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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负面恐惧主要是指对人们对于他们可能从他人那里获取的负面评价的忧虑，并且会预估其他人可

能给自己的负面的评价。有关人格的研究认为不同的人格特质能够对负面评价恐惧产生影响，但是相比

过去简单的将人格特质以内向外向划分而言大五人格对人格各维度的描绘更加精确，本研究探讨青少年

这一群体大五人格与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方法：采用“大五人格量表”和“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对223
名青少年进行测试。结果：① 青少年的负面评价恐惧在是否独生上差异显著；② 大五人格中外向性、

尽责性、开放性与负面评价恐惧呈显著负相关。结论：根据大五人格不同维度对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进

行讨论分析，发现不同的人格特质对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具有预测作用，从而提出家庭、学校和家校合

作三个角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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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Negative fear refers to worries of people to negative evaluations that may be obtained 
from others and may estimate negative evaluations from others to yourself. Studies on personality 
believe that different personality characters could influence the fear for negative evaluations, big 
five personality is more accurate than the division of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 in personality 
character in the past.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of adolescents and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Method: Applying “scale 
of big five personality” and “scale of fear for negative evaluations” to test 233 youngsters. Result: 
1) Fear for negative evaluations among youngsters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ssues of mono 
gene. 2) Extraversion, conscientiousness and openness in big five personality show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fear for negative evaluations.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discus-
s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on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it is found that different personality traits have a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of adolescents, so as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pers-
pectives of family, school and home-schoo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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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 12 至 20 岁这一人生的第二个重要时期，青少年的自我意识已经形成。他们正

处于生理、心理发展的关键转折点，面对身心的巨大变化，会出现心理状态不稳定，行为不稳定等特点

(方拴锋等，2010)。这一时期他们在自我认知上受到来自不同因素的影响和相互作用，青少年的自我意识、

观点采择能力的迅速发展，对于好友、家人、老师等周围群体的评价也变得更加敏感，他人的评价看法

对青少年发展有重要影响(郭菲，雷雳，2006)。 

自我意识对个体的人格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不光影响了人格发展的水平还影响着个体的

学习、社交等一系列社会活动(聂衍刚等，2007)。一方面有研究证实良好的自我意识有助于青少年的社会

适应(聂衍刚，丁莉，2009)；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示拥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的人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受到预

期评价的影响拥有较高的负面评价恐惧(叶舒，2012)，从而不能很好地的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进而导致他

们不能更好更快的融入一个新环境中。 
负面恐惧主要是指对人们对于他们可能从他人那里获取的负面评价的忧虑，并且会预估其他人可能

给自己的负面的评价(刘洋，张大均，2010)。这个概念是 1969 年 Watson 和 Friend 所提出的，他们将其

定义为“对他人评价的忧惧，为负面评价而苦恼，以及对他人可能给自己负面性评价的预期。”在聚会、

演讲等社交场合更容易表现出对广泛的社会评价焦虑的考量(兰晓芳，张锦坤，2015)。当人们在参与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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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与某种社会交往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负面评价恐惧感对不利评价产生恐惧。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影

响与焦虑相关的人格特质的基因也对负面评价恐惧产生着影响(刘洋，张大均，2010)。处于初中这一阶段

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与人格特征密切相关，情绪稳定性与心理健康消极因子呈正相关，外倾性、宜人

性、责任感与心理健康积极因子呈正相关(全宏艳等，2008)。 
人格作为较为稳定且独特的构成一个人思想、情感、行为的心理品质(唐洁，孟宪璋，2002)，它可以

通过不用的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赵云龙，赵建新，2011)。大五人格作为描绘人格

五维度的人格模型，它将人格特征分为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有研究发现对

于处于初中阶段的青少年而言，他的心理健康水平与人格特征密切相关，其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宜人

性等与心理健康积极因子成正相关(全宏艳等，2008)。人格不仅影响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行事风格(叶
艳晖，刘燕纯，2014)，作为个体差异占比较大的一方面，人格差异直接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还持续对其身心健康、人际关系、社会成就产生影响(邹容等，2016)。同时不同的人格特质也会影响他们

的评价恐惧(马小芹，2013)。 
目前我国在负面评价恐惧的领域主要有负面评价恐惧与人格特质(马小芹，2013)、学习(马丽霞，邱

亚峰，2004；陈祉妍，2002)和社交等领域(Selmltz & Schkede, 1992)的相关研究。国外早有通过同卵双生

子与异卵双生子的研究显示负面恐惧具有遗传性质(Stein et al., 2002)，据此可以推断有关焦虑人格特质形

成的基因可能对负面评价恐惧产生影响(王虹，2017)。但有些关于人格特质方面的研究还是较为简单地外

向性与内向型的不同特质对于负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同时对于青少年这一群体人格在负面恐惧中的关系

研究也较少。因此，本文利用大五人格与负面恐惧的相关关系来探究青少年群体的人格特质对于负面恐

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负面恐惧领域的研究进行丰富。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此次调查研究随机抽取 260 名青少年被试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223 份(86%)。其中男性 123 人，

女性 100 人(平均年龄为 13.98；SD = 1.11)；独生青少年 114 人，非独生 109 人。初一 66 人，初二 74 人，

初三 83 人。所有被试均为初中学生。 

2.2. 方法 

2.2.1. 大五人格 
本研究中采用是李金德在 Cosling 等人编制的基础上修订的中国版 10 项目大五人格量表(TIPI-C) (李

金德，2013)。量表共有 10 道题，分为“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开

放性”五个维度。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807，具有较高的同质信度和预测效度。问卷含有 10
个项目，其中 1.3.5.7 和 9 为正向计分项目，2.4.6.8 和 10 为反向计分项目。 

2.2.2. 负面评价恐惧 
由 Watson 和 Friend 编制，量表共有 30 道题(汪向东等，1999)。由 30 个正向和负向的是非题构成，

其中 17 道正向计分，13 道反向计分。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707，且具有较高的同质信度和预

测效度，可用于研究。本量表采用五级计分方法，其中将负向题目反向计分后与其余正向题目相加，得

分越高则更会被可能得到的负面评价困扰。 

2.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19.0 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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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大五人格及负面恐惧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本研究针对在人口统计学上的不同性别、不同年级、是否独生三个方面青少年在大五人格五个维度

上的得分及负面恐惧上的得分进行差异性检验，见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comparison of the five factor personality and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in adolescents 
表 1. 青少年大五人格及负面评价恐惧在人口统计学上的比较 

项目 
性别 年级 是否独生 

男 女 初一 初二 初三 是 否 

外向性 3.56 ± 0.89 3.82 ± 0.97 1.88 ± 0.11 1.96 ± 0.56 2.13 ± 0.71 3.66 ± 0.94 3.69 ± 0.94 

宜人性 4.24 ± 1.04 4.24 ± 0.97 1.99 ± 0.68 2.21 ± 0.59 2.19 ± 0.73 4.31 ± 1.01 4.16 ± 1.00 

尽责性 3.89 ± 0.90 3.99 ± 1.12 2.19 ± 0.56 2.27 ± 0.67 2.42 ± 0.75 4.06 ± 1.08 3.81 ± 0.90 

情绪稳定性 4.05 ± 0.90 4.16 ± 0.96 2.21 ± 0.65 2.22 ± 0.55 2.47 ± 0.64 4.17 ± 0.85 4.02 ± 1.00 

开放性 3.95 ± 0.99 3.92 ± 0.99 2.31 ± 0.70 2.22 ± 0.66 2.52 ± 0.71 4.01 ± 0.98 3.86 ± 0.88 

负面恐惧 3.01 ± 0.30 3.17 ± 0.43 2.72 ± 0.59 2.79 ± 0.52 2.93 ± 0.41 3.01 ± 3.03 3.17 ± 0.43 

 
结果发现，青少年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在性别差异上不显著；在年级差异上不显著；在是否独生上

没有显著差异。 
青少年负面恐惧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年级差异不显著(f = 0.69, p < 0.05)；是否独生差异显著(t = −2.52, 

p < 0.05)。具体表现为非独生青少年的负面恐惧高于独生的青少年。 

3.2. 青少年大五人格与负面恐惧的相关 

本研究对青少年的大五人格外向性、尽责性、开放性三个维度的得分与负面恐惧的得分进行积差相

关分析，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teenagers’ big five personality and negative fear (r)  
表 2. 青少年大五人格与负面恐惧的相关(r) 

项目 负面恐惧 

外向性 −0.18** 

尽责性 −0.20** 

开放性 −0.18**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结果发现，从表 2 显示，负面恐惧与外向性、尽责性、开放性呈显著负相关。 

3.3. 青少年大五人格与负面恐惧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以青少年大五人格认同总分及以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

开放性为预测变量分别预测负面恐惧，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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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eenagers’ big five personality and negative fear 
表 3. 青少年大五人格与负面恐惧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输入变量 R2 Beta t 

负面恐惧 

外向性 0.035 −0.053 −3.04 

尽责性 0.041 −0.048 −3.30 

开放性 0.033 −0.053 −2.75 

 
结果发现大五人格中外向性、尽责性、开放性三个维度与负面恐惧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大五人格

外向性、尽责性、开放性三个维度对负面恐惧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4. 讨论 

4.1. 青少年负面恐惧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状况 

本研究中通过分析负面恐惧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发现青少年负面恐惧在性别差异上没有显著差异，

兰晓芳针对 72 名大学生的实验测试结果发现男女无论是在内隐层面还是外显层面的负面恐惧都不具有

显著的反应(兰晓芳，张锦坤，2015)。这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但可以看到在负面评价

恐惧的性别差异上(见表 1)女性的 M ± SD 数值相较于男性更高，我们推测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基

于男女两性的性别心理差异。女性在情感上往往表现的更加敏感细腻，在人际交往中也会更多的在意他

人对自己的评价。 
青少年负面恐惧与是否为独生子女有着显著关系，非独生子女的青少年负面恐惧高于独生子女的青

少年。我们认为可能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二：其一，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许多地方的初中阶段

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家庭内没有同伴可以提供交往机会，所以在社会关系中要表现出外向、

开朗、舒适的性格以便吸引玩伴(风笑天，2000)。其二，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其所处的家庭环境背景会对

其心理成长和人际交往产生极大影响。在青少年与父母关系的研究中显示独生子女与父亲、母亲的亲密

度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而父子或母子间的冲突也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肖雪等，2017)。在另一方面，也

有研究显示，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上展现出更积极的心理层面的暗示(张月云等，2017)。身在多子女家庭

的青少年在家庭关系中容易处于被对比或家人投注于个体身上的关注度被分散等情况之中从而产生一定

的被忽视感或自卑感。而独生家庭的青少年则因为其独自承担家庭关系中的子女角色更多收到来自父母

的关注，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则更易培养出积极自信的态度。 
从本研究的结果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在负面评价恐惧上出现的结果差异更多还是因为家

庭环境和氛围的不同。相较于非独生子女而言，在日常的家庭抚养过程中独生子女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

支持和鼓励，这样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培养他们在人际中的负面评价恐惧感处于较低水平。而非独生子女

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或多或少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比较，亦或是受到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导致父

母产生偏心等问题，从而导致他们在人际关系中的负面评价恐惧处于较高水平。 

4.2. 青少年大五人格与负面恐惧的关系 

以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为因变量，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为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 3)发现，青少年的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尽责性、开放性三个维度与负面评价恐惧存在显著关系，

这三个维度个维度对负面恐惧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外向性考察的是一个人的社交活力、乐群性方面的

内容；尽责性则反映了个体行为上的条理性和责任感；开放性针对独立性和竞争性(倍智人才研究院，

2018)。因此外向性、开放性和尽责性得分越高，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也会更加适应一般来说，这样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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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受社交中他人的正面评价更高而受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恐惧降低。在青少年早期负面评价恐惧总体是

上升趋势的，对负面评价恐惧反应更强烈的青少年在适应新阶段的学习和社交环境时通常需要付出更多

的努力(叶贝等，2019)。外向性、开放性、尽责性三个维度表现更高的青少在面对同样压力时则能保持更

积极的心态。 
研究结果表明，在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特质的人格的青少年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对于

他人负面评价的敏感度。这一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王虹，孙颖等人的研究结果(王虹等，2016)。人

格是建立在遗传素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体上具有稳定性(Caspi et al., 2005)，可以通过研究结果推断人

格的遗传性与负面恐惧的遗传性之间的关系。这也证实了通过了同卵异卵双生子实验研究结果的推测。 

4.3. 对策 

上述遗传性质的显示结果可能会使学校与家庭对于如何更好的培养青少年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

一些难题与障碍，但关于人格塑造有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人格会随着他自身与外界环境的双向互动一生

得以不断发展(Baltes et al., 2006)。对于青少年而言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很多，但通过上述研究可以

看出家庭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由于对青少年群体而言，活动的最主要场所就是家庭

与学校，为了更好的促进青少年群体身心健康发展，降低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可能产生的过高的负面评价

恐惧。我们建议：①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家长应该建构更加科学良好的亲子互动，对青少年的关心不仅

要体现在物质条件的给予，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当孩子出现烦闷抑郁等负面情绪要

及时引导他们科学的抒发情绪，同时也应该教导青少年进行人际交往的一些正确方式。② 学校管理者应

该切实发挥校园心理咨询室的作用，对不同年级学生进行定期心理检测。同时要加强学校校风整肃，杜

绝出现同龄人间的校园暴力等行为。营造同学之间友爱、互助的良好风气。③ 加强家校合作，由具备专

业教育知识的专门人才如学校教师、教育专家等通过家校委员会或讲座等方式向家长传授科学的家庭教

养方式。家长和教师们可以及时沟通孩子在家在校的行为表现，形成家校联合的保护网，在青少年出现

心理危机或社会交往障碍时共同给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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