又选择了家庭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两个影响因素，探索了两者对于自我妨碍的

影响机制。结合以往相关理论以及研究结果，本研究还具体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

对于自我妨碍的影响途径，希望能够在丰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对于大学生的心态调整有所帮

助，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积极作用。 

2. 研究综述 

2.1. 国内外的研究状况 

2.1.1. 自我妨碍 
自我妨碍(self-handicapping)，也被称为自我设阻或者自我设限，其主要就是指个体在面临相应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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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尤其是在面临不良处境时，为了最大程度上保护自身价值，进而采取的一种消极策略(Berglas & 
Jones, 1978)。自我妨碍这一概念最早被 Berglas 和 Jones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其指出自我妨碍是个体

处于成就情境中，为了回避或降低因表现不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前采取的一些加大失败几率的

相关因素，这类行动被称为自我妨碍。比如最为常见的就是学生为了避免考试失败而对于自身形成的不

良影响，考试前并不会主动参与学习，而是放弃学习。 
具体而言，从自我妨碍的外在表现上来看，其主要涉及到了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行为式的自我妨

碍，其主要就是通过一些外显的具体行为，以达到预期目标，比如考试前不复习，过度游玩等就是最为

常见的表现；另外一种则是自我陈述式的自我妨碍，其主要就是通过自己给自己解释失败原因，进而将

问题归结于外在因素，比如陈述考试时身体极度不适，或者是近期心情抑郁等，为自己寻求失败的借口。 
结合以往研究，影响自我妨碍的因素比较多，比如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体自身因素以及情境因素等，

都会对于自我妨碍的表现程度产生直接影响。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研究比较多，比如性别、年级、城乡

差异等；个体因素也得到了较多研究，比如自尊、完美主义、成就动机、焦虑等，同样也进行了深入探

究；情境因素主要基于成就情景以及家庭教养方式进行了分析。 

2.1.2. 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养方式主要是指父亲、母亲在教育儿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方式和态度意识，相对而

言具备着较强的稳定性特点。心理学相关研究中，家庭教养方式一直是比较重要的研究目标和对象，在

研究大学生心理问题及其表现时，更是较大程度上关注了家庭教养方式层面的影响机制，家庭作为个体

成长的第一环境，必然会对于个体形成多个方面的影响，对于个体发展的作用较为突出。 
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家庭教养方式对于个体的影响往往绝大部分局限在中小学阶段，也就是个体 16

岁成年前，很多研究者认为该阶段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家庭教养

方式研究深度的增加，很多研究也表明大学生在多个方面同样也受到了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其中自我

妨碍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也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 

2.1.3.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在当前社会发展中颇为受人关注，不仅仅在心理学领域引起了重视，成功学、管理学等

也都针对自我效能感进行了研究，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最早由 Bandura (1977)定义为个体的成功与否和自我

认知存在密切联系，尤其是个体对于自身能力的判定，更是会调节其后续行为表现，进而影响结果，此

时自我效能感主要就是代指个体的信念和成功信心。从以往人们针对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中来看，自我效

能感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水平、强度以及广度三个基本指标上，水平主要就是反应个体对于自身可以完成

任务难度程度的直观判断，强度则是个体对于自身能否胜任的具体感觉以及认可程度高低，广度则是个

体对于自我的认可和信心是表现在某一个狭窄领域还是对于个体各个方面能力的普适。 

2.1.4. 家庭教养方式与自我妨碍的关系 
针对家庭教养方式和自我妨碍关系的研究比较多，证实了家庭教养方式对于自我妨碍的影响机制

确实存在，比如张迅，赵璐，原献学(2016)针对家庭教养方式、自我妨碍以及人格特质进行了研究，以

人格特质为中介变量，结果表明家庭教养方式对于个体自我妨碍存在影响。郭炜砾(2018)针对大学生进

行了相关研究，其主要分析了父母教养方式、自我妨碍以及心理韧性的关联度，结果同样表明父母教

养方式对于大学生的自我妨碍行为存在影响。刘妹(2018)针对高中生，以父亲教养方式和自我妨碍作为

研究变量，探寻了两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间的相关度较高，父亲教养方式对于个体自我妨碍产

生影响。 
基于上述相关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个体成长中，父亲教养方式或者是母亲教养方式都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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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自我妨碍形成明显影响，能够体现出较强的预测作用，并且还可能存在一些个体心理特质的中介

作用。 

2.1.5. 自我效能感与自我妨碍的关系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于自身的一项重要评价，其对于个体的影响是多个方面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个体的选择、情感反应以及思维模式，进而也就会在个体的相应行为中有所表现。自我妨碍作为个体面

临困境时很容易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现象，也是个体的一项重要选择，这也就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

相似处。 
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将自我效能感作为自变量研究自我妨碍的同样也比较多，比如李德奇(2016)就针

对情境变量调节下的自我妨碍进行了研究，其将自我效能感作为比较重要的一个变量，探究了自我效能

感对于自我妨碍的影响机制，得到了两者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了自我效能感可以对自我妨碍进行准确预

测。张美叶，李天镐(2012)同样也针对大学生的自我妨碍进行了详细分析探究，其将自尊和自我效能感作

为两个重要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得出了自我效能感对于自我妨碍的影响。此外，廖美玲，陈丽丽(2010)
同样也以大学生作为研究被试，分析了自我效能感对于自我妨碍的影响机制，证明自我效能感可以显著

预测自我妨碍。 
由此可见，自我效能感对于自我妨碍存在影响，针对个体自我妨碍进行研究需要从自我效能感入手，

自我效能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 

2.1.6. 自我效能感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 
家庭教养方式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成长的很多方面，尤其是对于一些心理指标的影响，更是表

现出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机制，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比较重要的一个自我认知态度，有理由相信家庭教养

方式会对其产生影响。 
陶言强，周相宜(2016)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对于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得到

了两者间的高度相关关系，研究表明，父亲过度保护、母亲过分干涉保护对于自我效能感存在着显著的

负向预测作用，而父亲温暖理解和母亲温暖理解则对于个体自我效能感存在正向预测作用，预测效果都

比较明显。赵鹏珍(2017)进行的相关研究同样也得到了相应结论，表明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维度对于个体

自我效能感会产生不同影响，影响机制同样较为明显。 

2.1.7. 家庭教养方式、自我妨碍和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以往研究中并没有直接研究家庭教养方式、自我妨碍和自我效能感三者的前例，这也是本研究的一

个重要创新点，能够弥补以往研究的缺失。但是以往的很多相关研究也能够提供参考借鉴作用，为本文

的假设提供依据，比如侯蕾(2013)曾经针对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妨碍以及自我接纳进行了研究，

证明了三者间确实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自我接纳和自我效能感又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如此

我们就可以假设自我效能感同样也能够较好预测自我妨碍，并且能够在家庭教养方式和自我效能感中发

挥中介作用。唐凯晴，邓小琼，范方等(2014)针对父母教养方式如何影响学业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

了自我效能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而学业拖延和学业自我妨碍同样也存在着显著相关，由此同样也

可以判断家庭教养方式可能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到自我妨碍。苏晶(2016)针对高中生父母教养

方式与自我妨碍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发现了失败恐惧的中介作用，而自我效能感和失败恐惧存在着密切

的相关性，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2.2. 研究假设 

基于以往相关研究，家庭教养方式、自我效能感、自我妨碍三者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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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三者间如何相互作用没有直接研究成果，但是根据以往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1) 大学生存在自我妨碍。 
2) 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与自我妨碍存在显著相关。 
3) 自我效能感与自我妨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4) 家庭教养方式对于自我妨碍存在较为明显的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 

本研究针对北京市某大学 350 名在校生进行量表的施测，250 名被试在自习室随机选取，100 名被试

通过线上问卷星一对一发放。共回收问卷 347 份，回收率 99.14%，剔除无效问卷 17 份，有效问卷 330
份，有效率 94.29%。330 份有效调查问卷中，男性有 146 名，占 44.2%，女性为 184 名，占 55.8%。 

3.2. 研究工具 

3.2.1. 自我妨碍量表 
本研究所用自我妨碍量表由 Rhodewalt 编制，主要测量个体学业自我妨碍的一般趋势，以往研究结

果表明该量表具备较为理想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2，重测信度为 0.86，普适性较强。自我妨

碍量表由 25 个项目(其中 8 个反向记分)组成，采用 0~5 的 6 级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妨碍水平越高。 

3.2.2.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本研究所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由 Parker 等人(1979)年根据依恋理论

编制。该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得分不会受到个体生活重大事件或者是抑郁水平的影响，

其主要就是要求个体针对自身 16 岁以前父母的相关表现进行自陈式作答，从而反应父母对于个体的教养

方式和类型。本问卷分为母亲版(PBI-M)和父亲版(PBI-F)，各有 23 个条目，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

式又都可以细分为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三个因子。本问卷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形式，“0”代表“非常

不符合”，“1”代表“比较不符合”，“2”代表“比较符合”，“3”代表“非常符合”。 

3.2.3. 自我效能量表 
本研究针对个体自我效能感测量采用 Jeruslem 和 Schwarzer 于 1981 年编制的自我效能量表，该量表

比较经典，信效度比较高，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了 0.75。自我效能量表共有 10 道测题，分数越高说明自

信心越高。 

3.3.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根据温忠麟，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检验分为三步，分别为： 
1) y = cx + e1； 
2) M = ax + e2； 
3) y = c′x + bM + e3 

3.4. 统计工具 

问卷回收后对问卷进行整理，剔除无效问卷，利用 spss24.0 录入数据，并进行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主要涉及到了描述统计、t 检验、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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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 

4.1. 大学生自我妨碍状况 

针对 330 名被试的自我妨碍结果进行描述统计，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描述统计 

变量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母关爱 330 3.00 32.00 14.80 5.20 

母鼓励自主 330 3.00 16.00 9.15 2.65 

母控制 330 3.00 17.00 9.83 2.69 

父关爱 330 5.00 27.00 15.31 4.49 

父鼓励自主 330 1.00 16.00 9.08 2.73 

父控制 330 3.00 17.00 10.23 2.74 

自我妨碍 330 45.00 108.00 75.54 9.44 

自我效能感 330 11.00 34.00 21.03 4.76 

 
由表 1 可以发现，大学生自我妨碍在个体间存在明显差异，总分最大值有的甚至达到了 108。所有

大学生自我妨碍的平均数为 75.54 ± 9.44，具体到单个题目平均分为 3.02 ± 0.38，在 0~6 分的计分模式下

并不是特别突出，表明当前大学生自我妨碍现象不是特别严重。 

4.2. 家庭教养方式与自我妨碍 

对父亲教养方式、母亲教养方式的各三因子和自我妨碍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表 2. 相关分析 

 母关爱 母鼓励自主 母控制 父关爱 父鼓励自主 父控制 自我妨碍 自我效能感 

母关爱 1 0.01 −0.21** 0.04 −0.06 −0.29** −0.44** 0.67** 

母鼓励自主 0.01 1 −0.35** 0.58** 0.42** −0.24** −0.13* 0.23** 

母控制 −0.21** −0.35** 1 −0.12* −0.25** 0.58** 0.15** −0.22** 

父关爱 0.04 0.58** −0.12* 1 0.51** −0.31** −0.34** 0.45** 

父鼓励自主 −0.06 0.42** −0.25** 0.51** 1 −0.34** −0.15** 0.18** 

父控制 −0.29** −0.25** 0.58** −0.31** −0.34** 1 0.28** −0.38** 

注：*表示 P < 0.05，**表示在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从表 2 可以看出，1) 父亲教养方式三个维度中,关爱因子和鼓励自主因子和自我妨碍呈显著负相关，

控制因子和自我妨碍呈显著正相关；2) 母亲教养方式三个维度中关爱因子和鼓励自主因子和自我妨碍呈

显著负相关，控制因子和自我妨碍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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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家庭教养方式与自我效能感 

针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各三因子与自我效能感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1) 父亲教养方式三个维度中，关爱因子和鼓励自主因子和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

控制因子和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2) 母亲教养方式三个维度中关爱因子和鼓励自主因子和自我效能

感呈显著正相关，控制因子和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 

4.4. 自我效能感与自我妨碍 

针对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妨碍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8，在 0.01
水平上显著。 

4.5. 自我效能感在父亲教养方式和自我妨碍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对自我效能感在父亲教养方式的三个维度与自我妨碍之间可能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 3 列

出了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Table 3. Intermediary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testing 
表 3.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自我妨碍 第二步：自我效能感 第三步：自我妨碍 

变量 B SE t B SE t B SE t 

父关爱 −0.34 0.11 −6.47*** 0.45 0.05 9.05*** −0.04 0.10 −0.91 

父鼓励自主 −0.15 0.19 −2.68** 0.18 0.10 3.30*** −0.03 0.14 −0.63 

父控制 0.28 0.18 5.30*** −0.38 0.09 −7.43*** 0.03 0.15 0.62 

母关爱 −0.44 0.09 −8.84*** 0.67 0.04 16.26*** 0.03 0.10 0.48 

母鼓励自主 −0.13 0.20 −2.44* 0.23 0.10 4.26*** 0.02 0.15 0.56 

母控制 0.15 0.19 2.78** −0.22 0.10 −3.99*** 0.01 0.15 0.14 

 
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父亲关爱、鼓励自主以及控制因子的 c 值均显著，表明父亲各因子对于自我

妨碍均存在影响，但是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加入自我效能感变量后，父亲关爱、鼓励自主以及控制因

子的 c，值出现变化，且 t 不显著，说明父亲教养方式通过自我效能完全中介作用影响自我妨碍。 

4.6. 自我效能感在母亲教养方式和自我妨碍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自我效能感在母亲教养方式的三个维度与自我妨碍之间可

能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 3 列出了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在第一步回归分析中，母亲关爱、鼓励自主以及控制因子的 c 值均显著，表明母亲各因子对于自我

妨碍均存在影响，但是在第三步回归分析中，加入自我效能感变量后，母亲关爱、鼓励自主以及控制因

子的 c，值出现变化，且 t 不显著，说明母亲教养方式通过自我效能感完全中介作用影响自我妨碍。 

5. 讨论 

5.1. 大学生自我妨碍现状 

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大学生在面临着多方面压力的基础上，确实存在着自我妨碍现象，容易给自身

适应社会造成一定影响。但是大学生最后仍需克服种种困难，保持一定的社会功能，所以大学生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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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想象并不会很严重。这一点和李斌&赵玉晶(2013)针对学业自我妨碍得到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都表明

当前大学生的自我妨碍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依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罗芸(2014)得出了大学生

自我妨碍得分较高的结论，因为她以大学毕业生作为被试，可能因此存在差异。 

5.2. 父母教养方式和自我妨碍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中的各个维度对自我妨碍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关爱因子和鼓励

自主因子负向影响自我妨碍，控制因子正向影响自我妨碍。这一结论和罗芸(2014)针对大学毕业生做的研

究相一致，都证明了父母教养方式会对于大学生的自我妨碍产生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维度上存

在不同表现。贾国敬、司继伟、田录梅、许晓华(2011)针对父亲教养方式和自我妨碍进行探究，同样也得

到了类似结论。 
因为父亲和母亲对于孩子比较关心，能够给予孩子较多的自主选择性，如此也就可以培养孩子的多

方面能力，孩子也能够变得比较自主，在这种温馨的家庭环境下成长，孩子也就相对积极乐观，不会出

现自我妨碍机制。相对应的，如果父母对于孩子的控制力度比较大，孩子很难学会自己处理问题，无法

养成自己面对压力的能力，在遇到问题时也就有可能会选择逃避，进而出现自我妨碍。 
基于此，这也就要求父母在和孩子相处中应该尽量关爱孩子，鼓励孩子能够自主发展，避免对于孩

子形成过度的控制，如此也就能够较好规避孩子出现自我妨碍方面的问题。 

5.3. 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妨碍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与自我妨碍存在着及其显著的负相关，具有一定的负向预测作用。这一结

论和张美叶&李天镐(201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都表明了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和自我妨碍存在负向相关。刘

景伟(2014)针对医学生进行调查分析，同样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因为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相对比较高，进而也就必然可以具备较高的信心，认为自身有能力解决遇

到的问题，不会选择逃避，也不会事前找借口，自我妨碍比较少见。相反，如果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相

对比较低，则有可能会面临压力和问题时出现逃避情绪，选择为自己可能面临的失败找借口，出现自我

妨碍。 
基于此，应该通过多个途径促使大学生对于自我更为认可，增强其自我效能感，如此同样也能够较

好实现对于自我妨碍的有效控制和缓解。 

5.4.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分别进行了测量与中介效应检验，但是从数据来看二者并无明显差别。

分析原因有二，一是当前家庭教育中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划分已经不是特别明显，对于孩子的态度存在趋

同性。二是大学生大多生活在父亲与母亲的共同教养下，所以父亲或母亲单独的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

响并不是很明显，进而导致两者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在父亲和母亲教养方式和自我妨碍之间起中介作用，父亲和母亲的过度控

制很可能阻碍子女自我效能的发展，降低其自我效能水平，进而也就很可能会导致子女的积极性受到打

击，在相关目标实现中的动力不足，表现比较差，最终也就容易出现自我妨碍。而父亲和母亲的关爱以

及鼓励自主则很可能会促进子女的成长，让子女变得更为独立，在逐步养成独立的过程中，子女的自我

效能感便会有所提升，进而也就不会出现较为严重的自我妨碍现象。以往研究中针对这三者进行综合分

析的并没有系统的结论，但是从两两相关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到个体的自我

效能感，比如冯维，于志涛(2005)、石晶(2010)都得到了该结论；而自我效能感同样也会影响自我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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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形成中介作用。 
由此可见，过低的自我效能水平导致大学生的自我妨碍过高，这也就要求在未来教育工作中能够致

力于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而这不仅仅是大学教育的责任，同样也和父母存在密切联系。一般来说，

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和外界相关个体对其的评价存在直接联系，尤其是父母和教师，如果个体遭遇的评价

大部分为负面的，进而也就很可能导致个体对于自身的认可程度不高，自我效能感比较低。因此，父母

和教师应该适当地给予孩子支持和鼓励，避免过于严格或者过于控制。 
本研究存在下述不足，首先，在中介效应部分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均可以在 SPSS24.0 中完成，相较

现今普遍采用的中介分析方法更为简单但并不太推荐。其次，因为本研究的两个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后期研究中应学会应用其他软件，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最后，本研究所

采用的是分别讨论自我效能感中介效应的方法，这便存在提高α水平的情况。 

6.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 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妨碍。 
2) 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的各自三个维度中，关爱因子、鼓励自主因子均与自我妨碍存在显

著负相关，控制因子均与自我妨碍存在显著正相关。 
3) 自我效能感与自我妨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4) 家庭教养方式对于自我妨碍存在较为明显的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在其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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