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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探讨自恋型人格特质对导师制功能运转的影响#采用问卷形式调查了某*

.0&

工程+大学
!$%

位

研究生的自恋水平及其指导经历#结果发现%研究生的自恋水平与指导关系维持的时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而与负面指导经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自恋与职业支持和心理支持也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恋作为

调节变量#使得负面指导经历与疏远指导关系意向和关系质量间的正向与负向关系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启

示我们要格外关注个性特征在指导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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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0

年首次提出自恋的概念&其后$

佛洛伊德将自恋分为两大部分-心理学与生理学两

个分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自恋主要是在临床

领域进行研究$

%.0$

年美国心理学会将自恋型人格

障碍列入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本研究对自恋的

定义是一种正态分布于人群中的人格特质$对于高

水平的自恋没有一个定性的界限$也不认为它是一

种人格障碍&总之$自恋是一个复杂的人格特质$它

包括膨胀的自我观点%用来维持这种自我膨胀的内

心与外部交际策略以及很差的人际关系&自恋者喜

欢自我欣赏$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高自恋

水平者自大%对批评敏感%对他人缺乏同情心%乐于

剥削他人%沉溺于追求个人的权力与威望之中1

%

2

*同

时$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1

"

2

&

研究中自恋特质与诸多行为的关系$可以为自恋

与导师制相关猜测提供理论基础&例如自恋的'优越

感(维度阐明了自恋者会如何对待他人1

!

2

&高自恋者

渴望得到特殊的优等对待$因为师生关系首先要关注

的是两个个体间的关系$故这一点很重要&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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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自恋型人格特质会对人际关系

产生多重影响&自恋个体所营造的人际关系更多的

是为自我提升所服务的$因为其高自尊而怕被抛弃以

及其派生的自我提升诉求$使得他们很难营造出亲密

的人际关系&最后$高度自恋者渴望从人际交往中寻

求他人的赞赏$经常会将自我与他人理想化&

社会与人格心理学视自恋为一个自我调节的过

程$自恋者将人际关系作为自我提升和增强的一种手

段&为了增强自己$自恋者不但苛求他人的赞赏与尊

重$而且也会贬低他人&所以研究者发现自恋与亲密

关系所需求的相关变量如移情性%原谅%亲和性负相

关也不足为奇&因为导师制是一个激发共同学习%成

长的指导关系&具备自恋型人格的个体似乎很难体

验导师制的潜在优点&就导师制而言$自恋型人格也

有可能是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对师生关系产生影响&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自恋与指导关系维持时间

在导师制产生初期$潜在的学徒和导师开始接

触$彼此试图建立一种正式的师徒关系1

1

2

$之前的研



究表明-外倾性%自我效能感等特质与学徒对与导师

间关系的感知有关1

&

2

&一方面$自恋者具有高抱负

和雄心$他们希望透过指导关系来提升自我$获取未

来的更好发展*另一方面$自恋者具备天生的优越

感$他们或许很难适应学徒这一相对较低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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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高自恋者相对低自恋者来说会

给人留下更好的第一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高

自恋者会面临更多的消极%负面评价1

'

2

&此外$自恋

者会极具迷惑性地使他人认为其是地位显赫的人

物$但是他们通常只能维持较为短暂的人际关系1

#

2

&

而且$师生关系质量会受到导师对学生反馈的影响&

有时候这种反馈可能是负面的$而这种反馈对高自

恋者来说是一种自尊威胁的信息源$高自恋者会对

负面反馈极端抵触$从而影响师生关系的维持时间&

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

-学生的自恋水平会负面影响指导关系

所维持的时间$即学生的自恋水平越高$指导关系所

维持的时间越短&

"二#自恋与正面指导经历和负面指导经历

类似于其他的人际关系类型$导师制也会产生

正面与负面经历并存的局面&积极的指导经历通常

是通过职业与心理支持等指导行为而获得&职业支

持行为包括提供交流机会%亲历辅导%赞助%保护%分

配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等*心理支持行为包括为学徒

树立榜样%接纳与认可%心理疏导以及建立友谊等&

无论是职业支持还是心理支持都会产生更为积极的

工作产出和工作态度1

0

2

&

我们认为学徒自恋水平与学徒感知更多的负面

指导经历有关&高自恋者对导师提供的职业支持与

心理支持会有更多不现实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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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出高自恋者往往较为自大%

自负$而且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在被指

导的过程中需要得到不断的认可$而这一点却是在

接受指导过程中很难做到的$所以笔者推测学生的

自恋水平会负面影响其正面指导经历&

假设
"

-学生的自恋水平对其经历的职业支持

具有负向影响&

假设
!

-学生的自恋水平对其经历的心理支持

具有负向影响&

负面指导经历可以是较为轻微的小分歧也可能

是恶意的报复和破坏1

%$/%!

2

&自恋水平较高的个体

会倾向于注意负面评价相关信息$如果导师又给予

自恋学生负面评价$那么会导致人际冲突的恶化&

高自恋者比低自恋者更容易被冒犯1

!

2

$据此推测其

会对指导关系中轻微的摩擦也很敏感$所以会面临

更多的负面指导经历&

假设
1

-学生的自恋水平对其经历的负面指导

具有正向影响&

"三#自恋的调节作用

自恋可能会与影响关系质量的相关变量相关&

正如先前所说$自恋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认为自

己应得到高于他人的特殊优待1

!

$

%1

2

&在导师制的框

架内$获得特殊优待的期望需要导师致力于经营这

段指导关系&

学徒经历了负面的指导对整个指导关系的质量将

会有更为负面的感受$对于高自恋者来说这种感受可

能会更为显著&正如前面所述$高自恋者更容易感受

到侵犯&此外$

ŶF8-=

!

"$$1

"发现高自恋者更不情愿原

谅他人$移情性较低&所以$这里认为高自恋者对于负

面指导经历将会更为敏感$反应也会更为激烈&

假设
&

-自恋对学生的负面指导经历和关系质

量感知间的负向关系起调节作用$而且自恋水平越

高的学生经历负面指导后对指导关系质量越不满意&

如果一段关系走向负面$一方或者双方就会选

择结束这段关系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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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当学生认为

个人发展到无需该导师进行个人和职业发展的指导

或者现有的指导已经不能适应自己更好的发展需要

时$指导关系就会出现瓦解&而且$当学徒感受到更

多的负面指导经历时$会加速指导关系的瓦解&因

此$假设当学徒感知到更多的负面指导经历时$其选

择结束或者疏远指导关系的意愿就更为强烈&

假设
'

-学生自恋水平越高$负面指导经历与学

生结束指导关系的意向的正向关系会越强&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模型如图
%

所示&

图
F

!

研究的基本假设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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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来自某所'

.0&

工程(大

学的理工科与文科专业的二年级以上研究生&问卷

在各个研究生实验室和学习室发放$挑选硕士研究生

二年级以上及博士研究生填写问卷&总共有
!'$

人

参与问卷的填写$

!$%

人符合本研究的对象要求$其

中男性
"'%

人$女性
1$

人*硕士
%.%

人$博士
%%$

人&

"二#量表选取

%*

关系维持时间

从确立师生关系开始$与导师相处的时间&为

了保证研究生对导师有较为充分的了解$这里只保

留相处满
%$

个月的调查对象&

"*

自恋型人格特质

c;<W8-

!

%.00

"

1

%1

2首先开发了自恋型人格量表

(]R/1$

$而后通过修订形成了较少测度项的自恋型

人 格 量 表$ 即
(]R/%'

&

(]R

!

(;?C8<<8<>8C

]=?<)-;F8>

K

8-E=->)?

K

"是目前为止人们在正常人群

中评估自恋水平最常用的量表&通过研究发现

(]R/1$

和
(]R/%'

显著积极相关!

,a$O.$

"$而且

(]R/%'

具有良好的内外部一致性和判别效度及预

测效度&本研究对自恋的测量是采用较为短小的版

本
(]R/%'

$每一个测度项!如-我喜欢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采用李克特式五级量表$从非常符合到非常

不符合$阿尔法系数为
$*'!

&

!*

职业支持与心理支持

职业和心理支持用
()=

!

%.00

"

1

%'

2的
%#

项量

表$其中七个测度项是用来测量职业支持!如-导师

帮助我完成了那些我一个人难以如期完成的任务"$

内部一致性为
$O0'

&另外十个测度项用来测量心

理支持!如-导师表达或表现了对我个人的尊重"$内

部一致性为
$O."

&得分越高说明感受到的职业和

心理支持越多&

4FF=-

!

"$$!

"通过研究会计与工程

行业的员工显示量表的职业支持和心理支持的阿尔

法系数分别为
$O#'

和
$O01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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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通过因子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结果$同时其所

测得的阿尔法系数分别为
$O0$

和
$O0"

1

%#

2

*

1*

负面指导经历

Î

K

等!

"$$$

$

"$$1

"

1

%%/%"

2将负面指导经历分为

五个维度维-双方失配!

D8<D;>C:A8>:8->:=@

K

;@

"*

疏 远 行 为 !

@8<>;-C8-

H

I=:;E8)?

"*操 纵 行 为

!

D;-8

G

,F;>8E=I=:;E8)?

"*缺乏专业指导经验!

F;CW

)B D=->)? =Y

G

=?>8<=

"*总 体 失 调 !

H

=-=?;F

@

K

<B,-C>8)-;F8>

K

"&由于主要是测量总体上的负面

指导经历$而不是负面指导经历的每一个维度$因此

提取了五个测度项来测量负面指导经历的总体水

平$这五个测度项是'我和导师性格迥异('我的导师

只顾致力于自身的发展('我的导师是个控制欲极强

的人('导师无法填补我的知识空白('我的导师处理

一些工作时态度消极(&题项采用李克特式五级量

表的形式表述$填写问卷者从'非常符合(到'非常不

符合(分五级表述自己的感受&得分高者代表感受

了更多的负面指导经历$因子载荷高于
$O&'

$内部

一致性为
$O#.

$此外$构建效度也显示了与职业和

心理支持的显著相关性&

&*

指导关系质量

采用
4FF=-

等开发的五项量表!如-导师与我之

间的指导关系是高效的"$调查对象在'非常符合(到

'非常不符合(之间选择$得分高者表示其具有的指

导关系质量高&数据所得的内部一致性为
$O.&

$

4FF=-

等测得的阿尔法系数为
$O."

$

4FF=-

和
Î

K

开发此量表是为了测量导师的关系质量感知$其通

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测得内部一致性为
$O0&

&

'*

结束指导关系意向

研究生希望结束指导关系的意向用三个测度项

来测量!如-如果可以$我会立即重新找一个导师"$被

测者在'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间选择&这个量

表改编自
9;DD;--

等的量表$阿尔法系数为
$O00

&

#*

潜在控制变量

在本研究中选取若干与因变量相关的变量作为控

制变量&如专业%性别!

%

代表男$

"

代表女"%年龄%学历

!

%

代表硕士研究生$

"

代表博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

建立的时间!以月数表示"%每月与导师联系次数&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数据分析主要利用
ĝ9̂ Q"$$#

及

U]UU%0*$

分析得出&

表
%

显示了所有变量的均值%方差和各变量间

关系&假设
%

得到验证!

,a2$O%#!

$

D

&

$O$%

"$高

自恋者维持师生关系的时间要低于低自恋者&假设

"

得到验证!

,a2$O!'0

$

D

&

$O$$%

"$高自恋学生所

感知的导师提供的职业支持水平明显低于低自恋者

的感知$这种负向关系很显著&假设
!

得到验证!

,

a2$O!%1

$

D

&

$O$$%

"$自恋水平越高的学生其所

感知的心理支持越少&假设
1

得到验证!

,a$O1'#

$

D

&

$O$$%

"$自恋水平越高的学生感知的负面指导

经历明显多于低自恋者$负面指导经历随着自恋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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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分析

L=;-=<*@* % " ! 1 & ' # 0 . %$ %% %"

%

专业
%*!1'$*1#' 2

"

性别
%*1.0$*&$%2$*"'!

"""

2

!

年龄
"1*1 "*#"& 2$*$$. $*$%$ 2

1

维持关系时间
"!*%%%*0"! $*$%! $*$%! $*$!" 2

&

学历
%*&&&"*%". $*%%! 2$*$10 2$*%!'

"

$*%%" 2

'

每月联系次数
0*' 0*0!" $*%"%

"

2$*%!%

"

$*%#"

""

$*%0.

""

2$*$%% 2

#

负面指导经历
!*% "*.1$ $*$&$ 2$*$.. $*$11 $*%%'

"

$*$1' $*!%1

"""

2

0

结束指导关系

意向
!*$& "*$$$ $*$%$ 2$*$.. $*$%$ 2$*$!' 2$*$1& $*!!1

"""

$*&'!

"""

2

.

心理支持
!*!! !*1.1 $*$%# $*$"1 $*%'#

"

2$*%1"

"

2$*$1$ 2$*"!&

"""

2$*10'

"""

2$*&"%

"""

2

%$

职业支持
!*!% !*1.% $*%1$

"

$*$1% 2$*%%0

"

2$*$"# $*$$! 2$*"$'

""

2$*&!$

"""

2$*&!$

"""

$*''1

"""

2

%%

关系质量
!*!10!*''# $*%%#

"

$*%%" 2$*%'&

"

2$*%$. 2$*$&1 2$*"%.

"""

2$*&$1

"""

2$*&#0

"""

$*'01

"""

$*0$!

"""

2

%"

自恋
!*"! 1*"& 2$*%0"

""

2$*%00

""

2$*"0%

""

2$*%#!

""

2$*!01

"""

$*1'#

"""

$*1'#

"""

$*1#"

"""

2$*!%1

"""

2$*!'0

"""

2$*11#

"""

2

!!

Ga!$%*

"""

5

&

$*$$%

*

""

5

&

$*$%

*

"

5

&

$*$&

!下同"

*

平的提高而增高&

在假设
&

与假设
'

中$自恋作为调节变量$利用

多重回归分析$得到表
"

与表
!

&假设
&

表明自恋

对负面指导经历与指导关系质量间的负相关关系

!

,a2$O&$1

$

D

&

$O$$%

"起到调节作用$从表
"

中可

以看出$这种交互关系显著&正如假设所述$自恋水

平越高的学徒经历负面指导后对指导关系质量评价

越低&

假设
'

表明自恋型人格特质对负面指导经历与

结束指导关系的意向间的正相关关系!

,a$O&'!

$

D

&

表
G

!

自恋对负面指导经历与关系质量间负向关系的调节作用

7 Û7

!

L)@=F%

自恋型人格
$*$&1 $*&# $*&1

负面指导经历
2$*&"0

"""

$*&#

"""

2$*&".

"""

R

"

$*"&'

"""

L)@=F"

自恋型人格
$*$'& $*$&' $*'&

负面指导经历
2$*1#1

"""

$*$'$

"""

2$*1#1

"""

自恋型人格
j

负面指导经历
2$*%%$

"""

$*$11

"""

2$*%!0

"""

'

R

"

$*$%!

"""

V)>;FR

"

$*"#"

"""

Z

!'*''#

"""

!!!!!!!!

因变量-指导关系质量
*

表
H

!

自恋对负面指导经历与结束指导关系意向间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

7 Û7

!

L)@=F%

自恋型人格
$*"'#

"""

$*&"

"""

$*"'#

"""

负面指导经历
$*1!0

"""

$*&"

"""

$*1!0

"""

R

"

$*!#!

"""

L)@=F"

自恋型人格
$*"&'

"""

$*&"

"""

$*"&'

"""

负面指导经历
$*!0%

"""

$*&&

"""

$*!0%

"""

自恋型人格
j

负面指导经历
$*%%&

"""

$*1$

"""

$*%11

"""

'

R

"

$*$%&

"""

V)>;FR

"

$*!.$

"""

Z

'"*#&!

"""

!!!!!!!!

因变量-结束关系意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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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起调节作用$从表
!

中可以看出自恋的调节

作用显著&正如假设所述$研究生自恋水平越高$负

面指导经历与疏远指导关系的意向的正向关系会

越强&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很多学者提出人格特质与导师制间关系的研究

应该尽早提上日程!

V,?I;-iQ==

$

"$$#

*

P;-I=?

H

=>;F*

$

"$$!

"&为了回应这个号召$本文将自恋型

人格特质引入导师制的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学徒

自恋水平的高低对其是否寻求导师的帮助与支持没

有太大影响$而是对辅导的各个方面的结果产生深

刻的影响&

研究还发现$在一段师徒关系中如果学生的自

恋水平高$那么师生关系所维持的时间就相对较短&

[?;D

!

%.0&

"指出有些人缺乏维持有效师生关系的

人际交往能力$本文的结论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这也符合有关自恋型人格特质的理论!

L)?B

ic:)@=A;F>

$

"$$%

"&高自恋者企图通过他人的

赞赏来获得自我强化$但是这根本上就是自欺欺人$

因为他们难以维持用以满足自我需求的人际关系

!

7;,D=8<>=?if):<

$

"$$%

"&

另一个研究发现就是论证了指导效果在某种程

度上是由学生的自我感知决定的&高自恋者的问卷

结果表明他们获得了更少的职业指导支持与心理支

持$感知到的关系质量也更低&

9;D

G

I=FF

等!

%...

"

指出$高自恋者很难与他人维持高质量的人际关系$

本文研究结果也再次论证了这一点&

自恋对负面指导经历与关系质量和结束关系意

向间关系起调节作用&高自恋水平使得负面指导经

历与疏远指导关系意向间的正向关系增强$也使负

面指导经历与关系质量间的负向关系增强&高自恋

者渴望他人的持续关注与赞美!

9;D

G

I=FF=>;F*

$

%...

"$当某段人际关系不能满足其所得时$则会被

认为是低效的&

"二#研究意义

这些发现对进一步实践和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人们普遍地呼吁要采用导师制作为职业发展

和信息分享的一种方式$并大力宣扬$但是却忽略了

导师制在实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也很少考

虑到个体对师徒关系的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在这里

需要提醒学生!导师"$有些指导关系可能是互帮互

助且令人满意的和谐关系$但是有些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往往困难重重$应该更加全面地认识导师制的

各个方面&其次$学校或者相关团体应该为失调的

师生关系提供咨询服务$专门帮忙解决师徒关系均

没有达到对方期望结果的情况&同时$辅导员的举

措也很关键&辅导员可以同学生讨论自恋者的行为

方式与特征$使得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并及时加

以纠正$也可以对他人的自恋行为加以指正$尽可能

避免自恋型人格特质给指导关系带来的种种麻烦&

最后$可以从协调%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学习经验$研

究其推广的可能性与意义&

"三#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改进方向

虽然本文采用了实证的方法研究了自恋对师生

关系的影响$但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

数据是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在实际的问卷发放过

程中很难对每个学生的反应时间进行把控$因此学

生填问卷的反应偏差可能会影响到结果&未来可以

设计网上问卷$测量学生反映时间&其次$样本涉及

工商管理%金融%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
%#

个专

业$考虑到不同专业的学生情况$但是只在一所

'

.0&

(学校展开调查$由于条件限制暂未考虑到其他

高校的情况$未来可以综合比较自恋对不同高校的

师生关系的影响情况&同时$当前的研究结果有几

个模棱两可的地方值得探讨-例如$问卷只调查了学

生对负面指导经历与职业支持和心理支持水平的报

告*对于高自恋者关于负面指导经历的报告$导师是

否真的施加了这些负面影响$还是只是学生的自我

感知$我们却不得而知&我们知道高自恋者的行为

会降低导师对其正面支持的力度&换个角度看$也

许是因为高自恋者对导师的积极支持期望更高$当

与期望产生强烈的落差时就会给予极低的评价&如

果是因为观念的偏见导致结果的差异$那么未来就

可以采用分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分别扮演学徒

与导师填写问卷&最后$本研究只是基于学生视角$

没有涉及导师的自恋水平对指导关系的影响$未来

可以拓展此研究领域&

总之$本研究将人格特质变量融入指导理论$更

重要的是说明了从个性的角度去理解指导关系的过

程和结果的重要性&自恋在指导关系发展的过程和

结果中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未来拓展这一领域的

研究是颇具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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