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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我设限是在 自尊受到威胁的情形下
,

保护或提升个体 自尊的一 种策略
。

本文在理性论

释 自我设限的界定
、

分类及影响它的情境因素的基础上
,

述评了 自我设 限及其相关研究
,

这使我们不仅

可以从宏观上整体认识这一领域
,

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其研究现状与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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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
,

自我尊重成为人的基本需要
,

而 自我尊重的前提是要肯定自我的价值
。

自我价值

主要由个人对自己能力的知觉或他人对自己能力的

知觉所决定
。

人们往往用成功来肯定一个人的能

力
,

而用失败来认为一个人的能力低下
,

同时低能

力与低自我价值又是等同的
,

所以失败会威胁到个

人的自我价值感
。

人们为了保护自我价值会预先采

取一定的回避性策略来避免失败的消极含义
,

这些

回避性策略被称作
“

自我设限 ( se ir 一 h an id ca p
-

P in g )
” 。

对于 自我设限的研究在 80 年代中后期

逐渐兴起
,

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此问题展开

了研究
。

本文旨在总结过去研究的基础上
,

综述了

自我设限的相关研究
。

1
.

自我设限的界定
、

类型及情境因素

oJ
n e s
最早用

“

自我设限
”

一词描述 了在面对

可能的危险时
,

预先保护自尊的过程
。

他们认为
,

“

自我设限涉及行为或成就情境的选择
,

这会提高

对失败作外部归因 (或借口 ) 并对成功作内部归因

的机会
” 。

Cvo ign t on 认为
,

自我设限是给个人的表

现制造一些障碍 (想象的或真实的 ) 从而为个人的

潜在失败提供一个预先的借 口
。

R h od e w alt 把 自我

设限定义为个体有意无意地给自己设置障碍
,

这些

障碍可以是行为的结果或没有行为
,

自我设限涉及

到的行为出现在成就行为之前或同时出现
,

而不是

在之后出现
。

因此
,

根据国内外的有关研究
,

把自

我设限定义为
: “

个体针对可能来临的失败或威

胁
,

而事先设计障碍的一种防卫行为
,

这种行为是

一种策略性的行为计划
,

其目的是为了自我保护
、

自我提升或自我呈现
” 。

自我设 限 策 略 分 为
:
行 为 的 或 获 得 的

( b e h a v i o r a l 。 : 。 e q u ir e d ) 自我设限
、

声称的或自陈

的 (
。 l a i m e d 。 : s e lf 一 er p o rt e d ) 自我设 限以及抬举

他人 (
。 t h e : 一 e n h a n e e m e n t ) 三类

。

行为的自我设限是指个体以实际行为设限从而

阻碍成功结果的出现
,

以换取归因上的利益
,

达到

自我保护或自我提升的目的
,

如酗酒
、

缩短练习时

间等
。

声称的自我设限是指个体用难辨真伪的借 口

公开表示 自己处于不利的竞争情境
,

但并不一定减

少实际的努力
,

失败时据此归因又容易博取他人的

谅解
,

同时也避免了自我价值感受到伤害
,

如声称

练习不足
、

抱怨他人干扰等
。

抬举他人是一种特殊

的自我设限策略
,

当个体在面临竞争时
,

给竞争者

提供额外信息或帮助使其有更好的表现
,

同时自己

尽力以求最佳表现
。

如失败了
,

则可将之归因于竞

争者所获取的额外利益
,

从而避免对自己能力的怀

疑 ; 同时还可以博取不 自私
、

有爱心的美名
。

J

清境因素对自我设限策略的使用产生影响
。

首

先
,

在某种程度上
,

公众前的行为往往会增加自我

表现的动机
,

也会增加保护或提升自尊的欲望
。

别

人在场的影响会通过多种方式作用于自尊
,

包括一

个人为了形成社会认可的公众形象和从别人那里得

到关于 自己的信息
,

试图决定怎样从别人那里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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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来提高 自我觉察
。

其次
,

行为对个体的重要

性
,

它决定是否使用自我设限策略保护或提升自

尊起着关键作用
。

与自我概念无关的成就情境不

太可能诱发自我设限行为
,

因为在不重要的任务

中
,

成功或失败对 自尊几乎没有影响
。

最后
,

任

务的性质和及 时反馈对 自我设限行为起中介作

用
。

st ur be 指出在某种程度上
,

不同的任务可以诊

断个体在任务中能力的高低
。

任务失败了
,

表明

能力低的任务能敏感地检测失败
,

并对自尊有消

极影响
,

要求最低行为标准的任务也很可能敏感

地检测失败
,

因为尽管失败的概率可能很低
,

但

大多数人都能通过
,

失败明确地表明了对任务相

关成分的无能为力
。

2
.

自我设限的相关研究

2
.

1成就目标与自我设限关系的研究

自我设限 的研究从人格领域延伸到学业领

域
。

国内李晓东等人从成就目标 (包括个人目标

取向和课堂 目标结构 )
、

自我效能和价值三个方

面对中学 生学习数学时的 自我设限倾向进行研

究
。

国外 U dr an 和 iM d gl ey 人从成就 目标理论出

发
,

对个人 目标取向和课堂目标结构与中小学生

学习数学时的自我设限策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结果发现
,

成绩回避 目标和成绩接近 目标的课堂

目标结构对 自我设限策略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

用 ; 个人任务目标和任务取向的课堂 目标结构对

自我设限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

iM d gl ey 和 rU
-

da n
用成绩回避目标和成绩接近 目标考察了自我设

限
,

成绩回避目标比成绩接近 目标更能预测自我

设限
。

成绩回避 目标在课堂里需要帮助时
,

正预

测回避寻求帮助
,

而成绩接近 目标不能预测
。

但

自我设限与成绩回避 目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而

与成绩接近 目标相关不 显著
,

与以前的研究相

反 ; 掌握 目标取向是微弱的
,

但对 自我设限有显

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

在 iM d gl ey 和 U dar
n
的研究

中
,

掌握 目标取向和 自我设限存在显著负相关
,

但掌握目标不能作为预测自我设限的有力因子
。

高自我设限比低 自我设限更有可能采用成绩

目标
,

但高自我设限比低自我设限更不会采用掌

握 目标
。

高自我设限的人
,

认为超过别人比掌握

一些知识更有成就感
。

这是因为超过别人
,

使其

他人能够看得见的
,

而掌握一些知识是别人看不

见的
。

低自我设限的人
,

当超过别人时也觉得有成

就感
,

但与高自我设限的人有轻微的不同
,

如低自

我设限的人更有兴趣超过别人
,

但他们与典型的成

绩目标学生不同
,

这是 因为他们关注他们超过的

人
。

当他们超过别人时
,

问他们有怎样的感觉
,

他

们觉得自豪
,

但也为失败的人感到难过
。

2
.

2 自尊与自我设限关系的研究

自我设限主要发生在成就情境中
,

由于自我设

限是个体自尊受到威胁时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策

略
,

故 自尊与自我设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

最初的

自我设限量表 ( S H )S 与 自尊测验之间存在负相

关
,

这说明二者具有相反性
。

然而
,

Rh do e w alt 认

为自尊是失败感的晴雨表
,

能够引发自我设限
。

当

自尊受到威胁时
,

个体就接受了退 缩 的信号
。

B au m e i s t e r 和 H u t t o n
认为自尊与自我设限的关系比

较复杂
。

高 自尊和低自尊的人都可能自我设限
,

但

他们的动机不同
。

高自尊的个体倾向于提升他们的

公众形象
,

而低自尊的个体更倾向于保护他们的自

我形象
。

高自尊者使用 自我设限以自我提升
,

低 自

尊者则是为了自我保护
。

高自尊者可能想凭借稍许

的努力就获得成功
,

使 自己显得突出和卓越 ; 而低

自尊者主要是为了维持其自我形象
。

因而高自尊者

在自我设限且侥幸成功之后会归因于 自己的能力
,

而低 自尊者则无此现象出现
,

并且这种现象更明显

地表现在不稳定的高
、

低 自尊者身上
。

N e w m an 和

W ad a S
认为自尊的稳定性与自我设限的关系更大

,

他们发现个体间自尊稳定与不稳定的差异比自尊高

低的差异与 自我设限的关系更大
。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人
,

一些研究者发现
,

自

我设限与低 自尊呈正相关
。

但大多数研究表明
,

自

我设限倾向与自尊的高低没有关系
。

最近的一项研

究结果进一步表明
,

无条件自尊将显著减少 自我设

限倾向
。

由上可知
,

有关自尊和自我设限关系的研

究结果不尽一致
,

这可能是由于外显自尊无法反映

完整的 自尊概念
,

完整的自尊概念必须包括自动化

的
、

直觉性的 自我评价
,

即所谓的内隐 自尊
。

S p al id gn 等人研究结果表明
,

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

对自我设限的主效应都显著
,

高内隐或高外显 自尊

者的自我设限倾向都较低
。

2
.

3 自我效能感与 自我设限关系的研究

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

操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活动

所具有的信念
、

判断或者主题自我把握和感受
。

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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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并不完全影响个人的行为结果
,

而 自我效能

感则直接影响着行为的结果
,

相同能力的人做同样

的事情时
,

可能由于各自的自我效能感的不同而产

生不同的结果
。

自我设限者对自己将来任务完成存

在着不确定性
,

这种不确定性与自我效能感有着非

常密切关系
。

M a irt n 和 B ar wl ey 在运动领域中研究

了一般的自我效能和运动领域的自我效能这两类

自我效能与自我设限的关系
,

发现两类自我效能与

自我设限都存在着负相关
。

国内有人在初中生学业

自我设限研究中
,

引人了自我效能感变量
,

研究发

现自我效能感与自我设限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

但

自我设限
、

自我强化
、

自我效能却直接影响着学业

成绩
。

因此关于 自我设限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如何

论述还需进一步研究
。

2
.

4 归因与自我设限关系的研究

自我设限是一种保护性 的归因策略
,

但它与归

因也有非常重要的区别
。

自我设限是发生于成就活

动之前
,

是为了给可能的失败寻找一个合理借 口而

采取的预先准备
,

不是对实际失败结果的事后合理

化
。

而归 因则在结果出来后对这种结果所做的解

释
。

Jon e s 和 B e

slr
a s
认为

,

自我设限是一种减少对

自己表现负责的方式
。

自我设限者把失败的原因归

因于外部因素 (如运气 )
,

而没有归 因于内部因素

(如能力 )
。

c a or ly
n 和 R ob e rt 研究发现

,

自我设限者

的归因仅符合折扣原理
。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

自

我设限者比非自我设限者更少作内部归因
,

更多作

外部归因
。

C ar nt 和 B at e m an 研究发现
,

他人对自我

设限者的成功也较少作内部归因
,

这一点与自我设

限者把成功更多地归因于外部因素相一致
。

但 C ox

和 iG ul ian 。
的研究发现

,

他人对自我设限者的失败

更多归因于消极的人格特质
,

并且 uL ig bn hu l 和

Pal m e r
的研究发现

,

他人对 自我设限者人格特质的

消极评价要多于非自我设限者
,

自我设限行为尽管

为了避免他人对 自己的能力作出消极评价
,

却造成

他人对自己的失败更多地作消极人格特质方面的

归因
,

这一点与自我设限者把失败更多地归因于外

部因素不一致
。

3
.

对自我设限的相关研究简评

通过对国内外自我设限及其相关研究的回顾
,

我们会发现关于 自我设限的研究范域在不断地扩

大
,

如自我设限与成就目标
、

成就动机
、

自尊
、

归

因
、

自我效能感等的关系研究 ; 研究深度在不断地

深入
,

如除了研究自我设限与外显 自尊的关系外
,

许多学者又考察了 自我设限与内隐自尊的关系以及

揭示了自我设限的动力机制 ; 研究领域在不断地扩

展
,

如从人格领域延伸到学业领域
,

从特殊领域扩

充到具体一般领域等
。

虽然关于 自我设限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

一定进展
,

但它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不足
:
首

先
,

对自我设限的界定还不明确
。

许多研究仅看到

自我设限的自我保护一面
,

而忽视了自我设限的自

我提升功能
,

而实际上个体采取自我设限可能是自

我保护和 自我提升两种 目的兼而有之
,

也可能有主

次之分
。

其次
,

其他变量与自我设限的分类研究很

少
,

国外有学者对这方面进行了研究
,

国内学者研

究甚少
。

再次
,

大部分关于 自我设限的研究都以假

设自我设限的稳定性为前提
,

在单一的时间点上进

行研究
,

忽视了自我设限不稳定性
、

跨时间性和跨

情境性
,

应该把个体的自我设限行为置于具体的不

同情景中
,

从自我设限行为的不稳定性中析出它的

稳定性
。

最后
,

可以从自我设限的相关研究综述中

获悉自我设限的相关研究虽然得出了一些一致性的

结论
,

但有些研究结论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
,

需待

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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