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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心理资本与道德行为的关系 : 
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
调节效应
◎ 陈秀珠（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燕山学校，深圳 518105）

摘要：为探讨自我控制在青少年心理资本和道德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此效应中的调节作用，

并为实践中对其道德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和依据，对 934 名中学生采用心理资本、道德行为、自我

控制量表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自我控制在心理资本与道德行为间起中介作用；该中介效应前半条路径受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的调节，表现为该间接效应在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中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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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道德行为指个体在一定道德意识的支配下所

表现出的有利或有害于他人与社会的实际行动。青

少年道德行为的优良与否，不仅关系着个人的成长

和终身发展，还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命运起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 [1]。加之青少年时期是良好道德行为形

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进行研

究，可以帮助相关教育工作者结合青少年个性发展

的特征来培养其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以往对

影响青少年道德行为因素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因此

本研究将探讨影响道德行为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心理资本对个体的态度、情感和行为起着广泛

的积极影响，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它

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中表现出的积极心理状态，是

促进个人成长的心理资源 [2]。

（一）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自我控制指个体按照社会标准或自己的意愿，

对自己的行为、情绪和认知活动等进行约束、管理

的能力。研究表明，高水平的自我控制能带来良好

的社会适应行为，从而降低社会问题行为及不道德

行为；相反，依据一般化犯罪理论，低自我控制预

测更多的反社会和破坏规则行为。通过提高自我控

制这种内部心理特质，才能阻止不道德行为 [3]。

以往很多研究表明，自我控制对个体的不良行

为起间接作用，如田录梅、吴云龙和袁竞驰等 [4] 研

究发现，亲子关系通过自我控制间接影响青少年的

冒险行为，而很少有研究探讨它对良好的行为（如

道德行为）的间接作用。本研究将探讨自我控制在

青少年的心理资本和道德行为间的间接作用。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社

会中依据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而被界定的社会位

置，常以家庭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与父母职

业作为其客观度量的主要指标。它是青少年发展领

域研究的核心概念，直接影响青少年各方面的发展

（ 如情绪适应、 行为问题）。 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全社会都应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发

展的影响 [5]。因此，研究它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与自我控制呈正相关。此外，心理资本是一种

积极的心理资源，个体进行自我控制时需要消耗心

理资源，因此具备高水平心理资本的个体会拥有更

高的自我控制能力 [6]。

鉴于以往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资本交

互作用的研究不够深入，本研究拟探讨：（1）自我

控制在青少年心理资本与道德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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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否调节该中介模型

前半条路径（见图 1）。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选取研究对象，随机抽取广

东省两所初中和两所高中，每个年级均随机抽取两

个班进行调查。 总计 4 所学校 24 个班 983 名中学

生参加本次调查，剔除无效问卷 49 份后，收回有

效问卷 934 份，有效率为 95.02%。其中，男生 514

人（55.03%）， 女 生 420 人（44.97%）； 初 一 166

人（17.77%）， 初 二 160 人（17.13%）， 初 三 142

人（15.20%）， 高 一 151 人（16.17%）， 高 二 162

人（17.35%），高三 153 人（16.38%）；平均年龄为

14.98 岁。

（二）研究工具

1.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采用张阔、张赛和董颖红 [7] 编制的“积极心理

资本问卷”，共 26 个题目，包含乐观、希望、自我

效能和韧性四个维度。采用 7 点计分。计算所有项

目的平均分，均分越高表示个体心理资本越高。在

本调查中，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

2. 道德行为问卷

采用高艳 [8] 编制的道德行为问卷，包含公正、

关爱和宽恕三个维度。问卷共 16 个题目，采用 7 点

计分，第 4、5、9、11、15、16 题反向计分。计算

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均分越高表示道德行为越好。

在本调查中，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3. 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王红姣和卢家楣 [9] 自编的自我控制量表，

分情绪自控、行为自控和思维自控三个维度，共 36

个题目。采用 5 级评分，对反向题反向计分后计算

所有项目均分，均分越高表明学生自我控制能力越

好。在本调查中，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2。

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主观与客观两种。全国

代表性样本调查表明，相较于客观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主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能直接反映一个家庭

在当地经济水平中相对位置的高低 [10]。因此，本研

究以主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指标，用 1 道题目测

量，为 5 点计分。具体题目为：“相较于当地基本

情况， 你认为你的家庭经济状况：1- 很差，2- 比

较差，3- 一般，4- 比较好，5- 很好。”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1. 研究程序

采用问卷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对学生讲清楚

题目要求，并要求学生仔细认真作答。调查过程约

15 分钟，当场收回所发放问卷。

2. 数据处理

录入有效问卷数据后，用SPSS22.0 和AMOS17.0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结果表明，特征

值大于 1 的因子共 15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

异量为 17.42%，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

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 1 列 出 各 变 量 的 平 均 数、 标 准 差 和 相 关 矩

阵。结果发现，心理资本与道德行为、自我控制、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均呈显著正相关；道德行为与自

我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呈正相关；自我控制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呈正相关。因性别与道德行为、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均显著相关，年龄与心理资本、

自我控制均显著相关，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二者作

为控制变量。

（三） 心理资本与道德行为的关系 : 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的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 [11] 的观点，检验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需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方

程 1 估计调节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自变量

（心理资本）与因变量（道德行为）间的调节效应；

方程 2 估计调节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自变

图 1  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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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心理资本）与中介变量（自我控制）间的调节

效应；方程 3 估计调节变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对中介变量（自我控制）与因变量（道德行为）间

的调节效应。在每个方程中，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

标准化处理，并对性别、年龄进行控制。所有预测

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均不高于 1.40，因此不存在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若模型估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说明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存在：（a）方程 1 中，心理资本的总效应

显著，且效应的大小不取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b）方程 2 和方程 3 中，心理资本与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对自我控制的交互效应显著，自我控制对道德

行为的效应显著。

如表 2 所示，方程 1 中，心理资本正向预测道

德行为，且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对道德行

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因此满足条件（a）。方程 2 

中，心理资本对自我控制的主效应显著，心理资本

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正向预测自我控制；

方程 3 中，自我控制对道德行为的主效应显著，且

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项对道德行为的预测

不显著，由此可见检验结果满足条件（b）。因此，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中介过程的前半条路径，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见图 1）。

为更清楚地揭示该交互效应的实质，研究进行

了简单斜率检验。根据 Preacher、Curran 和 Bauer[12]

的建议，按照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对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分组，平均数加 1 个标准差为

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组，平均数减 1 个标准差为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组，并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心理

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

的值绘制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当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较低时，心理资本对自我控制的促进效应较

强，Bsimple=0.54，SE=0.05，p<0.001； 当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较高时，心理资本对自我控制的促进效应

较弱，Bsimple=0.36，SE=0.06，p>0.05。（见图 2）

分析自我控制对道德行为的条件中介效应发

现，当自我控制分别取 -1、0、1 时，中介效应值分

别为 0.069、0.122、0.174，分别占总效应的 18.9%、

19.41%、28.0%。

综上可知，心理资本通过自我控制这一中介变量

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这种

间接效应在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中更显著。

四、讨论

（一）心理资本的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既能直接影响青少年的道

德行为，也可通过自我控制间接影响道德行为，可

见心理资本在青少年道德行为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能力和资源，心理资本对个

体的行为的影响体现在：它由乐观、希望、韧性和

自我效能组成，具有乐观倾向的个体会表现出较高

的积极情绪性，有较高的积极情绪性和高自我效能

表 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 性别 0.55 0.50 —

2 年龄 14.98 1.08 0.03 —

3 心理资本 4.39 0.45 0.02 0.17** —

4 道德行为 4.31 0.40 0.15** -0.05 0.19** —

5 自我控制 3.42 0.41 0.03 0.29** 0.53** 0.18** —

6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2.96 0.64 0.12** 0.06 0.16** 0.13** 0.17** —

 注：n=934。相关系数采用 Bootstrap 方法得到。性别为虚拟变量，女生 =0，男生 =1，均值表示男生所占比例。* p<0.05，
**p<0.01，***p<0.001，下同。

图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资本与自我控制之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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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人更容易表现出利他行为。具有坚韧人格的个

体面对消极事件或困境也能努力使自身维持一种

乐观进取、主动投入的认知和情感状态，这些情绪

和认知状态有助于个体形成和维持高核心自我评

价，从而激发助人动机和利他行为 [13]。

（二）自我控制的中介效应

研究表明，自我控制在心理资本和道德行为间

起中介作用。 

该中介效应可从两个角度加以解释：一方面，

高水平的心理资本能促进个体的自我控制。到目前

为止，解释自我控制机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两阶

段模型、双系统模型和能量模型。能量模型是提出

较晚但受到关注最多的模型，它提出，自我控制需

要消耗心理资源，执行自我控制任务会引起能量的

损耗。因此，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资源，能

够为自我控制提供心理资源，高水平的心理资本能

够促进自我控制。另一方面，高水平自我控制的青

少年更可能做出道德行为。研究发现，人的道德行

为需消耗自我控制资源，当个体处于低水平的自我

控制时，对道德的敏感度会短暂下降，道德行为会

减少，不道德行为会增多 [14]。 

（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

资本与道德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存在调节作用。调

节点位于中介链条的前半段，相对于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较高的青少年，间接效应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较低的青少年影响更显著。

这一发现符合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的观点，即

系统间是相互作用的。该理论把人生活的环境分成

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等四个系统，人

存在于这四个交互作用的系统中， 微系统是个体

发展的主导因素；家庭、学校和邻里等中系统是影

响个体发展的直接因素，可通过影响微系统影响个

体 [15]。作为个人心理因素，积极心理资本既是促进

个体发展的动力，也是个体发展的结果。从中系统

看，家庭是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场所，根据家

庭投资理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反映了家庭的综合

实力，它对个体的学习生活成长等各方面都有重要

影响， 对青少年自我控制的形成和发展也存在影

响，即中系统中家庭因素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微

系统中个人因素的心理资本对个体自我控制的发

展起相互作用。

五、教育建议

研究揭示了心理资本影响道德行为的机制，对

促进道德行为的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努力提高学生的心理资本

从本研究可知，心理资本在学生的道德行为中

起重要作用，且它包含乐观、自我效能感、希望和韧

性四个维度，因此可从以下方式提高学生的心理资

本：家长多使用鼓励和赞扬的方式教育孩子，营造

表 2  心理资本对道德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程 1（因变量：道德行为） 方程 2（因变量：自我控制） 方程 3（因变量：道德行为）

B t 95%CI B t 95%CI B t 95%CI
心理资本 0.17 04.72*** [0.09，0.21] 0.48 15.76*** [0.39，0.50] 0.11 2.63** [0.02，0.17]

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

0.11 3.00** [0.02，0.11] 0.07 2.31* [0.01，0.08] 0.07 1.87 [-0.01，0.09]

心理资本 × 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

0.04 1.06 [0.04，0.12] 0.12 3.92*** [0.07，0.20] 0.09 2.18 [0.01，0.17]

自我控制 0.14 3.19** [0.05，0.21]

自我控制 × 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

0.06 1.38 [-0.02，0.21]

性别 0.14 3.85*** [0.05，0.16] 0.01 0.28 [-0.04，0.06] 0.13 3.74** [0.05，0.16]

年龄 -0.09 -2.40* [-0.04，-0.01] 0.20 6.46*** [0.03，0.06] -0.12 -3.21** [-0.04，-0.01]

R2 0.047 0.338 0.093

F 12.41*** 76.47*** 10.98***

 注：未标准化回归系数及其标准误采用 Bootstrap 方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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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家庭氛围，让孩子积累积极的心理能量；教

师在教学中设置适合学生的目标，提高学生的成功

体验感，从而提高其自我效能感；班主任可多开展

生命教育主题班会，使用励志人物激发学生对生活

的希望感并树立应对挫折的正确态度，从而提高其

心理韧性；学校可利用校园角和标语等宣传方式营

造积极、正面的校园氛围，引导学生以乐观的态度

应对挫折，提高其乐观感；最后，心理教师可多开设

与乐观、自我效能感、希望和韧性相关的课程。

（二）重视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的培养

自我控制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调节能力，受自

身和环境双重因素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父母监

控和父母自身的控制力对青少年的自我控制有显

著预测作用 [16]。因此父母需在孩子面前树立良好

的榜样，提高自身的控制力，且对孩子的监控管理

要适中，从而调动孩子的自主性。此外，随着神经

系统的发育和认知功能的不断完善，学生的自我控

制能力会不断变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教育

需从认知层面深化培养青少年自我控制的意识。各

科任教师应提高班级管理水平，从而为学生学会自

我控制创造条件，如使用民主的班级管理方式，发

挥学生的自主性。最后，心理教师可通过正念练习

引导学生把注意力放在当下，提升学生的自我觉察

能力，从而提高其自我控制水平。

（三）更关注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

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时， 心理资本更能

促进此类学生的自我控制。可见，当青少年不能改

变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时，家长及教师应更关注他

们，加强家校合作。具体而言，需多鼓励和认可他

们，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创造机会让他们为班级

服务，创设被他人需要的快乐感并激发他们的成就

动机。此外，多和学生谈心，关注其思想动态，树

立其在班级正面的榜样，从而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

人际关系，这能为他们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并提

供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从而提高其心理资本和

自我控制能力，最终发展出良好的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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