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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倾向量表的修订及适用幸

杨玲 王含涛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兰州730070)

摘要对Tracy和Robins编制的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倾向量表进行中文版修订并初步考察我国大学生自豪感的

特点。分别选取202名和48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预测和正式施测。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修订后量表仍保持英文版

的双维结构．两分量表的俚系数为0．785和0．743．重测信度为0．978和0．952。修订后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

学指标．可以用于我国大学生的测试。进一步发现我国大学生的真实自豪显著高于自大自豪，大学生自豪感不存

在性别差异，自大自豪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关键词真实自豪，自大自豪，信度。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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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豪(Pr／de)是个体把成就事件或积极事件

归因于个人能力或努力的结果时产生的一种积极的

主观情绪体验【l】。作为积极的自我意识情绪之一。

自豪具有动机功能．它激励着人类不断追求各种成

就(如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运动员夺得奥运金牌

都会体验到自豪)和社会地位，对人的社会行为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21。

国外研究者认为自豪不是单一维度的情绪．而

是具有多维度的心理结构。目前研究者从不同的角

度出发。尝试对自豪进行分类。Tangney等认为自

豪存在两个维度．一是个体对整体自我的自豪。即

alpha自豪：另一是个体对特定行为的自豪，即

beta自豪[31。Lewis依据人们对成功的不同归因。

将成功后的自我意识情绪分为两类：傲慢与自豪。

傲慢来自由于得到表扬或奖励产生的放大的自信．

是对整体自我的评价：自豪来自于对具体行为结果

的积极情绪体验。是对特定行为的评价[4t。Tracy

与Robins从自豪相关词的语义分析、自豪体验的

特质倾向和自豪体验的状态方面考察．认为自豪可

分为真实自豪(Authent／虻Pr／de，AP)和自大自豪

(Ⅳubr／st／c Pr／de，胂)。然后对自豪的双维结构进
行了系统验证151。真实自豪是指对唤起自豪的事件

进行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的归因而引起的自

豪：自大自豪是指对唤起自豪的事件进行内部的、

稳定的、不可控的归因而引起的自豪。真实自豪大

部分是由成就行为(例如运动员获得金牌。学生取

得优异成绩)或社会关系引发的。具有自发性。有

助于亲社会行为出现：自大自豪一般与自恋有关。

夸大自身的社会地位．这是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接

受的。易于产生攻击和敌意，导致人际关系障碍等

许多适应不良行为。研究还表明，自豪的表达和体

验还存在文化差异。西方人以独立型自我为主．强

调的是个人主义的自我．东方人以互倚型自我为

主，强调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集体主

义的自我[61。美国人倾向于用积极的态度来表达来

自个人成就的自豪感．当个人成就有益于他人时。

中国人才会体验到自豪感[71。中国传统文化认为

“满招损，谦受益”，提倡谦虚、谨慎，中国人对自

豪感的表达和体验比较含蓄．而西方人强调独立自

主．不在乎他人的眼光。对自豪感的表达更加开放

自由。因此。在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开展对自

豪的表达、体验等的实证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对自豪的测量工具最早见于Tangney等【8-旧

编制的自我意识情感测验(Test of&g-Conscious

Affect)．在该测验中包含一个自豪分量表。该自豪

分量表包括alpha自豪和beta自豪两个维度。后

收稿日期：2010-11-18

·本研究得到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0901-09)的资助。

作者简介：杨玲．女。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Email：yangling@nwnu．edu．∞。

98

万方数据



第2期

来，Tracy与Robins提出了自豪的双维结构模型。

他们认为自豪包括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并据此编

制了真实与自大自豪倾向量表。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并在国外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Ill。目前。

国内尚未有对自豪评定的严格工具。为此。本研究

拟将Tracy和Robins编制的真实和自大自豪倾向量

表加以修订。使其能适用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并尝

试在大学生中进行施测。

2研究方法

2．1被试

研究以兰州市大学生作为测试对象。预测阶段

在兰州市某大学选取210名大学生．剔除无效问卷

后，回收有效问卷202份，有效率96．19％。其中

男生126人。女生76人。正式测验阶段在兰州市

四所高校选取500名学生．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

有效问卷484份。有效率96．80％。其中男生250

人。女生234人；大一学生79人，大二76人。大

三72人，大四75人，研一142人。研二40人。

2．2研究工具

2．2．1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倾向量表简介及中文版

的编译

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倾向量表(the Authentic

and Hubristic Pride—Proneness Scales)由Tracy与

Robins于2007年编制．主要目的是测量大学生的

特质自豪或状态自豪的程度。原版为英文。量表共

14项题目．包括真实自豪倾向和自大自豪倾向两

个分量表．1。7题测量真实自豪倾向．8。14题测

量自大自豪倾向。采用5点计分。“非常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非常

同意”分别计为1。5分．真实自豪或自大自豪的分

数均在7分到35分之间。分数越高．代表真实自

豪或自大自豪倾向越高。指导语：下面是一些描述

不同感觉和情感的句子。请您认真阅读每个句子．

“总体而言。您对自己的感觉如何?”经开放式调查

(n=216)、正式施测(n=362)编制而成，其Ot信

度系数分别为0．88和0．90，真实自豪与自尊、大

五人格量表中的外倾性、宜人性、尽责性及情绪稳

定性显著正相关。与羞愧倾向显著负相关：自大自

豪与自尊、宜人性、尽责性显著负相关．与自恋、

羞愧倾向显著正相关．表明原量表具有可接受的信

度和效度唧。

为保证中文修订版量表项目意思与原量表完全

一致．尽量避免误译．首先由3位心理学研究生对

英文版量表分别进行英译中：其次由l位心理学专

家对3份中文翻译稿综合修订．确定中文修订的初

译版本：再由3位英语专业研究生对翻译稿进行回

译：然后将英文原版与回译稿进行校对，对中文翻

译稿进行讨论．修改其中个别具有文化差异的项

目．使中文版量表的文字表述与原版一致，才最终

定稿。

2．2．2 自尊量表

该量表共10项题目．采用4级评分，分为

“非常不符合”、 “不符合”、“符合”、 “非常符

合”。分别计1~4分，总分在10到40之间，分值

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信度为0．88 112,-31。由于

自尊量表个别项目语义重复．本研究采用孙钦玲修

订的自尊量表。其信度为0．84 041。

2．3研究程序

2．3．1量表的预测

为了解修订后量表在大学生中的适用情况。选

取210名大学生进行预测。测试前由研究者对担任

主试的助手进行培训．讲解注意事项和答题方法。

采用纸笔测验的方式。统一指导语．测验完成后当

场回收问卷。为了检验量表的重测信度。选取某整

班60人在施测时填写姓名。间隔4周后进行重测，

最终获得有效被试57人。为了检验量表的效标效

度。参照国外相关研究．以自尊量表为效标来推断

中文版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

2．3．2量表的正式施测

在兰州市高校选取500名大学生进行正式测

验．施测过程与预测相同。

2．4数据处理

进行t检验、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及验

证性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用主成份分析法．

因子旋转采用斜交转轴嗍。计算工具为SPSSl6．0。

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Amosl6．0。

3结果与分析

3．1项目分析

对样本一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将每个项目与

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以及临界比率值(Critical

Ration,CR)作为项目区分度的分析指标。CR值

的计算方法是将被试按照总分高低排序．找出上下

27％(202x27％=劈)的分数。依据临界分数将量

表分数分为高低二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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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真实与自大自豪量表项目区分度分析表

注：’<0．05，。．p<0．0l。

由表1可知．除了项目P9和P10与量表总分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46。0．337外．其他项目与量

表总分的相关都在中等相关以上。所有相关系数的

显著性水平都达到了0．01的显著水平．而且所有

项目的CR值均达到0．01的显著水平。表明所有题

项均能鉴别出不同受试者的反应程度．表明项目具

有良好的区分度。

3．2效度检验

3．2．1 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是指测验题目对所要测量的内容及行

为的代表性程度。本问卷是在自豪二因素理论基础

上．结合中外文献和问卷的分析以及对大学生自豪

感的访谈内容进行综合整理的结果。在题目翻译完

成后．请5名心理学研究生对量表的题目进行评

定．认为该问卷基本反映了大学生自豪感的特征。

因此。本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3．2．2结构效度

把预测数据作为样本一(n=202)j用于探索性

因素分析。把正式施测数据作为样本二(n--484)，

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样本一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NO值为

0．696．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808．740，df---91，

p羽．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份

分析法和斜交旋转法(Promax)．依据原量表维度抽

取两个因子，其特征值分别为：3．258，2．740，分别

解释变异的23．269％。19．568％，共能解释42．837％

的总变异。这两个因子与原量表最初的维度非常吻

合，故仍按照原来的命名．因子l为“真实自豪”，

因子2为“自大自豪”。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

裹2真实与自大自豪量表修订后的因素分析结果(n=202)

运用AMOSl6．0软件对样本二数据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衰3 真实与自大自豪■襄假设模型的拟合度指标(n--484)

从表3中可以看出．真实与自大自豪量表的

)一／df小于5，RMRA、RMR小于O．08，除RH之

外，GFI、AGFI、TLI、CFI、坍、Ⅳ刀等各项拟合
度指标均大于0．90。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很好，从

而证明修订后的真实与自大自豪量表两因素模型的

假设成立。

真实与自大自豪量表14个项目在2个因子上

的标准载荷如图1所示。两因子间相关系数为一

0．05，呈微弱相关。与原量表的理论构想相一致，

表明修订后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对于真实自

豪，项目1．7的因子载荷在0．34～0．71之间。对于

自大自豪．项目8。14的因子载荷在0．28—0．74之

间。且大多数项目的载荷在0．50以上．达到了心

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

3．2．3效标关联效度

以自尊量表作为效标．对202名被试的自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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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真实与自大自豪量表的双因素模型

自尊总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真实自豪与自

尊(栅．593，p<0．01)显著正相关；自大自豪与自

尊(r--一0．116，p<0．01)显著负相关，这与Tracy和

Robins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3．3信度检验 ．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重测信度作为检

验中文版自豪量表的信度指标。真实自豪量表与自

大自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5和0．743。

重测信度为分别为0．978(p<0．001)和0．952(p<

0．001)，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说明该问卷具有很

好的信度。

4大学生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的初步

分析

4．1大学生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情况的描述统计

大学生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情况的描述统计如

表4所示。

表4不同性别和年级大学生的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的平均数和标准差In=484)

对大学生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平均数进行配对

样本t检验．表明大学生真实自豪显著高于自大自

豪(t=17．102。p<0．01)。

4．2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

的差异检验

为了考察性别、年级变量在两种自豪上的差异

以及可能产生的交互作用，对数据进行2(性别：

男、女)×6(年级：大一至研二)多因素多变量方

差分析。

性别变量主要效果的单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显

示。其Wilks’Lambda值是0．995(p：0．336)。没

有达到显著水平：年级以及性别与年级交互作用的

多变量方差分析显示．其Wilks’Lambda值是

0．892(p=0．000)和0．960(p=0．037)，均达到显著

水平。性别变量的单因素单变量方差分析显示．在

真实自豪(，(1,472)=O．09l，p>O．05)、自大自豪

(It(1,472)=2．074，p>0．05)方面均未达到显著水

平1年级变量的单因素单变量方差分析显示。在真

实自豪(F(5,472)却．740，p>0．05)方面未达到

显著水平、在自大自豪(F(5，472)=10．579，p<

0．01)方面达到显著水平：性别与年级交互作用的

单变量方差分析显示，在真实自豪(，(5,472)=

1．834，P>0．05)、自大自豪(F(1,472)=2．133，

p>0．05)方面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然后进一步对年级变量采用最小差异检验

(LSD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大四学生的自

大自豪分数显著高于大一学生(MD=2．853。P<

0．01)、大二学生(AID=2．646，p<0．01)、大三学生

(4／0=3．802，p<0．01)、研一学生(MD--4．910，p<

O．01)和研二学生(MD=4．118，p<0．01)的分数；

大一学生的自大自豪分数显著高于研一学生的分数

(肋=2．057，p<0．01)。大二学生的自大自豪分数显
著高于研二学生分数(MD=2．264，p<0．01)；大二

学生的自大自豪分数与大一(MD--O．207，p>0．05)、

大三学生的(MD=I．156，p如．05)，大三学生的自

大自豪分数与研一(MD=1．109，P>0．05)、研二

(MO=O．317．p>0．05)学生的自大自豪分数都不存

在显著差异。大学生真实与自大自豪的发展变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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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如图2所示。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一 研二

图2大学生真实与自大自豪的发展趋势图

5讨论

5．1 真实与自大自豪量表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修订

后的量表仍然包含2个因子f真实自豪和自大自

豪1。与原量表具有一致的因素结构。各项目的因

素载荷大部分在0．50以上．各项目和分量表的相

关系数在0．56加．66和0．51—0．76之间。项目分析

显示。量表中的14个项目均符合测量学要求，CR

值均达到显著水平：两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5和0．743，重测信度为分别为0．978和0．952：

效度检验表明修订量表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较

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标准。

5．2大学生自豪的性别与年级差异

经方差分析表明．大学生的真实自豪与自大自

豪均不存在性别差异。大学生的真实自豪不存在性

别差异。这与Tracy和Robins的研究结论一致：大

学生的自大自豪不存在性别差异．这与他们的研究

结论不一致．Tracy和Robins在2007年的调查结

果表明男生的自大自豪分数显著高于女生的．这可

能是由于性别受不同文化的影响造成的。在中美两

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性别的被试都能体验到

类似的真实自豪．说明真实自豪具有跨文化的一致

性。对于自大自豪．处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美

国人，强调独立自主，以自我评价为中心。倾向于

用积极开放的态度来表达自豪感．不在乎他人的眼

光，夸大自己的能力与地位。可能会造成人际关系

紧张等社会适应不良问题。处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

下的中国人．强调集体荣辱与共，即使个人取得较

大的成就．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仍然遵循传统文化。

以自谦为主，来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说明自大自

豪具有跨文化的差异性。

大学生真实自豪随着年级的增长而逐渐增加．

而自大自豪的发展却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这个结

论是本文首次发现．以往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对此没

有进行过报告。大四学生的自大自豪倾向显著高于

其他年级．大一学生的自大自豪显著高于研一学

生，大二学生的自大自豪显著高于研二学生。以往

的研究中没有报告这个现象．这是本研究的一个新

发现。大四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与历练。认为自身

无论在知识能力、还是社会经验等方面显著增长，

一定能够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取得优异成就．这就

夸大大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容易导致人际关系障碍

等社会适应不良问题。大一、大二学生刚刚进人大

学．高考成功感较强．认为自己在很多方面比其他

人更优秀。夸大了本身的能力，自我提升其社会地

位．因此自大自豪较高．而研一、研二学生在大学

生活学习五六年后．已经能正确认识到自我的优势

与劣势．更加关注现实自我。自大自豪较低。

．，—i．、^

6绡化

本研究对真实与自大自豪量表修订版的心理测

量学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自豪量表中文版由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

分量表组成，项目区分度、内部效度、结构效度、

效标关联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等心理

测量学指标良好．修订后的自豪量表可以用于我国

大学生的试测。(2)大学生的真实自豪显著高于自

大自豪：大学生自豪感不存在性别差异：自大自豪

的发展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大四学生的自大自豪

倾向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大一学生的自大自豪显著

高于研一学生．大二学生的自大自豪显著高于研二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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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UTHENTIC AND HUBI江STIC PRmE—
PRoNENESS SCALES

Yang Ling，Wang Hantao

(School矿Education,Northwest Normal Univers咖Lanzhou 730070)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revise tlle Authentic and Hubristic Pride—Proneness Scales and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pride．202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fill the pilot ques-

tionnaire and 484 ones finished the formal．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beth the original and re-

vised scales had the same two dimensions．and the Cronbach’S q coefficients of the two subscales wefe 0．785，

0．743 and test—retes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0．978。0．952，respectively．Complied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Psychometric．the revised scale Can be used to tes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China．Furthermore，the authentic

prid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ubristic pride in college students，and the hubristic pride WaS differences

in grades。while no gender diffe：rences of pride were found．

Key words authentic pride，hubristic pride，reliability，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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