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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社交回避和苦恼的影响：
人际归因的中介作用

陈璐嘉　刘　威
（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济宁２７２０６７；济宁技师学院经济管理系，济宁 ２７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探究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社交回避和苦恼的直接效应，以及人际关系归因的中介效应。
方法　采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大学生交往归因量表和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对山东某高校随机选取的７５０名学
生进行调查。结果　１）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交回避和苦恼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２）社交回避和苦恼
与成功归因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５），与失败归因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成功归因与失败归因呈显著负相关
（Ｐ＜０．０５）。３）人际归因的两种方式在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交回避与苦恼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均Ｐ＜
０．０５）。结论　人际归因是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影响社交回避和苦恼的中介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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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认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与人际关
系密切相关，即人际关系问题已成为大学生心理障

碍与心理疾病的重要诱发因素。相关研究发现，人

际归因是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１］。青

少年的归因方式会以预期的方式对学业成绩和压

力生活事件的结果有显著预测［２］。归因方式（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ｙｌｅ）作为个体的认知加工倾向，其中人
际关系归因会影响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情绪体验，

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交体验［３］。不良的认知倾向进

而会导致个体的负面情绪，如焦虑和抑郁等。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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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人际关系中会表现得消极被动，存在较高的人

际敏感和社交焦虑［４］。ＣａｔｔｅｌｌＷａｔｓｏｎ等［５］认为社

交回避是一种不健康的外在行为表现和内部心理

体验用以逃避交往。核心自我评价对工作、学业以

及心理健康等都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和调节作

用［６］。该研究表明社交回避与苦恼与人际关系以

及核心自我评价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７１０］，但目前

研究将三者放在一起的研究尚少。本文就大学生

这一发展性群体，探讨社交回避与苦恼与人际关系

以及核心自我评价之间的关系。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选取山东省某高校大学

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７５０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
效问卷６３７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４．９３％，其中男生
３００人，平均年龄（１９．４０±１．０９）岁；女生３３７人，
平均年龄（１９．２５±１．１９）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 Ｊｕｄｇｅ和 Ｂｏｎｏ
编制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中文版）（ＴｈｅＣｏｒｅＳｅｌ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Ｓｃａｌｅ）。该量表共１０道题目，采用５点
计分法。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我

国青少年群体。本文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为α＝０．８７。
１．２．２　大学生交往归因量表　采用韩仁生等编制

的大学生人际归因量表（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该量表采用５点计分法，分为成功情
景和失败情境两个分量表，每部分４４道题。该量
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文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α＝０．９７。
１．２．３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　采用 Ｗａｔｓｏｎ与
Ｆｒｉｅｎｄ编制的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ａｖｏｉｄ
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ＳＡＤ）。该量表采用“是、
否”答题方式，共２８道题目，包含社交苦恼于社交
回避两个因子。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本文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α＝０．８８。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统计方
法使用一般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中介分析，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人际归因与社交回避
与苦恼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关系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见表 １。由表 １
可以看出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交回避和苦恼、

失败归因均呈负相关（ｒ＝－０．４２，０．３２，均 Ｐ＜０．
０５），与成功归因呈正相关（ｒ＝０．４４，Ｐ＜０．０５）；社
交回避和苦恼与成功归因呈负相关（ｒ＝－０．２９，Ｐ
＜０．０５），与失败归因呈正相关（ｒ＝３１，Ｐ＜０．０５）。

表１　核心自我评价、人际归因与社交回避与苦恼的描述性和相关分析

年龄 Ｐ 核心自我评价 Ｐ 社交回避和苦恼 Ｐ 成功归因 Ｐ 失败归因

年龄 －

核心自我评价 －０．０５ ０．２１ －

社交回避和苦恼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４２ ０．００ －

成功归因 －０．０６ ０．１３ ０．４４ ０．００ －０．２９ ０．０００ －

失败归因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３２ ０．００ 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００ －

珋ｘ±ｓ １９．３２±１．１５ ３７．９６±６．５５ １２．００±６．５５ １５７．８９±２２．８９ １１５．７８±３２．５２

　　注：Ｐ＜０．０５

２．２　人际归因方式在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社交
回避和苦恼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人际归因方式、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交回

避与苦恼间的显著相关关系，为验证人际归因的中

介效应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根据温忠麟、张雷、侯

杰泰和刘红云（２００４）的观点，当所研究的变量都
是显变量时，可以使用回归分析来估计和验证中介

效应。当考虑自变量 Ｘ对因变量 Ｙ的影响时，如
果Ｘ通过影响变量Ｍ来影响Ｙ，则称 Ｍ为中介变
量。在本文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为自变量Ｘ，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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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与苦恼为因变量 Ｙ，人际归因为中介变量 Ｍ。
依据温忠麟的相关理论，回归分析分三步进行，第

一步考查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社交回避与苦恼

的影响，第二步考查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人际归

因的影响，第三步考查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和人际

归因对社交回避与苦恼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其

提出的中介变量及中介作用检验程序，对大学生核

心自我评价、人际归因与社交回避与苦恼３个变量
进行三步回归分析。见表２。

由表２可以看出，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社交
回避与苦恼具有显著的预测力（β＝－０．４２，Ｐ＜
０００１），９５％ＣＩ［－０．４９，－０．３３］，即回归系数 ｃ
显著；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正向预测成功归因（β
＝０．４４，Ｐ＜０．００１），９５％ＣＩ［１．１２，１．８６］，大学生
核心自我评价负向预测失败归因（β＝－０３２，Ｐ＜
０．００１），９５％ＣＩ［－２．０９，－１．０２］，即回归系数 ａ
显著；在引入成功归因和失败归因后，两者均对社

交回避与苦恼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预测作用（β
＝－０．１４，Ｐ＜０．０５；β＝０２０，Ｐ＜００５），９５％ＣＩ
［－０．０６，－０．０２］和［０．０２，００６］，即回归系数 ｂ
显著；并且，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对社交回避与苦

恼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β＝－０．２９，Ｐ＜０．０５），
９５％ＣＩ［－０．３７，－０２１］，即回归系数ｃ’显著。这
说明人际归因的两种方式在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

与社交回避与苦恼之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２９．９０％，中介效应解释了
因变量的方差变异为４．６０％。

表２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交回避和
苦恼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人际归因

社交回避及苦恼 成功归因 失败归因 社交回避及苦恼

β ｔ β ｔ β ｔ β ｔ

大学生核心
自我评价

－０．４２ －１１．５６ ０．４４ １２．３５ －０．３２ －８．６０ －０．２９ －７．１９

成功归因 －０．１４ －３．４７

失败归因 ０．２０ ５．２７

Ｒ ０．４２ ０．４４ ０．３２ ０．４７

△Ｒ２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１０ ０．２２

Ｆ １３３．５３ １５２．５２ ７３．９５ ６０．１１

　　注：Ｐ＜０．０５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路径分析图。见图

１。

注：Ｐ＜０．０５

图１　人际归因方式在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交回避
与苦恼之间的中介效应

３　讨论

本文发现，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越高，其社交

回避和苦恼越少，核心自我评价越低，其社交回避

和苦恼越多。这与已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张翔

等［９］认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交焦虑呈显

著负相关。心理健康的个体面对社交情境，更愿意

构建内部评价和认知体系，防止外在评价过度影响

自己，从而可以减轻预期性焦虑，降低社交苦恼和

回避行为出现的概率。同时，社交回避和苦恼与人

际情境中的成功归因呈负相关，与失败归因呈正相

关，即大学生社交回避和苦恼程度越低，越容易将

人际交往的成功归于自身，反之则更多将人际交往

的失败归于自身。因此，在高校教育与管理中，对

于具有社交回避与苦恼的大学生，教师应当更多地

引导学生形成积极乐观的归因方式 ，树立人际自

信，以改善人际关系，解决人际困扰。

本文还发现，大学生的核心自我价值能够显著

预测社交回避和苦恼。低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更

容易产生一些负面情绪与行为，出现社交问题。已

有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不仅可以预测大学生心

理健康、学业及未来职业发展，而且可以调节幸福

感与生理健康的关系［１０］。根据应对理论的观点，

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能力解

决和应对困难任务，拥有积极的自我概念，追求趋

向成功的目标而非回避或保护性的目标。而核心

自我评价越低，个体越可能对环境做出消极的反应

来维持既有的情感和认知，同时在人际关系中与自

我相关消极信息的影响尤为严重。这综合说明，核

心自我评价影响个体对心理资源的利用，即提升大

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可以帮助社交回避和苦恼问

题的学生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应对社交环境，将其放

在一个可以应对的“积极框架”下，进行更积极的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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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设定，从而降低社交回避和苦恼程度。

本文还发现，成功和失败两种人际归因方式在

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交回避和苦恼之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不同人际归因的方式会影响个体在

人际交往中的情绪体验，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交体

验。自我验证理论认为，拥有积极体验的个体会主

动寻求积极信息，并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事

件。面对人际交往，积极的归因方式可以诱发个体

高兴、骄傲等正性情绪体验，产生更多的自我认同，

从而激发更多的社交行为。相反，不良的认知倾向

会导致个体更多体验到负面情绪，增强了社交焦虑

和人际敏感性，降低了个体的社交效能。因此，在

提升个体核心自我评价时，可以注重训练他们的人

际交往归因方式，以此改善社交回避和苦恼。

综上所述，本文验证了核心自我价值对社交回

避和苦恼的直接效应，以及人际交往归因的中介效

应。这对大学生社交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有一定借

鉴意义，但是人际归因的中介仅是部分中介，说明

可能在核心自我价值与社交回避和苦恼之间存在

更复杂的机制，需要更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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