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摘要

竞争心理是指个体对竞争的认知、态度、策略、动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比较

稳定的心理倾向。它影响到一个人交往方式、行为习惯、工作热情乃至心理健康。

发积极健康的竞争心理能够激发人的潜能，挥人的创造力，使人们取得良好的成

绩，是当代社会个体必备的素质之一。对于中学生来说，激烈的竞争已经给他们

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成为中学生压力中最重要的压力源之一。而目前关于中学生

竞争的心理学研究还很少，为了探索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特点，本文在以往竞争心

理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个人访谈，开放式调查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

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方法，编制了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并用自编的中学生竞争

心理问卷和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为测量工具，探讨了中学生竞争心理在不同人口统

计学变量之间的差异，以及中学生竞争心理和父母教养方式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学生竞争心理是一个多维变量，包括个人发展竞争、群体地位竞争、

过度竞争和内化压力竞争4个维度。

第二、中学生竞争心理在某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变量上，

群体地位竞争和内化压力竞争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在个人发展竞争和过度竞争两

个维度，性别差异不显著。而家庭来源和是否为独生子女在竞争心理的各个维度

上差异不显著。在班级类型上，重点班的学生在过度竞争维度得分极其显著的高

于普通班学生，而在其他三个维度上差异并不显著。

第三、中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和竞争心理存在显著的相关，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

感温暖型、溺爱型、信任鼓励型和专制型四个维度对中学生的竞争心理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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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itiveness is the psychological inclination demonstrated by individuals’

cognition，attitudes，strategies and motivation towards the competition of the society．It

influence the style of one’S communication methods，bchavior,enthusiasm and mental

health．In contemporary society,competitiveness is one of the msenfial quality．Positive

and healthy competitiveness Can inspire one’S potenfifl，command people’S creativity

and in that to get good results．To the middle-school students，the tou#competition has

laid great burdens to them,and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pressure．

But the current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On middle-school students’ competitive

psychology are very few．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titive

psychology about middle-school students this research WaS wrote．On the basis of

consulting foreign studie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psychology．Study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alysis，personal interview,open questionnaires，questionnaires survey,

through exploratory and confmnatory factory analysis．We proposed the questionnaire

of competitive psychology of middlc,-school students．Then the questionnaire of the

competitive psychology was used as a measure instnanent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of

demograpllic variables in the dimensions，and also we explored the relatiomMp between

competitive psychology and their parenting styles．The conclusion shows：

Firstly,the competitive psychology should be a multidimensional variable consist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competition,group status competition,hyper-competition and

inter-pressure competition．

Secondly,the competitive psychology is different significantly in some demographic

variable．On group status competition and inter-pressure competition male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emale．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udents

from city 01"country and one-child a family Of not．But the students from emphasis

classes have more hyper-competition than that fi-om regular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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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ly,competitive psychology is extremely correlated wim parenting styles．The

affection-wormed，indulgence，trust-encourage，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have

positive prediction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ompetitive psychology．

Key words：middle-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Parent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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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1前言

在市场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竞争已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的各

个方面，竞争成为个体生活的重要内容，竞争能力是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中学时期是人生学习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同时也是身心发展的关键期，社会

上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对正处在学习阶段的中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的发展

必然要求人们从中学甚至小学开始就学会竞争，适应竞争。竞争能够激发人的潜

能，发挥人的创造力，使人们取得应有的成绩。但是经常处于激烈竞争条件下的

个体，容易产生紧张、焦虑等情绪体验，伴随着竞争所带来的压力，长此以往会

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竞争性过高和过低对人的身心健康也有很大的影响，竞争

性过低的个体可能无法取得与其能力相符的成功，进而还可能导致社会退缩、焦

虑、神经症等不良症状的发生；而竞争性太强的个体，又可能因为在社会交往中

过于咄咄逼人或产生某些过激行为而导致人际关系不协调，也有可能形成所谓的A

型人格，使心脏病等心身疾病的发病率大大提高(陈国鹏等，2003)。

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最初接受的教育，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可以说，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功与否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家庭

对子女教育的特殊作用，是任何优良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所不能代替的。中学

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家庭的教育及关爱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所有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家庭因素中，父母教

养方式的作用最直接、最深刻。

综上所述，鉴于竞争心理和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的重要影响，

本文在参考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编制了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考察中学生竞

争心理的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同时考察父母教养方对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影响作

用，为培养中学生积极健康的竞争心理，提高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实证依据。

2文献综述



2．1竞争心理的文献综述

2．1．1竞争的概念

竞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人们对它的研究由来已久，

一般来说，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

赶超、争夺或争斗等都属于广义的竞争。狭义的竞争是专指人类社会的竞争，是人

们为了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而展开的争胜负优劣的一种较量，社会上的竞争

归根到底就是人的竞争，社会心理学把竞争看作是不同的个体为同一个目标展开

争夺，促使某种只有利于自己的结果获得实现的行为或意向(章志光，1996)。

时蓉华(1998)认为竞争是个体或团体的各方力求胜过对方成绩的对抗性行为。沃

特斯(2000)认为竞争是每个参与者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得个人利

益的行为，它的目的在于追求富有吸引力的目标。古烟和孝认为(1986)，合作

和竞争都是一种心理情境，其中竞争是指一个人或者有限几个人进入或接近目标

就会相应地妨碍团体中其他人进入目标，而且竞争者会产生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即

认为自己到达目标的机会是在同团体其他成员的关系中彼此妨碍地相互依存的。

谢晓菲(2006)认为，竞争是个体在挖掘自身潜力、追求自我成长或达成某一目标的

过程中，个体力图比他人表现得更加优秀、超越他人的倾向性。

由上可见，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中，研究者给出的操作性定义也不同，但总体

上来说，竞争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它必须是人们对一个相同目标的追求，目标不同

就不会进行竞争；其次，这个目标必须是比较少的或难以得到的；最后，竞争的

目的虽在于达到目标而非反对竞争者，但在竞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他人进行

排斥，因此竞争具有排他性(韩啸，2001)。

2．1．2竞争心理的概念

虽然对竞争的研究由来已久，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个

体竞争性进行的研究还是非常有限的。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都把竞

争性作为一种人格倾向，对竞争性的内涵和外延还比较模糊，对竞争性、竞争心

2



理、竞争态度三个概念也没有明确的区分。岑延远(2005)把竞争性和竞争心理

作为一个概念，他认为作为一种人格特征的竞争心理也可以称之为个体的竞争性

(competitiveness)，是指个体对竞争的认知、态度、策略、动机等方面表现出来

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倾向。它影响到一个人交往方式、行为习惯、工作热情乃至心

理健康。李莉(2007)认为作为～种人格倾向的竞争性，是个体在竞争意识、动

机、情绪、态度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的综合。也有的研究者把竞争

心理作为个体的竞争态度来研究，杨希(2009)在长春市高校大学生内隐与外显

竞争态度的比较研究中，对外显竞争态度的测量采用的是岑延远编制的竞争心理

问卷。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把竞争态度称作个体的竞争性。

鉴于此，本研究采用的是岑延远对竞争心理的定义，即是指个体对竞争的认

知、态度、策略、动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倾向。

2．1．3个体竞争性的研究

(1)过度竞争与良性竞争

较早对个体竞争心理进行论述的是新精神分析学家K．Homey，K．Homey(1937)

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了“过度竞争性"(hyper-competitiveness)1拘概念。她认为过度

竞争性指个体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以维护或提高自我价值感，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一

种无自制的需要，这类个体在大量的情境中都具有操纵他人、攻击他人、以及毁

谤他人的倾向。这种极端的竞争态度对个体的发展是有害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神经症的发生。霍妮认为这种极端的竞争态度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特征，是早

期过于严厉的家庭生活和过分强调成就结果价值的社会生活导致了个体过度竞争

态度的产生。同时她认为，过度的竞争心理与正常的竞争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过

度的竞争者不断将他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和衡量，即使是在无须如此的情况下也

是这样。二是过度竞争者需要的不只是要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就，或者比他人更

大的成功，而是要独领风骚或者鹤立鸡群。三是过度竞争者对其他人有一种强烈

的敌视态度，因为一个竞争者的胜利意味着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Homey(1939)

把过度竞争归因于个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之下，在这种文化的竞争性斗争中，试图



伤害竞争者以加强自己的地位或荣耀或压制潜在的对手，常常被认为是可取的手

段。

Homey是从神经症这种病态心理对竞争性进行描述，继她之后，许多心理

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初步证明了Homey的理论。但是Homey只提出了

有害于个体和社会的病理性竞争态度，竞争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对推动社会和个

人进步不可缺少，由此Sampson(1977，1985，1988，1989)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

向：自制的个人主义和整体的个人主义。两种价值取向的主要区别在于自我——

他人的界限以及对自我的控制能力。自制的个人主义表现为对他人的完全分离与

排斥，为了个人目标的实现不考虑其他人的生活，许多人的过度竞争性是由自制

的个人主义这种不良的社会价值观造成的；而整体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与他人的

界限是有弹性的，在自我界定中并不把别人完全排除出去，他们不是通过排斥他

人来实现自我，而是热衷于在与他人的共同活动中寻找自己的目标，并参与到一

些共同的探索活动中达到这些目标。

虽然Sampson没有明确说明整体的个人主义与竞争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的研

究者一般认为整体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导致了良性竞争态度的形成。Ryekman等

(1992)在Sampson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发展性竞争态度(即良性竞争态度

personal development competitive attitude)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具有个人发展竞争

态度的人在完成任务时并不过分重视结果的输赢，而更为关注任务本身的乐趣，

这类个体更注重自我发现和自我提高，而不是与他人做比较，因此他们并不会通

过损害他人来提高自己：在这类个体看来，他人并不是自己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相

反他们能够提供自己学习的机会，用一句话来说，即这类个体也想成功，但并不

以牺牲他人为代价。

为了验证这两种在理论上不同的竞争态度，Ryckman等人(1990)编制了过度

竞争态度量表，并且发现过度竞争性与低自尊、男子气概、自我实现有显著的相

关。并于1994利用过度竞争态度量表，又发现过度竞争性与马基雅维利主义、自

恋等人格特点存在相关。后来又发现过度竞争性高的比过度竞争性低男青年更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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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控制他人(1995)，更喜欢参加体育运动(1996)。从而证明THomey的关于

过度竞争的理论。

Ryckman等人(1996)又编制了个人发展竞争态度量表(Personal Development

competitive Attitude Scale)，发现该量表与过度竞争态度量表的相关很低，且在个

人发展竞争态度量表上得分高的个体倾向于低神经质和高自尊，而在过度竞争量

表上得分高的个体报告了更多的攻击性、控制欲和表现欲。

(2)竞争心理与人格因素的相关研究

从相关的理论研究来看，个体的竞争性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格特征。在卡特尔

的特质因素理论中就有描述，在16PF根源特质的E因素中，其高分者的特征就是武

断、咄咄逼人、顽固、竞争(郑雪，2001)。Kelley(1970)认为合作者和竞争者是两

种比较稳定的人格类型，它们是一种人格维度中的两极，两者在世界观和价值体

系上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竞争者倾向于认为别人与他们自己一样，行为做事

都是倾向竞争的：而合作者则认为有的人具有合作性，有的人具有竞争性。

竞争性与其它人格特征的关系目前的研究还比较零散而缺乏系统性，而且主

要集中在过度竞争、良性竞争与其它人格特征的关系上。良性竞争态度和过度竞

争态度得分不同的被试的人格特点存在显著差异。M．Ryckman(1990，1996)发

现过度竞争性与反社会人格存在显著的相关，具有过度竞争性的人在神经质、教

条主义、马基亚维利主义、成就需要、感觉寻求、自恋、表现欲、攻击性和对异

性贬损的态度得分较高，而在个人自尊、社会自尊和心理健康上的得分较低。具

有个人发展竞争态度的个体在个人自尊和社会自尊、归属需要上得分较高，而在

神经质、攻击性、控制欲和表现欲上得分较低(M．Ryekmanl996)。在竞争态度

与大五人格的关系中，Ross R，Rausch．M(2003)在对251名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宜

人性与过度竞争性存在负相关，与良性竞争不存在相关，外倾性与良性竞争存在正

相关，与过度竞争不存在相关。刘靖炜，刘爱书(2008)的研究也发现良性竞争与外

倾性、自觉性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宜人性有显著的负相关，过度竞争态度与神经质、

外倾性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开放性、宜人性有显著的负相关。岑延远(2005)也发



现大学生的竞争心理与大五人格间存在复杂的相关关系。另外，过度竞争态度与

人格中的情绪稳定性维度有显著正相关，而良性竞争态度与情绪稳定性之间有显

著的负相关(李莉，2007)。张凯(2008)的研究也发现严谨性、外倾性、宜人

性、开放性与竞争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情绪性则与竞争性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此

外，还有研究发现，A型人格在所有情况下都有一种热衷于竞争的倾向，一种对得到

别人的承认和不能超越自己的持久的欲望。

2．1．4影响个体竞争性的社会因素

李晓东(1991)研究发现，目标结构对6--9岁儿童的竞争行为有显著影响，

在竞争目标结构下，儿童会表现出竞争行为，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而明显增长。个

体在工作情景下的竞争性显著高于生活情景下的竞争性(谢晓菲，余媛媛等，

2006)。个体的文化水平对过度竞争性有显著的影响，但并非单一方向上的影响，

大学文化得分最高，研究生其次，中学文化得分最低。职业和性别对良性竞争态度有

影响，富于变动并直接指向目标和结果的工作导致良性竞争的降低，男性的良性

竞争性高于女性，个体的社会角色可能是良性竞争态度的决定因素之一(李林，

陈国鹏，2001)。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个体比具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个体的过度

竞争态度得分显著要低(M．Ryckman，Borne，1991)。人们在强调个人主义价值的

情景中的竞争性最强(Jennifer．C．A，Sigal．B．G1995)。但唐盛明(1998)年的研究表

明，中国大学生较之美国大学生更多地应用竞争策略作为获得成功的手段。

2．1．5个体竞争性对心理的影响

竞争性是人格中的一个重要维度，竞争性的有无和强弱决定了一个人的交往

方式、行为习惯，乃至身心健康。一定程度的竞争性是现代社会中个体成功的必要

条件之一。竞争性过低的个体可能无法取得与其能力相符的成功，进而还可能导致

社会退缩，焦虑，神经症等不良症状的发生；而竞争性太强又可能因为在社会交往

中过于咄咄逼人或产生某些过激行为而导致人际关系不协调，也有可能形成所谓

的“A型"人格，使心脏病等心身疾病的发作概率大大提高。所以竞争性要保持一

定的度，只有正常的竞争性才是良好的人格品质(陈国鹏，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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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kinson(1957)提出了“期望一价值"的成就动机理论，他认为，个体在竞争

时主要产生两种心理倾向，一种是追求成功的倾向，另～种是避免失败的倾向。

所以一个人的成就动机倾向是希望成功和惧怕失败的合成体。追求成功与竞争动

机有显著的正相关，避免失败与竞争动机有显著的负相关。Vincent Dru(2003)

也认为不同的竞争态度分别对应于成就动机中的成绩目标和掌握目标。岑延远

(2008)的研究发现追求成功与竞争各维度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避免失败与竞

争策略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而与竞争动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高成就动机组

在竞争倾向和竞争内容上的得分明显地高于中低成就动机组，在竞争动机上不同

的成就动机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竞争的不同维度对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具

有不同的预测力，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

在竞争条件下最能发挥人的潜能，特别是后进的团体和个人，他们虽然起点

低、基础差，但自尊心同样是强的，本身潜在的能量也很大，只要善于组织、善

于引导，他们肯定会发挥出巨大的潜能与创造力，取得应有的成绩(时蓉华，1998)。

因为在激烈的竞争条件下，个体会产生强烈的情绪体验，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

使全身肌肉变得紧张而有力。这种紧张而又兴奋的体验使得个体精力更加充沛，

可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个体如果长期处于竞争情境下，容易产生紧张、

焦虑等情绪体验，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同时由于个体一心要战胜对手取得

胜利，容易对他人采取忌妒、贬低和敌视的态度，不利于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岑延远，2005)。马世栋(2002)认为缺乏正确的竞争观念是造成高中生同

伴竞争人际适应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竞争行为对儿童的其它心理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

B amett和Bryan(1 974)对美国儿童竞争行为进行研究，他们着重比较在竞争和非

竞争条件下玩保龄球游戏之后向教堂进行捐赠的情况。结果发现竞争失败的儿童

表现出较少的捐赠行为，而竞争胜利的儿童则与非竞争情况下的儿童有同样的捐

赠行为。换句话说，竞争性经历会影响儿童的慷慨行为。

在过度竞争和良性竞争这两个维度上，M．Ryekrnan认为过度竞争个体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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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都想获得成功，超过他人，他们表现出过度的敌意和控制倾向，这些行为破

坏了过度竞争性个体的人际关系，导致其社会自尊会水平不高。过度竞争性得分

高的个体在婚姻或恋爱生活中冲突水平、敌意、压力水平也较高，身体虐待较多，

容易对自己的婚姻和恋爱关系不满意(M．R．Laner)。过度竞争个体报告很少与同

伴进行真诚的交流，而倾向于让同伴遭受痛苦，不信任并控制同伴，很少考虑对

方的观点，与同伴的冲突水平较高，这些过度竞争个体之所以还与同伴保持着浪

漫关系，是因为重新选择的代价比彼此相爱的代价大得多(M．Ryckman，

B．Thornton，2001)。过度竞争者在恋爱交往中表现出较低的信任度，因感受性差

而更容易与对象产生冲突，同时又有强烈的占有欲(M．Ryckman,etal，2002)。过度
一，●

竞争者具有大男子主义和蔑视弱者的倾向，他们认为女人在身体上是软弱的，是

受操纵和嘲弄的性工具，作为强奸事件的观察者，过度竞争者无论男女都认为受

害者应该为强奸事件负责，倾向于容忍强奸事件，强奸受害者不可能从过度竞争

者那里获得支持和安慰(L．M．Kaczor,M．Ryckman)。具有过度竞争性的女性在容貌

和体形也要与别人竞争，很多持过度竞争态度的女性存在进食障碍

(M．A．Burckle,R．M．Ryckman,1 999)。过度竞争个体的控制倾向还表现在印象管理

上，在与人初次见面时，这类个体更倾向于使用“假装沉默’’和“无所不知"两

种策略来控制别人对自己的印象(B．Thomton,etal，2006)。Ross等人(2001)研究

了大学生的竞争性与心理变态之间的关系，发现过度竞争可以显著预测心理变态，

而良性竞争与心理变态呈负相关。总之就像M．Ryckman(1997)总结的那样，过

度竞争者与良性竞争者相比，两类个体都认可成就、快乐主义以及追求富于刺激

和挑战性的生活，但是只有过度竞争者追求权力以及对他人的控制，相比之下，

良性竞争态度者更倾向于认可整体的个人主义，他们更关心他人利益，尊重他人，

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而过度竞争者却缺少对别人利益的尊重。

2．1．6竞争心理的测量工具

(1)过度竞争和个人发展竞争态度量表

Ryckman等人分别于1990，1996编制了过度竞争态度量表(Hypercompet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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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 Scale)和个人发展竞争态度量表(Personal Development competitive Attitude

Scale)，前者有26个项目，后者有14个项目。两者都具有较好的技术指标，内在

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和0．90，间隔六周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82和0．70，另外这两个

量表也具有很好的区分效度和结构效度。

国内学者陈国鹏(2003)将这两个量表翻译过来，并修订成一个量表。该量

表有27个题目，由两个分量表组成，一个是过度竞争态度量表，其a系数为0．71，

分半信度为0．72；另外一个是个人发展竞争态度量表，其a系数为0．86，分半信度

为0．84， 但是该量表在修订的过程中发现，原来作为过度竞争性量表的一些条目

被划入了良性竞争态度的维度。这也说明了文化差异影响人们对竞争的理解。

(2)竞争指数问卷(Competitiveness Index)。该问卷是由JohII M．Houston-等人编

制，他们通过因素分析得出个体的竞争指数是由情感倾向、参与讨论倾向和参与

竞赛的倾向三方面构成。由20个对错题组成，其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0，与其它竞

争性量表有显著的相关性。

(3)竞争／控制性量表(Competitiveness／Mastery Questionnaire)。该问卷是

Franken&d．Brown编制，它包括27个项目，经过因素分析发现人们参与竞争的动

机主要分成以下五个方面：①为了提升个体的能力；②渴望获得胜利；③促使自

己加倍努力；④满足于竞争中良好的表现：⑤挑战困难的兴趣。经过进一步的因

素分析后得出自我取向和任务取向两个动机系统，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O．77。

(4)社会竞争意识问卷。该问卷由赵国秋(2002)编制，主要包括竞争心理观、

竞争的公平性、竞争的道德、竞争的策略、竞争的目的等5个方面的内容，共45个

项目，同质性信度和折半信度系数口都大于0．90，重测信度为0．83。

(5)小学生竞争心理结构问卷。该问卷由赵丽(2001)编制，小学生竞争心

理的结构主要包括：学习成绩、生活条件、群体地位、权利倾向、兴趣特长、荣

誉奖励6个方面。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8，各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也在

0．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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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学生竞争心理量表。该量表由岑延远(2005)年编制，竞争心理由竞

争倾向、竞争动机、竞争策略、竞争内容四个维度构成。其中竞争倾向包括情绪

倾向、认知倾向和行为倾向三个子维度构成；竞争动机由提高能力、自我展示和

获得利益三个子维度构成；竞争内容由地位竞争、学习竞争、权威竞争、兴趣竞

争、特长竞争和生活竞争六个维度；而竞争策略只有一个维度。该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

2．2父母教养方式

2．2．1父母教养方式的概念

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内涵丰富，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界定。Darling

&Steinber(1993)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教养态度、行为和非言语表达的集合，

它反映了亲子互动的性质，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我国台湾的张春兴(1991)认

为父母的教养方式是父母在养育子女时所表现的行为。本研究采用张文新(1999)

父母教养方式的概念，是指父母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情感表现的一种

组合方式，它是相对稳定的，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它反映了亲子交往的实质。

2．2．2父母教养方式的维度

美国心理学家Symonds(1 939)是最早把父母教养方式划分维度来研究的人，他

把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接受一拒绝，二是支配一服从。Symonds在研

究中发现，被父母接受的孩子一般都表现出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如情绪稳定、兴

趣广泛、富有同情心等；被父母拒绝的孩子大都情绪不稳定、冷漠、倔强并具有

逆反心理倾向。受父母支配的孩子比较被动、顺从、缺乏自信心，依赖性强，让

父母来顺从自己的孩子表现出独立性和攻击性强。

Baldwin(1955)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情感温暖一敌意和依恋一干涉两个维度。

Sears(1957)划分为温暖一敌意和宽容一严格两个维度。Schaefer(1959)划分为爱一敌意

和自主一控制两个维度。Becker(1964)把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接受(温暖)一拒绝(敌

视)维度和允许一限制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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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国外许多心理学家从亲子关系的角度，采用父母教养

方式类型学的研究，探讨了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Pumory(1966)

将有关父母教养方式的量表加以综合分析，归纳了保护、严格、拒绝、放纵四种

教养类型。D．Baumrind(1967)依据父母控制的类型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宽容

型、专制型和权威型。Maccobby和Martin(1983)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扩展，

根据父母对儿童的要求性和反应性水平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成四种类型：权威型

父母、专制型父母、溺爱型父母、忽视型。Steinberg等人将其分为权威型、专制型、

放任型和溺爱型。Hong(1997)等把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三种类型：民主型、专制型

和策略型。

我国关于家庭教养方式的划分主要有以下类型：白燕(1990)将父母教养方式分

为启发诱导型、溺爱娇纵型、放任自流型和专制型；刘金花(1991)将家庭教养方式

划分为拒绝型、严厉型、溺爱型、期待型、矛盾型、分歧型；关颖(1994)将其划分

为娇纵溺爱型、启发引导型、放任自流型、因材施教型、简单粗暴型；林磊(1995)

则把家庭教养方式分为五种：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积极型口

引；陶沙等(1994)又把父母教养方式分为七类：溺爱、忽视、专制、民主、惩罚、

成就要求和教育的不一致。张璐斐等(2002)对教养方式进行了重新分类，主要有：

不容置疑的权力和强控制型、严厉、严格的控制和纪律的一致性、归纳与民主型、

指导、监督和参与、温暖、回应和接纳型、信息提供和技巧发展型、联想自主型。

顾生不i(2003)对当前家庭中普遍存在的教育方式进行了归类，包括拷贝式；口头说

教式；以责怪、埋怨、处罚为主的教育方式。

2．2．4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工具

国内测量父母教养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翻译并修订国外的问卷。影响最大

的是岳冬梅等人翻译并修订了C．pmis等人编制的EMBI)闯卷。修订后的中文版量

表共66个条目，为4点量表。量表包括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父亲量表包含6个

因子，母亲量表包含5个因子。父亲教养方式有58个项目组成，包括情感温暖与理



解、拒绝与否认、惩罚与严厉、偏爱被试、过度干涉、过度保护6个因子。母亲教

养方式由57个项目组成，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拒绝与否认、惩罚与严厉、过干

涉与保护、偏爱被试5个因子。分量表的同质性系数在0．88．0．46之间。谷传华等人

在Simonton修订的量表基础上建构了父母教养方式的“简式评价量表"，主要从情

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保护，拒绝、否认，偏爱五个方面对父

亲和母亲教养方式进行评价。二是自编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如李彦章(2001)通

过对父母的访谈编制了一套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该问卷要求父母报告自己对子女

的教养方式。问卷共由75个题项，包括四个大的因素：负面教养行为、正面教养

行为、家庭氛围以及教育期望和困惑，每个因素下面又包含若干亚因子。龚艺华

(2005)则通过对中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的测验及访谈编制了一套测量父母教养

方式的问卷，该问卷由中学生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评价。问卷共21个题项，包括

专制型、信任鼓励型、情感温暖型、溺爱型和忽视型五种类型。

2．3父母教养方式与竞争性的相关研究

王文秀等(2008)在大学生竞争态度的研究中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竞

争态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良性竞争态度高低分组在父母亲情感温暖维度和父

亲过分干涉维度差异显著；过度竞争态度高低分组在父母亲的拒绝否认维度、过

度保护维度以及母亲的惩罚严厉维度上差异显著。李斌、岑延远(2008)也发现，

除了父母亲情感温暖理解以外，父母养育方式其他因子均与竞争总分有显著性相

关，由此可见父母养育方式对个体竞争意识的形成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3问题提出

3．1现有研究的局限

从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虽然竞争是现代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但心理学对

竞争心理的研究非常有限，总体而言国外对竞争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争态度

方面，对竞争心理的研究还很少。国内学者对竞争心理的也做了一些研究，对本

研究进行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但总的来看，国内外以往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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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竞争心理理论研究的不足

理论建构是研究课题的根基，没有深厚扎实的理论作为指导， 研究就会缺乏

底蕴和方向，目前关于竞争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争态度方面。而竞争态度只

是竞争心理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个体对竞争的认知、策略、动机等方面。

另外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也有很少的研究以小学生为研

究对象的，而关于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理论研究还薄弱，且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

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结构还不清楚，有关中学生竞争心理对学生个人发展、学习生

活、人际交往、人格完善等方面的作用和功能尚缺乏科学、清晰的认识。

(2)缺乏针对性的研究工具

关于竞争心理的研究工具，目前影响最大的就是M．Ryclanan分别在1990年和

1996年编制的过度竞争态度和个人发展竞争态度(良性竞争态度)量表，这两个

量表都是测量竞争态度的。另一个比较全面的关于竞争心理的问卷是由岑延远编

制的，但此量表主要是用来测量大学生的竞争心理，由于中学生和大学生处于人

生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身心发展有很大的不同，在竞争心理、竞争内容等方面

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需要编制一个适合中学生使用的竞争心理问卷。 ，

(3)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还很少

从发展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心理的发展要受到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家庭、学

校等)的影响，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了解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竞争

心理的影响，可以从家庭教育方面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竞争观，提高中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

3．2本研究的意义

(1)理论意义

从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外对竞争心理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领

域，对竞争心理的研究和论述都比较零散，缺乏整合性的系统分析。国内的研究

更是欠缺，绝大多数都是经验性的描述，系统的量化研究更少，本研究以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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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心理为内容，以中学生为切入点，编制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考察中学生竞

争心理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特点，并对竞争心理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进行探

讨，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竞争心理的理论研究成果，拓展了竞争心理学

的研究领域。

(2)实践意义

中学时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一个关键期，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不可避免地给中

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合理的竞争能激发个体潜能和提高学习成绩，满足人的

心理需求，使情感得到健康的发展，而片面的竞争可能会引起焦虑、紧张、社会

退缩等不良的情绪和行为，进而导致神经症等不良症状的产生，也可能因为在社

会交往中过于咄咄逼人或产生某些过激行为而导致人际关系不协调。因此中学生

竞争心理的研究，对提高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中学生竞争心理的测量，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鉴别及心理辅导具有

～定的参考价值，对合理的竞争心理给予肯定，对具有不良竞争心理和行为的学

生加以正确的引导，促使其形成积极健康的竞争心理。

(2)编制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为中学生过度竞争问题的诊断、预防和干预

提供了科学方法。

4本研究的内容与假设

4．1研究内容

前已述及，国内对竞争心理的研究较少，关于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研究更少。

因此，本研究计划在归纳整理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编制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并

探讨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发展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学生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

方式的关系。

本研究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1)编制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通过文献分析、预试和正式施测等步骤，编

制我国文化背景下的，适合中学生使用的竞争心理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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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讨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级、班级类型、城

乡、是否为独生子女等)上的差异。

(3)探讨中学生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4．2研究假设

假设l：中学生竞争心理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系统，可以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加以

揭示。

假设2：中学生竞争心理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3：父母教养方式和中学生竞争心理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父母教养方式

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被试的竞争心理。

5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的编制

通过文献分析、访谈、对部分中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并结合与

心理学研究生的探讨，确定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的初始项目，对初始项目进行整

理和分类，形成初测问卷，并在小范围内发放初测问卷，通过对初测数据的项目

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中学生竞争心理正式施测问卷。用中学生竞争心理

正式问卷对700名在校中学生进行施测，经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检

验其信、效度形成正式的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

第二阶段：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相关因素研究。考察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特点及其

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第三阶段：研究总结。通过在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和发现，探讨本研究的创新和

不足之处以及相关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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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调查预测研究

I研究目的

运用文献分析法、访谈法、开放式问卷调查法等多种方法收集有关中学生竞

争心理的相关资料，初步编制成学生竞争心理预测问卷。

2预测问卷项目收集与预测问卷的形成

2．1项目收集

2．1．1文献分析

运用关键字检索法，从中国学术期刊网和维普期刊、万方数据库等资料库中

收集相关的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并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对竞争心

理的表述、分析和研究，并收集现有的各种有关竞争的测量工具作为参考。

2．1．2个别深入访谈

在南阳市某普通中学选取10名学生和5名任课教师作为访谈对象进行个人访

谈。对学生的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你认为在你的生活中是否存在着竞争?有哪些

方面的竞争?你参与竞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对任课教师的访谈主要包括l对竞

争心强弱不同的学生有哪些不同的表现?这些不同的表现对学生身心的发展有什

么影响。

2．1．3开放式问卷调查

在深入访谈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五道开放式问题：(1)在你的周围，那些

竞争心强的同学有哪些表现?(2)你对竞争的态度是什么?(3)你参与竞争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4)为了超过竞争对手，你通常会采取哪些方法或手段?(5)

请简要谈谈你对竞争的认识。通过对被试的回答进行分析，我们可以逐步探讨中

学生竞争心理的状况，进而研究竞争心理的基本结构。

开放式问卷的调查以整群取样的方法抽取南阳市某中学初一到高三180名学

生为被试，发放问卷180份，有效回收168份，问卷回收率93．33％。被试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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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表2—1)：

表2-1被试(n=168)的构成情况

2．2预测问卷的形成

在综合文献研究、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得到的结果后，进行归类、汇总，

通过对这些条目的逻辑分析和整理，以及对条目体现的信息的归纳，整理。同时

参考陈国鹏(2003)修订的竞争态度量表和岑延远(2005)编制的大学生竞争心

理量表，编写测验项目，共得到56个条目。问卷形成后，请2名心理学专家和3

名心理学硕士和5名中学生分别从条目是否反映了竞争心理的概念所要测量的内

容，项目表述是否清楚，是否会产生歧义，是否难以理解等方面进行修改、筛选，

最终形成45个项目的初始闯卷。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气

“不能确定力、“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依次计分为1分、2分、3分、4分、5

分。

3预测结果与分析

3．1被试的选取

预测被试主要来自南阳和周口两地的中学学生，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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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份，根据问卷挑选的原则，剔除未作答、作答不全，或者作答过于规律化的无

效问卷11份，回收有效问卷168份，回收有效率为84％。预测的样本人口学变量

描述统计资料详见表2-2。

表2-2 预测被试构成状况

3．2预试结果分析

第一步，项目分析。先把问卷中5个反向计分的条目反向计分，求出所有项

目的总分，把总分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找出总人数的27％所对应的高低分

组，分别是139和117，将总分高于139的被试划为高分组(分组1)，将总分低于

117的划为低分组(分组2)，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高低两组被试在42个题

项上平均数的差异显著性。

根据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删除未达到显著性的题项，本研究以P<0．05为标准，

删除达不到此标准的题项。以此为标准，共删除9个题项，分别是a8、a10、a22、

a24、a30、a36、a38、a40、a42。保留差异显著的36个题项。中学生竞争心理预

测问卷各题项的决断值(CR)见表2．3



表2．3 中学生竞争心理预测问卷项目分析结果

题项 CR值 题项 CR值 题项 CR值 题项 CR值

注：幸表示0．05水平上显著，·木表示0．001水平上显著。

第二步，题总相关法。除了运用决断值(CR值)挑选题项外，还计算了每个

题项的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删除题项分和总分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在0．30

以下的条目。为使该总分指标敏感，每删一题即重新计算总分，再求下一步的题

总相关。根据此项标准共删除5个题项，分别是a1、a9、a15、a19、a23。

第三步，探索性因素分析。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前，先要进行因素分析适合

度检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预测数据样本的KMO值为0．788，显著水平小于0．000，

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在探索性因素分析时，主要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用正交方差极大法进行因素分析旋转。按照项目共

同度的大小，选取因子共同度高、因子负荷高的项目，删除因子共同度低、因子

负荷低的项目和具有多重负荷的项目及在某个因素上题项少于3个的项目。经过

反复多次探索，最后保留下来的项目共23个，总体方差解释量为5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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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本研究通过文献检索、深入访谈、开放式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项目，自编中

学生竞争心理问卷。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等方法对问卷项目进行甄别

与筛选，形成了一份包含23个项目的正式问卷。



第三部分正式调查研究

1研究目的

探讨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结构，并检验正式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2研究方法

2．1研究工具

正式施测材料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的项目，包括中学生的性别、年级、班级类型、

家庭来源、是否为独生子女等信息，主要用于探讨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否与中学生

的竞争心理有关。

第二部分为自编的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该问卷共有23个项目。

第三部分为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该问卷由龚艺华(2005)编制的，共包括21

个项目，用于测量中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状况，并探讨中学生的竞争心理和父母

教养方式的关系。

2．2被试的选取

本研究被试来源主要为南阳、周口两地的中学生。共发放问卷700份，均为

当场发放，当场收回，剔除答题不全及规律答题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652份，

有效回收率为93．1％。被试构成如表4所示。

2．3程序
“

本研究将所收回的有效闯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326份)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初步构建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理论结构；另一部分(326份)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修

正第一部分中所构建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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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正式施测被试构成状况

3结果与分析

采用SPSS 1 6．0和LISREL8．70进行数据处理。

3．1项目分析

本次项目分析用CR值为标准筛选题项。先计算得出问卷总分并按高低分排序，

把问卷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两组，把总分的后27％划分为低分组，低分组的分界

点是第100位被试，对应分数是“；高分组为总分的前27％，高分组的分界点是

第234位被试，对应分数是77。求出高分组和低分组二组题项的CR值，23个全

部符合标准，进入因素分析。23个题项CR值见表3．2。



表3-2 正式施测项目分析结果

注：掌p<0．05，料p<0．01。

3．2探索性因素分析

首先对第一部分问卷进行因素分析的适合性检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样

本的KMO值为0．824，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选用主成分分析，最大变异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在两个因素上载荷

接近的项目，a4、aL5、a6、a8、a12、a17、a23，每删除一个项目即重新进行一次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合碎石图(如图3．1)，最后确定问卷由4个因素构成，包含

16个题项。问卷的累积贡献率为56．970％。题项载荷及共同度见表3．3。



Scree Plot

Component Number

图3．1碎石图



表3．3 旋转因素负荷矩阵、特征根及方差贡献率

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中学生竞争心理由四个因素组成，共包括16个项目。

具体如下：

第一个因子具体包括a21、a19、a20、a22、a18五个题项，是个人对竞争的行

为倾向，主要从个人发展方面考虑，包括取长补短、自我完善以及总结经验教训

争取下次取胜等，我们把这一因素命名为“个人发展竞争一。

第二个因子具体包括a15、a13、a16、a7、a14五个题项，主要涉及个人参与

竞争的心理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以及提高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等，我们把这

一因子命名为“群体地位竞争"。

第三个因子主要包括a2、al、a3三个题项，主要反应的是个体对于竞争的态

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对其他人有一种强烈的敌视情绪，认为参与竞争就是与他人

比较，不管这种竞争有无必要，都要与之竞争，而且认为一个竞争者的胜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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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我们把这一因子命名为“过度竞争"。

第四个因子主要包括all、a10、a9三个题项，主要反应的是个体参与竞争的

动机，个体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只有积极参与竞争才能为自己争

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因此我们把这一因子命名为“内化压力竞争"。

3．3中学生竞争心理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用正式施测的另一半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得到的

结果进行检验，以确定问卷结构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构建出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利用LISREL8．70软件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最大似然法，用样本数据对所假定的模型进行参数评估，

一般验证性因素分析常采用以下几种主要的拟合参数来评价模型的好坏。

(1)Z2／‘lfo最常用的拟合指标是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卡方检验是对拟合优

劣的测量，卡方值越小说明拟合得越好。一般采用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来判断拟

合的优度，一般而言f／df小于2最为理想，大于2小于5可以接受，大于5则

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不理想。但此指标受样本数量的影响，样本越大其结果值就

越大。

(2)GFI。GFI指拟合优度指数，其值介于0～l之间，越接近1，整体拟合度越

好，若大于0．90，则认为模型拟合的非常好。

(3)CFI。比较拟合指数，也是通过与独立模型相比较来评价拟合程度，其值在

0．-,1之间，越接近l，模型越好。

(4)NFI。是规范性拟合指数，NFI用以测量独立模型和设定模型之间卡方值的

缩小比例，其值在啦l之间，越接近1，模型越好。

(5)IFI。IFI对NFI的修正，以减少NFI对样本的依赖，其值介于肛l之间，

越接近l，模型越好。常用以评鉴整体适配度的增值适配测度。

(6)RMSEA，即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的值在0"-'1之间，RMSEA越接

近0，表示整体拟合度越好。一般认为，当RMSEA≤0．05时，被视为良好适配；

O．05<RMSEA<0．08时，可视为不错的适配；O．08<RMSEA0．10时，则是中度适配；



RMSEA>0．10表示不电适配。

本研究采用LISREL8 70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学生竞争心理的验证

性因素分析图(图3-2)。

图3-2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四因素模型



四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数如下表(表3-4)：

表3_4 中学生竞争心理结构模型的拟合度指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矿／dr,GFI、CFI、NFI、IFI、RMSEA等各个指标均满足

要求，因此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出的中学生竞争心理四维度模型得到了验证。

3．4中学生竞争心理的信效度分析

根据心理学的要求，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只有经过科学的检验，才能保证研究

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我们主要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作为信度检验的主要

指标，对效度的检验主要检验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3．4．1信度

本研采用同质信度(克隆巴赫伐系数)来考察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的信度。结果

如表3．5所示。可见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及四个分量表都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

表3．5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各维度以及总量表信度

3．4．2效度

(1)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主要检验问卷各题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所要测量的心理特质，主

要通过经验判断来进行。本研究中各题项和维度的确立是基于文献研究、个别访

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及心理学专业研究生讨论得出，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问卷的原

始题项，因而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2)构想效度

因素分析是鉴别构想效度的最强有力的方法。在进行正式施测的过程中，我

们首先对问卷的因素分析进行了适当性的检验，结果表明数据很适合进行因素分

析。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并进行了旋转，最终形成一个四因素结

构的问卷，包括16个题项，共解释总体方差变异的56．970％，从而说明本研究所

采用的问卷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根据Tuker的理论，构建健全的项目所需要的项目和测验总分的相关应在

0．3~o．8之间，项目之间的相关在0．10--,0．6之间。本研究的项目分析结果如下(表

3-6、表3．∞所示：

表3-6问卷题项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注：·p<0．05··p<O．0l ·¨p<0．001，下同

表3．7 问卷各因素间及与总问卷的相关矩阵

结果显示，各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高于分量表之间的相关，说明各分

量表既对整个量表做出了贡献，又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



结构效度。同时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各项拟合指标很好地验证了探索性因素分

析的因素结构，也说明本研究建构的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4小结

正式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学生竞争心理包含四个维度：个人发展竞争、

群体地位竞争、过度竞争、内化压力竞争。自编的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具有较好

的信度和效度。



第四部分中学生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1研究目的

检验中学生竞争心理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以了解中学生竞争心理的

发展特点；探讨中学生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提

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考。

2研究方法

以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学生竞争心理维度的平均分与标准差；以

独立样本t检验、事后多重比较，研究中学生竞争心理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

年级、班级类型、家庭来源、是否独生等方面的差异性。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

析探讨中学生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3研究工具

3．1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经检验有良好的信效度。

3．2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本研究采用龚艺华(2005)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共21个题项，主要包

括专制型、信任鼓励型、情感温暖型、溺爱型和忽视型五个维度。原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是0．87，分半信度是O．77，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4研究过程与结果

4．1中学生竞争心理各维度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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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中学生竞争心理各维度平均数与标准差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学生竞争心理四个维度得分有三个都在平均水平以上，

其中得分最高的是个人发展竞争，其次是过度竞争、内化压力竞争，而群体地位

竞争得分低于平均水平。这些数据表明，目前，中学生中普遍存在竞争心理，而

竞争主要以个人发展竞争为主，同时也存在过度竞争和内化压力竞争，对群体地

位的竞争相对较弱。

4．2中学生竞争心理各维度得分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4．2．1中学生竞争心理在性别上的差异

表4-2 中学生竞争心理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注：男生人数为306，女生人数为346。



由表4．2可知， 在性别变量上，群体地位竞争和内化压力竞争男生显著高于

女生，在个人发展竞争和过度竞争两个维度，性别差异不显著。

4．2．2中学生竞争心理在家庭来源上的差异

表4．3中学生竞争心理在家庭来源上的差异比较

注：城市人数=174，农村人数=478。

由表4-3可知，在家庭来源上，来自农村的中学生在竞争心理的四个维度上得

分均高于来自城市的中学生，但差异并不显著。

4．2．3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影响

由表4-4可知，独生子女在群体地位和过度竞争两个维度上的得分高于非独

生子女，而在个人发展竞争和内化压力竞争这两个维度上得分低于非独生子女，

但总体上来说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竞争心理总分及竞争心理各维度上差异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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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_4 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中学生竞争心理影响的差异比较

4．2．4中学生竞争心理在班级类型上的差异

表4-5 中学生竞争心理在班级类型上的差异比较

由表4．5可知，在班级类型上，重点班的学生在过度竞争维度得分极其显著的

高于普通班学生，而在其他三个维度上差异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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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中学生竞争心理在年级上的差异

表4石 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年级差异比较

初一 M

SD

初二 M

SD

初三 M

SD

高一 M

SD

高二 M

SD

高三 M

SD

F

20．77

3．74

19．52

4．18

19．38

3．68

19．97

3．58

19．0l

3．87

20．37

3．70

3．2l●

12．5l

4．52

12．81

4．89

12．12

3．88

12．26

4．55

12．25

4．Ol

12．10

4．5l

0．46

35

10．97

2．7l

10．4l

3．10

10．48

2．85

10．42

3．02

10．45

2．39

10．42

2．55

2．50*

10舢

3．06

10．29

3．12

10．46

2．60

9．97

2．08

9．58

2．82

10．05

3．18

54．70

8．67

53．02

9．99

52．44

8．23

52．62

9．16

51．29

6．68

53．95

9．04

1．36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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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年级发展趋势如图所示：

年级

图4．1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年级发展趋势

从表4-6和图4．1可以看出，在整体上中学生的竞争心理得分存在年级差异，

但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初一年级学生竞争心理得分最高，从初-N高二竞

争心理得分依次下降，高二的竞争心理得分最低，到高三竞争心理得分显著提高。

在竞争心理各维度上，不同的年级在个人发展竞争和过度竞争两个维度存在显著

的差异，经过进一步的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初一年级学生在个人发展竞争维

度显著高于初二、初三、高一和高二四个年级的学生，而与高三学生的差异不显

著。在过度竞争维度，高三年级的过度竞争心理显著高于初二、初三、高一和高

二年级的学生，与初一年级的差异不显著。在群体地位竞争和内化压力竞争方面

六个年级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4．3中学生竞争心理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4．3．1中学生竞争心理和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表4．7 中学生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竞争心理总分个人发展竞争群体地位竞争过度竞争内化压力竞争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学生竞争心理总分与专制型、情感温暖型、信任型、溺爱

型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个人发展竞争与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均存在显

著相关，其中与情感温暖型和信任型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专制型、

溺爱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存在显著负相关；群体地位竞争与专制型、溺爱型、忽

视型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过度竞争与情感温暖型和信任型存在显著正

相关；内化压力竞争与情感温暖型和信任性型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

4．3．2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回归分析

为了具体探索中学生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分析父母教养方式各

个维度对中学生竞争心理的预测作用，本研究以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为自变量，

中学生竞争心理为因变量，采用回归分析探讨两者关系。为了控制人口统计学变

量的影响，我们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第一步，将被试的性别、家庭来源、

是否独生、班级类型等人口统计学变量重新编码转变为虚拟变量，采用Enter法纳

入回归，考察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各主要研究变量的影响作用；第二步，采用

Stepwise法选择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进入回归方程，考察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

基础上，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对中学生竞争心理的预测作用。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4．8。



表4-8 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回归分析

由表4．8可以看出，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后，情感温暖型、溺爱型、

信任鼓励型、专制型四个维度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竞争心理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而忽视型父母教养方式没有进入回归方程。父母教养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中学生的竞争心理。



1讨论

第五部分讨论

1．1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的编制

中学阶段是社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学生也不可避

免地被卷入其中，而心理学对竞争心理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关于中学生竞争心

理的测量工具还比较缺乏，因此很有必要编制了适合中学生使用的竞争心理问卷。

本研究根据文献调研、深度访谈、开放式问卷调查收集初始题项，并参考以

往关于竞争心理的问卷，编制了包含45个题项的中学生竞争心理预测问卷，在小

范围施测后，根据预测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正式的中学生竞争心理问

卷，然后进行正式施测。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的结构

有四个维度组成，分别是个人发展竞争、群体地位竞争、过度竞争和内化压力竞

争，共解释总体变异的56．97％，而且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这是一个比较合

理的结构模型。

在与以往关于竞争心理的结构比较后发现，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结构与大学生

和小学生的竞争心理结构都存在不同。原因可能在于编制方法和内容侧重点上存

在不同，岑延远在编制大学生竞争心理问卷时，是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分

析与归纳，直接建构了竞争心理的结构系统，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大学生竞争心

理预试问卷。赵丽的小学生竞争心理问卷，主要采用的是开放式问卷调查和探索

性因素分析，但是该问卷主要关注的是小学生竞争心理的主要表现。另一方面，

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分别处于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心理发展水平和发展任

务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对竞争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在竞争中的表现都可能有很大的

不同，这种不同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的竞争心理，因此在竞争心理的结构上存在

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研究中自编的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各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可以

接受的范围内，总量表的o【系数为0．749。问卷各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问卷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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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维度所含题项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各个维度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达

到了统计学的要求。结果表明：自编的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在效度方面，本研究提供了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两种效度指标。在编制过程

中，严格按照心理测评量表的编制程序，在编制具体项目时，参照了国内外关于

竞争心理的成熟量表，结合中学生的实际，通过开放式问卷收集项目，较好的保

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形成正式问卷后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各项指标

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从而保证了该问卷的结构效度。

1．2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基本情况分析

1．2．1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现状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学生竞争心理在各纬度上的得分几乎都在平均分

以上，说明竞争在中学生中确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中在个人发展竞争和

过度竞争两个维度的得分最高，说明在中学阶段，很多学生参与竞争的目的是为

了个人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过度竞争现象。另外内化压力竞争的得分也较高，

说明中学生对社会上激烈的竞争有所感悟，为了在将来激烈竞争的社会能够立于

不败之地，必须从现在开始学会竞争。

1．2．2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一些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中学生竞争心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学

生的性别、班级类型和年级等会影响中学生的竞争心理。

从性别上来看，男生竞争心理总分高于女生，但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这与岑延远(2005)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导致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与被

试的选取不同，本研究的被试为初-N高三的中学生，而岑延远的被试是大学生，

中学生经历比较单纯，思想比较简单，而且中学生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学习上，处

于同样的环境下，竞争心理差异总体上并不大，在个人发展竞争和过度竞争两个

维度的差异也不显著。但在群体地位竞争和内化压力竞争两个方面，男生得分显

著高于女生，这可能是因为性别角色的不同，传统的角色期望男生应该比女生承



担更多的责任与重担，因此男生从小就被鼓励积极参与竞争，同时传统观念又认

为，女生应该是温顺合作的，所以男生感到的社会上的竞争压力比女生大，为了

将来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胜，同时也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同，男生积极参与竞

争，因而在群体地位竞争和内化压力竞争两个方面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在家庭来源上，农村中学生的竞争心理和城市中学生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原

因可能是当今我国城乡差异在逐渐减少，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所感受到的竞争压

力差别不大，参与竞争的心理也就没有明显的差异。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个维度

上，农村中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差异也不显著，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取样偏差造成

的，在本研究的样本中，独生子女偏少，造成差异不显著；也可能是因为独生子

女一般父母文化程度较高，对子女各方面的教育和发展比较重视，因而参加的社

会活动比非独生子女多，与同伴合作与竞争的机会并不比非独生子女少，双方的

差异确实不显著。

在班级类型上，重点班的学生在过度竞争维度得分极其显著的高于普通班学

生，这可能是因为，在大多数学校，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而

是以大型考试的综合名次来划分的，重点班的学生也可能因为在某次重要的考试

中因成绩不理想而被重新划分到非重点班，因此，重点班的学生为了保住自己在

重点班的位置，把周围的同学都看成是竞争的对手，时刻注意与他们的竞争，不

断地将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和衡量，有时甚至不惜压制潜在的对手，如重要的学

习资料不外借；在别人请教时明明会却装着不会而不给别人讲解；有的甚至在考

试前采取撕掉别人笔记、偷课本等手段，让竞争对手不能安心备考；甚至采取诽谤、

贬低、攻击和背后议论等方式进行诋毁。这些现象都是过度竞争的表现。

总体上来说，中学生竞争心理总分在年级差异上并不显著，从竞争心理的发

展趋势上来看，从初一开始竞争心理得分逐渐下降，到高中二年级竞争心理得分

最低，然后又显著提高。这和李莉(2007)对中学生竞争态度的研究结论是一致

的。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小学和初中虽然同属于义务教

育阶段，小学升初中考试同样也是一场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心理在初一阶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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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到初中二年级以后，学生逐渐熟悉并适应了中学阶段的学

习和生活，感觉到的升学压力小了，同学之间的竞争就没有那么激烈了，竞争心

理逐渐下降，到了高二竞争心理下降到最低水平，但到了高三，面临高考，很多

学生开始思考自己的将来，为了能考上理想的学校，很多同学会把周围的同学看

作自己的竞争对手，再加上来自老师、家长等各方面的压力，使高三的学生体验

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竞争心理得分迅速提高。

在竞争心理的各个维度上，个人发展竞争和过度竞争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而群体地位竞争和内化压力竞争差异不显著。对于个人发展竞争而言，其发展趋

势和竞争心理总分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过度竞争维度上，初一年级保

持在较高的水平，然后迅速下降，从初-N高二一致保持在较低水平，到了高三

这种过度竞争迅速提高，并达到了中学阶段的最高水平。因而可以说中学阶段，

学生的竞争心理总体上还是比较健康的，应适当注意对初一和高三的学生进行正

确的竞争教育，促使他们建立积极健康的竞争观念和竞争意识。

1．3中学生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1．3．1中学生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

本研究发现，除忽视型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学生的竞争心理相关不显著外，父

母教养方式的其他四个维度与中学生的竞争心理存在显著的相关。忽视型父母长

期对孩子不管不问甚至忽视冷漠，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心和认可，容易形成

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与世无争的心理，这种学生一般竞争意识淡薄，也不会积极

参与竞争。另外本研究还发现，情感温暖型和信任型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学生的个

人发展竞争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专制型、溺爱型父母教养方式容易导致中学生的

群体地位竞争。这可能是因为情感温暖型和信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容易使子女形

成安全型依恋，子女与父母之间有充分的情感交流，子女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

心和爱护，因而易形成情绪稳定、情感丰富、意志坚强、独立、自信、合群等积

极的个性特征，这种学生参与竞争的主要目的是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与

他人进行比较。专制型和溺爱型父母教养方式容易阻碍子女独立性和社交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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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导致子女过度依赖、缺乏自信等不良人格特点，他们参与竞争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易形成群体地位竞争。内化压力竞争与情感温暖型和信

任型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忽视型父母教养方式呈负相关，而与专制

型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在情感温暖型和信任

型父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更容易体验到来自父母的关心和爱护，更容易理解

父母对自己成长、成才的期望，这种期望很容易转化成孩子内部的动力，促使他

们积极的参与竞争。同时这两种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可能在平时与孩子交流谈心

的时间比较多，孩子在与父母交流的过程中对当今社会的激烈竞争比其他孩子了

解的更多、更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上的竞争压力，为了自己能在将来的社

会上立于不败之地，也为了给自己的将来争取到更好的生存环境，他们参与竞争

的积极性更强。另外本研究中还发现，过度竞争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型

和信任型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与其他几种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没有达到显著性水

平，这一结果与先前的设想不一致，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

深入的探讨。

1．3．2中学生竞争心理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回归分析

以往的研究表明，不同竞争态度的大学生其父母教养方式也不同(王文秀，

2008)。因此本研究假定父母教养方式是中学生的竞争心理的一个影响因素，在回

归分析中，以父母教养方式五个维度为自变量，以中学生的竞争心理为因变量，

进行层次回归分析，除了忽视型父母教养方式这～维度没有进入回归方程外，其

他四个维度对中学生竞争心理的预测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它们联合解释了中学

生竞争心理13．5％的变异量，揭示了父母教养方式不同维度与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关

系。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三，即父母教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了中学生的

竞争心理。

2教育建议

以往的研究表明，竞争心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重要的影响。竞争性过低的个

体可能无法取得与其能力相符的成功，进而还可能导致社会退缩、焦虑、神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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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良症状的发生；而竞争性太强的个体，又可能因为在社会交往中过于咄咄逼

人或产生某些过激行为而导致人际关系不协调，也有可能形成所谓的A型人格，

使心脏病等心身疾病的发病率大大提高(陈国鹏等，2003)。岑延远(2009)也

认为竞争性人格特征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影响。中学时期正是人格塑造

和完善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应该抓住时机，通过多种渠道多个途

径培养学生积极正确的竞争心理。

对于父母来说，中学时期是孩子人生发展学习的关键期，面对激烈的竞争，父

母首先自己对竞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要鼓励子女积极参与竞争，又不要太强

调竞争的结果，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强加给子女，给他们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同时

要经常与子女交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必要时及时给予情感温暖和帮助，在

他们面对困难时，鼓励他们，相信他们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使子女能经常体

验到来自父母的心理支持，逐渐培养子女将竞争视作个人发展的机会，关注自我的

提高或任务本身的乐趣，这样有助于学生在竞争中感受到自我提高的愉悦，享受任

务当中的乐趣，即使面对失败，也较少产生严重的消极情绪。

中学生的学业压力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升学考试的压

力的最终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学生之间激烈的竞争。由于现在竞争无处不在，要让

学生能够顺利适应未来的社会，必须在学校里对学生进行竞争教育，而进行竞争

教育的关键就是教育者要把握竞争的内涵，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引导学生进行

合理有度的竞争，防止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磨练学生的意志，促

其成才。因而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一方面要让学生认识到社会上日趋激烈的竞

争现实，要敢于面对现实，把握校内的各项竞争的机遇，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

能力。同时学校要营造良好的竞争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内的各项竞争，在

竞争中积累经验、总结教训，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出来正确的竞争意识和良好的

竞争心态。另一方面，要重视对学生心理的疏导，及时发现和解决由竞争引起的各种

问题，包括个人情绪上的障碍、同学之间的关系紧张等，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心态

参与竞争，重在参与，重在过程，以豁达的心胸对待和接受竞争的结果，尊重事实，胜不



骄，败不馁，乐观看待人生，百折不挠，积极向上，有一颗凡事尽力而为的平常心和健康

的人生哲学。要注重认同别人的成绩，尊重别人的观点，欣赏别人的才能和努力，从而

消除竞争结果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3本研究的结论

本研究在综合国内外有关竞争心理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自编的中学生竞争心

理问卷和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对中学生的竞争心理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就父母

教养方式与中学生的竞争心理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学生竞争心理是一个多维变量，它包括个人发展竞争、群体地位竞

争、过度竞争和内化压力竞争四个维度。自编的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具有较好的

信、效度。

第二、中学生竞争心理在某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班级类型、)上存在显

著差异。

第三、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学生的竞争心理存在显著相关，父母教养式的不同

维度对中学生的竞争心理具有不同程度的预测作用。

4本研究的特色

本研究探讨了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结构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对中学生竞争

心理的影响。综合起来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特色：

第一、以往对个体竞争心理的研究比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竞争态度这一方

面，且主要以大学生为被试，本研究针对中学生，以编制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为

切入点，丰富了竞争心理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

第二、本研究从中学生这一角度出发，编制了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采用探

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构建了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基本结构，并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

方法对中学生竞争心理的结构进行了验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第三、本研究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关系，为中学生父母

和教育工作者了解中学生的竞争心理，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从而为

促进中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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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在本研究中从文献分析到实证研究的角度建立了中学生竞争心理结构和内

容，研究结果初步支持了中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竞争心理影响的假设。从

总体上看，本研究还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

第一、本研究中，被试采取整群取样的方式获得，而学校样本则采取方便取

样的方法。严格意义上说，学校的不同类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同时取样主

要在农村和中小城市，研究结论的普遍推广还需要慎重。

第二、由于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对中学生竞争心理的发展特点还无法做出

准确的判断。只有采用纵向跟踪研究才能对这种发展特点做出更合理的解释，也

可以为这种测量的有效性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支持。

第三、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问卷法，又称为自陈测量。尽管测量问卷经

过了严格的统计学控制，但这种自我报告的测量方式，不能完全避免被试存在的

社会赞许倾向，对竞争心理的最终测量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

心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社会实践，在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和发现，也为

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未来的研究可以假设更多的影响变量如学校气氛、班

级环境等，从而发现更多的对竞争心理有影响内外因素，通过对这些内外因素的

调节和控制，对中学生的竞争心理进行干预，促进中学生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和

竞争行为，提高中学生的竞争素质，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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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开放式问卷

亲爱的同学，您好!

下面有一些关于中学生竞争态度方面的问题，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和想法来回答，答案

没有对错之分，您答得越仔细、详尽越好．我们会为您的回答保密，因此请您放心作答．真

诚地感谢您的帮助与支持1

1．在你的周围，那些竞争心强的同学有哪些表现?

2．你对竞争的态度是什么?

3．你参与竞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为了超过竞争对手，你通常会采取哪些方法或手段?

5．请简要谈谈你对竞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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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

中学生竞争心理预测问卷

亲爱的同学，您好!

下面有一些关于中学生竞争态度方面的问题，请您仔细阅读每个问题，并根据自己的实

际想法作答，答案并无对错之分．

回答时请注意：

1、请每题都回答，不要遗漏，也不要费时去考虑，看懂后就回答．

2，请参照你平时的实际情况，选出最符合你情况和想法的数字．1——2～——3——4——5
完全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无法确定 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如：“我喜欢与别人竞争”你认为完全符合你的情况的，就在题号后面选“5”，如果完全不符

合你的情况的，就在题号后面选“1”，无法确定的就在题号后面选“3”．

3、这不是考试，答案也无所谓对错，你不必去参考别人的意见，你的答案我们会绝对保

密，你不必有任何顾虑，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就可以了．

1．我认为考试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 1—2—3—4_一5

6．如果扰乱竞争对手，能使我取得更好的成绩，我愿意这样做。 1—2—3—4__5

★9．我认为学习是自己的事，只要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即可，没必要和别人竞争。

1—2—3—4—5

lO．在学习上，我从不帮助那些有可能超过我的同学。

11．每次考试，与分数相比我更关心考试名次。

16．我参与竞争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同学的轻视。

1—2—3—4～5

1——2——3一一4一一5

26．即使在一个集体中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也希望能超过其他同学。 l一2—3—4—5

★30．很多时候，我并不想参与竞争，但大家都在竞争，不自觉就被卷入其中。1—2—3—4--5

★36．在平时的学习中，我只想尽力争取做到最好，并不想与其他同学竞争。 l一2—3—4-_5

38．我喜欢竞争的过程，对竞争的结果顺其自然即可。

40．只要能超过竞争对手．采用什么手段都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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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在平时的学习中，我总是小心提防别人超过自己。

45．我参与竞争，是为了自己有个更好的将来。

附录Ⅲ

正式调查问卷

1—2—3—4_一5

l一2—3—4__5

亲爱的同学：

您好!我们在做一项有关中学生的调查研究，想邀请您参加，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在此

首先表示忠心的感谢!

请注意：您将匿名作答，我们保证您的所有个人信息都将严格保密，请尽管放心作答!回

答没有对错之分，只要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就行：不要参考其他人的回答；请逐题回答不要

遗漏；请先填写好下面的个人基本情况(不用填写姓名)。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

请你在每道题的选项中选择最符合你情况的一个，在选项前的方框内打“／”．

性别：口男 口女 ，

年级：口初一 口初二口初三 口高一 口高二口高三

学校类型： 口重点中学 口普通中学

班级类型： 口重点班 口普通班

家庭来源： 口城市(县级以上) 口农村

是否独生子女：口是 口否

第二部分：

中学生竞争心理问卷

亲爱的同学，您好!

下面有一些关于中学生竞争态度方面的问题，请您仔细阅读每个问题，并根据自己的实

际想法，在相应的数字上打“√”．其中l表示完全不行舍，2表示比较不符合，3表示无法

确定，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答案并无对错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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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比 不 比 吉
7C 兀

全 较 能 较 全

不 不 确 符 符

符 符 定 合 厶
口

厶 厶
口 口

1．我总希望自己做作业的速度和质量远比其他同学快。 1 2 3 4 5

3．即使在一个集体中为了共同的目标，我也希望能超过其 1 2 3 4 5

他同学。

5．如果扰乱竞争对手，能使我取得更好的成绩，我愿意这 l 2 3 4 5

样做。

7．在生活上我也不能容忍别的同学比我强。 1 2 3 4 5

9．竞争是我学习的动力与目标。 1 2 3 4 5

11．我认为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只有积极竞争才能 1 2 3 4 5

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条件。

13．我参与竞争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同学的轻视。 l 2 3 4 5

15．我参与竞争是为了取得父母、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1 2 3 4 5

17．我认为参与竞争是完善自我的一条重要途径。 1 2 3 4 5

19．当竞争失败后，我总是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下次取胜。 l 2 3 4 5

21．当其他同学在竞争中取胜后，我会取长补短，完善自我， 1 2 3 4 5

争取下次取胜。

23．我参与竞争，是为了自己有个更好的将来。 l 2 3 4 5

第三部分：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在回答下面的问题之前，请您仔细回想小时候您的父母对您影响最大的教养方式有哪些，

回答时请您注意，每个人与父母的关系有所不同，所以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按照您的实

际情况回答就可以了，1表示完全不符合，2表示比较不符合，3表示无法确定，4表示比较

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非常 比较 不 比较 非常

不 不 确定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2．父母从来不允许我做一些其他孩子可以做的事情。 l 2 3 4 5

4．当我取得成功时，父母由衷地为我感到自豪。 1 2 3 4 5

6．父母从不参加我的活动。 l 2 3 4 5

8．父母经常鼓励我要不断有所进步。 l 2 3 4 5



10．大多数时候都是父母帮我做决定。 l 2 3 4 5

12．父母很少允许我和别的孩子～起玩。 l 2 3 4 5

14．父母经常窥探我的隐私。 l 2 3 4 5

16．父母允许我独立去完成某些事情。 1 2 3 4 5

18．在家里我经常感到孤单。 l 2 3 4 5

20．当我碰到不顺心的事时，父母会安慰我。 I 2 3 4 5

21．任何事情父母都不允许我和他们争辩。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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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这篇论文即将完稿的时候，也是我三年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之日，回顾走

过的三年，是我人生中忙碌而充实的一段时光。在这宝贵的学习岁月里，由衷的

感谢那些帮助我学习和成长的老师和同学。

带着对心理咨询的向往来到河大，有幸成为王瑶老师的学生，王老师严谨的

治学风格，谦逊、深厚的学者风范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深深的敬仰，激励着我

不断努力向前。

衷心的感谢王滨老师，您精湛的专业素养和温和优雅的言行使我对心理咨询

这门学科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感谢宫火良老师、杜建政老师、许波老师、王亚同

老师、丁桂风老师、王明辉老师、刘金平老师、赵俊峰老师、杜岸政老师，感谢

各位老师三年里精心的培养和指导!

感谢我的同学康平、刘玲花、郑秀娟、顾宏、赵慧先、任化娟、王淑华、冯

娜、刘炎、隋明明、高晓燕、王亦然、胡云君、赵淑娟、陈卓、张典、戴玉磊、

吕中科等三年来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我的母亲、爱人和女儿，你们的理解和支持，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和

梦想。

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王天阳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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