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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知识组织与心理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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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自我知识组织的研究主要沿着五条路线展开$自我复杂度#自我概念分化#分开评价%整合评

价与重要性突出#自我概念清晰度#自我不一致&自我知识组织具有动态的特点#多重自我和整体自我与心理

适应的关系也并非固定不变&从系统论角度来看#自我知识具有整体性%层次结构性%动态性以及环境适应性

特点&此外#目前对自我知识的研究还处于经验描述阶段#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自我知识组织的内在心理 机

制以及生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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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知 识!76)1DF/(5)6>G6#也 可 称 为 自 我 认

识"是指个体对自身的所有认识#是个人对自己各

方面了解的信息库’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其中

的(自知)即是自我知识&自我知识的内容及其组

织方式以及其重要性%清晰性和和谐性都会影响个

体心理适应水平&

!!一、自我知识组织的形式

自我知识的组织实际上是关于自我知识的内

容是如何经过组织加工#然后纳入不同的自我概念

之中’在 这 点 上#它 明 显 地 引 入 了 信 息 加 工 的 观

点*&+&因此#我们也可把自我知识的组织看作是一

种认知加工策略&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认知加

工策略主要涉及五个不同方面$自我复杂度#自我

概念分化#分开评价%整合评价与重要性突出#自我

概念清晰度#自我不和谐&

"一#自我复杂度

自我复杂度!76)1D<(HI)6J93;"是由K9/:9))6*##!+

提出的#她认为自我概念是由自我中的多个不同方

面!自我面或自我维度#76)1D07I6<37"组成的#自我

复杂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组成自我

概念 的 自 我 面 数 量#数 量 越 大#自 我 复 杂 度 越 高’

!#"各个自我面相互重叠的程度!即一个自我面中

是否包含有其他自我面也包含的成分"#重叠的程

度越低#则自我复杂度越高&K9/:9))6在 研 究 中 采

用自 我 描 述 卡 片 归 类 任 务!76)1D>67<.9I39:6<0.>D

7(.39/G307F"来 测 量 被 试 的 自 我 复 杂 度&测 验 时

先发给被试!!张内容为描述自我属性的卡片#然

后让被试把这些卡片归类到若干个组中#同一张卡

片可以使用多次#也可以一次都不用&最后#根据

被试归类的组数和各组卡片中重复使用的卡片数

量来计 算 L 值!LM)(G#/N!#9!/9)(G#/9"",/"#其

中#/是整个归类任务所用到的自我属性的总 数#

/9 是某一个 属 性 组 所 使 用 的 属 性 总 数#L 值 反 映

被试自我复杂度水平&但后来有研究表明 L值不

能很好反映自我复杂度#应该把自我面的数量和重

叠程度分开进行测量*?+&

K9/:9))6用一种缓冲模型来解释自我复杂度跟

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当高自我复杂度个体经历压

力事件时#因为自我面的数量众多#这些事件只能

影响到自我中的一部分’并且#如果自我面之间的

重叠较少的 话#某 个 自 我 面 所 遭 受 的 压 力 也 不 会

(溢出!7I9))(:6.")到其他自我面#从而对其他自我

面造成消极影响&所以#自我复杂度对与压力相关

的疾病或抑郁起着缓冲的作用&后来的一些研究

结果支持了K9/:9))6所假设的缓冲模型*?NB+&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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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有研究者"E#认为

以前人们得出总体自我复杂度跟应对的正相关结

论实际上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所测量的是积极自我

复杂度!即 自 我 复 杂 度 中 所 包 含 的 是 较 多 积 极 属

性$自我复杂度与心理适应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应从多方面 对 其 进 行 考 察!才 能 准 确 了 解 他 们 的

关系$

此外!自我复杂度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自我知

识组织形式!K9/:9))6的理论引发了大量研究!后来

提出的自我概念分化!分开评价%整合评价及重要

性突出!自我概念清晰度这些自我知识组织方式都

受到了K9/:9))6理论的影响$

!二"自我概念分化

自我概念分化&76)1D<(/<6I3>9116.6/39039(/’是

一种个人在扮演不同社会角色时具有不同人格特

征的倾向"&$#$P(/04-6设计了一种自我概念分 化

的测量方法(让 被 试 对 自 己 在 五 种 不 同 社 会 角 色

&朋友!伴侣!子女!学生!员工’中的"$种人格特质

描述在B点K9F6.3式量表上进行等级评定$然后

通过因素分析来计算不同角色间未共享的变异!即

用&减去第一主因素贡献率所得结果代表自我概

念分化的程度)自我概念分化程度越高!个体越倾

向于在不同角色中拥有不同的人格特征$结果表

明!高自我概念分化者情绪适应水平较低!并倾向

于排斥社会标准和传统!自我概念分化是自我分裂

&1.0GH6/3039(/’而 非 对 角 色 进 行 专 门 化&7I6<90)9D

Q039(/’的一种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我概念

分化反映了个体缺乏一种心理上的整合!这种整合

的缺乏则是源自心理内部那些没有得到解决的冲

突!而这对心理健康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后续研

究大都支持自我概念分化是一种自我分裂的表现

这一假设!且自我概念分化和心理适应之间呈负相

关"&&!&##$

自我概念分化似乎是自我复杂度的另一种表

现!但 实 际 上 这 两 者 是 不 同 的 自 我 知 识 组 织 结

构"&$#(自我概 念 分 化 强 调 的 是 个 体 的 特 定 角 色 自

我概念分化 或 整 合 程 度!它 跟 适 应 是 一 种 线 性 关

系!低适应者具有高自我概念分化的倾向)而K9/D

:9))6的研究假设并未包含自我复杂度跟适应之间

有任何直接联系!自我复杂度所预测的心理适应水

平的变化也是经历压力事件后的变化$此外!自我

复杂度测量是由被试自由描述来产生不同自我面!

所以意味着认知的复杂性和灵活性)而自我概念分

化反映的是缺乏角色同一性的相互关联!意味着自

我概念的分裂和不一致!即分离的自我$综合这些

因素来看!自我复杂度和自我概念分化无论是在概

念上!还是在它们跟适应的关系上!都是十分不同

的$K-3Q和R(77"&!#也认为!自我复杂度和自我概

念分化跟心理适应之间关系的方向是相反的!应当

把自我概念分化和自我复杂度当作自我概念结构

的两个不同方面来对待$

!三"分开评价#整合评价与重要性突出

24(56.7"&?#提出了两种类型自我组织(分开评

价&6:0)-039:6);<(HI0.3H6/30)9Q6>’与 整 合 评 价

&6:0)-039:6);9/36G.036>’$前 者 是 指 把 正 面 和 负

面的自我知识分别归入不同的自我中!这样!各种

自我所包含信息就成了以积极的信念或消极的信

念为主$而整合评价组织中的自我所包含的则是

积极和消极信念的混合体$如果个体在自我中只

包含积极或消极自我知识的话!一旦这些知识被激

活!那么个体可能会被这些积极或消极的知识所包

围!从而体验到极端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因此!如

果自我中的积极面被经常激活时!分开评价组织将

有利于个体的心理适应)反之!当消极面被经常激

活时!整合评价组织将变得更有利"&#$测量分开评

价组织时先让被试完成一份自我描述卡片归类任

务&即K9/:9))6用来测量自我复杂度的工具’!然后

计算不 同 自 我 面 间 的 !系 数 或 克 瑞 玛 ’ 系 数

&S.0H6.*7’’!通过!系数或 ’系数的高低来反

映分开评价的程度$

24(56.7"&@#指出!如果个体认为正面自我比消

极自我面更重要!就可以提高心理适应水平)反之!

如果认为消极自我面更重要!则会体验到较多消极

情绪!降低心理适应水平)即分开评价组织与重要

性突出&9HI(.30/<6>9116.6/39039(/’间 存 在 交 互 作

用$该研究同时还表明!当自我面反映的是个人重

要的%以积极自我知识为主的自我面时!进行积极

分开评价的个体可以很容易地从悲伤情绪中恢复

过来)而当情境因素包含的是纯消极自我面时!分

开评价似乎会使消极情绪永远延续下去$这意味

着拥有积极分开评价自我的个体在强烈的消极情

境中可能会变得非常脆弱!而发挥整合评价的作用

则需要对积极自我信念和消极自我信念进行整合$

24(56.7"&"#一项关 于 伴 侣 和 爱 情 关 系 的 研 究 结 果

也表明!当关系相对长久!消极内容特别多时!整合

评价组织是跟更为积极的思想%情感%及对伴侣的

行为相联系的$

分开评价%整合评价及重要性突出对个体情绪

和心理适应的作用机制是复杂的!它们并非各自单

独发生作用!个体在使用这些组织时也具有明显的

动态性和灵活性$

!四"自我概念清晰度

S0HIT6))等"&%#将 自 我 概 念 清 晰 度&76)1D<(/D

<6I3<)0.93;!2SS)或自我清晰度!76)1D<)0.93;’定义

为(自我信念定义的清楚和确信程度!及其内部一

致性和稳定性$自我概念清晰度!尤其是其中的内

部一致性和稳定性成分!主要反映的是自我图式的

一致 性$S0HIT6))研 究 了 自 我 概 念 清 晰 度 跟 自



尊!大五人格!自我倾注"76)1D1(<-76>0336/39(/#间

的关系$发现低自我概念清晰度跟高神经质!低自

尊!低尽责性!低宜人性!慢性自我分析!低内部状

态察觉$以 及 沉 思 形 式 的 自 我 注 意 是 联 系 在 一 起

的%此外$自我概念清晰度跟自我复杂度也是呈正

相关的$虽 然 它 们 也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自 我 组 织%在

S0HIT6))&&B’更早一项关于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度

的研究中$她发现低自尊个体表现出低自我概念清

晰度的各种特征$且低自尊个体具有积极和消极特

质相混合的特征$而积极特质则是高自尊个体的主

要特征%该研究采用对自我描述的反应时!一致性

和稳 定 性 作 为 自 我 概 念 清 晰 度 测 量 的 指 标%

S0HIT6))&&%’后来发 展 出 了 一 种 由&#道 题 目 构 成

自我概念清晰度量表"2SS2<0)6#来测量自我概念

清晰度程度$该量表所得到的结果跟以前测量方法

所得结果吻合得很好%后续的研究也都支持了高

自我概念 清 晰 度 有 利 于 心 理 适 应 这 一 假 设%&&EN#&’

还有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清晰度是健全人格中自信

成分对心理健康预测效应的调节因素$它可以部分

地解释自信水平对 一 般 健 康 问 卷"ULV#中 焦 虑!

抑郁!自我肯定的回归效应&##’%

!五"自我不和谐

自我不和谐"76)1D>97<.6I0/<967#理论&#!$#?’所关

注的焦点是人们关于自己特质的信念$以及关于不

同标准"如 自 我 标 准$父 母 标 准#的 信 念 间 的 不 和

谐%L9GG9/7对自我不和谐的研究主要在两方面(

现实N理 想"0<3-0)D9>60)#自 我 与 现 实N应 该"0<D

3-0)D(-G43#自我%对 自 我 不 和 谐 的 测 量 则 主 要 采

用自我问卷"26):67V-6739(/09.6#%根据自我不和

谐理论$特定的自我不和谐跟特定的情绪失调是联

系在一起的$如现实N理想不和谐是跟沮丧相关的

情绪相联系的"如失望#$而现实N应该不和谐是跟

高焦虑相关的情绪相联系的"如罪恶感#%现实N
理想自我不和谐与情绪之间出现这种关系$可能是

因为个体在达成理想或目标时遭到失败产生的)而

现实N应该自我不和谐与情绪间关系则可能是个

体在履行责任或义务时遭到失败而产生的%也有

研究&#@’表明特定类型自我不和谐跟特定类型情绪

失调之间并不存在这种联系$但却发现自我不和谐

跟低心理适应之间存在联系%

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考察自我不和谐$一个人

过去!现在!未来自我间的不和谐同样会对个体的

情绪及心理适应造成影响%如$可能自我的复杂性

可以调节对未来目标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情感反

应$而现实自我的复杂性则可以调节对当前目标进

行评价时所 产 生 的 情 感 反 应&"’%自 我 在 时 间 维 度

上的不和谐对健全人格的形成亦有重要影响$个体

只有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才

能达成自我的和谐$形成健全的人格%

!!二、自我知识组织的动态性与心理适应

不同自我组织类型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不同

的作用$为达到最高水平的心理适应$个体可能会

在不同情境中使用不同的组织类型%例如$那些适

应能力强的个体在高压力情境里比在低压力情境

里更多采用自我分开评价组织)在经历了高消极生

活事件后$适应能力强的个体的自我知识内容虽然

变得比先前消极$但他们觉得消极属性的重要性比

平时低$即压力情境改变了个体的自我重要性&#"’%

同时$自我知识的组织是灵活的!可变异的$它

会因情境!个体差异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及作用%24(56.7&&’提出了一种分开评价的动态模

型"图&#$它既包括了个体使用分开评价组织来适

应现时情境$也包括个体组织风格的长期改变%图

&顶部表示大多数人把积极分开评价作为一种 基

本自我知识组织方式$但在负面自我属性变得突出

时"如遭遇压力时#$不同个体的自我知识组织将发

生不同变化%图&左侧表示适应不良个体采用消

极分开评价来组织自己的自我知识$导致极低的自

尊和消极情绪)而右侧则表示适应较好个体开始会

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负面属性上$并尝试采用整合

评价来尽量减小它们的影响$最后$一部分人会重

新 使 用 分 开 评 价 组 织 方 式$最 终 获 得 最 佳 适 应

水平%

W<W04(/等 人&#%’考 察 了 身 体 不 满 和 饮 食 失

调妇女的自我结构与情绪的关系$发现在自我知识

组织中具有灵活性的个体"即在对特定消极特征的

思维中具有整合评价$在自我概念结构中具有分开

评价的个体#才具有最少的消极情绪%

图!!自我结构因生活压力事件发生改变的动态模型

一项研究&#B’把自我概念清晰度分为日常自我

概念清晰度和特质自我概念清晰度$通过&$个星

期里每天#次的观测发现(日常自我概念清晰度和

日常事件之间的关系会被日常消极情感和日常自

尊所调和$这种调和作用表明日常事件导致了情绪

和自尊的变化$该变化继而导致日常自我概念清晰

度的变化)自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及自我概念



清晰度跟特质自我概念清晰度是呈负相关的!这

表明"自我概念清晰度在不同的情境里也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即具有动态特征!

各种自我知识组织类型也是随个体生活经验

的增加而动态发展的"如 L0.36.等人##E$发现"儿童

在成熟的同时也在发展对多个自我领域的重要性

进行分开评价的能力!而成人在遭遇压力事件并

准备积极应对的话"可能会发展出更高的自我复杂

度!,(.>0/和S()6#!$$也 认 为"自 我 复 杂 度 有 时 候

并不能缓冲消极事件对儿童的影响"它可能在后来

才会表现出它的缓冲作用!这些研究均表明"自我

知识组织是可以随时间%情境而变化的"即自我知

识组织本身就具有动态性!

尽管自我组织的短期适应和长期改变确实存

在"但也有研究表明自我组织存在一定的稳定性!

如23.0-H0/#!&$的一项对自我不和谐的纵向研究表

明"虽然!年后被试的自我描述发生了变化"但他

们自我不和谐的程度和类型仍保持稳定!

!!三、多重自我、整体自我与心理适应

早期的自我理论一般把自我看作是一个单维

的整体&即整体自我’"但后来的研究者提出"自我

是多维度的"按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具有特定结

构的复杂系统&多重自我’!相应地"传统的信息加

工模型认为"积极自我属性和消极自我属性的数量

将决定个体对自身的总体评价"而当前的观点则认

为组织因素可以调和积极自我和消极自我对个体

的影响#&$!24(56.7##"$考察了自我的内容特征&积

极%消极’和结构特征&重要性突出%分开评价%自我

复杂性’在#年里所发生的变化"结果表明自我概

念内容的变化反映的只是生活环境而已"自我结构

的改变才有助于调节压力和消极情绪的影响!

虽然自我的性质和数量在短时间里不会改变"

但通过对自我知识的组织加工"人们可以忽略某些

可能对当前活动产生消极影响的自我知识"使这些

知识不被提取到当前的加工情境中来"或降低它们

的可利用性"以保护自我!而提取出来被带到当前

加工情境中的这些自我知识"则是(工作自我概念)

&5(.F9/G76)1D<(/<6I3’#&$!由于组织的作用"工作

自我概念具有不同的结构或形式***多重 自 我 和

整体自我!

不同的自我知识组织类型将导致不同的工作

自我概念"S0HIT6))#!#$从 测 量 的 角 度 对 五 种 组 织

类型进行分类"认为自我复杂度和自我分开评价测

量是属于多重自我组织测量"而自我概念分化%自

我概念清晰度及自我不和谐则是整体自我组织测

量!其中"自我概念分化之所以被归为整体自我"

主要是因为自我概念分化测量并未反映个体的图

式中包含范畴的数量"而是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

同时"由于(分化&>9116.6/39039(/’)往往被当作是多重

的特征"所以她建议称这种测量为(自我概念分裂

&76)1D<(/<6I31.0GH6/3039(/’)以避免引起混淆!

关于多重自我和整体自我跟心理适应之间的

关系"存在着不一致的结果!如K9/:9))6#!"?$的研究

表明"拥有复杂自我的个体可以把外部事件的消极

作用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降低压力所带来的消极

影响!24(56.7#!!$考察了童年时 代&&@岁 前’遭 受

过虐待的大学生的自我结构与适应水平的关系"发

现拥有分开评价组织的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比拥有

整合评价组织的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抑

郁和防御水平更低!

但多重自我也建立了一种自我分离的感觉"且

拥有多重自我的个体可能在适应不同的情境时需

要进行切换"从而消耗更多的心理资源"并缺少一

个核心自我!而对于拥有核心自我的个体来说"他

们确认了自我中最中心的特征或领域"无需在不同

情境中选择合适的自我知识组织来指导自己的行

为"因而显得容易操作和实现#&$!P0/04-6#&$$对自

我概念分化的研究也表明"对不同社会角色自我描

述更清楚的个体在心理适应上的得分反而更低"而

自我概念分化得分更高的个体也更多地与生活角

色转换&如 离 婚"换 工 作’相 联 系!S0HIT6))#!#$的

研究则表明"多重自我测量跟心理适应测量并无相

关"整体自我测量跟心理适应测量存在中等程度的

相关!

此外"仅仅用自我面的数量来决定多重自我和

整体自我跟情绪和心理适应的关系很可能是不够

的"或许还存在其他的因素调节着这种关系"抑或

跟多重自我或整体自我共同影响着个体的情绪和

心理适应水平!如"有研究考察了自我控制力与自

我复杂性%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个体

如果知觉到对自己的自我面缺乏控制力的话"更高

自我复杂度预示着更差的生理和心理适应"知觉到

的对多重自我的控制力可以调节自我复杂度和幸

福感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些理论都只是从单一%静态的 角 度 来

进行解释"或许多重自我和整体自我跟心理适应的

关系就像分开评价和整合评价跟心理适应的关系

一样具有动态性"人们在不同的情境里使用不同的

自我知识组织结构才能得到最积极的情绪和最佳

适应水平!

!!四、简!评

自我知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具有 整 体 性%

等级结构性%动态性%环境适应性等特征!如"从整

体性和等级结构性的观点出发"可以把自我知识看

作是由多个层次"各个层次又分别由多个自我概念

构成的统一体+同时"这些自我概念还具有横向和



纵向的联系!它们之间既协调又互相制约"导致自

我复杂度与心理适应关系不一致结果的原因!除了

自我知识的积极与消极属性之外!还很可能是因为

复杂自我内部的各个次级自我之间缺少整合!从而

使自我的整体性被削弱!影响到自我功能的正常发

挥!因此表现出低水平的心理适应"而自我概念分

化和自我清晰度则分别是自我知识整体性不同方

面的表现!分开评价#整合评价与重要性突出!以及

自我不和谐则是自我知识等级结构性的不同表现

形式!它们跟心理适应水平的关系因此也具有不同

的表现"此外!除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自我知

识组织方式之外!很可能还存在其他自我知识组织

的方式$而不同自我知识组织方式对心理适应的影

响也可能存在交 互 作 用!如X0.F6.等 人%!@&发 现 自

我复杂度可以调和现实N理想自我不和谐与边缘

人格特征间的关系!对于低自我复杂度个体来说!

现实N理想自我不和谐与边缘型人格特征间存在

更强的相关"

就动态性和环境适应性的角度来说!自我知识

组织的各个部分是不断调整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协

调和相互制约使自我知识组织结构处于一种动态

平衡中!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这种动态平

衡在短期里表现为工作自我根据环境的不同而不

断改变自身的结构!以达到最佳心理适应水平$在

长期里则表现为自我知识组织的发展特点!如习得

新的自我知识组织方式!或某种自我知识组织方式

在长时间里被反复使用!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

自我知识结构特点"但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仍很

缺乏!今后的研究需要发展新的研究手段工具以测

量即时情境里的自我知识组织类型’或工作自我的

组织结构特征(!并需要更多纵向的研究来考察自

我知识组织的发展特点"

在方法论方面!目前大多数自我知识组织研究

仍停留在对外在行为的宏观描述上!需要新的研究

手段来考察自我知识组织的内部机制!及其生理基

础"例如!自我组织研究以信息加工模型作为解释

自我知识组织的基础!这必然涉及到认知操作的问

题!但本文所讨论几种组织方式研究对认知操作的

研究显然不 够"像K9/:9))6提 出 的)溢 出*操 作 就

未得到足够的证据来证实它的存在!以及这种操作

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且积极或消极事件所激活的自

我知识量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测量"而对

自我知识组织生理基础的了解目前几乎是空白!怎

样用生理心理学的方法来考察自我知识组织将是

今后研究的一大挑战"最后!中国人的自我不同于

西方人!怎样设计出能够测量中国人自我知识组织

的有效工具乃是我们今后的重要工作"

感谢彭玉对本文所做的贡献!同时对 程 蕾"江

伟"赵婷婷也一并表示谢意!她们的意见对本文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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