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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对羞怯的影响机制，并检验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为提升青少年心理健

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选取河南洛阳多所中学1052名学生，采用性别角色冲突量

表、自我表露量表、羞怯量表收集数据，借助SPSS 23.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 男生性别角色冲突水

平高于女生，女生自我表露水平高于男生，男女生羞怯程度相当且均处于较高水平；高中生性别角色冲

突水平高于初中生，初、高中生自我表露和羞怯程度无显著差异。(2) 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正相关，与

自我表露负相关，自我表露与羞怯负相关。(3) 自我表露在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

论：性别角色冲突直接影响羞怯，还通过抑制自我表露间接影响羞怯。本研究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

供理论依据，建议重视性别角色教育，关注自我表露，以缓解性别角色冲突，降低羞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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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dolescent gender role conflict on shy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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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 disclosure,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enhancing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Methods: 105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Luoyang, He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by strati-
fied cluster sampling.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gender role conflict scale, self disclosure scale and 
Shyness Scale, and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SPSS 23.0. Results: (1) The level of gender role 
conflict in boy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irls, and the level of self disclosure in girl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boys; The level of gender role conflic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lf disclosure and shyness betwee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2) Gender role conflic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hynes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 disclosure,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hyness. (3) Self disclosur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gender role conflict and shyness. 
Conclusion: Gender role conflict directly affects shyness, and indirectly affects shyness by inhibiting 
self disclosure.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gender role education and self disclosure in order to al-
leviate gender role conflict and reduce shy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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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青少年时期作为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自我认同逐步构建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个体

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发展性任务与挑战，心理健康问题备受关注。羞怯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交往障碍，

在青少年群体中较为普遍存在。大量研究表明，羞怯不仅会引发青少年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Beidel 
& Turner, 1998)，还对其人际关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阻碍其社会技能的发展。因此，深入探究青少年羞

怯形成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促进有重要意义(Asendorpf, 1994)。 
性别角色冲突是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由于内化的性别角色规范与自身实际行为或内在需求之间出

现不一致而引发的心理冲突(O’Neil, 2013)。在青少年时期，性别角色社会化进程加速，社会对不同性别

的期望和要求更为明确和细致。青少年在努力契合这些性别角色规范的过程中，极易遭遇各种冲突与困

惑。已有研究表明，性别角色冲突与青少年多种消极心理状态，如焦虑、抑郁、攻击性等密切相关(O’Neil, 
2016)。然而，性别角色冲突对羞怯的影响，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 

自我表露是个体向他人传递自身想法、感受、经历等个人信息的过程，在人际交往和个体心理健康

维护中发挥着关键作用(Jourard, 1971; 蒋索，邹泓，胡茜，2008)。良好的自我表露有助于构建和维系亲密

的人际关系，增强个体的社会支持感与归属感，进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Berscheid & Reis, 1998)。在青少

年阶段，自我表露是他们探索自我、发展自我认同以及建立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鉴于性别角色冲突可

能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和人际交往模式，而自我表露又与人际交往紧密相连，因此，自我表露可能在

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之间发挥某种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以下关键问题：其一，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自我表露

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联？其二，青少年羞怯与自我表露的影响关系为何？其三，自我表露在青少年性别

角色冲突与羞怯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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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知识体系，还能为针对性地开展青少年羞怯问题的干预和辅导提供科学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的研究现状 

性别角色冲突指个体在遵循社会所期望的性别角色规范时，由于这些规范的刻板性和限制性而引发

的内心冲突(O’Neil, 2016)。在青少年时期，性别角色冲突尤为突出，这是因为青少年正处于性别角色认

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对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的感知更为敏锐。 
性别角色冲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存在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已有研究发现，性别角色冲突与青少年

的心理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显著相关(O’Neil & Egan, 1992)。社会传统性别角色规范强调男性

青少年要坚强、独立，抑制情感表达，这可能导致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情绪困扰时，难以有效地寻求支持

和宣泄情绪，从而加重心理负担。对于女性青少年而言，社会期望她们温柔、顺从，这种刻板的性别角

色要求可能限制她们在学业、职业等领域的发展，引发内心冲突和消极情绪(陶芳芳，2020)。此外，性

别角色冲突还会对青少年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性别角色冲突较高的青少年在与同伴交往

过程中，更容易出现沟通障碍、人际冲突等问题，进而影响同伴关系的质量(Deutsch, 1973)。这可能是

因为他们在遵循性别角色规范时，行为表现过于刻板，无法真实地展现自我，导致他人难以深入了解

和接纳自己。 
近期研究关注到性别角色冲突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在一些传统性别观念根深蒂固的地

区，青少年面临的性别角色冲突更为严重，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也更大(Bem, 2021)。已有研究也证

明了，儒家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冲突会更为突出(Choi et al., 2010)。这为理解性别角色冲突的本质和影响

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也为本研究在探讨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关系时考虑社会文化因素提供了理论支

持。 

2.2. 青少年羞怯的研究现状 

基于概念与词源学的分析，Shyness 应翻译为“羞怯”一词，而非“害羞”(陈英敏，高峰强，武

云鹏，2013)，是指个体在社交情境中呈现出的紧张、不安与退缩行为，常伴随着对负面评价的恐惧

(Cheek & Buss, 1981)。在青少年时期，羞怯现象较为常见，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Rubin, Burgess, 
& Hastings, 2002)。研究显示，羞怯的青少年在社交场合中往往难以主动发起互动，对社交情境的适应

能力较弱，这可能致使他们错失社交机会，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建立与拓展(Asendorpf, 1989)。长期处于

羞怯状态，还可能使青少年产生自卑心理，对自身价值形成负面评价，进而对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Harter, 1999)。 
从发展的视角来看，青少年羞怯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生物学因素方面，气质类型与

羞怯紧密相关，具有抑制性气质的青少年更易表现出羞怯行为(Kagan & Snidman, 1991)。心理学因素层面，

自我认知偏差在羞怯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羞怯的青少年通常对自身社交能力评价较低，过度关注

他人评价，进而容易产生社交焦虑(Clark & Watson, 1991)。社会学因素方面，家庭教养方式、同伴关系等

对青少年羞怯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可能限制青少年的社交实践与自我表达，

使其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更为羞怯；而同伴的接纳或排斥会影响青少年的社交自信，进而对羞怯程度产

生影响(Parker & Asher, 1987; 陈英敏，2013)。随着文化心理学的发展，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青少年

羞怯的表现和影响因素存在差异(Chen et al., 2019)。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青少年的羞怯可能更多地受到群

体规范和人际关系和谐性的影响；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我关注和个人成就的压力对羞怯的影响更为

突出。这提示在研究青少年羞怯时，需要充分考虑文化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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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青少年自我表露的研究现状 

自我表露是个体与他人建立和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行为。在青少年阶段，自我表露呈现出独特

的发展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逐渐意识到自我表露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开始更加主动地向

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但自我表露的程度和对象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Derlega et al., 1993)。 
自我表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自我表露有助于青少年释放内心的压力和负面

情绪，减轻心理负担。当青少年向他人倾诉自己的困扰和烦恼时，能够获得他人的理解、支持和建议，

从而缓解焦虑和抑郁等情绪(Vittengl & Holt, 2000)。另一方面，良好的自我表露有助于青少年建立和拓展

社交网络，增强社会支持感。通过向他人表露自我，青少年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建立更亲

密的人际关系，提升心理安全感(Berscheid & Reis, 1998)。 
青少年的自我表露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从个体因素来看，多项调查显示，自我表露水平存在性别

差异，女性更倾向于通过自我表露来建立亲密关系，而男性的自我表露水平显著低于女生，尤其是在需

要亲密自我表露的情境中(Dindia & Allen, 1992; Luo, 2014; 刘露，2008)；性格内向、低自尊的青少年往往

更难进行自我表露。他们可能担心自己的表露会引起他人的负面评价，对自我表露存在恐惧心理(Leary & 
Kowalski, 1995)。在家庭因素方面，家庭氛围、教养方式等会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表露意愿和能力。在民主、

开放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学会积极的自我表露；而在专制、压抑的家庭氛围下，青少

年可能会抑制自我表露行为(Baumrind, 1991)。此外，同伴关系也会对青少年自我表露产生影响。例如，

在同伴群体中，如果存在对自我表露的负面态度，青少年可能会减少自我表露行为(Berndt, 1999)。社会

文化背景也会对青少年自我表露产生影响。中美大学生社交媒体自我表露的跨文化差异研究发现，集体

主义背景下中国大学生在自我表露的广度和深度上都高于美国大学生(Luo, 2014)。 

2.4. 性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与羞怯的关系研究 

性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与羞怯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有限，但已有研究为进一步探讨提供了一

定的线索。性别角色冲突可能导致青少年在社交技能发展方面遇到障碍，这种障碍会限制他们在社交情

境中的应对策略，使他们在面对新的社交挑战时更容易感到紧张和羞怯。研究表明，青少年在社交情境

中所感受到的压力和焦虑，往往与他们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和期望有关。当青少年感受到性别角色的冲突

时，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社交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影响他们在社交互动中的表现(Bruch et al., 1998)。已有

研究也证明了，性别角色冲突对青少年的羞耻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Thompkins & Rando, 2003)。据此，

本研究推测性别角色冲突正向影响青少年的羞怯水平，作为本研究的假设 1。 
自我表露模式会因性别、性别角色的个人特征而有所不同。性别角色冲突本身概念就包括对他人情

感表达的限制，当严格遵循传统的男性角色，就会出现性别角色冲突和压力，由于真实自我与理想化社

会角色之间的差异而产生心理和人际交往限制(O’Neil, 2013)。有研究表明，坚持性别角色规范的男性不

太倾向于向他人表露自我，而且在情感表达方面普遍存在困难(Bruch, 2002)。据此，本研究推测性别角色

冲突负向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表露水平，作为本研究的假设 2。 
在自我表露与羞怯的关系方面，研究普遍发现，自我表露与羞怯呈负相关(Matsushima et al., 2000; 

Sheldon, 2013)。不同于之前研究聚焦于羞怯对青少年自我表露的影响(田丹丹等，2020；Berko, 1994)，本

研究青少年羞怯与自我表露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影响，而是双向的影响，即羞怯的青少年则往往存在

自我表露不足的问题，难以与他人建立深入的情感联系，但同时能够积极进行自我表露的青少年，往往

在社交场合中更加自信和自如，羞怯程度较低。本研究从性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与羞怯三者之间的逻

辑关系出发，认为性别角色冲突会抑制青少年的自我表露，使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无法充分展示自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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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羞怯感；而良好的自我表露则可能缓冲性别角色冲突对羞怯的影响，帮助青少年更好地应对社交

情境，降低羞怯程度，但这一假设仍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据此，本研究推测自我表露可能在

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之间起中介作用，作为本研究的假设 3。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河南省洛阳市多所中学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在抽样过程中，充分

考虑学校的类型(公立、私立)、年级(初一至高三)和性别分布，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共发放问卷 1100 份，

剔除规律作答与空白过多的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105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64%。其中，男生 501 人

(47.67%)，女生 551 人(52.4%)；初一 167 人(15.9%)，初二 226 人(21.5%)，初三 206 人(19.6%)，高一 153
人(14.5%)，高二 159 人(15.1%)，高三 141 人(13.4%)。年龄范围为 11~18 岁，平均年龄(M = 15.10 ± 1.683)
岁。 

在正式施测前，向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及其家长详细介绍研究目的、方法和程序，获得他们的知

情同意。在施测过程中，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人员担任主试，在课堂上统一发放问卷，向学生说明

问卷填写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强调问卷的匿名性和保密性，确保学生能够真实、独立地填写问卷。问卷

填写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 

3.2. 研究工具 

3.2.1. 性别角色冲突量表 
采用 O’Neil 等人编制的性别角色冲突量表(gender role stress scale, GRCS) (O’Neil, 2008)，该量表中文

版在我国中学生群体中有良好的信效度(徐凯，2015，2023)。量表共 37 个题项，分 4 个分量表，分别为

成功、权力与竞争(13 道题)，限制性情感(10 道题)，同性间限制性亲密行为(8 道题)，工作–家庭冲突(6
道题)。每个题目采用 5 级计分，1~5 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该受测者具有较高水

平的性别角色冲突。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8。 

3.2.2. 自我表露量表 
选用 Kahn 和 Hessling (2001)编制的青少年自我表露量表(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 DDI)。该量表是一

个简明的自评量表，通过被试披露个人痛苦信息的倾向测量自我表露指数，共 12 个题项。采用 5 级计

分，1 表示“从不这样”，5 表示“总是这样”，得分越高代表自我表露程度越高，DDI 得分越低，说明

被试的自我隐藏程度越高。量表中第 2、4、5、8、9、10 题为反向计分，然后计算 12 道项目总分。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 

3.2.3. 羞怯量表 
采用 Cheek 和 Buss (1981)修订的羞怯量表(Shyness Scale, ASS)。量表共 13 个题项，采用 5 级计分，

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该被试羞怯程度越高。量表中第 3、6、9、
12 题为反向计分，然后计算 13 道项目总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 

3.3. 数据分析方法 

运用 SPSS 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

差等统计指标，以了解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和羞怯的现状。其次，进行相关性分析，考察性

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和羞怯之间的相关关系。然后，采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Process 宏程序中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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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将性别角色冲突作为自变量，羞怯作为因变量，自我表露作为中介变量，通过 Boot-
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检验自我表露在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性，计算中介效应值

及其 95%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此外，以 p < 0.05 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的标准。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出现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研究设计阶段采取了多种控制措施，如采用匿名问卷、设置反

向计分题等。在数据分析阶段，运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变量的题项进行

探索性因子分析，未旋转时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16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4.37% (<40%
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2. 各变量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性分析 

对性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1)显示男生在性别角色冲突得分上显著高于女生(t = 7.087, p 
< 0.001)，这表明男生的性别角色冲突水平更高；在自我表露得分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t = −5.263, p < 
0.01)，说明女生更倾向于进行自我表露；在羞怯得分上，女生与男生的得分差异不显著(t = 1.407, p > 0.05)，
即女生和男性的羞怯程度基本一样，都处于偏高水平。 

对年级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在性别角色冲突得分上，初中生显著低于高中生(t = −2.209, p 
< 0.05)，这表明高中生的性别角色冲突水平更高；在自我表露得分上，初中生与高中生的得分差异不显

著(t = −1.059, p > 0.05)，即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自我表露倾向程度相当；在羞怯得分上，初中生与高中生的

得分差异也不显著(t = −1.421, p > 0.05)，说明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羞怯程度基本一样。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ores on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 x s± )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上的得分比较( x s± ) 

项目 类别 人数 性别角色冲突 自我表露 羞怯 

性别 

男 501 112.59 ± 18.31 35.74 ± 8.08 40.03 ± 7.84 

女 551 104.66 ± 17.96 38.24 ± 7.26 39.34 ± 8.09 

t 值  7.087 −5.263 1.407 

p 值  <0.001 <0.001 0.160 

年级 

初中 599 107.34 ± 18.37 36.83 ± 7.69 39.37 ± 7.83 

高中 453 109.89 ± 18.71 37.34 ± 7.84 40.07 ± 8.16 

t 值  −2.209 −1.059 −1.421 

p 值  0.027 0.290 0.156 

4.3.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2)，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呈显著正相关(r = 0.287, p < 0.001)，即性

别角色冲突程度越高，青少年的羞怯程度越高；性别角色冲突与自我表露呈显著负相关(r = −0.330, p < 
0.001)，表明性别角色冲突会抑制青少年的自我表露。自我表露与羞怯呈显著负相关(r = −0.217, p < 0.001)，
说明自我表露水平越高，羞怯程度越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初步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即性

别角色冲突可能通过影响自我表露进而影响羞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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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variables (r) 
表 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r) 

 M SD 1 2 3 

1. 性别角色冲突 108.44 18.55 1   

2. 自我表露 37.05 7.76 −0.330*** 1  

3. 羞怯 39.67 7.98 0.287*** −0.217***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4.4. 自我表露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Hayes 的 SPSS Process 宏程序中的模型 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3)，性别角色冲突

对羞怯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123, p < 0.001)，即性别角色冲突直接影响青少年的羞怯程度，证实

了假设 1；性别角色冲突对自我表露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138, p < 0.001)，证实了假设 2；将性

别角色冲突和自我表露共同纳入回归方程中，显示性别角色冲突对羞怯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104, 
p < 0.001)，同时自我表露对羞怯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142, p < 0.001)，即性别角色冲突会抑制自

我表露，而自我表露能够降低羞怯程度。 
 

Table 3. Model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模型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SE F β t 

羞怯 性别角色冲突 0.287 0.082 58.466 94.095*** 0.123 9.700*** 

自我表露 性别角色冲突 0.330 0.109 53.675 128.111*** −0.138 −11.319*** 

羞怯 性别角色冲突 0.315 0.099 57.446 57.706*** 0.104 7.777*** 

 自我表露     −0.142 −4.433*** 

 
进一步通过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检验自我表露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见表 4)，自我表露

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 = 0.020，95%置信区间为[0.008, 0.033]，不包含 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5.82%。这表明自我表露在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证实了假设 3。具体而言，

性别角色冲突一方面直接影响羞怯，另一方面通过降低自我表露间接影响羞怯。 
 

Table 4. Intermediate effect value and effect quantity 
表 4. 中介效应值与效应量 

 Effect (效应值) Bootstrap 标准误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123 0.013 0.098 0.148 - 

直接效应 0.104 0.013 0.078 0.130 84.18 

中介效应 0.020 0.006 0.008 0.033 15.82 

5. 讨论 

5.1. 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与羞怯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性别在性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和羞怯三个维度上的差异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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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男生的性别角色冲突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 < 0.001)，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男性

在社会文化中面临更高的性别角色期望和压力(Blazina et al., 2005; 徐凯，2023)。这可能与社会对男性性

别角色的严格期望有关，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要求男性表现出坚强、独立和竞争性，这种社会期望可能导

致男性在角色冲突上体验更多的心理压力，相比之下女性在性别角色上的灵活性可能使其冲突感较低

(Wong et al., 2017)。女生在自我表露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p < 0.001)，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

女性更倾向于通过表达情感和分享个人经历来建立亲密关系(Dindia & Allen, 1992; Luo, 2014)。 
社会文化对女性情感表达的鼓励也是产生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Rose & Rudolph, 2006)。在羞怯上，

男生和女生的得分无显著差异(p > 0.05)，且均处于较高水平。这可能与青少年阶段普遍存在的自我意识

增强和社会焦虑有关，无论何种性别青少年在面对社交情境时都可能表现出较高的羞怯水平(Zimbardo, 
1977)。 

其后，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学段在性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和羞怯三个维度上的差异也进

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高中生的性别角色冲突得分显著高于初中生(p < 0.05)。这一结果可能与高中

生面临更高的社会期望和角色压力有关。随着年级的升高，青少年对性别角色的认知逐渐深化，社会对

其性别角色的期望也更加明确(Erikson, 1968)。此外，高中生可能面临更多的学业和未来职业选择压力，

这可能加剧其性别角色冲突感。在自我表露上，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得分无显著差异(p > 0.05)，表明无论

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他们在情感表达和分享个人经历方面的倾向性相似。这一结果可能与青少年阶段

普遍存在的心理发展特点有关，即他们都在探索自我认同和建立人际关系(Harter, 1999)。在羞怯上，初中

生和高中生的得分无显著差异(p > 0.05)。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青少年阶段羞怯水平普遍较高的观点。

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青少年在面对社交情境时都可能表现出较高的羞怯水平，这可能与他们的自我意

识增强和社会焦虑有关(Rubin et al., 2009)。 

5.2. 性别角色冲突对羞怯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证实了性别角色冲突对羞怯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123, p < 0.001)，即青少年的性别

角色冲突程度越高，其羞怯水平也越高。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O’Neil, 2015; Thompkins & Rando, 
2003)。性别角色冲突会导致青少年内心的矛盾和困惑，影响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当青少年的行

为不符合社会所期望的性别角色规范时，他们可能会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或自我否定，从而产生自卑心

理，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更加拘谨、不自信，进而增加羞怯的可能性(Blazina et al., 2005)。 
此外，性别角色冲突还会引发青少年社交技能的发展受阻，使得青少年在社交情境中的应对策略更

加有限，从而在面对新的社交挑战时，更容易陷入紧张和羞怯的状态。那些深受性别角色冲突困扰的青

少年，可能会因为担心自己的行为不符合性别角色规范而在社交互动中过度自我约束，不敢主动表达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错过学习和练习社交技能的机会，导致社交能力发展滞后，进一步加剧在社交情境中

的羞怯感(Wong et al., 2010)。 

5.3. 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自我表露在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 = 0.020，95% 
CI [0.008, 0.03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5.82%。一方面，性别角色冲突会抑制青少年的自我表露(β = 
−0.138, p < 0.001)。性别角色冲突较高的青少年，可能会因为担心自己的表露不符合性别角色规范而受到

他人的嘲笑或排斥，从而选择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减少自我表露行为。例如，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认

为男生应该坚强，不应该轻易表达脆弱的情感，这可能导致男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即使内心痛苦也

不愿意向他人倾诉(O’Nei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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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自我表露对青少年羞怯的积极影响，即自我表露的减少会增加青少年的羞怯

程度(β = −0.142, p < 0.001)，证明了两者间的关系是双向路径而非单向路径。自我表露是建立和维持良好

人际关系的重要方式，通过向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青少年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提

升社交自信(Jourard, 1971)。当自我表露受到抑制时，青少年难以与他人建立深入的情感联系，在社交场

合中容易感到孤立和不安，进而表现出更多的羞怯行为(Cheek & Buss, 1981)。 
自我表露在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之间的中介作用表明，改善青少年的自我表露状况可能是缓解性别

角色冲突对羞怯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帮助青少年克服因性别角色冲突而产生的自我表露障碍，鼓励他

们真实地表达自己，有助于降低羞怯水平，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Greene et al., 2006)。 

6. 结语与教育启示 

6.1.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青少年的调查，深入探讨了性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与羞怯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

明，青少年的性别角色冲突显著正向预测羞怯，而自我表露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不仅

丰富了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理论知识，还为理解青少年羞怯行为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切入视角。性别角

色冲突作为一种内在心理压力源，可能通过抑制自我表露行为，间接加剧青少年的羞怯水平。性别角色

冲突作为一种内在心理压力源，可能通过抑制自我表露行为，间接加剧青少年的羞怯水平。此外，本研

究发现青少年普遍存在较高的羞怯水平，这提示学校和家庭应重视青少年的社交焦虑问题，需要通过心

理干预和社交技能训练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交环境。 

6.2.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基于本研究结果，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家庭和学校应重视性别角色教育。家庭作为青少年成

长的第一环境，父母要树立正确的性别观念，避免对孩子进行刻板的性别角色塑造，鼓励孩子发展个性，

尊重他们的兴趣爱好和行为特点，而不是仅仅按照传统性别角色期望去要求他们。例如，不应限制男孩

参与一些被认为是“女性化”的活动，像舞蹈、手工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培养男孩的创造力和细腻情感；

也不应阻止女孩追求一些传统上属于男性领域的兴趣，如机械、编程等，以拓宽女孩的发展空间。通过

这样的方式，减少孩子因性别角色限制而产生的内心冲突，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性别角色认同。 
学校应将性别角色教育纳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心理讲座等形式，

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性别角色，理解性别角色规范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帮助他们减轻因性别角色冲突带

来的心理压力。同时，学校还可以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为青少年提供多样化的社

交场景，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社交技能，提高自我表露的能力，从而降低羞怯水平。在这些活动中，教

师要注重引导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鼓励不同性别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针对自我表露在性别角色冲突与羞怯之间的中介作用，教师和家长要注重培养青少年积极的自我表

露习惯。教师可以在班级中营造开放、包容的氛围，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经历，为学生提供自我

表露的机会和平台。同时，家长要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倾听孩子的心声，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

支持和理解，从而增强他们自我表露的意愿和信心。家长可以定期与孩子进行深入的交流，分享彼此的

生活和感受，引导孩子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 
此外，考虑到网络环境对青少年自我表露和羞怯的影响，家庭和学校还应加强对青少年网络社交的

引导。教育青少年正确看待网络社交中的自我展示，既要鼓励他们在网络上积极表达自己，又要提醒他

们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同时，引导青少年认识到网络社交不能完全替代现实社交，鼓励他们

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参与社交活动，提高面对面沟通和自我表露的能力(Valkenburg & Pet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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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揭示了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对羞怯的影响以及自我表露的中介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局限

性。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只能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中介关系，无法确定变量之间

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设计，进一步探究性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和羞怯

之间的因果机制。 
其次，本研究仅考察了自我表露这一个中介变量，而实际上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性别角色冲突与羞

怯之间起作用，如情绪调节能力、社交自我效能感等。未来研究可以纳入更多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构建更加完善的理论模型，以更全面地解释性别角色冲突对羞怯的影响机制。 
此外，本研究的样本仅选取了河南洛阳地区的青少年，样本的代表性存在一定局限，研究结果的普

遍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少年，以增强研

究结果的推广性。 
同时，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不断进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社交媒体的

普及、网络文化的兴起等。未来研究还应关注这些新的社会现象对青少年性别角色冲突、自我表露和羞

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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