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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自信不仅需要适当的自信强度，也需要对自信的清晰认知以及维持自信的稳定性。本研究将自信的清晰

度和波动性纳入到归因—自信的模型中，从结构水平探讨自信的这种结构成分在归因信息建构自信中的地位。对 673

名中学生的数据分析表明：内归因方式在增强个体的总体自信水平、促进自信结构成分的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自

信的结构成分对个体的自信水平存在监测、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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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umber of studies suggested that besides the contents (intensity or the global self-confidence), self-confidence also 

has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such as clarity and stability. Both of them have a function of monitor the change of self-confidence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self-confidence. According to the meta-function of self-confidence, in current studies, the above two 

components were combined into one whole unit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attribution-confident model which have been researched 

more mature. Based on the model of metacognition, we assume the functions of clarity and stability is, the first, monitoring the 

change of self-confidence. On this basis, these two components regulate the change of confide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self-confidence. To test the hypothesis, we conduc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two compone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ribution and self-confidence.  

To achieve these goals, 673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the Global Self-Confidence Scale and 

Multidimensional-Multiattributional Causality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xternal attributes not only enhance global 

self-confidence,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larity and stability of self-confidence. The structural components 

of self-confidence(clarity and stability)monitor and control the change of self-confidence. 

Keywords  Self-confidence; Attribution style; Clarity and stability; Mediating effect 
 

自信是个体对自己的信任，核心是个体对自己

的判断和能力的确信、有信心，其形成和表达具有

客观理性的基础(毕重增和黄希庭, 2007)。生活中，

人们对自己的判断、评价不仅取决于知觉到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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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信息，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个体对隐含在表面行

为后面的原因的知觉。先前研究表明内外归因过程

影响着个体的自信，内归因提升个体自信，外归因

削弱个体自信(车丽萍, 2007; 秦东波等, 2009)。依

据 Rotter 的控制点理论，内控者认为自己有能力控

制行为结果，坚信事件成败取决于自己的努力程

度；而外控者控制感弱，认为行为结果都是由自身

之外的因素造成的，归因倾向包含了对自身能力、

价值的一种肯定或否定，内归因者肯定自我能力，

自我评价高，故自信高；外归因者否定自我能力，

自我评价低，故自信低(Judge and Bono, 2001)。但

这些探索归因过程对自信影响的研究，仅限于自信

的整体。然而，自信并不是只有水平高低的一维整

体，亦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如自信的清晰度和稳定

性成分独立于自信水平在个体人际交往、心理健康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毕重增和黄希庭, 2006; 张

继元和毕重增, 2012)。 

自信的结构既是个体对自身自信监测的结果，又

起着维持自信内在一致性、保障自信水平稳定平衡的

功能。归因的过程和结果，可能直接影响自信，也可

能受自信结构成分的监控和调节，即通过结构成分作

为中介影响自信。从清晰度和稳定性自我认知的角度

看，二者均属于自我的元水平。元水平是对个体认知

活动进行的认知，对客体水平存在“监测”和“控制”

作用，监测是元水平从客体水平获得信息，并使得认

知主体更为清晰地了解当前的状态；控制则是元水平

对客体水平的调节，引导着个体当前的认知活动

(Kolb and Kolb, 2008)。在自信的各个成分当中，自信

水平是个体对自身自信高、低程度的认知和判断，而

清晰度、稳定性等结构成分则监测个体对自信水平的

判断，接受自信水平的波动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引导

着个体对自信水平的调控。 

另一方面，归因并不仅通过自我肯定增强自信.

内归因者具有更多的策略知识、更强的策略使用倾

向以及高自我觉知(Duval and Silvia, 2002)，高自我

聚焦会诱发个体做出更多的内归因。由于内归因会

促使个体更高的自我聚焦和内省程度，这种思考和

内省又将增强个体对自身自信信息的确认，使其变

得更清晰和稳定。因此，归因在促进自信结构成分

的提升上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检测自信结构成分是否可作为监测、调节着

个体的自信水平，本研究在归因-自信结构框架的

基础上，认为自信的结构成分将监测到自信的波动

与变化，使个体清晰认知自我状态，并在认知自信

变化的基础上调节、控制自信水平的波动，实现对

自信稳定性的维持，即表现出归因-自信结构成分-

自信的中介路径。 

1 研究材料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招募自愿参加问卷调查的中学生 750 人，有效

数据 673 人，其中男生 339 人，女生 334 人；年龄

15.5±2.02 岁。 

1.2 研究工具 

总体自信问卷(毕重增和黄希庭, 2006)。其中总

体自信 12 道题，得分越高表示越自信；自信清晰

度 6 道题，波动性 6 道题，得分越高表示自信越清

晰越稳定。本研究中，总体自信、自信清晰度、自

信稳定性的内部一致性克龙巴赫 α 系数分别

为.89、.82 和.73。 

多维度——多归因方式问卷(于欣, 1993, 中国

心理卫生杂志, (S): 285-288)。量表共 48 题，24 道

涉及学业成就，另 24 道涉及人际关系。每部分又

分为成功和失败各 12 道题。无论成功或者失败，

都可从能力、努力、情境和运气四个方面进行归因。

其中能力和努力两维度得分之和减去背景和运气

两维度得分之和，即归因方式得分，得分越高表示

越倾向于进行内归因。本研究中，此问卷的内部一

致性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84。 

1.3 研究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收回问卷后，剔

除作答不全和答案有明显反应定势者，将数据录入

SPSS 19.0 进行管理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学生归因方式与自信、自信清晰度、自信稳

定性的相关分析 

表 1 的结果显示，中学生的归因方式与其自信、

自信清晰度、自信稳定性均成正相关，表明个体越

倾向于内归因，其自信水平越高，越能清晰地认知

和维持自身的自信水平。 

2.2 归因方式—自信结构成分（自信清晰度和稳定

性）—自信的中介检验 

以归因方式为自变量、自信结构成分(自信清晰

度和稳定性分数之和)为中介变量、总体自信为因变

量，进行中介检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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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学生归因方式与自信、自信清晰度、自信稳定性的相关分析表 

注: **: p＜0.01; 下同 

 

表 2 自信结构成分的中介检验分析 

 

依次对路径系数 c、a、b、c′进行检验，结果显

示各路径系数都显著，归因方式-自信结构成分-自

信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说明自信的结构成分能

监测到自信水平的波动，并在认知到自身自信变化

的基础上调节、控制自信水平的波动，实现对自信

稳定性的维持。 

3 讨论 

本研究将自信清晰度和稳定性纳入到归因—

自信模型中，从结构水平探讨对自信客体水平的监

测、认知作用。在归因方式与自信的关系上，本研

究和先前的研究发现一致：个体越倾向于内归因，

其自信水平越高，内归因者具有更高自我肯定感(车

丽萍, 2007; 秦东波等, 2009)。内归因有助于个体提

升对自身自信的认知及维持稳定。一方面，内归因

能使个体更多地聚焦于自我内部世界，深化对自身

自信的了解；另一方面，相对于归因于复杂多变的

情境、运气等外部因素，对能力、努力等稳定的内

部因素的归因在巩固个体对自我肯定、防止自信波

动上具有更强的优势。 

归因方式与自信组织结构成分的关系分析发

现，自信结构在归因与自信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

用，自信的结构成分(清晰度, 稳定性)能认知、监测

自信的变化。自信虽然有特质性稳定的一面，但并

非静止的，也需要反映了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变化。

当个体周围事件经验发生波动性变化时，这种或增

强或减弱的变化会反馈至处于元水平的结构成分，

实现对自信的认知，以及选择相应的策略应对、调

节自信水平，维持自信的稳定。另一方面，部分中

介的结果也表明归因对自信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而不依赖自信结构成分的间接路径。既反映了自信

并不依赖于个体的主观调节，也说明了自信波动信

息的反馈与结构监测功能对自信的增强作用。 

自信清晰度和自信稳定性的部分中介作用，提

出了探讨自信元成分作用机制的命题。从元成分理

论概念的发展来看，最初是 Tarski 为解决“自我证明

悖论”引进了“meta”即“元”的概念，认为客体水

平处于较低层次可当作较高层次的元水平的对象。

基于这样一种启示，Flavell 最早提出了“元认知”概

念并将其表述为“反映或调节认知活动的任一方面

的知识或认知活动”(Akturk and Sahin, 2011)。之后

研究确认了元认知包括关于自己认知过程及结果

的知识、对当前认知活动的调节过程两部分内容

(Georghiades, 2004)。对元概念的探索不止于元认知

领域，在自我概念、自尊等与自我有关的领域同样

发现了类似的结构，如 Morin 和 Hede 认为自我中

存在着对自我意识监测、管理自我的元自我成分

(Hede, 2010; Morin, 2006)；齐默尔曼等整合了元认

知、动机和行为三方面的内容提出自我中存在着对

自我认知和调控自我行为的自我调节成分(Bjork et 

al., 2013)；Campbell、Kernis 则认为自我概念、自

尊概念中存在清晰性、稳定性、复杂性等结构成分，

这些结构成分在监测认知自我概念及调控维持自

我概念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上具有重要作用

(Bechtoldt et al., 2010; Campbell et al., 2003; Kernis 

et al., 2008)。自信结构成分对自信发挥着的监测、

调节作用，表明自信的元水平或元自信影响着自信

的品质，这为进一步探究自信提供了新的可能。如

监测、评价和调节自信过程如何整合，如何实现对

自信变化体验、评价及策略运用等。 

 自信 自信清晰度 自信稳定性 

归因方式 .23** .28** .20** 

 b se t p 

c（归因方式→自信） .30 .05 6.10 .00 

a（归因方式→自信结构成分） .39 .06 6.98 .00 

b（自信结构成分→自信） .18 .03 5.56 .00 

c′ .22 .05 4.5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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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内归因不仅有利于提升总体自信水平，在自信

元成分上亦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信清晰度、稳定性

等自信结构性元成分对自信具有监测、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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