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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读学生的人格与自我同一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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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工读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的特点；探索工读学生人格、社会支持和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关系。方法：
采用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状态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大五人格量表，对长株潭地区的工读学校２７９名学生和普通学校
３６１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并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和Ａｍｏｓ７．０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工读学生的主观支持、支持利
用度与大五人格的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感、神经质显著相关，与自我同一性扩散状态、获得状态显著相关。结论：工读学生

的扩散状态显著高于普通学生，延缓状态显著低于普通学生；社会支持在工读学生的人格与自我同一性扩散状态、延迟状

态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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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提出问题
工读学生，是指“那些１２周岁至１７周岁有违法或轻微

犯罪行为，不适宜留在原校学习，但又不够劳动教养、收容

教养或刑事处罚条件的而在工读学校学习的中学生（包括

那些被学校开除或自动退学、流浪在社会上的１７岁以下的
青少年）”［１］２３－２４。从某种程度上讲，工读学生是一群“行

为有偏差和心理有缺陷”的特殊群体。对这一特殊的群体

的教育应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已有研究表明，工

读学生行为偏差和心理缺陷与自我同一性发展滞后有

关［２－３］；工读学生的焦虑性较高，控制自己的能力差，容易

冲动，心理安全感缺失［４－５］；工读学生对同伴缺乏信任、情

感疏离［６］。

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工读学生的自我同一性状态，

并探讨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试图找到影

响工读学生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可能原因。

（一）自我同一性及其状态

自我同一性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由社会心理学

家艾里克森于１９６３年提出，他认为，同一性是个体关于“我
是谁”以及如何定义自己方面的思想或观念。自我同一性

的形成是人格发展中的重要事件，青春期是其形成的敏感

时期。由于各种原因，不同的个体同一性建立的时间、过

程、结果（状态）不尽相同。根据著名的自我同一性状态模

型，个体的自我同一性状态可以划分为：（１）扩散型同一
性，指没有形成固定的承诺，也没有主动探索和形成承诺

的意愿，处于同一性危机之中而不能成功地解决，对未来

方向彷徨迷惑，不知所措，没有确定的目的、价值或打算，

是一种最不成熟、最低级的同一性状态；（２）排他型同一
性，指没有经历探索阶段就对一定的目标、价值观和信念

形成了承诺，这些承诺反映的是对父母或权威人物的希望

和要求；（３）延缓型同一性，指正在经历同一性危机，积极
地思考各种可能的选择和探索自己的价值定向，但还没有

达到最终的承诺；（４）成就型同一性，指已经历了一段探
索，解决了同一性危机，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承诺，是一种最

成熟、最高级的同一性状态［７］。

Ｂｅｎｎｉｏｎ和Ａｄａｍｓ编制了自我同一性状态客观性测量
问卷，并于１９８６年对此问卷进行了修订，即“自我同一性状
态客观性测量问卷（第２版）”（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Ｅｇｏ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Ｓｔａｔｕｓ－２，缩写为ＥＯＭ－ＥＩＳ－２）。问卷共有
４个分量表：同一性获得、同一性延缓、同一性早闭和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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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每个分量表包括意识形态和人际关系两个领域，共８
个子量表；每一领域又包括４个小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为政
治、职业、宗教和生活方式，人际关系领域为性别角色、友谊、

娱乐和约会。每一子量表包括８个项目，每２个项目测量个
体在同一个领域上所处的一种同一性状态［８］。

（二）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

１．人格与自我同一性。人格是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
具有独特性、整体性、稳定性、功能性等特点。已有研究表

明，自我同一性与人格存在显著相关［９－１１］。另有研究发

现，人格中的外向性、开放性和谨慎性可正向预测同一性

获得状态，情绪性和开发性与延缓状态存在正向联系，高

谨慎和低开发预测高水平的同一性早闭状态，高情绪性、

低外向和开放性预测高水平的同一性扩散［１２］。

２．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社会支持是指建立在社会
网络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对个体主观或客观上的帮助。包括

三个维度：（１）主观支持，是指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
持，是个体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

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２）客观支持，是指客
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

的现实；（３）对支持的利用度，是指使用社会支持的多少。
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同一性发展的重要因

素［１３－１４］，其中，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与个体内在因素

有关，而客观支持则与社会环境因素有关。Ｃａｓｓｉｄｙ＆Ａｓｈｅｒ
（２００８）也认为，自我同一性发展滞后的个体获得社会支持
的可能性会相对较少，更易被同伴拒绝。吴文峰、卢永彪

（２００６）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家庭环境、人格以及社会支持之
间存在关系［１５］。刘玉新、张建卫、金盛华（２００５）在对大学生
的调查中发现，社会支持与人格的独立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

显著［１６］。黄月胜、王剑、陈蜀湘（２００９）研究发现，大学生的
人格与主观社会支持存在相关［１７］。

３．人格与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个体与环境发生某种
积极的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反映着个体的人格

特征，不同人格特征的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的数量、质

量及对社会支持的感知都可能存在差异［１５，１８］，如外倾性高

的人，更爱交际，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１９］。国内的研

究发现，人格因素与社会支持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２０］，人

格的开放性、严谨性和外倾性对社会支持有显著的预测作

用；同时，人格类型不同的个体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存在

着显著差异［２１］。

４．综合以上研究发现：（１）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单
一因素（如人格或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较少考

察多个因素的作用及其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譬如人格、

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之间的关系探讨等。（２）人格和社
会支持均影响个体自我同一性的形成，而社会支持的获得

与感知又受人格因素的影响，社会支持在同一性的建立中

到底起怎样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同时探讨人

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的主要

目的有三：第一，探讨工读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同一性差异；

第二，探索工读学生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状态间

的相关；第三，考察工读学生社会支持各维度对人格和自

我同一性之间关系的不同中介作用。

二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长株潭地区随机抽取了６所中学进行随机班
级抽样，其中，长沙市工读学校、武警长沙行为训练学校、

长沙青少年成长营学校为工读性质的学校；长沙县田汉中

学、湘潭市凤凰中学、湘潭市第二中学为普通中学。在工

读学生中发放问卷３３０份，获得有效问卷２７９份，有效率为
８４．５％，平均年龄１４．８岁；其中男生２５０人，女生２９人；离
异家庭３７人，正常家庭２４２人；留守儿童１１３人，非留守儿
童１６６人。在普通学生中发放问卷３８０份，获得有效问卷
３６１份，有效率为 ９５％，平均年龄 １４．１岁；其中男性 １９０
人，女性１７１人；离异家庭３１人，正常家庭３３０人；留守儿
童１０５人，非留守儿童２５６人。

（二）研究工具

１．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状态问卷：采用王树青（２００７）修
订的Ｂｅｎｎｉｏｎ和 Ａｄａｍｓ（１９８６）编制的“自我同一性状态客
观性测量问卷（第２版）”（缩写为 ＥＯＭ－ＥＩＳ－２）测量青
少年的自我同一性状态，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２２］。问

卷包括四个分量表：同一性获得状态、同一性延缓状态、同

一性早闭状态和同一性扩散状态，每个分量表有１６个项
目，共６４个项目，记分分为６级，从１“非常不符合”到６“非
常符合”。总体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０．６５～０．８４之
间，再测信度在０．５６～０．６４之间。
２．大五人格量表：采用郑涌（２００３）修订的由 Ｃｏｓｔａ和

ＭｃＣｒａｅ编制的ＮＥＯ－ＰＩ－Ｒ大五人格量表，量表包括外倾
性、宜人性、责任感、神经质、开放性５个人格维度，采用五
点计分，正向题目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

１～５分，反向题目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
５～１分，每个人格维度的得分范围为０～１９２分，每个维度
包括６种人格层面，除神经质因子外，在每个维度上得分越
高，表明其人格的倾向性越明显［２３］２３７－２３８。

３．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采用我国学者肖水源１９９４年编
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简
称ＳＳＲＳ），该量表包括１０个条目，分别评定社会支持的３
个维度：（１）主观支持；（２）客观支持；（３）对支持的利用
度［２４］。被试在社会支持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明其拥有的

社会支持越多。此量表是国内相关研究应用最广泛的社

会支持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系数为０．８４。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所有调查采用纸笔自陈格式，统一书面指导语，由研

究者本人担任主试，以团体施测的形式，要求被试根据自

身情况做出独立评定，测试时间大约３５分钟，填完后当场
收回，在所有问卷收集结束之后，进行废卷的处理工作。

所有的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和Ａｍｏｓ７．０进行。

三　结　果
（一）工读学生与普通学生自我同一性对比

从表１可以看出，工读学生的扩散状态因子分比普通
学生要高，并且差异显著，工读学生的延缓状态因子分低

于普通学生，并且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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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工读学生与普通学生自我同一性比较研究

工读学生（ｎ＝２７９）正常学生（ｎ＝３６１） ｔ

扩散状态 ３．４７±０．６１ ３．２８±０．４９ －４．２６６

早闭状态 ２．５２±０．７１ ２．４７±０．７０ １．５７３

延缓状态 ３．３１±０．４９ ３．５１±０．６０ ４．６４３

获得状态 ３．３７±０．６６ ３．３２±０．６３ １．８５９

　　注：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二）工读学生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状态间的

相关

从表２可以看出，大五人格量表各因子中除神经质外，
其余各因子与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主观利用度呈显著

正相关，神经质因子与主观支持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

中各因子与自我同一性中扩散状态显著负相关，主观支

持、支持利用度与延缓状态显著正相关。大五人格中外向

性、责任感与扩散状态、延缓状态显著相关，神经质和开放

性与自我同一性状态各因子显著相关。

表２　工读学生“大五”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状态各维度的相关分析

Ｍ Ｄ

大五人格 社会支持

外向性 宜人性 责任感 神经质 开放性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对支持利

用度

外向性 ３．１４ ０．５８３ １
宜人性 ３．４８ ０．４９８ ０．２４１ １
责任感 ２．９６ ０．５９４ ０．２１０ ０．２２８ １
神经质 ２．９３ ０．５６９ －０．３１９ －０．２３６ －０．２８６ １
开放性 ３．３５ ０．５７０ ０．３００ ０．３７４ ０．２６１ －０．２４５ １
客观支持 ３．１１ ０．７２６ ０．１８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１５ １
主观支持 ２．６４ ０．４３８ ０．３４２ ０．２４２ ０．１２７ －０．１９３ ０．０８５ ０．２９５ １

对支持利用度 ２．５８ ０．６６３ ０．３２８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７９ ０．２２０ ０．２９１ １
扩散状态 ３．４７ ０．６０４ －０．２５８ －０．０６７ －０．１７６ ０．２１０ －０．０４３ －０．１９１ －０．２８７ －０．２５８

早闭状态 ２．６２ ０．７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２２１ －０．０１６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１
延缓状态 ３．５１ ０．６０４ ０．２７８ ０．０４１ ０．１２４ －０．１５４ ０．２２２ ０．０９１ ０．１７３ ０．１１１

获得状态 ３．３７ ０．６６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８７ ０．２２０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９ －０．１２５

　　注：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三）工读学生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关
系模型

为了进一步揭示工读学生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

性状态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根据上述相关检验结果，假设人

格、社会支持可以直接预测自我同一性状态，人格还通过社

会支持间接预测自我同一性状态。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数

据与假设模型（如图１）的拟合程度进行验证。自我同一性
各因子之间相关度低，每个因子代表一种自我同一性类型，

因此，单独验证人格和社会支持对每个自我同一性类型的作

用模型。最终结果显示：人格和社会支持对扩散状态、延缓

状态的模型拟合较好（如图２、图３）。拟合指标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工读学生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状

态中扩散状态和延缓状态的关系模型在各项拟合指标上

均达到测量学要求，模型拟合良好。从图２可以看出，人格
到扩散状态、社会支持到扩散状态以及人格到社会支持的

路径系数均显著；人格负向预测扩散状态，社会支持在人格

图１　假设模型

图２　工读学生“大五”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
状态中扩散状态的关系模型

图３　工读学生“大五”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
状态中延缓状态的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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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状态关系模型的拟合指数

ＣＭＩＮ ｄｆ ＣＭＩＮ／ｄｆ ＮＦＩ ＩＦＩ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扩散状态模型 ６１．１２６ ２５ ２．４４５ ０．８１９ ０．８８５ ０．８７７ ０．０５３

延缓状态模型 ７８．２２６ ２５ ３．１２９ ０．７５６ ０．８２０ ０．８１３ ０．０８８

和扩散状态中起中介作用。从图３可以看出，对工读学生
而言，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在“大五”人格和自我同一性状

态中的延缓状态起中介作用。从工读学生人格、社会支持

与自我同一性状态中延缓状态模型的评价指标来看，人格

到社会支持的路径系数显著，而社会支持到延缓的系数不

显著，至此还无法判定中介效应是否显著，所以进一步做

Ｓｏｂｅｌ检验（温忠麟，２００４）Ｓ２ａｂ＝ａ
２Ｓ２ｂ＋ｂ

２Ｓ２ａ，根据公式得出
Ｚ＝ａ·ｂ／Ｓａｂ，Ｚ＝２．３４大于临界值０．９７，因此中介效应显
著，即人格通过社会支持影响自我同一性延缓状态。

四　讨　论
（一）工读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特点

工读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发展基本遵循一般发展规

律［２５］。本研究发现其自我同一性扩散状态要显著高于同

龄普通学生，延缓状态要显著低于同龄普通学生。安秋玲

（２００６）研究发现，工读学生对生活明显缺乏探索和投入，
抱着得过且过、无所谓的态度［２６］。张帆（２０１０）研究发现，
工读学生的依恋与其同一性相关，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

会影响工读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发展，大多数工读学生缺乏

良好的家庭管教环境，其家长或忙于事业，或是父母自身

的不足（如缺乏生活理想或自卑），对工读学生放任不管，

工读学生也无法从父母那获得良好目标［２５］。凌辉（２０１０）
与王树青（２００７）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其
自我同一性的发展［１４］。因此，在自我同一性的这两个维度

上工读学生与普通学生有显著差异。

（二）工读学生大五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的相

关性

工读学生“大五”人格各因子与自我同一性各因子大

部分存在显著相关，与郭金山等的研究基本一致［９－１２］，说

明工读学生人格特质是自我同一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和重

要前提。工读学生大五人格中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感、开

放性与社会支持中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呈显著正相关，

这与杨波等（２００７）、董增云等（２０１０）的研究基本一
致［２７－２８］。工读学生性格内向、与他人不友好、缺乏责任

感，导致工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被

社会人为地边缘化。工读学生社会支持中主观支持、主观

利用度与自我同一性中延缓状态呈显著正相关，与 Ｃｌａｎｃｙ
和Ｄ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３）的研究一致［２９］，工读学生在成长中经常

受到周围环境的排斥，导致他们到了青春期以后缺乏明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点。

（三）工读学生人格、社会支持与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关

系模型

模型显示，人格和社会支持同属于影响工读学生自我

同一性形成的个体特征变量，但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不同

的层级关系。“大五”人格受成长经历影响，属于更为稳定

的核心特质。而社会支持反映的是个体与周围人的亲密

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环境变量，社会支持系统的获得与否

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研究发现，在人

格特质与同一性状态的关系中，社会支持发挥重要的中介

作用。工读学生的人格特质对自我同一性的影响在很大

程度上是通过社会支持获得与否产生的，从而说明与人格

特征相比，社会支持是个体内部特征中对同一性形成更为

直接的影响因素，这与王树青等人（２００７）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３０］。

五　结　论
１．工读学生的扩散状态因子分比普通学生要高，延缓

状态因子分低于普通学生，并且差异显著。

２．社会支持中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工读学生人格
中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感、神经质存在相关，与自我同一

性扩散状态、获得状态相关。

３．社会支持在工读学生的人格与自我同一性扩散状
态、延迟状态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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