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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为什么不如他：学生自卑心理研究》从中国学生自卑心理的现状出发，以“学生的自卑心理
”作为选题，认为自卑心理包括可以意识到的自卑感和无法内省的内隐自卑两部分，把自卑感定义为
个体在与他人进行比较时，意识到自己不如他人而视之为缺点并为之苦恼的情感体验，而内隐自卑则
是自卑感内化的产物，是无法通过内省意识到的自卑感；特别强调自卑感和内隐自卑是个体与他人进
行社会比较的结果，认为应该从社会比较的角度对自卑感和内隐自卑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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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研究从自卑感的研究入手，层层递进，探讨了内隐自卑的存在并对自卑进行了结构划分，取得
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但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加上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时间仓促，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需要进一步
研究加以完善。
第一，最重要的不足是取样的问题。
本研究仅在河南省内取样，因此研究结果限制了我们只能对大、中、小学生在自卑感量表各因素上的
得分和量表总分建立一个探索性常模，而今后要建立更完备的正式常模的话，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取样
。
第二，不足之处还体现在问卷法的局限性。
问卷法通常以自我报告的方式进行，故又称为自陈测量。
虽然自陈量表编制十分严谨、效果可靠、结果量化程度高，但是自陈测量一般是一种间接测量，即通
过对语言或行为的测量，推断要测量的特质。
如果行为样本未选准，就难以从项目所引起的反应推断所要测量的特质。
自陈测量存在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反应的真实性问题。
尽管本研究在编制自卑感量表时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如设置测谎题和反向计分题，但是，由于测验
的题目与社会评价相联系、调查活动本身引起被试的关注等，会引起被试的防御反应偏向，从而使被
试不是按实际情况回答，而是根据社会舆论或他人的态度，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回答。
另外，自陈测量不可避免地受被试经验和文化条件的影响，测验成绩只表明结果而不能反映过程。
这些，都会造成本研究的误差。
　　第三，本研究有关自卑心理的结构，特别是自卑与自尊关系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探索性的，还
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第四，内隐自卑的研究在学龄阶段内角度上仅对大学生进行了研究，没有涉及中学生和小学生样
本。
并且，学龄阶段内研究的方法也仅限于IAT。
法，没有使用EB、CFII方法进行研究。
第五，内隐自卑的学龄阶段间研究虽然是采用多种方法对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样本进行的研究，
但仍然属于横断研究，故不足以确切地反映出个体自卑心理发展的连续性和转折点。
第六，由于国内没有使用LAT、EB、CFII方法研究内隐自卑的相关文献，也很少有从社会比较的角度
开展自卑研究的资料，国外也仅有几篇使用CFII方法研究内隐自卑的文献，因此本研究从社会比较的
视角对自卑感和内隐自卑的研究也只是初步的。
通过尝试用来自三个群体的研究将LAT、CFII和EB结合起来比较研究，弥补了IAT方法脱离社会现实的
不足，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是，本研究仅是初步证明了内隐自卑的存在性，尚未涉及其机制、特点等内容。
如何通过整合方法更好地来探究人的内隐自卑，使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结果更有价值，是我们以后努
力的重点。
　　本研究针对自卑感和内隐自卑而展开，尽管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许多地方需要
和值得进一步开展研究。
第一，承认自卑是人类普遍的心理体验，就要求我们采用纵向研究、行动研究等方法对自卑进行深入
研究，以获得自卑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资料，从而系统、详尽地了解自卑量变与质变的规律。
以后的研究可以在这方面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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