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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 自我概念与个体的学业成就、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描述了儿童 自我概念的大致 

发展过程 和特 点，分析 了影响儿童 自我概念形 成的主要 因素 一 社会关 系和儿童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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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是 自我 的主要成 分，在 人格结构 中处于核 心 

地位 ，不仅影响到个体人格的内在 和谐 统一 ，而且还影响到 

个体对现实的基本态度和看法以及对未来的理想和信念， 

进而在客观 L决定了对行 为的调节 与定 向作用 。 

一

、 自我概念的涵义及其功能 

1．自我概念的涵义 

有关 自我概念问题 的讨论从詹 姆斯就 已开始 ，但 自我 

概念 的提法从罗杰斯 的 自我理论开 始。罗杰斯认 为 ，自我 

概念是个人现象场中与个人 自身有关的内容，是个人 自我 

知觉 的组织系统和看待 自身的方式 。罗杰斯将詹姆斯和米 

德 的主体我和客体我的概念统 整到 了一起 ，使 自我概念 的 

内涵 同时兼具刈‘象与作用两个方面 。 

Shavelson认为 自我概念 是一个人对 自己的知觉 ，这种 

知觉是通过对环境的经验 和解释形成的 ，并受到他人评价 、 

自我评价和归阂的影 响，将 自我概念 区分为一种多侧面 、多 

等级 的结构 。Byrne认为 n我概念是 关于 自己技巧 、能力、 

外表和社会接受 性方 面的态 度、情感及 知识 的 向我知觉 。 

国内学者也对 自我概念 的涵义有多方面的探讨 。林崇德等 

认为 ，自我概念是个体关 于 自己的特 点、能力 、外 表、态度 、 

情感和价值等方 面的整体 认识 。黄 希庭指 出。自我概 念是 

个人对 自己所有 方面的觉知 ，它是一个多维度 、多层次 的有 

组织的结构 ，具有评价性 且可以与他人分别开来 。 

历史上 ，自我概念具 有各种不 同的涵义 ，主要原 因在于 

这个慨念源 多种学科 。哲学和神学强调 自我是道德选择 

和责任感的场所 ；临床心理学 和人 本主义心理 学强调 自我 

是个体独特性 和神经症 的根源 ；社 会学强调语 言与社会 的 

相互作H{是 臼我实现并得 以保持的基础 ；实验 社会心理 学 

强调 一我是认知组织 、印象处理和动机激发的源 泉。 

综 合国内外研究 ，笔 者认为 自我概 念是个体关 于 自己 

的特点 、能力 、外表 、态度 、情感 和价值等方 面的整体 认识 ， 

是个体把 f{己当作客观事物进行知觉。它包括一个人通过 

经验、反省和他人的反馈，逐步加深对自身的了解。 

2．自我概念的功能 

笑 于自我概念的功能 ，奥尔波特、艾里克森等提出如下 

几方面 ：提供一种时 间和空问连续性的感觉 ．为个人 自我体 

验提供一种整合和组合作用 ，调节个人的情绪状态 ，是一个 

人刺激或动力的来源 。 

对 自我概念作用 的研究最为突出的是伯 恩斯。伯恩斯 

在《自我概念发展 与教育》一书 中，系统论述 了 自我概念 的 

重要意义 。伯 恩斯认为 ，个体 的自我概念一旦产生 ，就会积 

极发挥作用。自我概念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第一 ，保持 内在一致性 和行为一贯性 。在生活过程中 ， 

我们总是对 自我或周 围的事物产生许 多想法 、感受或认识 。 

如果这些想法 、感受或认识之 间不一致 ，相互间存在矛 盾 ， 

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 。而 自我概念有着促使矛盾的内部观 

念达到协调一致 的功能 。 

第二 ，决定个体对经验的解释 。一定 的经 验对 于个人 

具有怎样 的意 义，是由个人 的 自我概念决定 的。每一 种经 

验对于特定的个人具有特定 的含义 ，即使不 同的人 获得 了 

完全相同的经验 ，他们 对于这种经验 的解释也不会 完全相 

同。解释经验 的轨道决定于一个人的 自我概念。 

第三，影响个体的期望水平。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人 

们对于事情发生的期待、对于情境中其他人行为的解释以 

及 自己在情境 中如何行为 ，都高度决定于 自己的自我概念。 

二JL童 自我概念 的发展 

婴儿最初是不能理解 主体我和客体我的。认识上 的这 

种 区分大致是在 6～8个月期间 ，随着实物概念 的发展而发 

生的。这时的儿童首先产生一种对他自己身体、他的连续 

性 、他的界限和他 的运动动作的感觉 ，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 

对 自己连续性的感觉。他能把自己的存在看作是一个连续 

的“事件”，这意味着 自我概念的一大发展。随着儿童内心 

世界 的发展 ，儿童会越来越多地将 自己作为思考的对象 ，客 

体我不断地扩展 ，儿 童逐渐 构建起 向我概 念 ，即关 于我是 

谁 ，我有 什么样的性格 、态度及价值观 的认识 ，但对心理 和 

行为的认识水平还很低 ，内在 自我的认识不清晰。 

】．学龄前儿童的 自我概念 

学龄前儿 童开始 了一种 绝对 自我 的发展过程 ，他们 总 

是倾向于要确认范 嗣，认识 到人们在其中的地位是不 同的， 

冈而要找到自己在其中的定位；同时还倾向于独立地去做 

些什么 ，尽量减少依赖 。学龄前儿 童 自我概念 的特点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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