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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and risky behavior, for providing the basis for colleg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Methods: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risky behavior 
scale and 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NPI), have been used to survey 431 college stu-
dents. Results: 1) College students’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ha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risk-taking;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i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1) The different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traits of college students affect risk-taking; 2)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elf-efficacy doesn’t affect significantly 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to risk-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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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自我效能感在自恋人格和冒险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高校心理学辅导与心理学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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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青少年冒险行为问卷——冒险行为量表(ARQ-RB)
以及自恋人格量表(NPI)，对43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1) 大学生自恋人格和冒险行为之间相

关显著；2)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结论：1) 大学生自恋人格的特质不同会对冒险行为产生影

响；2) 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在自恋人格对冒险行为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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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神病理学家艾理士和纳克最先使用 Narcissism 一词去概括病理性的自恋(许秀芬，陈巍，2012)。这

是有关自恋的最初的研究。而心理学方面，最早出现的“自恋”一词是弗洛伊德在 1914 年提出来的，一

方面用来描述婴儿在儿童早期对于除自身以外的现实毫无知觉的现象，另一方面用以反驳荣格对古典精

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在临床层面，自恋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人格障碍(童俊，2001；郑涌，黄藜，2005)。
事实上，在生活中被确诊为是自恋人格障碍的人少到只有全人类的.5%~2.5%，而自恋人格特征在正常人

群中则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们更关注的是正常自恋(Campbell, 2002)——即个体展现

出自恋人格障碍的某些特征，但还不足以被诊断为自恋人格障碍。在本研究中，当我们提及自恋时，所

指的实际上是正常的自恋(Normal narcissism),即自我中心的，自我扩张的，控制的，以及具有操控人际关

系取向的(竺培梁，耿亮，2011)。 
冒险行为是指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感知的积极结果来平衡的包含某种潜在消极结果的行为(Moore & 

Gullone, 1996)。影响冒险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而个体因

素在三者之间又尤为重要。关于冒险行为，有研究者(张明，陈丽娜，2003)曾经对青少年的冒险行为及大

学生的冒险行为做了系列研究，但几乎没有涉及到自恋人格与冒险行为。但是根据前人的研究(韩菁，2007；
刘金平，韩婧，刘亚丽，2008)，我们可以预测，自恋人格对冒险行为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即高自恋的人

更倾向于做各种冒险行为。高晓寒等人的研究指出，显性自恋对预谋性攻击行为具有预测作用(高晓寒等，

2014)，而且大学生的显性自恋和隐形自恋均与特质攻击有显著相关(宋健，2013)。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从事某种活动以及对该活动可能做到的完善程度的主观评价(王才

康，2001)。关于自我效能感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Bandura, 1997)认为自我效能感应该是指

具体任务领域的自我效能感，根据不同的任务对具体技能与能力的要求不同来划分。另外一部分学者(邹
兵，谢杏利，2008)认为存在一种一般性的自我效能感，就是个体应对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或者面对新事

物时总体性的信心，因而一般性自我效能感是一种稳定的个性特质(Sherer et al., 1982; Chen et al., 2000; 
Schwarzer et al., 1997)。从以往的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般情况下高自恋的人具有较高的自我效

能感。对自己的满意程度越高，在对自己完成任务时的主观评价也就越高。许多研究(曹建琴，王玉莉，

李杨，2011)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职业紧张、抑郁、焦虑、倦怠等变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与工作

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与冒险行为或者是冒险倾向是否有线性相关还没有明确的说法。本研究猜想，

具体自我效能感可以预测大学生的冒险行为倾向。Bandura 等人则认为，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具体自我效能

感相比，对个体在特定任务领域中绩效的预测性差，甚至没有预测性，且两者一同作为工作绩效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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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时，如果去掉具体自我效能感这个变量，一般自我效能感就失去了预测作用。因而，一般自我效能

感与大学生的冒险行为等变量的关系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抽取了湖北师范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两所大学共 500 名大学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了

456 份，剔除无效问卷之后共录入 431 份有效数据。被试中男生人数占 42.2%，女生人数占 57.8%，理工

科学生 261 人，文科学生 170 人；城镇学生 215，农村学生 216 人。本次问卷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施测。 

2.2. 研究工具及方法 

2.2.1. 自恋人格问卷 
研究中采用的是由美国加州大学 Hall Rskin 教授编制的自恋人格问卷。共包括 56 个题目，采用五级

计分方式。包括四个维度：权欲、优越感、自我钦羡、特权感。 

2.2.2. 青少年冒险行为问卷—冒险行为量表(Adolescent Risk-Taking Questionnaire-Risk Behavior Scale, 
ARQ-RB) 

本研究采用张晨等人的论文《青少年冒险问卷——冒险行为量表在中学生中的信效度》中修改编制

的问卷(张晨，张丽锦，尚丽，2011)。该论文中将不适合中国青少年的因素进行了修订，最后的问卷包括

17 个项目，分为刺激寻求、叛逆、反社会和鲁莽四个维度，采用 5 级计分。问卷的 α 系数为.734，刺激

寻求、叛逆、反社会和鲁莽各维度的系数分别为.53、.81、.65、.08，重测信度为.76。 

2.2.3. 自我效能感问卷 
本研究中测量自我效能感的量表工具是“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张作记，2001)，由 Jerusalem 和 Schwarzer 于 1981 年制定，包含了 20 道题，在后续的研究中缩减至 10
题。该量表的 10 个题项在各研究中均表现出单一维度的特征，即这 10 个题目同时直接刻划了被试的一

般自我效能感强度。GSES 采用四级计分，内部一致性效度为.87。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严格的数据筛选标准。排除不认真作答、作答未完成或题意理解不清的问卷。把筛选后

的问卷全部资料量化后，再采用 SPSS19.0 和 AMO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与分析处理。 

3. 研究结果 

3.1. 相关分析 

3.1.1. 自恋人格和冒险行为之间的相关分析 
在本研究中用 Pearson 系数来表示相关程度，自恋人格四个维度与冒险行为的四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结果(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除了权欲维度和鲁莽维度之间没有显著相关之外，自恋人格的各个维度跟冒险行

为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是显著的，且相关水平达到了.01。 

3.1.2. 自恋人格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分析(见表 2) 
通过表 2，我们可以看到，自恋人格与自我效能感之间是存在显著相关的。越是自恋的人，他的自

我效能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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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and risk-taking behavior 
表 1. 自恋人格和冒险行为之间的相关 

 权欲 优越感 特权感 自我钦羡 刺激寻求 叛逆 反社会 鲁莽 

权欲 1        

优越感 .684** 1       

特权感 .682** .723** 1      

自我钦羡 .478** .545** .567** 1     

刺激寻求 .183** .242** .191** .228** 1    

叛逆 .146** .173** .128** .173** .558** 1   

反社会 .130** .168** .157** .174** .361** .610** 1  

鲁莽 .068 .141** .119* .244** .521** .680** .487** 1 

注：*表示 P < .05；**表示 P < .011。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and self-efficacy 
表 2. 自恋人格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 

 权欲 优越感 特权感 自我钦羡 自我效能感 

权欲 1     

优越感 .684** 1    

特权感 .682** .723** 1   

自我钦羡 .478** .545** .567** 1  

自我效能感 .456** .491** .405** .318** 1 

注：*表示 P < .05；**表示 P < .01。 

3.1.3. 冒险行为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分析 
由表 3 可见，冒险行为中除了鲁莽这一维度跟自我效能感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其他的三个维度跟

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3.2. 自我效能感在自恋人格与冒险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相关资料可知，如果自变量 X 通过中介变量 M 来影响变量 Y，那么我们就称 M 变量为中介变

量。鉴于自恋人格、自我效能感、冒险行为三个变量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见表 4)，故用 Amos17.02
统计软件以自恋人格为外生变量，以自我效能为中介变量，以冒险行为内生结果变量，对研究开始所预

设的中介结构模型进行检验。 
除权欲与鲁莽之间相关不显著之外，自恋人格的其余因子与冒险行为均显著正相关，自恋人格各因

子与自我效能呈中度的正相关，自我效能与冒险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如表 4 所示。 
其结果为卡方值 = 63.116，P < .001，这表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的契合度不够理想；模型的拟合优

度指数 GFI = .969，规范拟合指数 NFI = .963，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 .06，这说明模型的拟合指数尚

好；从标准化的路径系数来看，自恋人格对自我效能有显著影响，自恋人格对冒险行为有显著影响，但

自我效能对冒险行为的中介效应却不显著。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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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isk-taking behavior and self-efficacy 
表 3. 冒险行为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 

 刺激寻求 叛逆 反社会 鲁莽 自我效能感 

刺激寻求 1     

叛逆 .558** 1    

反社会 .361** .610** 1   

鲁莽 .521** .680** .487** 1  

自我效能感 .177** .101* .111* .073 1 

注：*表示 P < .05；**表示 P < .01。 
 
Tabl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and self-efficacy and adolescent risk-taking behavior 
表 4. 自恋人格与自我效能和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 

 权欲 优越感 特权感 自我钦羡 刺激寻求 叛逆 反社会 鲁莽 

优越感 .684(**)        

特权感 .682(**) .723(**)       

自我钦羡 .478(**) .545(**) .567(**)      

刺激寻求 .183(**) .242(**) .191(**) .228(**)     

叛逆 .146(**) .173(**) .128(**) .173(**) .558(**)    

反社会 .130(**) .168(**) .157(**) .174(**) .361(**) .610(**)   

鲁莽 .068 .141(**) .119(*) .244(**) .521(**) .680(**) .487(**)  

自我效能 .456(**) .491(**) .405(**) .318(**) .177(**) .101(*) .111(*) .073 

注：*表示 P < .05；**表示 P < .0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self-efficacy 
图 1. 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4. 讨论 

4.1. 结果分析 

4.1.1. 关于自恋人格、冒险行为、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分析 
从之前呈现的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到，自恋人格、冒险行为、自我效能感三变量之前两两相关显著。

其中，自恋人格中的权欲和冒险行为中的鲁莽两个维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自恋人格中的特权感与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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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两维度之间在.05 水平上相关显著。其他的维度两两之间的相关水平达到了.01 水平。这说明，自恋

水平越高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尝试各种冒险行为。相符。所以，在大学生入学做心理健康备案的时候要更

多的关注那些自恋水平高的大学生。 
自恋人格的四个维度权欲、优越感、特权感、自我钦羡跟自我效能感之间在.01 水平上呈显著相关。

其中优越感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从事某种活动以及对该

活动可能做到的完善程度的主观评价。自恋水平越高的人对自己的满意程度越高，相对应的对自己完成

任务的主观评价也就越高。这些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4.1.2. 自我效能感在自恋人格和冒险行为中的中介作用 
根据之前的结果分析，自我效能感对冒险行为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这与本研究的假设不符。是一个

值得思考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原因也许是自恋人格与冒险行为之间本就已经存在了高相关，另外

一方面，本研究中的自我效能感是一般自我效能感，没有具体化，所以有很多其他限制因素的干扰。 

4.2. 不足及改正 

第一，本次问卷的发放完全随机，没有控制好男女、年级、专业之间的比例，对数据结果产生了一

些影响，在后续的研究中尽量使被试在各水平上均等，使结果更精益化。第二，在冒险行为的量表中有

一些题目并不适合大多数被试群体，比如说“滑雪”这一项目，可能对于来自于南方的大学生来说本身

就不具备客观条件。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适当的更改一些题目，使得问卷的各项更加切合被试群体的实

际。第三，对于性别方面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差异研究结果仍然是目前的争议之处，故今后需要进

一步实证研究。第四，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自我效能感的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可

能与原始数据以及样本太小有关系，如果有后续的研究可以适当扩大样本量。 

5. 结论 

1) 大学生自恋人格的特质不同会对冒险行为产生影响。 
2) 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在自恋人格对冒险行为的影响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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