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4, 14(8), 711-722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8602  

文章引用: 莫蓥蓥, 唐辉(2024). 自悯对真实自我的影响作用: 自我接纳和合作倾向的链式中介. 心理学进展, 14(8), 
711-722. DOI: 10.12677/ap.2024.148602 

 
 

自悯对真实自我的影响作用：自我接纳和合作

倾向的链式中介 

莫蓥蓥1，唐  辉1,2* 
1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心理系，天津 
2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天津 
 
收稿日期：2024年7月5日；录用日期：2024年8月19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28日 

 
 

 
摘  要 

目的：考察自悯与真实自我的关系，以及自我接纳和合作倾向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自悯量表、自

我接纳问卷、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和真实性量表对500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自悯、自我接纳、

合作倾向与真实自我变量间两两正相关，自悯正向预测真实自我。自我接纳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真实自

我的真实的生活维度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结论：自悯对真实自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自我接纳的

自我评价维度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真实的生活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自我评价维度和合作倾向在自悯

和自我疏离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自我评价维度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接受外部影响之间起到链式中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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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on: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real self, and the role of 
self-acceptance and cooperation tendency. Methods: 500 college students were measured by self-
compassion scale, self-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personality tendency 
scale and authenticity scale. Results: Self-compassion, self-acceptance, cooperation tendency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al self variables, and self-compass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real 
self. The tendency of self-acceptance and cooperation acts as a chain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real 
life dimensions of self-compassion and real self. Conclusion: Self-compass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
tive prediction of real self, and it plays a chain mediation role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real life; 
self-evaluation and cooperation tendency play a chain mediation role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self-alienation; self-evaluation and cooperation tendency play a chain mediation role between self-
compassion and acceptance of extern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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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临床心理治疗中发现，找回真实自我对治疗抑郁具有重要作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曾通过

引导抑郁症患者发现并接纳真实的自我，从而让其走出抑郁(法伯，2006)。研究发现，自我概念清晰性与

抑郁呈显著负相关(吴漾等，2020)，对自身不合理的负性认知，会导致个体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因得到负性反馈而产生抑郁情绪(雷希等，2018)。自悯作为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内部积极因素，可通过对

自我进行客观评价并自我接纳，提升真实自我(Deci & Ryan, 1995)。研究表明，自悯和自我接纳可促进合

作行为，在合作互动中不仅是接触他人的过程，也是通过别人了解自己的过程。通过人际互动过程，个

体可以从中不断了解自己的动机、目标、情绪反应等。因此，本文推测，自悯可以通过促进自我接纳的

提升，促进个体的合作倾向，进而帮助个体找回真实自我。 
个体真实性的界定和探索持续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Kernis (2003)提出了一个关于“最佳”自尊的理

论观点，认为最佳自尊与真诚、真实、稳定与一致的品质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真实性用来描述最佳自尊

的适应性特征。Wood et al. (2008)设计了真实性量表衡量真实性的三个方面，分别是自我疏离、接受外部影

响以及真实的生活，并发现三个方面都与自尊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Strohminger et al. (2017)对自我和真实

自我进行区分，认为真实自我是积极的和道德的，并且有着行为者–观察者稳定性和跨文化稳定性。 
自悯(Self-Compassion)同样作为一种积极的自我态度，最早由 Neff (2003a)提出，包含三个方面：自

我善良和理解对自己的痛苦或失败，而不是严厉的自我批判；将共同人类感知的经验作为更大的人类经

验的一部分，而不是分离的和孤立的；正念持有痛苦的想法和感觉平衡意识，而非过度认同。自悯是在

人们生活的痛苦、逆境、失败和艰难中表现出来的一套积极的自我态度，是对自己的痛苦敞开心扉，对

自己体会到关爱和友善，对自己的不足和失败采取理解、非评判的和积极的态度，并认识到自己的经历

是人类共同经历的一部分(Neff et al., 2017)。Neff (2003b)在发展自我同情理论时也关注了自悯和自尊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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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认为自悯水平高的个体具有更真实的自尊。获得“真实自尊”意味着个体认可与接纳完整的或真实

的自我(Deci & Ryan, 199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1：自悯与真实自我存在正相关关系。 
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意为一个人对自己的优势和不足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价，符合自身的价值，

接纳真实的自己(Williams & Lynn, 2011)。自我接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让别人看到真实的自己的能力和意

愿，另一方面是可以进行恰当的自我评价(Carson & Langer, 2006)。Wood 等人(2008)发现个体较高的自我

接纳与较高的真实性有关。在一项研究中，诱导以自悯的观点回忆后悔的经历会增加自我接纳和宽恕，

同时接纳程度部分介导自悯与个人改善之间的关系(Zhang & Chen, 2016)。另一项研究中，为期 3 周的自

悯冥想训练提升了成年女性对身体的接纳，降低了身体羞耻感(Albertson et al., 2014)。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2：自悯与真实自我存在正相关关系，自我接纳在自悯与真实自我间起中介作用。 
Kelley and Stahelski (1970)通过一项囚徒困境实验研究发现，合作与竞争的人格倾向会影响个体的社

会行为，决定个体从社会环境中获得的信息以及对其所在世界的信念。个体在与他人交往互动的过程中

会获得某些满足，包括其观点正确的主观感受及其某些才能得到充分展现的主观评价。因此，人类“合

群”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得到关于自我评价的反馈。在 Stapel and Koomen (2005)的研究中发现，人们

会通过衡量他人表现的方式影响对自我的观点。同时，合作和竞争的心态会决定社会比较导致同化或是

比较，合作激活了一种整合的态度，自我更强调相似性，合作环境激活更多的同化、整合的社会过程。

研究发现，自悯能减少生活中负面事件或情绪对个体的损害，同时可以给个体带来积极心理能量，让人

产生合作或助人意愿，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Zhang et al., 2019)。因此提出假设 3：自悯与合作倾向存

在正相关关系，自我接纳和合作倾向在自悯与真实自我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2. 对象和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取随机取样与方便取样的方式，在某被试招募平台招募被试填写在线问卷，同时选取天津

某高校在校大学生，在课堂发放纸质问卷。回收问卷 585 份，经过筛选，有效问卷有 500 份，问卷有效

率为 85.4%，其中男生 267 人，女生 233 人；大一年级 59 人、大二年级 165 人、大三年级 166 人、大四

年级 59 人、研究生及以上 51 人；独生子女 252 人、非独生子女 248 人；城镇 331 人、乡村 167 人。 

2.2. 工具 

2.2.1. 自悯 
采用 Neff (2003a)等人编制的自悯量表(Self-Compassion Scale, SCS) (见附录)。共 26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点记分法，1 表示“从未如此”，5 表示“总是如此”，对反向计分项目进行反转处理后计算总分和维度

分。共包含 6 个因子：自我友善(Self-Kindness)、正念(Mindfulness)、普遍人性(Common Humanity)、自我批

判(Self-Judgment)、自我隔绝(Isolation)和过度沉迷(Over-Identification)。本表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862。 

2.2.2. 自我接纳 
采用丛中和高文凤(1999)编制的自我接纳问卷(Self-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SAQ) (见附录)。共 16 个条

目，采用 Likert 4 点记分法，1 表示“非常不符合”，4 表示“非常符合”，对反向计分项目进行反转处理后

计算总分和维度分。共包含 2 个因子：自我接纳维度和自我评价维度。本表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823。 

2.2.3. 合作倾向 
采用谢晓非(2006)等人编制的个体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该量表包括合作、竞争 2 个分量表(见

附录)。合作分量表共 13 个项目，采用 Likert 5 点记分法，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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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3 个因子：包容性、互惠性、合群意愿。本表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887。 

2.2.4. 真实自我 
采用 Wood 等人(2008)编制的真实性量表(Authenticity Scale, AS) (见附录)。共 12 个条目，采用 Likert 

7 点记分法，1 表示“完全不符合”，7 表示“完全符合”，对反向计分项目进行反转处理后计算总分和

维度分。共包含 3 个因子：自我疏离(Self-Alienation)、接受外部影响(Accepting External Influence)和真实

的生活(Authentic Living)。本表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824。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26.0 进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通过 Process 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首先对是否存

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的结果发现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

量为 19.58%，小于 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接下来，通过描述统计考察各变量基

本情况，通过相关分析对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采用 Process 考察自悯、自我接纳、合作倾向和

真实自我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3. 结果 

3.1. 自悯、自我接纳、合作倾向与真实自我的相关 

对自悯、自我接纳、合作倾向、真实自我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结果表明自悯、自我

接纳、合作倾向与真实自我各变量均呈正相关关系。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for each variable (n = 500)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矩阵(n = 500) 

 M SD 1 2 3 4 

自悯 84.548 13.416 1.000    

自我接纳 41.208 7.235 0.642** 1.000   

合作倾向 46.418 8.931 0.432** 0.364** 1.000  

真实自我 53.744 11.377 0.583** 0.636** 0.24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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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自我接纳与合作倾向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得到各变量相关关系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检验自我接纳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真实自我间的中介作

用，对所有主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以自悯为自变量，真实自我为因变量，自我接纳、合作倾向为中

介变量，采用 Process 进行检验，所得模型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图 1 和表 2 所示。

自悯与自我接纳正向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342, t = 17.504, p < 0.001)，自悯与合作倾向正向关联，

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179, t = 2.691, p < 0.01)，自悯与真实自我正向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226, t = 
6.263, p < 0.001)，自我接纳与合作倾向正向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342, t = 17.504, p < 0.001)，自我

接纳与真实自我正向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793, t = 9.369, p < 0.001)，合作倾向不能显著正向预测

真实自我(β = −0.075, t = −1.407, p = 0.160)。由表 2 可知，自悯→自我接纳→真实自我路径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重复取样 5000 次)不包括 0。结果表明：自我接纳在自悯与真实自我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合

作倾向在自悯与真实自我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自我接纳和合作倾向在自悯与真实自我间的链式中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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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显著。 
 

Tabl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acceptance and cooperation tendency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real self 
表 2. 自我接纳和合作倾向在自悯与真实自我间的中介作用 

 效应值 Boot SE 效果量 Boot 下限 Boot 上限 

总间接效应 0.249 0.036 50.4% 0.179 0.321 

自悯→自我接纳→真实自我 0.271 0.032 54.9% 0.209 0.334 

自悯→合作倾向→真实自我 −0.017 0.013 −3.4% −0.045 0.005 

自悯→自我接纳→合作倾向→
真实自我 −0.005 0.004 −1.0% −0.014 0.0008 

 

 
Figure 1. A model diagram of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self-acceptance and cooperation 
tendency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true self 
图 1. 自我接纳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真实自我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图 

 
将合作倾向作为自变量，将真实自我作为因变量进行单变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变项合作

倾向对依变项真实自我预测力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0.246, p < 0.001)，合作倾向能解释 5.9%的变

异量。 
 

 
Figure 2. Plot of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self-evaluation and cooperation tendency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real life 
图 2. 自我评价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真实的生活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图 

 
通过对各变量各维度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发现，自悯→自我评价→合作倾向→真实的生活，自悯→自

我评价→合作倾向→自我疏离，自悯→自我评价→合作倾向→接受外部影响三条链式中介效应均显著。

自悯→自我评价→合作倾向→真实的生活路径中，效应值 = 0.015，Boot SE = 0.006，效果量 = 8.873%，

Boot 下限 = 0.005，Boot 上限 = 0.027 (见图 2)。自悯→自我评价→合作倾向→自我疏离路径中，效应值 
= 0.006，Boot SE = 0.003，效果量 = 3.249%，Boot 下限 = 0.002，Boot 上限 = 0.014 (见图 3)。自悯→自

我评价→合作倾向→接受外部影响路径中，效应值 = 0.013，Boot SE = 0.005，效果量 = 9.774%，Boo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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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 0.004，Boot 上限 = 0.024 (见图 4)。 
 

 
Figure 3. Model diagram of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self-evaluation and cooperation tendency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self-alienation 
图 3. 自我评价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自我疏离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图 

 

 
Figure 4. Model diagram of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self-evaluation and cooperation tendency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acceptance of external influences 
图 4. 自我评价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接受外部影响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图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自悯、自我接纳、合作倾向对真实自我的影响，以及变量间的内部机制。研究结果表

明，自悯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接纳，与假设 1 一致；自我接纳在自悯与真实自我间起到中介作用，与

假设 2 一致；自我接纳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真实自我间不起链式中介作用，但是分维度分析后，发现自

我评价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真实的生活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部分支持假设 3。高自悯水平有利于提

高自我接纳水平，在此基础上提高个体的合作倾向，进而在与人互动的过程中发掘真实的自己，并按照

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生活。 
自悯有助于提高自我接纳水平、合作水平，与前人结果一致。自悯是人们在经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

困难时所需要的(Stauffer, 2015)，是对自己的善良和不加评判的态度的延伸(Bruk et al., 2022)，以开放、宽

容的态度理解和接纳自己，冷静客观地思考，将遭遇的苦难和负性事件看作人类所共有的经历，同时也

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值得同情的(Neff & Dahm, 2015)。通过对自己的不足和失败采取理解和接纳的态度，

个体就能减轻负面情绪或事件给自身带来的危害并产生积极的态度和合作的意愿(Zhang et al., 2019)。研

究结果表明，自悯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真实自我水平，进一步验证前人的结论。Neff (2003b)认为自悯水平

高的个体具有更真实的自尊。获得“真实自尊”意味着个体认可与接纳完整的或真实的自我(Deci & Ryan, 
1995)。同时，自我接纳的个体在对自身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地融入不同的关系情境，做出相应的行

为，便能在考虑到不同情境需求的同时，也保持真实的自己(梁燕芳，谢天，2021)。 
合作倾向在单因素线性回归模型中正向预测真实自我，但在自悯→自我接纳→合作倾向→真实自我

的链式中介模型中没有显著预测真实自我，可能是由于链式模型中的自悯、自我接纳对真实自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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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合作倾向对真实自我的影响。进一步将真实自我各维度放入模型中探讨内部机制，可以发现，自

悯、自我接纳负向预测真实自我的自我疏离和接受外部影响方面，正向影响真实自我的真实的生活方面，

合作倾向正向影响真实自我的自我疏离、接受外部影响和真实的生活方面，并且自我评价和合作倾向在

自悯和真实自我的三维度之间分别能够起到链式中介的作用。 
存在主义认为要从人的生存中去理解人，人的存在或本质都需要在行动中去实现和获取(海德格尔，

2012)。个体在与他人合作的过程中认识真实的自己，即在充满人际互动的社会实践中获取自身存在或本

质的意义。在链式中介模型中，合作正向预测了真实自我的自我疏离和接受外部影响维度。基于自我决

定理论，个体在积极的互动中有选择地注意、强调和提高自身积极方面的需求，在特定的情境中会产生

亲社会的倾向和行为(Ryan & Deci, 2000)，进而达到提升自我价值的目的。因此，在合作过程中，个体可

能会意识到自己在某方面想要达到的高度与当下的实际体验之间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产生自我疏离。

同时，个体在某方面想得到进步的积极信念可能来源于合作互动的对象、合作事件或情境，即受到外

部的影响(Wood et al., 2008)。 
自悯提升自我接纳水平，促进人际合作，进而提高真实自我水平，同儒家对“诚”的论述也有相通

之处，如《中庸》中所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当个体以“诚”的态

度对待自己时，就意味着个体开始接近、理解，以及接纳自我，便可以以一种真诚的姿态参与合作互动，

发挥他人与自己的潜能与优势，进而在人际互动中进一步认识自己，找到真实的自我。 

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仅利用特定的量表在有限范围的地域和人群中选择被试进行施测。模型中每个变量仅使用了

一种量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每个变量使用不同的量表进行多维度的测量。在被试的选择方面，仅选

择了大学生被试，测量的结果可能会受到文化水平或道德发展水平的影响，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扩大被试

的年龄范围，进行横向比较，也可以进一步在不同的国家进行测量，检验文化差异的影响。同时，利用

量表进行探索或检验的能力有限，未来研究中可考虑进行自悯干预，考察其对真实自我的促进作用。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 500 名大学生的自悯、自我接纳、合作倾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到如

下结论： 
1) 自悯、自我接纳、合作倾向和真实自我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2) 自我接纳的自我评价维度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真实的生活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自我评价维度

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自我疏离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自我评价维度和合作倾向在自悯和接受外部影响

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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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亲爱的同学： 
您好！这是一项调查大学生人际交往状况的问卷, 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研究, 本次调查仅做研究使

用, 我们将对您的资料信息即调查结果完全保密, 请放心作答。 
回答没有对错之分,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想法, 选择最符合您情况的选项, 感谢您的配

合！ 
第一部分：请根据您的基本情况, 如实填写, 谢谢！ 
1. 性别：男  女 
2. 年级：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生 
3. 生源地：城市/城镇  农村 
4. 父亲的学历：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  研究生及以上 
5. 母亲的学历：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  研究生及以上 
6. 是否独生：是  否 
(请放心填写以下信息, 以便联系您参与后续的研究) 
7. 学号：______________ 
8.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此部分共有 16 题, 每题有 4 个选项, 从 1“非常不符合”到 5“非常符合”, 请仔细读题, 

判断题目所叙述的内容与您真实情况相符合的程度, 并在相应的数字上打“√”。 
 

题号 内容 非常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 基本符合 非常符合 

1 我内心的愿望从不敢说出来。 1 2 3 4 

2 我几乎全是优点和长处。 1 2 3 4 

3 我认为异性肯定会喜欢我的。 1 2 3 4 

4 我总是因害怕做不好而不敢做事。 1 2 3 4 

5 我对自己的身材相貌感到很满意。 1 2 3 4 

6 总的来说, 我对自己不满意。 1 2 3 4 

7 做任何事情只有得到别人的肯定我才放心。 1 2 3 4 

8 我总是担心会受到别人的批评或指责。 1 2 3 4 

9 学新东西时我总比别人学得快。 1 2 3 4 

10 我对自己的口才感到很满意。 1 2 3 4 

11 做任何事情之前我总是预想到自己会失败。 1 2 3 4 

12 我能做好自己所有的事情 1 2 3 4 

13 我认为别人都不喜欢我。 1 2 3 4 

14 我总担心自己会惹别人不高兴。 1 2 3 4 

15 我很喜欢自己的性格特点。 1 2 3 4 

16 我总担心别人会看不起我。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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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此部分共有 26 题, 每题有 5 个选项, 从 1“从未如此”到 5“总是如此”, 请仔细读题, 
判断题目所叙述的内容与您的真实情况相符合的程度, 并在相应的数字上打“√”。 

 

题号 内容 从未 
如此 

较少 
如此 不确定 比较 

如此 
总是 
如此 

1 感受到情感上的痛苦时, 我会试着更加去关爱我自己。 1 2 3 4 5 

2 经历很大的困难时, 我给予自己所需要的关怀和温暖。 1 2 3 4 5 

3 经历受苦时, 我会对自己仁慈。 1 2 3 4 5 

4 我能够容忍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1 2 3 4 5 

5 我试着去理解和耐心地面对那些我性格里不喜欢的方面。 1 2 3 4 5 

6 有事情让我心情不好时, 我会试着让情绪保持稳定。 1 2 3 4 5 

7 当一些令人痛苦的事情发生了, 我试着用平和的心态来面对。 1 2 3 4 5 

8 在一些对自己重要的事情上失败时, 我会尽量全面、客观地 
看待这些事情。 1 2 3 4 5 

9 当情绪低落时, 我尽量用好奇与开放的心态去面对。 1 2 3 4 5 

10 遇到困难时, 我会把困难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每个人都会

经历的。 1 2 3 4 5 

11 处境潦倒时, 我会提醒自己其实这世上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不 
走运。 1 2 3 4 5 

12 感到自身在某些方面不足时, 我会试着提醒自己大部分人和我

一样, 都不完美。 1 2 3 4 5 

13 我尽量把自己的失败看成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1 2 3 4 5 

14 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我持不满和批判的态度。 1 2 3 4 5 

15 处境艰难时, 我通常会对自己严苛。 1 2 3 4 5 

16 对于我性格里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方面, 我不能容忍。 1 2 3 4 5 

17 当发觉到某些自我方面是我不喜欢的样子时, 我会批判我 
自己。 1 2 3 4 5 

18 经历困苦时, 我对自己有点冷酷无情。 1 2 3 4 5 

19 当我想到自己的缺点时, 我会感到更加 
孤立与孤单。 1 2 3 4 5 

20 心情低落时, 我会觉得大多数人可能比我快乐。 1 2 3 4 5 

21 当我努力去争取某样东西时, 我觉得其他人得到同样的东西 
一定会比我轻松些。 1 2 3 4 5 

22 在一些对自己重要的事情上失败时, 我容易觉得是自己一个人

在承受失败, 感到孤独。 1 2 3 4 5 

23 当我情绪低落时, 我容易纠结于不顺心的事情。 1 2 3 4 5 

24 当我在一些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事情上失败后, 我会不断地想 
自己的不足。 1 2 3 4 5 

25 当某些事使我心烦时, 我容易受情绪控制而失去理智。 1 2 3 4 5 

26 当一些痛苦的事情发生时, 我会夸大它对我的影响。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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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此部分共有 23 题, 每题有 5 个选项, 从 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 请仔细读题, 
判断题目所叙述的内容与您真实情况相符合的程度, 并在相应的数字上打“√”。 

 

题号 内容 完全 
不符合 

比较 
不符合 

有点 
符合 

比较 
符合 

完全 
符合 

1 在与同事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愿意多听取他人的意见, 即
使这些意见我并不赞同。 1 2 3 4 5 

2 在与他人共同完成任务时, 我能够整合他人的意见。 1 2 3 4 5 

3 工作中, 我通常会考虑双方利益。 1 2 3 4 5 

4 在处理事情时, 我一般都能够考虑多方的意见。 1 2 3 4 5 

5 在工作中, 我通常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考虑他人的 
利益。 1 2 3 4 5 

6 我相信好的伙伴能使你战胜一切对手。 1 2 3 4 5 

7 一个人要想取得好成绩, 必然依靠他人的帮助。 1 2 3 4 5 

8 任何工作的开展与完成都离不开他人的帮助与合作。 1 2 3 4 5 

9 为了成功, 一个人必须与他人合作。 1 2 3 4 5 

10 与大家一起工作让我很愉快。 1 2 3 4 5 

11 在工作中, 我喜欢与他人协同工作。 1 2 3 4 5 

12 我喜欢与他人一起工作获得共同的成功。 1 2 3 4 5 

13 我相信在工作中合作比竞争更有助于提高成绩。 1 2 3 4 5 

14 当我的竞争者由于他们的成绩获得奖励时, 我会嫉妒。 1 2 3 4 5 

15 我不能容忍自己在争论中输掉。 1 2 3 4 5 

16 当我在运动竞赛中失利, 我会非常伤心。 1 2 3 4 5 

17 如果别人表现得比我好, 会让我烦恼。 1 2 3 4 5 

18 我喜欢竞争, 因为它给我一个发现自身潜能的机会。 1 2 3 4 5 

19 我喜欢与他人竞争所带来的挑战。 1 2 3 4 5 

20 我喜欢竞争, 因为它能够让我发挥最佳状态而非获得胜过

别人的感觉。 1 2 3 4 5 

21 只有比其他同事表现得更好, 才能够证明我的价值。 1 2 3 4 5 

22 有时我将考试视为一次证明我比其他人更聪明的机会。 1 2 3 4 5 

23 即使在一个团队中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工作, 我也希望能

超过团队中的其他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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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此部分共有 12 题, 每题有 7 个选项, 从 1“完全不符合”到 7“完全符合”, 请仔细读题, 
判断题目所叙述的内容与您真实情况相符合的程度, 并在相应的数字上打“√” 

 

题号 内容 完全 
不符合 

比较 
不符合 

有点 
不符合 不确定 有点 

符合 
比较 
符合 

完全 
符合 

1 我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1 2 3 4 5 6 7 

2 我感到好像不是很了解自己。 1 2 3 4 5 6 7 

3 我感觉无法触及真实的自我。 1 2 3 4 5 6 7 

4 我感到与自我疏离。 1 2 3 4 5 6 7 

5 他人意见能强烈地影响到我。 1 2 3 4 5 6 7 

6 我经常做别人让我做的事。 1 2 3 4 5 6 7 

7 我总感到需要做其他人期望我做的事。 1 2 3 4 5 6 7 

8 其他人对我影响极大。 1 2 3 4 5 6 7 

9 我认为做自己要比受欢迎好。 1 2 3 4 5 6 7 

10 我总坚持自己的信念。 1 2 3 4 5 6 7 

11 大多数情况下, 我是真实的自己。 1 2 3 4 5 6 7 

12 我要照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行事。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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