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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考察自我接纳对大学生正面评价恐惧的影响以及自尊的作用，本研究采用自我接纳量表、自尊量表、

正面评价恐惧量表对354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 自我接纳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正

面评价恐惧，即自我接纳水平越高，大学生越不容易出现正面评价恐惧；2) 自尊在自我接纳对正面评价

恐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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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self-acceptance on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evaluative fear and the role 
of self-esteem, this study used the Self-Acceptance Scale, the Self-Esteem Scale, and the Positive 
Evaluative Fear Scale to administer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to 354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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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at: 1) self-acceptance negatively predicted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appraisal fear, i.e.,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elf-acceptance, the less likely college students were to have positive ap-
praisal fear; 2) self-esteem mediated the effect of self-acceptance on positive appraisal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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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评价在个体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处于社会交往活动中的个体在与他人进行

社会互动时不可或缺的部分，会对个体的行为和态度产生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和重

视社会评价，在当今社会，社会评价不仅仅只存在于人际交往过程当中，还会广泛地存在于工作、学习等各

个方面。而不同的个体在面对社会评价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并非每个个体都能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

这些评价。其中，个体在面对他人的积极评价时产生的焦虑以及恐惧的体验被称为正面评价恐惧。正面评价

恐惧由 Weeks、Heimberg、Rodebaugh 和 Norton (2008)提出，指个体倾向于用消极的方式来解读他人对自身

的积极评价，并产生一系列负面情绪体验，主要包括否定积极认知、避免他人关注以及负面情绪体验等表现。

对于高正面评价恐惧的个体而言，其自我意象中的积极成分会进行最小化，从而使其倾向于对积极评价进行

负面的解读，并且通过回避、否认等消极应对策略来减轻内心的焦虑感(叶友才，林荣茂，严由伟，2021)。 
自我接纳指个体经过自我认知和评价后产生的个性化态度，表现为个体在情感和态度方面对真实自

我的接纳与欣赏，包括自我接纳和自我评价两个维度(丛中，高文凤，1999)。有研究表明，自我接纳与主

观幸福感、积极情绪、社交焦虑、抑郁有关，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范寅莹，张灏，

陈国典，2011；高文凤，丛中，2000；Jimenez, Niles, & Park, 2010; Ryff, 1989)。认知行为模型认为低自

我接纳的个体往往难以包容自身的不足之处，且对自身具有消极的评价态度，倾向于进行自我否定，并

对人际交往过程缺乏信心，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来揣测他人对自身的看法和评价(Rapee & Heimberg, 
1997)。对大学生而言，他人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而低自我接纳的个体，由于他们会在社交中感到不自

信和害怕，从而导致他们在面对他人对自身的积极评价时产生焦虑和逃避心理(栾雅淞，曹建琴，周郁秋，

杨军，李杨，2015)。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自我接纳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正面评价恐惧。 
自尊是个体对自身整体评价的一种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体现了个体对自身实际状况和理想状况之间差

距的感知(Rosenberg, 1965)。自我接纳与自尊在理论上紧密关联，自我接纳既具有适应性，也是自尊的原动

力，对推动个体自尊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个体若不能实现自我接纳，则无法建立起真正、稳定的自

尊(Branden, 1995)。而实证研究也表明，自尊与自我接纳显著正相关(高文凤，丛中，2000)。有研究者进一

步提出，自我接纳是影响自尊的关键因素，是自尊的重要预测因子，想要提升个体的自尊可以从增强个体

的自我接纳水平入手，即如果个体能更好地接纳自己，那么他们的自尊将有更大的可能得到提升(Dewhurst, 
1991；岳磊，吴佳珂，吴幸哲，许心阳，邓慧颖，李静，2022)。此外，自尊与正向评价恐惧表现出显著的

负相关，低自尊的个体总是担心他人的正向评价，他们倾向于回避正向或积极的评价，并不希望从中获得

任何好处(钟佑洁，张进辅，2011)。因此，提高个体的自尊或许可以成为缓解其正面评价恐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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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自尊在自我接纳对大学生正面评价恐惧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自我接纳为自变量，自尊为中介变量，正面评价恐惧为因变量建构一个三种结

构之间的关系模型，希望通过进一步对实际数据的分析，来表征自我接纳、自尊和正面评价恐惧之间的

关系。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图 1. 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借助网络工具“问卷星”，以在线问卷的方式对 354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研究，其

中，女生 256 人(72.3%)，男生 98 人(27.7%)。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接纳量表 
采用国内学者丛中，高文凤(1999)编制的自我接纳量表。量表共 16 个项目，包含自我接纳和自我评

价两个维度。采用从 1“非常相同”到 4“非常不同”的 4 级评分，其中，自我评价维度均为反向计分题，

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接纳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7。 

2.2.2. 自尊量表 
采用汪向东、王希林和马弘(1999)翻译的 Rosenberg 自尊量表的中文版。量表共 10 个项目，包含自

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两个维度。采用从 1“完全不符合”到 4“完全符合”的 4 级评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

的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8。 

2.2.3. 正面评价恐惧量表 
采用 Weeks、Heimberg, Rodebaugh 和 Norton (2008)提出并修订的正面评价恐惧量表。量表共 10 个项

目，由单一维度构成，采用从 0“一点也不符合”到 9“非常符合”的 10 级评分，其中，5、10 这两个反

向题不计入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正面评价恐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6。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26.0 对所收集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与处理。首先，对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

检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之后，在此基础上，使用 SPSS26.0 中的 PROCESS 宏程序检验自尊在自

我接纳和正面评价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温忠麟，叶宝娟，2014)。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数据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验，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6 个，其中单一成分的方差解释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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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最大值为 29.28%，低于 40%的临界标准。这表明，本研究并未出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现象(熊红星，

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2012；周浩，龙立荣，2004)。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本研究的自我接纳、自尊与正面评价恐惧变量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计算皮尔逊积差相关系

数，发现自我接纳、自尊与正面评价恐惧之间相关显著，如表 1 所示。自我接纳与正面评价恐惧显著负

相关(r = −0.42, p < 0.001)，表明大学生的自我接纳得分越高，个体正面评价恐惧水平越低；自我接纳与

自尊显著正相关(r = 0.69, p < 0.001)，表明大学生的自我接纳得分越高，个体自尊水平越强；自尊与正面

评价恐惧显著负相关(r = −0.40, p < 0.001)，表明大学生的自尊得分越高，个体正面评价恐惧水平越低。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自我接纳 3.92 7.90 1   

自尊 29.22 5.92 0.69*** 1  

正面评价恐惧 31.83 15.55 −0.42*** −0.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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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大学生自我接纳、自尊和正面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 SSPSS26.0 中的 PROCESS 宏程序 Model 4 对自尊在自我接纳与正面评价恐惧之间的关系进行

中介效应分析。如表 2 所示，在控制生源地、独生子女、性别、年级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自我接纳直

接正向预测自尊(b = 0.68, p < 0.001)，自我接纳、自尊直接负向预测正面评价恐惧(b = −0.30, p < 0.001; b = 
−0.19, p < 0.01)，假设 1 得到支持。 
 
Table 2. A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表 2. 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方程 1 (因变量：正面评价恐惧) 方程 2 (因变量：自尊) 方程 3 (因变量：正面评价恐惧) 

b SE t b SE t b SE t 

性别 −0.06 0.05 −1.28 0.08 0.04 2.06* −0.05 0.05 −0.98 

年级 0.11 0.05 2.27** −0.07 0.04 −1.89 0.10 0.05 1.99* 

生源地 −0.02 0.05 −0.42 0.00 0.04 0.05 −0.02 0.05 −0.42 

独生子女 −0.05 0.05 −0.87 −0.03 0.04 −0.65 0.05 0.05 −0.97 

自我接纳 −0.43 0.05 −8.79*** 0.68 0.04 17.33*** −0.30 0.07 −4.60*** 

自尊       −0.19 0.07 −2.80** 

R2   0.20   0.48   0.22 

F   17.27   64.62   15.97 

注：变量数据均进行标准化转化后放入回归方程，下同。 
 

进一步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如表 3所示。直接效应显著，95%置信区间为[−0.43, −0.17]；
自尊的中介效应显著，95%置信区间为[−0.22, −0.0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之比 30.23%，假设 2 得到支持。

中介效应路径系数模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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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ootstrap analysis of significance tests for mediating effects 
表 3.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 Bootstrap 分析 

 效应值 SE 95%CI 相对效应量(%) 

自我接纳–自尊–正面评价恐惧 −0.13 0.05 [−0.22, −0.03] 30.23 

直接效应 −0.30 0.07 [−0.43, −0.17] 69.77 

总效应 −0.43 0.05 [−0.53, −0.33]  
 

 
Figure 2. Intermediation effect path coefficient chart 
图 2. 中介效应路径系数图 

4. 讨论 

4.1. 自我接纳对大学生正面评价恐惧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了自我接纳对大学生正面评价恐惧的影响，即自我接纳对大学生正面评价恐惧有直接的

负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尤清秀，秦亚平，2020)。自我积极偏向理论认为，自我接纳

的个体倾向于通过积极的方式来评价自我，同时他们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许，而当他们接收到积极

且符合其自我认知的信息时，他们会选择接受这个信息，进而降低了个体的正面评价恐惧(Mezulis et al., 
2004)。韩丹丹、李帅、李霞和姜峰(2016)、尤清秀和秦亚平(2020)的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我接纳水平会影

响其应对社会评价的方式，高自我接纳的个体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而低自我接纳的个体会形成

消极的他人图式，对他人的正面评价感到不安和困扰。这说明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接纳水平可以降低他们

的正面评价恐惧，让他们能够正确应对他人的积极评价。 

4.2. 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了自尊的中介作用，自我接纳通过提升自尊而间接降低了大学生的正面评价恐惧。这表

明，自尊是了解自我接纳预测正面评价恐惧机制的有效途径，自尊在一定程度上对正面评价恐惧起到改

善与缓解作用。自尊与自我接纳密切相关，自我接纳是自尊的最终表现形式(高文凤，丛中，2001)。有实

证研究表明，自我接纳作为自尊形成的重要基础，不仅可以直接提升个体的自尊，还能通过增强个人对

于自身能力的预期和自信心，从而间接提升自尊心(张琪，张雅文，吴任钢，郝树伟，徐震雷，官锐园，

2019)。高自我接纳的个体能够准确地评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能正确地看待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之间的

差距，对自己的价值有清晰的认识，他们不会过于关注他人的评价，也不会因为他人的看法而产生负面

情绪反应，反而选择积极的方式来应对，使得个体的自尊水平得到提升。而个体的自尊得到提升，意味

着个体具有较高的正面自我评价和信心，从而使得他们倾向于寻求自我验证，期望得到他人的积极评价，

并对他人的积极评价具备更低的恐惧水平(吴桐，杨柠溪，蔡丽，张妍，桑志芹，2021；钟佑洁，张进辅，

2011)。 

4.3. 研究启示和局限 

本研究的主要启示：第一，高自我接纳是降低大学生正面评价恐惧的重要因素，个体应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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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优点，发挥自身特长，塑造积极向上的自我认知观念，提升自身自我接纳水平，正确应对他人的积

极评价；第二，注重自尊的培养，个体应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正确看待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之间的差

距，增强自信心，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和理解他人的正面评价，以降低其正面评价恐惧。 
此外，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本研究仅探讨了自尊这一影响因素在自我接纳和正面评价

恐惧的中介作用，没有进一步深挖和探讨其他影响因素对其作用机制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加入其他相

关变量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探索。第二，本研究仅采用问卷法对被试进行线上实测，收

集的数据不够详细、具体，且被试态度和其他因素会对收集的数据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以结合访谈与

实验等多种研究方法，获得更为真实可靠的数据，保证研究结论的可信性。 

5. 结论 

1) 自我接纳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正面评价恐惧，即自我接纳水平越高，大学生越不容易出现正面评价

恐惧； 
2) 自尊在自我接纳对正面评价恐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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