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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越来越多中学生在面对学习时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如喜怒无常、学习吃力、考试焦虑、难以应付

挫败等，这些都是导致学生自卑的因素。本研究通过文献检索、专家评定、访谈、开放性量表形成初中

生自卑补偿初始量表，前后不同时期对1187名中学生进行施测，其中第一阶段探索性因素分析有效量表

461份，第二阶段验证性因素分析量表有效量表643份。结果表明，初中生自卑补偿量表包含2个分量表：

自我补偿和他人补偿，且两个分量表均由学业、体能、社交、外貌、自尊5个维度构成；验证性因素分

析显示总量表和两个分量表都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且两个分量表的组合信度、各维度相关系数等值

都在理想范围值内。量表的信效度良好，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用于初中生自卑补偿的相关研究和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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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and mor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in the 
face of learning, such as moodiness, learning difficulties, examination anxiety, having difficulty 
coping with frustration, etc., which are factors leading to students’ inferiority. In this study, the in-
itial questionnaire of inferiority compensa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formed 
through literature search, expert evaluation, interview and open questionnaire. 1187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tested in different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including 461 valid question-
naire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the first stage and 643 valid questionnaires of confirmato-
ry factor analysis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feriority compensation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two sub-questionnaires: self-compensation and 
others’ compensation, and the two sub-questionnaires were composed of academic, physical, so-
cial, appearance, self-esteem.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both the total question-
naire and the two sub-questionnaires had good structural validity, and the combination reliability 
of the two sub-questionnaires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each factor were within the ideal 
rang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are good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sychometrics. It can be used i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inferiority compens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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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7 月 29 日至 31 日，“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第十六届学术大会”在

青岛大学顺利召开。会议以“新时代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心理素养，培养积极心态”为主题，对象为

青少年，希望大家关注并共同解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2019 年一次偶然机会访谈重庆市某中学

初二年级成绩差、家庭背景不好的几名同学的时候，令人惊奇的是，当被问到：你自卑吗？他们都很避

讳这个话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这样描述，生活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由于自卑会让我

们变得紧张、抑郁和焦虑，所以我们会在行动中努力获得优越感来补偿自己的自卑，改变其情境。换句

话说，每个人总会认为自身所处的情境时时刻刻需要改进，每一位初中生也都可能无时无刻地在补偿自

己的自卑，改善当下情景，超越着自我。 
补偿一词原本是一个生理学概念，最初指身体有缺陷的个体使身体有缺陷的器官比完全正常的器官

表现得更好的现象(楚啸原等，2020)，后来逐渐发展为个体在追求某一目标时遇到挫折，或由于身体某一

缺陷而产生自卑，并试图用自己的优势来弥补的现象(车文博，2001)。阿德勒最早将补偿一词从生理学扩

展到心理学领域，他相信每个人都会弥补由于实际或想象中的不足而造成的自卑，从而克服不足和自卑，

成为一个比别人优越的人(吴宗宪，2006)。补偿的方法则是通过努力和在某些方面取得成绩来弥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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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利用和改造客观环境，以适应自身在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从补偿行为实施

者的角度，阿德勒认为补偿行为的实施者只有自我而没有他人，即只有自我补偿。支持阿德勒这一观点

的国内学者(王磊，孟维杰，2013)也认为自卑是个体独有，与他人无关，他人更无法代替。从这个角而言，

这些学者认为补偿只能由具有自卑的个体来完成，也就是说只有自我补偿而没有他人补偿。 
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自我概念不同，东方集体主义的自我包括对他人的感知，而西方个人

主义不包括其他任何人，他们提倡个人价值，习惯将自身与外界区分。所以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

们指出阿德勒认为的个体的不安全感、达不到目标的无力感、失望等都可以被视为自卑，并且在现实生

活中这些自卑无论是来自生理、心理或社会障碍，都可以得到补偿，那么补偿行为不一定非得由自卑的

自我来完成，补偿行为也可以由他人或群体，甚至整个国家或民族来完成(汪凤炎，郑红，2007)。翟贤亮

等人和谭颖达等人(翟贤亮等，2012；谭颖达，孟维杰，2014)从补偿行为实施者的角度，提出了他人补偿，

并进一步说明了他人补偿是一种不同于自我补偿的客观补偿方式。既然阿德勒认为个体是以社会人身份

形式获得的优越，因此不可否定还有其它形式的身份去获得优越，这里可以看作是通过他人身份获得的

代替性补偿。 
根据翟贤亮等人和谭颖达等人的观点，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在社会中进行比较时，不仅比较个体

自身，还比较个体所在环境的社会群体——即比较“我们”，比较自身所处的环境，群体中的“我”可

能会因集体中他人的优越而优越，因此，自卑个体可以通过集体优越感来获得自卑补偿。替代性经验的

观点认为，就算自己很一般，但个体也可以从关系他人(relational others)的成功和荣耀中获得替代性补偿

(郑顺艺，2011)。尽管有学者发现，当个体与优秀者进行比较时，往往会感受到自卑的增加；与失败者进

行比较时，则会感受到自卑的减弱；如果比较的对象和自身相似但又超越不过，这种效应就会尤其显著

(Morse & Gergen, 1970; Aspinwall & Taylor, 1993)。但 Gardner 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把比较的对象纳

入自己的系统，则别人成功的威胁就会大大降低(Gardner et al., 2002)。Neumann 等人的一项研究指出，

与德国受试者相比，中国被试者在面对他人成功时会感到更为自豪(Neumann et al., 2009)，这表明集体主

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相比，可能更具有他人补偿的可能性。 
根据自我扩展模型，如果一个人自发地扩展自己，把别人的自我纳入自己的自我体系，那么这个人

的自卑就可以得到补偿，因此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可以通过集体成就感获得

一定的补偿。比如，加入共青团和党组织的人会具有感到极其光荣的情感经历。一项研究表明，尖子班

学生除了智力普遍比普通班的学生高以外，他们还可能拥有更高的自信心，而这对维护他们心理健康成

长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郑剑虹，陈建玲，2007)。因此，自卑个体不把别人的荣誉当作威胁，反而主动积

极看待他人的成功，从他人身上感受到力量从而激励自己向前，这也可解释为阿德勒理论中所谓的自卑

补偿。 
优越感是个体对理想自我的向往，是达到理想自我后超越他人的情感体验。当一个人达到了一个更

高的目标后，就会有一种优越感，这正好缓解了人的自卑。例如，如果在比赛中获奖，就会有一定的优

越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老师表扬，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优越；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也能得到

某种程度的优越。然而，就国内文化而言，优越感一般指个体表现出轻蔑或自我中心的品质或状况，这

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它通常指认为自己在生理、心理和其他方面优于他人的精神状态。有优越感的

人往往伴随一些不恰当的心理状态，如傲慢、固执、自恋等等。每个问题儿童、每个精神病患者、罪犯

或性反常者都在采取他们认为完全合适的行动来达到优越地位。由于阿德勒对优越感的解释通常为轻视

或自负的性质或状态，本研究对于国内文化而言对自卑的补偿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积极词汇，因此对于自

卑补偿进行以下定义，自卑补偿指的是：某些行为方式使得个体某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并且能够克服

自卑找回自信等一系列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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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在其补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坚持认为自卑不是畸形的象征，而是个体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

表现出的一种正常现象，它对个体发展产生的是积极还是消极作用取决于对个体的补偿态度(李艺敏，孔

克勤，2009)。如果一个个体试图弥补他自身器官和能力的缺陷，他就会通过直接和实际的手段去改善他

身边的环境，改变他内在信念的强度，从而把此时的自卑转化为取得进步的内在动力，那么这种补偿是

有效的，自卑就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一个人单纯地追求着优越感却不试图改变身边环境，那么补偿就

会指向生活无用的一面，使自己陶醉或麻木于幻想之中，以自我麻痹的方式获得自信的情感体验，在这

种情况下，内心的自卑并不会消失。因此，阿德勒认为这种补偿只会成为他们心理生长的一株毒瘤，最

终形成自卑情结(阿德勒，2003)，而自卑情结会使人远离社会，灰心丧气，缺乏自信，并且有自卑情结的

人不相信自己在生活中会取得进步(David & Trandafira, 2012)。 
通过梳理阿德勒自卑补偿理论的核心要点，可以得出在自卑与优越感的关系中，补偿起着重要的作

用。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普遍存在，如果他们在面对不利因素的时候能够积极弥补，就会收获自信，就会

具有更高的自我评价能力，其自卑就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如果学生不积极弥补自身不足，而选择逃避，

日积月累，就可能形成自卑情结，从而导致心理异常。因此，对初中生来说，自卑补偿是摆脱自卑、获

得自信、形成健康心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然而基于文化背景差异，自卑补偿量表尚未有学者对其进行系统编制，仅有相关的一篇文献也限于

对听障大学生自我补偿单方面的编制(张香玉，阳泽，2017)。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普遍存在，那么他们是如

何看待自己的自卑？为何避讳自卑这个话题？又是如何增强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提升自信？希望本文

通过调查研究初中生对自己自卑的补偿方式来回答上述问题。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预测样本：采用目的抽样法，从重庆市某 3 所中学中选取若干名中学生作为研究被试。量表一共发

放 500 份，对没答全和乱作答的量表剔除后，共收集预测性量表 461 份。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量表回收率为 92.2%。 

重测样本：研究被试选取重庆市、涪陵区、开州区、巫溪县某四所中学初中生学生，现场填写量表，

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量表一共发计 687 份，对没答全和乱作答的量表剔除后，共收集验证性量表

643 份，回收率为 93.59%。 

2.2. 量表的编制 

2.2.1. 项目来源 
① 文献检索。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遴选、分析、整理文献中能够反映初中生自卑补偿的短语和句

子，本研究主要参考的量表有张香玉编制的大学听障大学生自我补偿量表(张香玉，阳泽，2017)。 
② 访谈与开放式量表。最初通过访谈 8 名初中生关于克服自卑可以通过哪些方法以及他人的荣誉是

如何对于克服自卑产生影响，并结合心理学专业学生讨论最终设定了 4 个开放式题目，选取重庆市某所

中学，量表发放 156 份，有效采集 105 份，回收率 67.3% (由于部分学生对自卑一词敏感，所以部分学生

没有填写量表)。调查时间 2019 年 11 月，对量表内容回答不清及无关内容和难以分类内容剔除后，结合

相关文献对获得内容整理，再与相关领域心理学教授讨论，并参考姜永杰和王馥芸博士论文量表编制的

方法(姜永杰，2020；王馥芸，2018)，最终把自卑补偿分为两个分量表：自我补偿分量表和他人补偿分量

表；分量表的维度通过访谈的开放式量表结果以及参考 Fleming 和 Courtney (Fleming & Courtney, 1984)
修订的自卑感量表的五个维度而得到。其详细结果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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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ist of open-ended scale results 
表 1. 开放式量表结果列表 

分量表 频次 操作性定义 维度 相关解释 

自我 
补偿 

76 

个体主动采取克服短板、发挥

长处以提升自己某方面能力

的某些行为现象 

学业 主动弥补学业上的不足 

25 体能 主动弥补体能上的不足 

53 社交 主动弥补社交上的不足 

14 外貌 主动弥补外貌上的不足 

43 自尊 主动弥补自尊心上的不足 

他人 
补偿 

45 

个体感受到所在团队、集体和

关系他人的成功或者荣誉间

接性给个体带来的一系列自

信提升现象 

学业 “他人”荣耀提升了个体学业上的自信 

20 体能 “他人”荣耀提升了个体体能上的自信 

39 社交 “他人”荣耀提升了个体社交上的自信 

9 外貌 “他人”荣耀提升了个体外貌上的自信 

17 自尊 “他人”荣耀提升了个体自尊心上的自信 

2.2.2. 预测量表的编制和预测 
对学生自卑补偿量表编制，本研究首先进行了开放式量表调查。结果表明，初中生以学习和社交为

主要任务，主要生活环境在学校和家庭。因此编制的问题大多也都和学习生活息息相关。自卑补偿量表

一共包含 2 个分量表：自我补偿分量表 35 题和他人补偿分量表 30 题，两个分量表的维度均为学业、体

能、社交、外貌、自尊。 

2.3. 效标工具 

听障大学生自我补偿量表 
采用张香玉编订的听障大学生自我补偿量表(张香玉，阳泽，2017)，该量表共 13 题，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3，折半信度为 0.734。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09，一个月后

重测信度为 0.793。 

2.4. 统计工具 

使用 Epita3.1 软件进行数据的输入和输出。SPSS22.0 对第一阶段收集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Amos23.0 对第二阶段收集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计算临界值(27%前后)。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最后删除差异不显著题项。根据统计分析结果，自我

补偿分量表预测量表最后包含 33 个题项；他人补偿分量表预测量表最后包含 28 个题项。 
总分与题项相关：为考察所保留自我补偿分量表的 33 个题项和他人补偿分量表的 28 个题项各自得

分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程度，本研究采用 Pearson 检验分析量表各单项得分与总分的相关性，并按相关系数

0.4 删除各项目。结果显示，自我补偿预测量表最后留下 31 个题项；他人补偿预测量表最后留下 27 个题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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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效度 

3.2.1. 结构效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KMO 值的大小是验证能否进行维度分析的一个前提标准之一(侯杰泰，温忠麟，

成子娟，2006)，统计学中，如果 KMO 大于 0.9，说明样本很适合进行维度分析；如果介于 0.8 和 0.9 之

间，则表示它是合适的；如果介于 0.7 和 0.8 之间，则表示可以接受；如果介于 0.6 和 0.7 之间，则表示

它几乎不适合；如果小于 0.6，则不建议编制维度分析。经检验，本研究自我补偿和他人补偿两个分量表

的 KMO 分别为 0.92、0.91，p 均小于 0.001，符合测量学标准，适合做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维度提取分析法，promax 斜交方法旋转，结合特征值大于 1 的碎石图，最终两个分量表

均抽取五个因素，与自卑补偿理论构想相符合，其中自我补偿分量表删除题项共 10 个，保留 21 题，解

释总方差为 58.97%；他人分量表删除 6 个题项，保留 20 题，解释总方差为 57.85%。 
验证性因素分析：为确保初中生自卑补偿总量表的结构符合测量标准，采用验证性对探索性因素分

析进行结构拟合。根据拟合度检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和理论模型的可靠性。采用 Amos23.0
对 643 份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根据模型拟合指数，对两个分量表和自卑补偿总量表结构模型进行

验证。一阶维度下的模型表示自尊、社交、学业、体能、外貌这 5 个对象和项目(测验题目)之间的拟合优

度相关指标，这里用 m1 和 n1 表示自我补偿和他人补偿分分量表的模型。二阶维度下的模型分别表示自

我补偿和他人补偿与 5 个维度之间、项目之间的拟合程度参数，这里用 m2 和 n2 表示自我补偿和他人补

偿的模型。除此之外，通过对总量表所有问项模型拟合，其 RMSEA 大于 0.1，但是通过对每个维度维度

求平均值后重新进行拟合(吴艳，温忠麟，2011)，其 RMSEA 为 0.8 达到理想范围，因此，这里展现的是

每个维度的平均值。这里分别用 m1、m2、m3、m4、m5；n1、n2、n3、n4、n5 分别代表的是自我补偿和

他人补偿分量表下的学业、体能、社交、外貌、自尊这 5 个维度的均值，下同。根据表 2 可知，总表和

两个分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Table 2. Indicators of validation factor model fit 
表 2. 验证性因素模型拟合度各项指标 

 χ2 df χ2/df CFI IFI RMSEA 

m1 (自我补偿一阶模型) 623.96 179 3.48 0.90 0.90 0.06 

m2 (自我补偿二阶模型) 637.43 184 3.46 0.90 0.90 0.06 

n1 (他人补偿一阶模型) 526.28 160 3.28 0.92 0.92 0.05 

n2 (他人补偿二阶模型) 569.67 165 3.45 0.91 0.91 0.06 

总量表 168.37 34 5.48 0.93 0.93 0.08 

3.2.2. 效度组合信度与收敛效度分析 
组合信度在量表为组合量表或者具有多个子维度时，可以检验该量表的可靠程度(Sijtsma, 2009)，本

研究中初中生自卑补偿量表共有两个组合量表，可以检验其组合信度。组合信度通过公式计算得到，其

自我补偿和他人补偿分表的组合信度分别在 0.67~0.80 和 0.70~0.80 之间，大于 0.6 的标准说明各维度内

部问项的一致在本研究中性良好；题目信度的结果均在可接受的指标范围之内，说明各问项对维度的解

释程度较为良好。 
收敛效度指测量同一特征的题项会聚合在一起或呈高的相关性，收敛效度通过公式计算得到，其自

我补偿和他人补偿分量表的各维度的收敛效度结果大于 0.4，说明维度构面解释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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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区分效度分析 

区分效度表示不同问项测量不同建构时，测量结果之间可以加以区分。在区分效度检验时，根据采

用 Fornell 与 Larker 所提出的平均变异抽取法，利用 AVE 与维度的相关系数平方作比较(Fornell & Larker, 
1981)。结果表明，数据在标准值内，结构良好，具体数据见表 3 和表 4。 
 
Table 3.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self-compensation subscale 
表 3. 自我补偿分量表的区分效度 

DIM m1 m2 m3 m4 m5 

m1 0.45     

m2 0.35 0.50    

m3 0.36 0.38 0.42   

m4 0.31 0.30 0.33 0.41  

m5 0.32 0.28 0.37 0.27 0.42 

AVE 平方根 0.67 0.70 0.64 0.64 0.64 

注：m1、m2、m3、m4、m5 分别代表自我补偿分量表下的学业、体能、社交、外貌、自尊维度。 
 
Table 4.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other’s compensation subscale 
表 4. 他人补偿分量表的区分效度 

DIM n1 n2 n3 n4 n5 

n1 0.50     

n2 0.42 0.54    

n3 0.40 0.57 0.42   

n4 0.35 0.32 0.37 0.44  

n5 0.32 0.33 0.42 0.31 0.47 

AVE 平方根 0.70 0.73 0.65 0.66 0.68 

注：n1、n2、n3、n4、n5 分别代表他人补偿分量表下的学业、体能、社交、外貌、自尊维度。 
 

为进一步检验《初中生自卑补偿量表》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本研究对量表信度和效度做了进一步检

验。 
信度分析：信度代表测量结果的稳定性程度，当信度大于 0.8 时则表示优，信度处于 0.7 到 0.8 之间

则表示良好；信度处于 0.6 到 0.7 之间则表示需要修订。本研究采用克朗巴赫系数来衡量量表的信度。结

果显示数值均在标准值上，基本处于可接受范围，具有良好的信度，详见表 5、表 6。 
 
Table 5.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self-compensation subscale 
表 5. 自我补偿分量表的信度分析 

维度 学业 体能 社交 外貌 自尊 总分 

Cronbach α 0.80 0.74 0.76 0.68 0.77 0.90 

分半信度 0.73 0.70 0.71 0.67 0.72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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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other’s compensation subscale 
表 6. 他人补偿分量表的信度分析 

维度 学业 体能 社交 外貌 自尊 总分 

Cronbach α 0.79 0.77 0.81 0.66 0.77 0.90 

分半信度 0.76 0.72 0.74 0.66 0.76 0.83 

 
效度检验：构念效度可以表示测验能检测某一理论构念的程度。在本研究中，皮尔逊积差相关被用

来测试正式量表总分与各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性并作为考察量表的构念效度。根据表 7、表 8 和表 9 可

知，两个分量表总分与各维度得分的相关系数在 0.68~0.84 和 0.69~0.83 之间，各维度得分的相关系数在

0.42~0.56 和 0.41~0.62 之间，说明维度与量表高度相关，而两维度呈中度低相关，两维度间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关联。综合各分量表后，两分量表的相关系数为 0.74，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 0.92~0.94。
因此，两个分量表和最终的总量表都具有良好的构念效度。 
 
Table 7. 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dimensions of self-compensation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the subscales 
表 7. 自我补偿各维度与分量表总分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维度 总分 学业 体能 社交 外貌 自尊 

总分 1      

学业 0.77 1     

体能 0.73 0.51 1    

社交 0.84 0.53 0.55 1   

外貌 0.68 0.47 0.45 0.51 1  

自尊 0.74 0.48 0.42 0.56 0.43 1 

 
Table 8.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dimensions of other people’s compensation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the subscales 
表 8. 他人补偿各维度与分量表总分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维度 总分 学业 体能 社交 外貌 自尊 

总分 1      

学业 0.74 1     

体能 0.76 0.51 1    

社交 0.83 0.47 0.62 1   

外貌 0.69 0.49 0.41 0.46 1  

自尊 0.70 0.44 0.41 0.51 0.44 1 

 
Table 9.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summary table 
表 9. 总量表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变量 总表 自我补偿 他人补偿 

总表 1   

自我补偿 0.94 1  

他人补偿 0.92 0.7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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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研究结论为，初中生自卑补偿包含 2 个分量表 10 个维度：自我补偿和他人补偿分量表，两分量表维

度均为：学业、体能、社交、外貌、自尊。 
此外，研究结果显示初中生自卑补偿量表信度与效度良好。首先，为明确初中生自卑补偿的具体构

成要素，本研究展开了开放式量表调查，同时梳理和分析已有相关研究，整合前人文献中对阿德勒自卑

与超越的探讨建构了自卑补偿的理论结构，同时，在与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教授和心理学研究生多次

讨论后，通过剔除模糊问题，对初始量表题项进行了反复斟酌筛选，因此，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其次，通过项目分析和相关方法对问题的适用性进行调查，剔除不合适的问题进入下一步的分析。再次，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最终题项，包含自我补偿和他人补偿两个分表。 
然后，在验证性因素分析研究部分，从对各项拟合指标的考察结果，χ2/df、RMSEA、CFI、IFI 都在

标准值范围内，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模型拟合性。同时，组合信度值大于 0.6，表明题项的信度的结果

均在可接受的指标范围内，并说明两个分量表的题项对维度的解释程度良好。收敛效度检验结果都大于

0.4，说明两个维度构面也具有良好的解释力。最后，检验了分表和总表的总分与维度得分的相关，数值

均在标准值范围内，进一步证明总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最后，克朗巴赫系数检验表明分表和总表的信度均良好。 
综上所述，《初中生自卑补偿量表》的理论结构合理、信效度良好，可以作为较为可靠的测量工具，

用于初中生自卑补偿的后续研究。 

5. 教育建议 

初中生自卑心理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针对一手抓“成绩”的普遍社会现象，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成

长重视程度却小同大异。有资料显示，大约 1/5 的中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如反复喜怒无常、

不够自信、学习吃力、考试焦虑、注意力不够集中、成绩波动大、难以应付挫败等，这些都是导致学生

自卑的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初中生的自卑感与高中生的自卑感差异并不显著(黄曼娜，1999；李艺敏，

2008；杨军，2013)。特别是初中生在学校很难避免学习成绩、家庭背景等方面的比较，如果他们发现别

人拥有他们想要的自己却没有，那么他们很容易产生混合的复杂情感体验，如自卑、敌意和怨恨(夏冰丽，

2009)。但是 Miceli 和 Castelfranchi 又指出，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也正是和他人进行比较才发

现了自身不足，从而可以努力改变自己(Miceli & Castelfranchi, 2007)。所以，比如成绩排名，学生难免不

与身边的同学进行比较，他们会如何看待此事；如果比较已经发生，又该如何应对。这就很有必要去关

注学生的心理过程，引导他们合理地比较周围的一切事物，并且正确地看待其结果。 
根据本研究结果，大致给予以下几点教育建议： 
1) 关注学生的自卑心理，提高学生自卑补偿意识，提高学生对于面对挫折或挫败时的情绪调节能力。

教师需尽其所能地引导学生控制当下的不良情绪，积极乐观和微笑面对生活，使得学生在中学阶段能够

拥有一个良好的自我调控能力，并能够用一个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和正视挫折或失败。如，发自内心地

体谅学生当下所经历的痛苦，表达对学生的理解和同情，这种共情的体验和陪伴往往也能给学生巨大的

安慰和力量，引导学生控制好情绪的表达是让学生振作起来克服自卑的关键一步。 
2) 加强对于自卑的积极一面作用的宣传。在学生眼里，自卑一般都是偏向消极色彩的词，自卑会让

人感到没面子，见不得人，这也解释了开头提到的学生对于自卑这一话题很避讳的现象。但阿德勒说过，

生活中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来自城市还是农村等等。因此，正

视自卑，努力超越自己，需要教师在学习生活中对于学生自卑偏见心理的修正。如果学生有了自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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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积极地暗示自己，发自内心地与自卑为伴，当学生拥有合理信念后，遇到类似挫折也能够从容面对

和解决问题。 
3) 重视学生身边的环境对学生自卑心理补偿的重要程度。他人补偿的作用和自我补偿的作用同样重

要，不管是来自身边同学、亲朋好友或是他人的成功，都需要加强教师对学生嫉妒心理的引导，并转换

成学生自我提升前进的动力，如果把他人的成功当作是一个优秀的榜样力量而不视作威胁，那么这对激

励一个学生面对他人并且不如他人时提升自信将有事半功倍的作用。如果没有加以正确引导学生面对他

人成功时的心理调控能力，就很有可能导致学生产生严重的嫉妒心理，日积月累，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

自卑心理。当然，在学习生活中，也同样需要引导学生不要过分炫耀自己的成功以免引起其他同学的嫉

妒心理。 
总的来讲，补偿理论的现实意义在于：首先，老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而恰当的补偿目标，在

此基础上对学生开展挫折教育和生活教育，培养学生的补偿意识，教会学生用合适的方法正视自身的不

足；其次，对学生来讲，应正确看待自身不足以及他人身上的优势，以此为基础，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

观赶超现在的自己；最后，社会也应该给予学生更多关心、鼓励、支持和帮助，使他们在社会中能够得

到补偿，从而提高对自身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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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初中生自卑补偿量表(正式量表) 

题项 完全 
不符合 

基本 
不符合 不确定 基本 

符合 
完全 
符合 

1 因为某一学科很差，所以我会通过发挥其它优势学科以弥补 1 2 3 4 5 

2 因为较弱的阅读能力，所以我会通过阅读课外书籍来弥补 1 2 3 4 5 

3 因为某一学科不够好，所以我会去努力钻研这门弱势学科 1 2 3 4 5 

4 因为自身胆小的问题，所以我会在课堂上积极发言 1 2 3 4 5 

5 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成绩差，所以我会在亲朋好友面前吹嘘 
自己 

1 2 3 4 5 

6 因为较弱的体育成绩，所以我通过参加运动会来弥补提升 1 2 3 4 5 

7 因为身体协调性差，所以我会常常练习瑜伽来弥补 1 2 3 4 5 

8 因为文化课差，所以我会努力锻炼体育技能以弥补这方面 
的不足 

1 2 3 4 5 

9 因为语言表达能力较弱，所以我会常常主动与他人交流 1 2 3 4 5 

10 因为社交能力较弱，所以我会常常主动与他人结交朋友 1 2 3 4 5 

11 因为自己才艺较差，所以我常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1 2 3 4 5 

12 我会异性面前夸赞自己，以被瞧得起 1 2 3 4 5 

13 我不愿意让父母知道我没朋友，所以我会极力掩饰 1 2 3 4 5 

14 因为皮肤黝黑，所以我会常穿一些浅色的衣服来掩饰 1 2 3 4 5 

15 我不愿意承自己很胖，所以我平时会谎报自己的体重 1 2 3 4 5 

16 因为体型不够好看，所以我会常穿一些竖条衣服来掩饰 1 2 3 4 5 

17 我会通过阅读励志书籍，以此来激励自己 1 2 3 4 5 

18 为了让自己变得懂事，我会主动帮父母承担家务 1 2 3 4 5 

19 为了使自己变得富有爱心，我常主动帮助他人 1 2 3 4 5 

20 为了使自己有气质，我会通过读很多书籍来提升自己 1 2 3 4 5 

21 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所以我经常吹嘘自己 1 2 3 4 5 

22 学校的发展让我对自己未来的学习充满了信心 1 2 3 4 5 

23 某位亲戚的小孩通过努力考上了重点学校，这间接增加了 
我对未来升学的信心 

1 2 3 4 5 

24 我经常忽视老师对我朋友学习成果上的赞扬 1 2 3 4 5 

25 某位学科老师参加比赛获得了荣誉奖项，这让我对这门学科

的学习更加有了信心 
1 2 3 4 5 

26 一个很胖的朋友减肥变得很帅(漂亮)，这使我相信自己也可

以减肥成功 
1 2 3 4 5 

27 体能较差的朋友参加运动会获得了荣誉奖项，这使我相信自

己体能也不差 
1 2 3 4 5 

28 我经常忽视体育老师对我朋友在某一优异体育项目上的表扬 1 2 3 4 5 

29 胆小的朋友主动向老师请教学习得到了表扬，这有增加我向

老师请教学习的胆量 
1 2 3 4 5 

30 父母与邻居的关系总能处的很好，这使我对自己的为人处世

能力也很有信心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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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1 好朋友在班上拥有良好人缘弥补了我没有朋友的失望感 1 2 3 4 5 

32 同桌与隔壁班同学关系很好，这使我相信我与隔壁班也能 
交到朋友 

1 2 3 4 5 

33 我经常忽视老师表扬我同桌人脉广的赞美的话 1 2 3 4 5 

34 父母在家长会上与其他家长很聊得来，这让我相信我也可以

与他们小孩打成一片 
1 2 3 4 5 

35 我经常忽视相貌平平的同学因为自身努力而得到了老师表扬

的事 
1 2 3 4 5 

36 相貌平平的亲戚找到了对象，这间接让我相信自己长得也 
不差 

1 2 3 4 5 

37 身体残疾的老师通过自身努力站上了讲台，这使我相信外貌

并不代表一切 
1 2 3 4 5 

38 国家繁荣昌盛，使我对社会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1 2 3 4 5 

39 父母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好，这让我在同学面前变得更加的 
自信 

1 2 3 4 5 

40 班级的发展壮大让我相信自己不是无能的 1 2 3 4 5 

41 我经常忽视我的朋友通过努力而取得的成功 1 2 3 4 5 

注：1~21 为自我补偿分量表；22~41 为他人补偿分量表。其中 1~5、6~8、9~13、14~16、17~21；22~25、26~28、29~34、
35~37、38~41 分别均为学业、体能、社交、外貌、自尊五个维度(5、13、21、24、28、33、35、41 为反向计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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