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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年早期通常是指18~25周岁的发展阶段，个体刚从青春期过渡而来，生理上处于最佳的状态。这个阶

段个体的心理发展稳定，智力测验水平在25岁以后趋向平稳，是创造性思维最巅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

个体需要处理建立亲密、成熟人际关系的任务，同时也要验证自己的身份认同；学会自我控制，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并使之符合成人社会的要求，成为一个对社会负责、独立自主的个体。自我概念的发展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婴儿期开始，随着个体的成长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本文将探讨成年早期自我概

念的发展，并探讨其对个体心理健康和适应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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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adulthood usually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al stage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25, when an 
individual has just transitioned from adolescence and is in their best physiological state. At this 
stage, the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s stable, and the level of intelligence tests tends 
to stabilize after the age of 25, marking the peak of creative thinking. During this period, individu-
als need to handle the task of establishing intimate and matur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hile 
also verifying their identity; Learn to control oneself,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one’s ow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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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ke it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dult society, becoming a responsible and indepen-
dent individual towards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self-concept is a long-term process, starting 
from infancy and gradually forming as individuals grow and accumulate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self-concept in early adulthood and its impact on individual men-
tal health and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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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成年早期是一个自我概念发展的关键阶段(Cisneros-Franco et al., 2020)。这个阶段的个体开始建立对

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在这个阶段，个体面临着许多重要的决策和选择，如

职业、教育、家庭和社会角色等，这些决策和选择将对自我概念产生重大影响。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和理解，了解自己的特点、能力、兴趣、价值观和目标等(Xu et al., 

2023)。在成年早期，个体开始思考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并试图将这些因素与社会期望和机会相结合。个

体可能会尝试不同的职业、学习新技能，建立人际关系，参与新的经历，以寻找和塑造自己的身份。在

成年早期的自我概念发展中，个体还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并尝试与他人建立联系和

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他们可能会与同龄人进行比较，寻找和建立亲密关系，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以

进一步塑造自己的自我概念。 
此外，在这个发展阶段，个体也会面临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和期望，同时也面临着自我怀疑和

不确定性(Carney et al., 2022)。他们可能会面临着许多选择和抉择，需要权衡不同的因素，包括个人兴趣、

社会期望、经济条件等。这个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和困惑，但也为个体提供了一个思考和重新评估

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的机会。 
总体而言，成年早期是一个自我概念发展的关键阶段，个体在这个阶段通过探索和经历逐渐形成更

成熟和稳定的自我概念，并建立起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Nyati et al., 
2023)。因此，了解成年早期自我概念发展的过程和特点对于理解个体的心理发展和帮助个体实现自我成

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 Erikson 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对自我概念的背景与意义进行了阐述，将概括

探讨成年早期自我概念的定义、主要影响因素、重要性、稳定性、对于个体的影响，以及培养积极的自

我概念的方式，以期为个体的自我认知和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2. 成年早期 

2.1. 成年早期与自我同一性 

成年早期是青少年迈向成熟的阶段，被称为“边缘人”的个体在这个时期常常经历内心矛盾、抱负

不确定以及极端思维等心理表现。根据 Erikson 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成年早期需要应对的关键问题是

建立亲密感与克服孤独感(Erikson, 1950)。建立一段爱的关系，意味着将个人认同与他人融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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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ndin et al., 2023)。只有当个体建立了稳固的自我认同，才能勇敢地迎接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风

险。因此，青春期自我认同的健康发展是成年早期的基础，其中并不涉及自我牺牲或损失。只有这样，

才能在恋爱中建立真正亲密无间的关系，获得亲密感，而不会感到孤独。 
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这一大环境下家庭学校社会更加注重儿童学习能力的培养，以期

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时代潮流中不落人后取得一定的成就(Li, 2004)。而在家长老师学校无微不至的照顾

和关心保护下，本该在 12~18 岁面临的青春期主要矛盾冲突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任务在一定意义上后

延(Aleksandrowicz & Aleksandrowicz, 1975)。对学历教育的不断追求也让当代年轻人更晚地进入工作岗

位，更晚地面对家庭生活的种种问题，而在原本定义的 18~25 岁成年早期的这一阶段中，不可避免地夹

带着些许青春期遗留下来的问题。 
早在幼儿时期，个体已经开始形成自我意识，而在青少年时期，个体首次有意识地回答“我是谁”

的问题(Raimo et al., 2021)。自我同一性的本质是身份的确认，指个体尝试将与自己有关的各个方面整合

起来，形成一个具有自己决定的、一致而与他人不同的独特自我。简而言之，自我同一性是将个体的“多

重人格”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人格。它涉及个体对自我认知的追求，在确认自我、理想、职

业、价值观、人生观等重大问题上进行思考和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考虑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这是一个发展时间维度的问题。达到自我同一性的确立意味着个体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能够将自

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并对未来的自我发展进行思

考。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根据 Erikson 的说法，青春期个体有机会思考要选择什么职业，进入什么样的社会和浪漫关系，以及

将持有什么价值观和信仰的时期(Erikson, 1950)。Erikson 将这段时间的反思称为精神社会暂停期，在这段

时间里，个体有机会考虑潜在的生活选择，而不需要从事什么全职工作、建立承诺的浪漫关系或成为父

母。根据 Erikson 的说法，青少年时期是用来进行身份识别工作的。 
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特别是美国和西欧，培养身份意识自我概念的任务已经从中学毕业延滞到 20

多岁。从制造业向技术经济的转变已经淘汰、机械化或外包了许多年轻人在完成中学教育后曾经从事的

初级工作。在美国，高等教育和高级证书作为技术经济职业发展的先决条件的需求导致了大学和大学入

学率的指数级增长。1959 年，约有 240 万美国学生在注册为全日制学生；到 2010 年，这一数字已跃升

至 1270 万(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10 年)。这 430%的增长几乎是同期美国总人口 72%增长的六倍(美国人

口普查局，2011 年)。虽然在欧洲国家，大学入学率的增加不太明显，但在许多欧洲国家，包括但不限于

职业和技术学校在内的更为非正式的中学后教育手段已经显著增加，完成义务教育和进入成人角色之间

的角色差距促使世界许多地区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活阶段。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身份识别工作不再发生在青少年时期，而是成年早期(Muñoz et al., 2022)。年轻

人经常在他们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时候探索不同的大学专业，周游世界，尝试物质的不同使用方法。毫

不奇怪的是，虽然生命历程曾经是由关于可接受的生活方式的规定规范指导的，但在西方文化背景下，

个性化的增加引入了另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而这在上一代是不被社会接受的。例如，同居和永久单身

已经取代婚姻成为许多美国和欧洲年轻人的个人生活方式选择。2009 年，25 至 29 岁的美国女性中有 47%
从未结婚，而 1986 年这一比例为 27%。30 至 34 岁年龄段的相应数字在 2009 年为 27%，而 1986 年为 14%。

在一些情况下，年轻人最终适应了传统的成人生活方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非传统的生活方式会持续

到 30 多岁甚至更久。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传统的、社会认可的成年标志的消失——比如在完成义务教育

后立即结婚和全职工作——让年轻人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创造从青春期进入成年生活的途径。在美国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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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因为美国没有为无法成功竞争财政资源的个人提供足够的保障(如全民医保、长期失业福利)。成人

的传统标志和生命历程规范标准的消除增加了个人探索和思考自己想要遵循的人生道路的可能性。因

此，正如前面提到的，在许多西方国家，成年期的出现代表了一个关于一个人将要实施的成人承诺的身

份探索的时期。 
自我概念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人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Garn et al., 2020)。不同学者对自我

概念的解释存在差异。有研究者认为自我概念是主体我与客体我的统一(Hattie, 2014)。还有人认为自我概

念是通过与他人的人际交往形成的(Gecas, 1982)。同时还有观点认为自我概念是通过接受他人或社会对自

己的态度系统而形成的(Ezzy, 1998)。Yengimolki 等人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人对自己多方面的综合看法，包

括能力、性格以及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等(Yengimolki et al., 2015)。Freud (1899)依据精神分析理论将自我

概念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Freud, 1899)。过去的研究大多对自我概念进行单一、整体的评价，缺乏多元

化和系统性。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我概念的具体成分和构成要素。例如，Harter 
(Harter, 1990)提出了自我概念的不同成分，并根据年龄特征设计了相应的测量问卷。在国外，Fitts 和 Roid 
(Fitts & Roid, 1964)提出的田纳西自我概念多维理论模型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国内对自我概念结构的

研究相对较少。一些研究提出自我概念由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组成，其中学业自我概念包括

一般学业成就、主要学科成就和特殊学科成就，非学业自我概念包括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

容貌健康。另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的自我概念具有以自我统合为核心、与外界多方面相互作用的

结构(黄希庭，郑涌，2015)。他们通过因素分析提出了多层次的自我概念结构模型，包括交际、友善、信

义、容貌、学业、志向、家庭、成熟和自纳等不同维度，并根据此设计了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的自我概念

问卷(凌辉等，2016)。 
而随着科学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内人们对自我概念的探索也在不断的深入。曾经相亲或者父

母包办婚姻，家里所谓的稳定“铁饭碗”渐渐不被当代年轻人狂热追捧，人们渴望自己选择适合且喜欢

的婚姻家庭和工作。社会对学历要求不断提高，个人对自我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学生时代的延长，人们

进入社会工作年龄的延后，学校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应试教育占用的稍长时间，意味着人们在青少年

时期对完成学习任务所需要消耗的认知资源增多，而与此同时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对自我概念以及自我

同一性的探索延后(Seiffge-Krenke & Escher, 2018)。根据 Erikson 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每个阶段都有

特定的任务需要完成，而且每个阶段都是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的。这八个阶段相互关联，是紧密相

连的，人们通常会按照顺序依次经历这些阶段，有些阶段甚至贯穿人的一生。 
综上所述，对自我概念的研究已经逐渐转向更多元化、系统化的方向。不同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我们

深入了解自我概念的结构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3. 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是个体以一定的认知能力为基础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个性的

重要基础(Tarifa Pérez et al., 2023)。它在个体与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是儿童至老

年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个体的社会适应、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婴儿初生时没有自我与非我的

分化，大致到 6~8 个月龄时，婴儿开始有对自己身体、自身的连续性的感觉。儿童长到三岁以后，儿童

通过和别人的复杂相互作用，已经具备了简单的自我概念。以后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加，自我概念在与

社会互动中不断发展形成，成分和结构也逐渐变得复杂(Guo & Zhang, 2022)。 

3.1. 自我概念的定义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身存在的认知和体验(Quesque & Brass, 2019)。它是通过个体的经验、反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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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反馈逐渐形成和深化的。自我概念是一个包含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观等多个方面的认知结构，

贯穿于个体的各个经验和行为，并将个体表现出来的特定习惯、能力、思想和观点等有机地组织起来。

关于自我概念的解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自我概念是将个体的个性统一为连贯的综合系统的有机过

程；另一种认为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的知觉客体。自我概念对个体有着重要的作用，包括自我引导、

自我解释、自我期望和自我成败归因等方面的作用(Zhang & Lin, 2023)。 
自我概念由反映评价、社会比较和自我感觉三部分构成(Turner et al., 1979)。反映评价是指个体从他

人那里获得关于自己的信息。如果个体在年轻时得到积极的评价，他们的自我概念就会较为良好；相反，

如果得到否定的评价，他们的自我概念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举个例子，在学期开始时，如果老师对一

个学生说：“你能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学生”，那么这个学生可能会以努力学习为回应；相反，如

果老师对他说：“你以后没有什么发展”，这个学生可能会对自己失去信心，认为自己无所谓努力与否。 
社会比较是指在生活和工作中，个体常常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确定衡量自己的标准(Hou et al., 

2023)。例如，在学校中，考试结束后，个体可能会询问同桌或朋友的分数来与自己进行比较；进入社会

后，个体可能会与同事比较，看对方是否比自己更有钱、生活更好；当个体有了孩子后，又会比较自己

的孩子和他人的孩子谁更优秀；当个体担任领导职务管理一个单位时，又会与其他单位进行比较等等。

从出生到成长，从家庭到社会，从学习到工作，个体都是在社会比较中发展和丰富自己的自我概念。 
最后，自我感觉是指个体在年轻时对自己的认识主要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反应(Pellencin et al., 2018)。

然而，在生活的某个时刻，个体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这种方式被称为自我感觉。如果个体通

过成功的经历获得自信，他们的自我感觉会变得更好，自我概念也会得到改善。 

3.2. 自我概念的主要影响因素 

3.2.1. 性别差异影响自我概念 
研究表明，自我概念与其性别角色差异密不可分(Luijten et al., 2023)。关于中小学生学业自我概念的

研究表明，自我概念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性别特点。女生一般数学、科学方面能力的自我认识低于对自

己的估计，而男生在语言方面能力的自我认识低于对自己的评估；除此之外，男生的综合知识强于女生；

而女生在阅读能力、书本运用、创造能力上强于男生。对中国儿童所做的研究也同样证实了自我概念发

展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女生在学习成绩、同伴关系、行为表现、与成人交往、集体关系、自我控制

等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esu 等人的研究表明，儿童自我概念形成中的性别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与其

成长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母亲对儿童能力的评价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影响

(Pesu et al., 2016)。母亲倾向于较高地估计女孩在英语学习方面的能力，而对男孩在数学学习能力上的评

价则会高于女生。Gunderson 等人对大量现有研究进行综述后发现，父母和老师对孩子数学能力的评估是

有性别偏见的，而这种偏见会影响到孩子的数学态度和能力(Gunderson et al., 2012)。从教师的影响来看，

如果教师对数学持有负面的态度，则只有女学生的数学态度和能力受到影响。在身体自我上，对青春期

女生而言，她们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和相貌，同时性成熟使容貌和身材成为女生间重要的比较内容，她

们注重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和表现，开始对身体的许多方面不甚满意。另一方面，男生身体迅速发育，运

动能力的增强，性魅力的出现则无疑会提高他们的身体自我概念水平。 

3.2.2. 个体内部因素影响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的产生很早，它萌芽于婴儿有意识的区分自我。研究者们曾经做过一个镜像实验，在实验

中研究者们先偷偷的将一个红色记号贴于婴儿的鼻子上，然后观察婴儿照镜子时的反应(Priel & de 
Schonen, 1986)。大部分 12 个月大的婴儿会触碰镜子里的红点，而约 15 个月大的婴儿会触碰自己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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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他们能区分镜像与实际自己的能力。Priel 和 de Schonen 对从未使用过镜子的婴儿进行实验，发现

一部分 13~19 个月大的婴儿会碰自己的鼻子，而几乎所有 20~26 个月的婴儿都会触碰自己的鼻子。由此

来看，当儿童能够正确使用他所在群体通用的词语来表达自我所愿的时候，他们对镜子里或者自己照片

也会有明显的自我认知。 
此外，自我概念跟个体语言能力的发展也有关系(Smogorzewska et al., 2022)。儿童从小到大先后使用

年龄、性别、外表特征、性格特点、所能观察到的特征来归类自己给自己下定义。语言也可以用来指代

自己和命名物品，促使儿童按照自己的需要(如“糖”)、信念(如“他是好人”)、情绪(如“高兴”)清

晰而明确地表达自己。 

3.2.3. 社会互动影响自我概念 
根据 Cialdini 和 Goldstein 的研究，社会互动是促使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核心机制(Cialdini 

& Goldstein, 2004)。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依赖于个体内部的条件，更与社会的互动有关。在与他

人的交往中，个体通过他人的评价逐渐认识自己，从而促进自我概念的不断发展。重要个体在个体的社

会互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我概念部分取决于个体与重要之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好坏导致个体

对自身能力、特质等方面产生不同的感知和评价。 

3.2.4. 文化影响自我概念 
特定的社会文化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Logan et al., 2022)。跨文化研究表明，

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自我概念发展并不遵循统一的规律。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更倾向于从自主、独立

和创造的角度构建自我概念，强调实现个人价值，注重独立和自我满足，强调个人的私人领域。而在集

体主义文化中，儿童更倾向于从人际和联系的角度构建自我概念，成人也鼓励儿童遵守群体规范，强调

集体的共同利益。 
一项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和荷兰的儿童在学业自我概念、非学业自我概念、一般自我概念和自我

概念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陈国鹏等，1997)。此外，对阿拉伯裔美国学生和阿拉伯学生自我概念的研究发

现，美国学生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的 10 个项目中有 7 个项目(涉及体能、道德、学业自我等)的得分明

显高于阿拉伯学生。另外，社会经济文化也同样影响个体自我概念的形成，如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自我

概念水平低(凌辉，2016)。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文化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塑造有着显著的影响，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个体在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上存在差异。 

3.3. 自我概念的重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需要保持自我看法的一致性来指导行动。自我概念在引导一致行为方面扮演着

重要角色(Fajkowska, 2023)。研究表明，积极的自我胜任概念的学生在成就动机、学习投入和成绩方面表

现出明显的优势，而消极的自我胜任概念的学生则相对较差(Humberg et al., 2019)。同样，关于品德不良

学生的研究也证实了学生对自己名声和品德状况的自我概念与其行为的自律特征直接相关。当学生认为

自己名声不佳、被他人看作品德不良时，他们往往会放松对行为的自我约束，甚至放任自己。显然，通

过保持内在一致性的机制，自我概念实际上对个人行为起着指导作用。在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

引导他们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对于他们学会做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外，自我概念还可以解释个人的经验(Niksadat et al., 2023)。个人对于特定经验的意义是由其自我

概念决定的。同样的经验对于不同的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即使是完全相同的经验，不同的人也可能

会给予不同的解释。比如学习好与学习差的同学同样在一次考试中获得了 80 分的分数，学习好的同学经

常考取 90 甚至 100 的分数，这次考试对他来说是一次失败的考试，而对于常常不及格的同学来说，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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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考取了一个高于以往的成绩分数，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自我概念形成不仅是儿童社会化的

重要方面，引导儿童一开始就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是一种先定的教育定向。自我概念可以被比喻为一个

过滤器，每一种知觉都必须通过这个过滤器才能进入个体的心理世界。当知觉通过这个过滤器时，它会

被赋予特定的意义，而这个意义的赋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已经形成的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还决定着人们的期望，具有自我期望的作用(Huang et al., 2023)。根据心理学家伯恩斯在 1982

年的研究，儿童的期望是在他们的自我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与其自我概念相一致(Burns, 1982)。而

个体后继行为也受到自我概念性质的影响。对于积极的自我概念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自我期望值较高。

当他们取得好成绩时，他们会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好成绩正是他们所期望的。而对于消极的

自我概念的学生来说，当他们取得差成绩时，他们会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即使偶尔考得好成绩，

他们也会感到惊讶。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加强了他们消极的自我概念，形成了恶性循环。消极的自我概念

不仅引发了消极的自我期望，而且决定了他们只能期待外界社会的消极评价和对待。这也决定了他们对

消极行为后果的接受程度，以及他们不愿意更加努力学习的态度。这也导致了学习对他们失去了吸引力，

他们失去了信心和兴趣。由于自我概念引发与其性质相一致或自我支持性的期望，并使人们倾向于采取

能够实现这种期望的方式行动，因此自我概念具有预测自我实现的作用。 
此外，自我概念还影响个体对自身行为的归因(Asfaw et al., 2023)。社会心理学家 Heider 和 Weiner

提出了一套解释个体行为的归因理论(Heider, 1958; Weiner, 1972)。Weiner 的自我归因理论认为动机并不

是个人性格的一部分，而是在刺激事件和个体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因素(Weiner, 1972)。个体在处理

完一个刺激事件后，会根据其经验和所了解的情况，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进行六个方面的归因解释，包括

能力、努力、工作难度、运气、身心状况和他人反应。个体对于工作成败的归因取向将影响其在类似工

作中的动机水平。积极的自我概念的个体相信自己的努力，将成败归因于自己的努力程度，归因于自己

的细心或疏忽，他们愿意承担责任，从主观上寻找原因。他们相信一切取决于自己的主观努力，认为命

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积极的控制信念，从而提高了他们实现自我目标的能力。 
由此看来，能否形成正确的自我概念对个体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4. 成年早期自我概念的发展 

人格的发展是连续的，但在连续的过程中又表现出阶段性(McAdams & Olson, 2010)。当个体发展到

成年期时，相比青少年时期，辩证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智力水平和记忆力达到顶

峰。这些新技能为成年人提供了条件来发展更广阔、更复杂的自我认知和更强的自我价值感。而成年早

期的自我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受到社会、文化、家庭和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Baby, 
2012)。个体在这个阶段不断地探索和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自我概念，以适应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需求。

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我同一性的确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避免心理不适应及其它精神障碍，是成

年早期人格发展的主要任务。个体在这个阶段建立自己的自我概念对于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至关重

要，同时也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的支持和认同有助于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和自

尊心，并为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目标做出贡献。 

4.1. 成年早期自我概念的稳定性 

青年人在步入成年期时，虽然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但在做出决策时往往会进入一种“暂停”

状态，以满足内心避免过早确定身份的需求。在早期成年阶段，个体利用社会和心理上的延迟期来探索

各种人生观、价值观，并试图选择和验证符合自己的东西。通过这个循环过程，最终确定了自我认同。

与此同时，个体开始享有成年人的许多权利，并具备参与工作、婚姻家庭和文化交流等社会生活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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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期用最充实的状态融入社会(李慧玲，2005)。 
个体稳定性代表了在发展过程中自我概念一致性的一个独特衡量标准(Zhang et al., 2023)。一个在发

展过程中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结构设想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功能，并表明自我概念是有意义的个体差异特

征，可能会抵制改变。稳定性低的构念对后期功能的预测能力较差，表明环境因素干扰稳定性，或构念

的测量有问题(例如，低可靠性)。 
以前的研究已经评估了一个或多个自我概念在发展中的稳定性，如全球自我价值的稳定性，学术能

力，伙伴关系，身体外貌，行为习惯，社会接受度和体育能力的稳定性，我们发现自我概念的强稳定性

可能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我概念被认为是由遗传学决定的，但环境因素也有助于自我

概念的发展。那些觉得自己有能力的孩子可能会让别人相信他们有能力。相信孩子能力的家长和老师可

能会提供鼓励以强化这些自我概念的经验。例如，感觉身体能力很强的孩子可能会让他们的父母为他们

报名参加运动队，或者父母看到孩子的身体能力可能会鼓励他们的孩子从事某些运动。自我概念更好的

孩子可能也会更加努力，发展更强的技能，从而加强自己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领域的稳定性在很大程

度上独立于整体自我价值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 
总体而言，研究表明自我概念的多个领域具有稳定的个体差异特征。在发展早期拥有或高或低自我

概念的个体往往会在成年早期保持一致的水平。 

4.2. 不良自我概念对人的消极影响 

良好的自我概念与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直接相关，而不良的自我概念与对生活的负面评价相关，并

对家庭问题、学业方面产生不利影响，生活满意度降低。 
自尊对自我概念的形成有影响，而反过来自我概念也会进一步影响个体自尊程度(Tort-Nasarre et al., 

2023)。不良的自我概念往往与低自尊正相关，从而可以理解为拥有不完善自我概念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

自尊更低，从而影响个体生活。 
有研究表明不良的自我概念对社会退缩也有关系(Lee & Lee, 2023)。自我概念显著负向预测社会退缩

及害羞沉默、主动退缩两个子维度，积极自我概念组的社会退缩总分及害羞沉默、主动退缩两个子维度

得分均显著低于消极自我概念组；心理弹性在自我概念与社会退缩及害羞沉默、主动退缩两个子维度间

起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个体的自我概念对于适应新环境也有影响(Littleton et al., 2023)。在相似的生活环境中面对相似的压

力，一些人能够较好地适应并迅速适应，而另一些人则可能遇到适应困难，从而影响个体的发展。个体

的自我概念越消极，越容易出现适应新环境困难的情况。个体对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学业表现和成熟

程度的认知对于适应新环境有积极的影响。那些存在人际适应困难的个体通常不能正确评价自己，在社

交场合中对自己的行为表现较为敏感，担心在他人面前出糗，从而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如紧张和焦

虑。与此相反，那些在人际交往中较少遇到困扰、交际广泛、人缘较好并且具有人际自信的个体，懂得

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技巧，能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更好地适应新环境的生活。 
不良的自我概念有可能会导致个体发生危险行为(暴饮暴食、攻击、自残等)的可能性增加(Rezaei et al., 

2017)。对于有着正向自我概念的个体在遇到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时，会根据自身形象的观念，拒

绝与自身一贯行为方式相背的行动，因而出现危险行为概率更低。相反，若个体认为自己行为不良、名

声不佳，自尊水平低时，以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面对，这样容易发生危险行为。 
由此看来，不良的自我概念对人造成的消极影响范围极广，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所造成的影响也

是不同的，故而通过适当的引导培养积极的完善的自我概念十分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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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培养积极的自我概念 

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有着重要的社会科学概念。自我概念分为结构和过程两个成分，从结构上来看，

自我概念可以有意义地组织到生理、心理、社会和精神领域。自我概念的形成还涉及到自我概念自我同

一性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发展而发展的动态过程。自我概念易受外部个人影响，如环境变化和生活经

验，以及人际交往过程，包括探索、承诺和考虑(Negru-Subtirica et al., 2021)。还有证据表明，不同时期

的性别、年龄和文化模式都会影响自我概念的发展(Ladd et al., 2022)。成功应对形成恰当的自我概念的最

终结果是形成清晰、积极的认同感，促进个人资源的未来发展和高效利用。不完善的应对方式则可能使

人受到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明确和积极的自我概念的发展包括建立自我意识，促进自我定义的探索

和承诺，减少自我差异，促进角色转变和成就。个体如何将他们在各个阶段的经历转化成他们的自我概

念，对人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认知评价在压力源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中介作用(Kira et al., 2022)。认知评价是连接文化

震荡和心理健康纽带的一种心理中介，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应激状态下应激反应的严重程度，积极

的认知评价对个体的健康起重要的缓冲、调节和保护的作用，面对外来压力与冲击，个体持有积极的认

知评价，可以帮助其降低或消除不良外界环境对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可以帮助个体建立良好的

积极自我概念。 
先前研究的结果关于自我概念和适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相对较新，而从自我概念的多维概念进行

的研究更为新。此外，他们关注社会方面的种种因素，将社会行为、饮食和消费习惯以及社会融合等视

为良好自我概念的相关因素。然而，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自我评估在调整

的个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良好的自我评估在个人自我概念的形成方面十分重要(Goñi Palacios et al., 
2015)。 

一个清晰的、发展良好的自我概念和良好的自尊预示着在整个青春期乃至整个一生中积极的发展。

由于身份是有组织的、复杂的、动态的，易受到社会的影响，将重要的身边人纳入个体的生态环境中非

常重要，以便提供有效的接触和学习活动，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个体形成健康的自我概念。 

5. 不足与展望 

独立自主的自我概念的形成使得成年早期的个体能够独立地思考自己的目标和需要，独立参与地制

定自己的计划。同时这种独立自主的自我概念使得成年早期的人能够深刻了解自己的计划进程，开始独

立有效地评价自己的目标达成效果。 
随着测量技术、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应用和推广，自我概念结构从单维度模型走向多维度模型，

使得在编制自我概念量表的时候有了更多可操作性，使量表更科学，更实用，更具有说服力。同时，自

我概念的研究由重理论到重应用发展，尤其是通过编制问卷来测量自我概念，极大地促进了自我的实证

研究。之前的研究证明自我概念是影响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与父母教养方式，防御方式和主

观幸福感都有关，因此，现在的研究更倾向于把它作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来研究。 
然而当前研究还存在着些许不足之处。首先，虽然研究者已经开始初步探索性别自我概念、身体自

我概念和家庭自我概念等特定成分对于整体自我概念的影响(Smith et al., 1999; Babic et al., 2014; Feiring 
& Taska, 1996)。但目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了解自我概念的数量、它们的结构、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

它们在整体自我概念中的作用和整合方式等等。此外，目前还缺乏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自我概念结构模

型和测量工具。尽管自我概念的研究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并成为心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但目前对

于自我概念结构的认识尚不统一。自我概念受文化背景影响，从现有研究结果来看，中国人的自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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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西方人存在明显差异(Zhu et al., 2007)。因此，应加强有关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自我概念结构模型

的研究。不同的理论研究为不同的测量方法奠定了基础，尽管已经对国外编制的一些较好的量表进行了

修订，但由于这些量表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效度问题。因此，应开

发适用于中国文化特点的测量工具。最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影响自我概念发展的因素以及它们对

自我概念的影响方式。目前已经发现了一些影响自我概念发展的因素，但仍需深入研究这些因素对自我

概念的哪些方面产生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自我概念的发展。此外，还需要探讨如何控制这些因

素，使其有利于自我概念的形成。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实践中更好地理解自我概念并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郑红涛，邢乃愈，2006)。 

6. 结论 

成年早期是自我概念发展的关键时期，个体在这个阶段面临着身份探索和建立的任务。自我概念的

发展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适应性具有重要影响。通过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可以促进成年早期自我概

念的积极发展，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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