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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评人格及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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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我批评是人格社会化中形成的重要建构。作为一个人格维度 ,自我批评的概念是 1974 年由

Blatt等人提出的。这一人格维度的特点是个体感到达不到自己的期望与标准 , 经常对自己进行批评和想象

被别人责备等。该人格特征会影响个体的目标动机 、人际关系和行为应对等方面。在经历压力事件时 ,高自

我批评者容易发展成内射型抑郁。在水平高低及稳定性上 , 自我批评人格还存在着性别差异和东西方跨文化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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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快节奏的生活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

的同时 ,也对人们的心理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环境的拥挤 、工作的变动 、伴侣的更换 、友谊的

无常等等都迫使人们必须加强社会适应性 。适应

不良则会产生诸多困扰 ,甚至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

题。自我批评作为个体如何看待和对待自身的一

个重要建构 ,在此适应过程中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

自我批评的传统古已有之 。在中国 ,反省内求是儒

家素来提倡的修养方法 ,曾成为历代儒家学者的座

右铭。孔子提倡“内自省”(《论语 ·里仁篇第四》)

与“内自讼”(《论语 ·公冶长篇第五》),曾子曾曰

“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篇第一》),孟子对子

路“闻过则喜”的态度大加赞赏(《孟子 ·公孙丑

上》),这些都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改过迁善。对自我

批评的提倡一直延续至今 ,几十年前 , “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甚至成为社会对每一个成员的基本要

求。由此可知 ,自我批评在中国普遍被认为有提升

自我的作用 ,能使人更好地适应社会。在此环境氛

围之下 ,具有高自我批评倾向的人也比比皆是 。在

西方 ,基督教让人们每天忏悔 ,改过自新 ,提倡多做

自我批评 。但大多现代西方人认为自我批评是自

我增强的对立面 ,高自我批评倾向的人会难以适应

社会 ,这在西方大量畅销书或电影中都能找到证

据。那么 ,在心理学研究中 ,自我批评特别是作为

人格维度的自我批评的研究现状如何 ,自我批评人

格有哪些相应的特征 ,对人们适应环境又会产生哪

些影响呢? 为了拓宽对自我批评这个人格维度的

理解 ,本文将回顾 30余年来关于自我批评的研究 ,

并对其进行总结 、分析与讨论。

　　一 、自我批评的概念

(一)自我批评概念的提出

作为一个人格维度 ,自我批评是 1974年 Bla tt

及同事在研究抑郁与人格关系时提出的 。有关人

格与抑郁之间关系的讨论 ,至少从古希腊时代就开

始了(抑郁质气质)。而 Blat t 等人开创性地将精

神分析理论与 Piaget 的认知发展理论相结合 ,提

出有两种抑郁子类型 ,这两种抑郁分别建立在两种

不同人格结构之上 。也就是说具有这两种人格的

个体 ,在遭遇生活压力事件时 ,很可能会发展成对

应类型的抑郁。这两种人格结构的定义 ,是在对一

系列与抑郁者有关的描述项目做因素分析时产生

的 ,这些项目代表了抑郁者的感受和体验 ,但并不

是他们抑郁的明显症状
[ 1]
。其中一个人格结构被

命名为依赖人格(Dependency),另一个即是自我

批评人格(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人格水平较

高的人(也即高自我批评者)的特点是他们经常在

做严厉的自我审查与评价 ,害怕不被别人赞同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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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批评 ,担心失去重要他人的承认与接受 ,对自身

有非常高的标准和期望 ,力求做到完美无缺 ,对自

己十分苛刻 ,当他们感觉到自己行为的缺点时 ,通

常会对自己进行批评并产生罪恶感
[ 2]
。

(二)自我批评的实质

在自我批评人格概念提出后 , Blat t等人对其

实质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要探索实质 ,首先就要

对自我批评追本溯源 ,自我批评人格是个体先天具

有还是后天产生的呢 ?他们认为 ,自我批评人格是

在人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在人的一生中 ,

人际关系和自我定义是两个非常重要且影响广泛

的发展过程。其中 ,发展人际关系指建立亲密的 、

稳定的 、有益的和受保护的人际关系;发展自我定

义是指建立一致的 、特别的 、稳定的 、现实的和积极

的自我感觉。这两个过程在人的社会化发展中相

互作用 ,个体心理健康的特征就是这两个发展进程

的整合 ,即心理健康的个体在人际关系中不会丧失

自我 ,而在追求自身成就的同时也不会忽略人际关

系。如果这两个发展过程不够平衡 ,就会影响个体

的人格 ,比如过分强调人际关系可能会发展成为依

赖人格 ,而过分强调自我定义则可能发展成为自我

批评人格
[ 3]
。

随后的一些实证研究也为这一理论假设提供

了证据。研究表明 ,自我批评人格的形成与个体早

期发展过程密切相关 ,冷酷而且严厉专制的父母教

养方式会使人形成自我批评人格
[ 4 , 5]

。由此 ,研究

者认为可用精神分析理论或社会学习理论来解释

自我批评的实质 。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认为 ,自我

批评在实质上就是严酷的父母在儿童心理上的内

化 ,从而在儿童内心形成苛刻的超我 ,苛刻的超我

使个体对自己有不切实际的高标准要求 ,在不能达

到这样的要求时 ,个体会产生过度的罪恶感和痛苦

感。而从社会学习的角度看 ,自我批评的实质被认

为是失败的自我管理的结果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儿

童通过观察学习获得自我强化的标准。于是有着

严酷父母的儿童 ,有可能会用类似的严厉和不接纳

来评估与强化他们自己 , 从而形成自我批评人

格[ 1] 。

　　二 、自我批评的相关研究

(一)自我批评的测量

自我批评的测量工具主要是自陈量表 。最常

用的是《抑郁体验问卷》(the Depre ssive Experi-

ences Questionnai re(DEQ))
[ 2]
,该量表包含 66个

项目 。这些项目并不评价抑郁症状本身 ,而是评价

常与抑郁相关联的广泛的内心体验 、对自身的感受

和人际关系等内容。DEQ 采取 7点记分 ,从 1分

(强烈不同意)到 7分(完全同意)。自我批评维度

量表是 DEQ 三个子量表中的一个 。关于自我批

评的典型项目有“我经常发现我达不到自己的标准

或理想” 、“在我是谁和我想成为谁之间有很大差

距”等等 。DEQ有一套特别的计分程序 ,后来有研

究者认为这种计分程序过于复杂 , 从而制定了

DEQ的一些简短版本 ,这些短版本 DEQ 计分程度

相对较简单。此外 , DEQ 还有针对青少年的版本

《青少年抑郁体验问卷》(the Depressive Experi-

ences Questionnai re Adolescent version(DEQ-

A))[ 2] 。除了《抑郁体验问卷》 , 《贝克抑郁问卷》

(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BDI-II))[ 6] 和

《功能失调性状况评定量表》(The Dysfunctional

A t titudes Scale(DAS))[ 7] 等其他量表中包含的自

我批评子量表也可测量自我批评水平。

(二)自我批评的形成与发展

研究表明 ,自我批评者的父母在其童年时对他

们的教养方式是影响他们形成自我批评人格的最

关键因素。有研究用对父母行为的回溯性报告 ,检

验了被试的自我批评水平与父母行为的关系 ,认为

高自我批评水平与父母在抚育中缺乏温情有关[ 5] 。

这些父母的教养模式往往是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十

分严厉 ,他们有着矛盾的情感表达和对子女成就的

高期望 ,经常限制孩子的行为和拒绝孩子的要求。

一项长达 26年的纵向研究发现 ,个体 12岁及 31

岁时的自我批评水平与个体 5岁时父母的严苛教

养方式显著相关
[ 4]
。而且在控制了潜在的混淆因

素即个体的“情绪状态”和“社会称许性”[ 5] 以及可

能的中介变量“儿童早期气质因素[ 4] ”后 ,仍然得出

了相似的结论。在临床样本[ 8]上的研究也表明 ,高

自我批评的起源与父母的这些教养方式显著相关。

另外 ,与拒绝行为的后果类似的是 ,父母对孩子的

过度保护也与自我批评水平显著正相关[ 9] 。

除了父母教养方式这一因素 ,童年时期缺少同

辈依恋
[ 8]
或经历不幸遭遇

[ 10]
也与自我批评的形成

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 ,不

能形成一个有效保护者的内在形象 ,因此他们在保

护自己抵抗内在攻击和自我批评时存在困难。此

外 ,对曾受过的不公正待遇的知觉 ,以及父母对他

们所受不公正待遇的知觉 ,也影响着自我批评水

平
[ 11]

。还有来自诠释学的研究表明 ,除了家庭的

源头 ,个体受文化背景和语言影响而形成的一些混

乱的二元观念如是非对错的标准等 ,与糟糕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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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一起也会造成严重自我批评
[ 12]

。

(三)自我批评带来的适应不良

高自我批评水平会给人带来不少适应不良的

后果 。在成就目标方面 ,自我批评者由于受自我定

义的影响 ,对成就挫折非常易感和脆弱 。他们对成

就与控制有过高的自我要求 ,而受到挫折时更容易

感到自卑[ 13] 。但比起其他个体 ,自我批评者的目

标与他们自身的兴趣和想法联系更小 ,并与影响目

标进展的反思及拖延等不良习惯相关 ,因此高自我

批评对目标进展的影响是消极的[ 14] 。其他研究也

发现 ,青少年的高自我批评水平和抑郁症状的交互

作用能预测他们成绩等级的下降
[ 15]

;在归因方面 ,

高自我批评者的归因风格趋于消极 ,他们经常认为

自己该对消极事件负责[ 16] ,并认为消极事件是由

于他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在情绪方面 ,自我批评

水平高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少地处于积极情

绪中 ,他们常常经历强烈的消极情绪 ,而且对消极

情绪的管理较差 ,易怒 ,社会能力也较缺乏
[ 17]

。自

我批评还与其他人格变量存在联系 ,比如自我批评

水平与自尊水平负相关[ 18] ,与大五人格中的神经

质水平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与随和性水平呈负相

关(特别是在女性中)
[ 19]

,而低自尊 、高神经质和低

随和性被普遍认为是适应不良的人格特征。

社会性方面 ,高自我批评者通常会在很多社会

领域经历冲突 ,冲突对象包括朋友 、伴侣 、父母 ,甚

至是自己的孩子。人际交往会引起高自我批评者

不舒服的感觉 ,由于他们更关注自主性(autono-

my)和个体性(individuali ty),所以他们倾向于低

自我表露 ,亲密动机较低 ,有较多疏远甚至敌意竞

争的人际关系[ 17] 。同时 ,他们较少寻求情感支

持[ 13] ,不愿接受朋友建议或和朋友分享资源[ 20] 。

在亲密关系中 ,他们对伴侣的信任程度较低[ 2] ,认

为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
[ 21]

,并且常常表现出敌意

和烦躁 ,这使他们经常面临亲密关系解散的风险 。

而在亲子关系中 ,高自我批评者与孩子的互动不太

有效 ,甚至会对孩子气质性特质形成不利影响 ,并

且使他们子女的自我批评与抑郁水平也相应较

高[ 22] 。高自我批评个体的这些人际上的困难 ,也

许来自高自我批评个体的不安全的依恋模式 ,有研

究表明高自我批评与不安全的成人依恋模式里的

恐惧 —回避(fearful-avoidant)依恋模式相联系[ 23] 。

作为不良人际关系的后果 ,自我批评者会经历

较少的社会支持
[ 17]

。此外 ,自我批评还消极影响

着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在纵向研究中发现 ,高自

我批评水平预测了更多的消极生活事件 、更少的积

极事件以及长期的生活问题 ,并与高水平压力相联

系[ 24] 。于是 ,高自我批评者在得到的社会支持下

降的同时 ,还通过压力事件 、日常争论和慢性疲劳

增加了社会适应不良的可能 ,这反过来又维持和加

剧了其自我批评人格特征 ,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

遭遇一些消极事件时 ,自我批评者甚至会产生一些

心理健康问题 ,比如抑郁等 ,这一点将在下文进行

详细的讨论 。

(四)自我批评带来的适应性

高自我批评水平在给个体带来的众多破坏性

作用的同时 ,也会有一些益处 。首先 ,自我批评者

能用自我批评作为有效的应对策略 ,比如在遭遇消

极情感事件时 ,采取自我批评作为认知策略能使自

己转移注意力而减轻消极事件的影响[ 25] ;遭受过

童年性虐待的人 ,也会使用包括自我批评在内的解

脱应对策略[ 26] ;而对于有受虐待史的进食障碍病

人 ,自我批评是他们唯一的应对策略[ 27] ;运用防御

性悲观应对策略的高自我批评个体 ,会在一定频率

和程度上适度地同时使用悲观和自我批评
[ 28]

。其

次 ,自我批评还能促进个体用相对灵活和多维度的

方式思考问题[ 29] 。最后 ,还有研究表明高自我批

评水平的心理治疗师的治疗效果更为有效
[ 30]

。

(五)自我批评的性别差异

自我批评在其水平差异 、发展路径和稳定性水

平等方面都存在着性别差异。青少年时期的女孩

与男孩在自我批评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 ,但男孩的

自我批评水平更稳定[ 31] ,波动较小。而从青少年

到成年 ,男女自我批评人格的发展途径也有所不

同 。一项研究考察了被试在 5岁 、12岁和 31岁时

的自我批评水平 ,研究发现 ,对女性来说这一特质

更为稳定 ,男性在 12岁和 31岁时的自我批评水平

相关很低 ,但他们 12岁时的自我批评水平与 31岁

时的受抑攻击冲动(inhibited agg ressive impulses)

有很高相关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性别角色社会

化的过程中 ,男性学会了不轻易表现沮丧 ,同时也

不表现出攻击行为 ,因此他们的高自我批评水平会

转化为高水平的受抑攻击冲动。而角色社会化准

则允许女性表达沮丧和抑郁的情绪 ,因此她们的自

我批评特质得以保留[ 4] 。自我批评水平能预测个

体的抑郁程度 ,然而男女的自我批评水平对抑郁的

预测力也有所不同 。一项在医生样本上的纵向研

究发现 ,与女医生相比 ,自我批评水平更能预测男

医生的抑郁 ,不过这可能是由于女医生的抑郁更多

地与社会情境而不是与其人格或认知风格相联系 ,

或者女医生的自我批评水平更易波动 ,所以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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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效力
[ 32]

。此外 ,临床上 ,抑郁症女性患者和罹

患其他类型精神病患的女性 ,比男患者有更高的自

我批评水平[ 33] ,在自我批评女性患者面临压力或

濒临抑郁时 ,她们有可能变得更退缩以及出现明显

的自责和自我轻视[ 34] 。

(六)自我批评的跨文化差异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 ,自我批评人格存在着跨文

化差异。关于日本人与美国人的自我批评跨文化

研究结果表明 ,日本的社会环境更有益于自我批评

的形成 ,日本人也相对地更可能形成自我批评人

格。自我批评在日本很普遍 ,日本文化更强调自我

的消极方面
[ 35 , 36 , 37]

,对日本人来说 ,自我批评是富

有建设性的过程 ,这一过程允许了他们获得维持或

支持群体的重要信息[ 38] 。在一项以美国白人与美

国华裔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中 ,让他们对自身在学

习中遇到的成功或失败经历进行评估 ,然后评估他

人的成功和失败 。和美国学生相比 ,华裔学生对自

己或他人都表现出了更多的批评;而与对他人的批

评相比 ,美国学生表现了较少的自我批评。其中面

子关心倾向与自我批评正相关 ,在控制了防御性悲

观后 ,面子关心对自我批评的文化差异起了部分调

节作用
[ 39]

。由于已有的自我批评的跨文化研究的

测量大多使用自陈量表 ,因此很可能受到自我表述

偏差的影响 ,于是一项用加拿大人和日本人做样本

的研究没有使用自陈量表 ,而是在实验室里隐蔽地

测量参与者的行为 ,他们接受了整合认知能力测试

和不确定任务中的判断测试。结果表明 ,加拿大人

不认为自己比同学平均水平表现得差 ,而日本人不

太会认为自己比别人表现得好 ,实验证实了自我批

评的跨文化差异不仅仅是自我表述的偏差问

题[ 40] 。

这些结果可能意味着不同文化中 ,一个“好的

自己”是通过不同方式构建起来的 。西方人是通过

自我增强的策略 ,因此大多采取自利归因;而具有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亚洲是鼓励自我谦逊和自我

批评的环境 ,东方人是通过自我批评的途径形成一

个“好的自己” ,在必须维持面子的情境中 ,倾向将

失败归为自己内部的原因 ,给自己消极回馈而不是

积极回馈 ,于是很容易形成自我批评人格。

　　三 、自我批评与心理健康

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是高自我批评给个体

带来的种种适应不良中的一方面 ,多年来的研究表

明高自我批评水平与众多心理健康问题有着广泛

的联系。

(一)自我批评与抑郁

自我批评人格与抑郁的关系十分密切 ,如前文

提到的 ,自我批评这一人格维度的概念就是在研究

抑郁与人格关系时提出的 。自我批评被认为是内

射型抑郁(int rojective depression)的易感性人格。

也就是说 ,高自我批评者有很高风险会发展成为内

射型抑郁。内射型抑郁的特征是个体常感到无法

达到自身期望和标准 ,有强烈的自卑感 、罪恶感和

无价值感。这一类型抑郁的症状主要表现在认知

水平上[ 1] 。大量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自我批评人格

对内射型抑郁的易感性:自我批评水平能有效预测

内射型抑郁并与大量内射型抑郁症状正相关 ,这些

研究包括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 ,样本广泛地涵盖了

大学生 、社区成人和临床患者等人群[ 41 , 42] 。

Blat t等人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抑郁易感性人

格 ,不同抑郁易感性人格在遭遇不同压力源时的表

现也不同[ 1] 。除自我批评外的另一种抑郁易感性

人格是依赖人格 ,这种人格对抑郁的预测与特定压

力源具有交互作用 ,具体来说就是:依赖人格者会

在人际拒绝事件面前而不是受到成就挫折时更易

产生抑郁。与之不同的是 ,自我批评人格对成就挫

折和人际拒绝事件都会有抑郁的表现 。高自我批

评者对人际拒绝也表现出抑郁症状的原因可能是:

他们把人际拒绝事件也看作是自己引起的 ,从而把

人际拒绝与自我责备和自我批评联系在一起
[ 43]

。

自我批评与依赖两个维度虽然最早是在正常

人群中研究和命名的 ,但研究发现 ,两个维度的得

分也可用来区分抑郁临床患者的抑郁类型(可分为

依赖 、自我批评 、混合 、无抑郁型)
[ 44]

。自我批评水

平对抑郁患者的影响包括:自我批评会增加家庭暴

力对抑郁患者症状的影响[ 45]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的高自我批评水平意味着高自杀风险性[ 46] 等。

(二)自我批评与其他心理健康问题

除抑郁外 ,自我批评还与其他更广泛的心理健

康问题有关 ,研究显示 ,在控制了一些混淆变量后 ,

自我批评水平与妄想 、自恋 、强迫症 、精神分裂 、边

缘性人格障碍和被动攻击性等心理问题显著正相

关 。值得一提的是 ,自我批评还是 PTSD(创伤后

应激障碍)的易感性人格因素。PTSD 患者的自我

批评水平很高 ,在控制了抑郁症状水平后 ,自我批

评分数还能预测患者 PTSD的严重程度以及曾遭

遇过的创伤事件数量[ 47] 。对精神障碍患者来说 ,

高自我批评还让他们在建立和维持治疗配合关系

上存在困难
[ 48]

。

(三)改变自我批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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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过高自我批评是广泛心理问题的易感性

因素 ,因此 ,降低自我批评的水平 ,可以成为治疗这

些心理问题的突破口 。高自我批评水平通过长期

的高强度治疗 ,能达到本质的改善
[ 49]

。具体来说 ,

可以通过训练自己努力重新建构自我批评思想来

减轻[ 32] ,还有一种有意识的心理改变进程也对降

低自我批评水平有所帮助 ,该进程主要通过对情绪

损伤的关注来改变自我破坏的心理模式 ,强调倾听

自己被压抑的声音 ,拓宽自身的生活哲学[ 50] 。改

善的工作通常可在两种水平上进行 ,一种是当个体

体验到自我批评时 ,另一种是在每日进行。

　　四 、讨　论

在自我批评人格维度提出后 , 30多年来涌现

了大量的研究 ,它们有的着重考察其对个体的应对

方式 、人际交往 、成就动机等方面的作用机制 ,有的

着重考察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有的着重在正

常人群中研究 ,也有的着重在临床患者中进行研

究。研究方法多元化 ,包括横断设计研究 、纵向设

计研究 、交叉滞后设计研究等 。测量手段包括有回

溯式报告 、自陈量表 、自然观察法以及严格的实验

室实验设计等。研究样本也很广泛 ,涵盖了从儿童

到老年的各年龄段人群。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自我

批评在正常人群和临床抑郁患者上都有着连续的

分布 ,它虽然与众多重要人格变量相联系 ,却不能

还原为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格维度。这充分说明了

自我批评是一个独立的 、含义丰富的 、意义广泛的

人格维度 ,对正常人群的人格研究和精神病理学研

究都具有重大启发性 ,这也是自我批评研究成为当

今人格和精神病理学 ,尤其是抑郁与人格关系研究

热点的原因。

然而目前自我批评人格的研究现状仍然存在

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是自我批评人格对社会适应性的影响方

面 ,由前文不难看出 ,虽然有少量跨文化研究 ,但绝

大多数此类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展的 。

其得出的结论也与西方文化对自我批评的普遍看

法一致 ,即自我批评人格对个体的主要作用是破坏

性的 ,会导致个体对社会的适应不良 ,甚至会使个

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然而在其他文化背景下比

如在中国传统社会 ,自我批评对个体也许能起到提

升自我的作用 ,甚至是完善自我的有效途径 ,具有

一定的社会适应性 ,这从引言中提到的中国人对自

我批评的重视与强调可见一斑。在中国改革开放

之前的特定历史时期 ,在“左”的意识形态压力下 ,

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个人身心造成的影响 ,应该有基

于文献 、访谈等途径的研究 。而在中国越来越开放

和现代化的今天 ,社会急剧转型给传统价值观带来

巨大的冲击 ,个人身心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 ,过高的自我批评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

极有可能也会给人带来适应困难以至心理健康问

题 ,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证明 。然而令

人十分遗憾的是 ,目前在中国对自我批评人格的研

究还是空白 。此外 ,几乎没有研究考察低自我批评

水平可能带来的一些适应不良 ,比如可能使人骄傲

自满 、狂妄自大等 。因此 ,本人认为自我批评研究

在未来应加强跨文化的研究 ,特别是基于中国历史

与现实的研究 ,研究视角也应更全面 。

其次 ,关于自我批评的起源和发展 ,大多研究

集中于童年不利的亲子关系上 。这多少有“童年决

定论”之嫌 。在童年经历与成年后人格特质之间还

存在很多调节变量 ,童年以后的经历很可能会改变

童年经历对其人格造成的影响。因此童年经历和

父母教养方式不应被看作自我批评水平唯一主要

的预测源 ,还应考察童年经历与更多变量的交互作

用效应及其历程 。

最后 ,较之临床样本 ,在正常人群样本上开展

的自我批评研究占了较大比重。测量自我批评对

抑郁的易感性也主要是针对正常个体自我报告的

抑郁状态 ,而不是根据抑郁患者的临床抑郁症状。

在临床严重抑郁症患者样本上的研究较少 ,而正常

人群样本上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能轻易地推及临

床人群 。另外 ,研究发现自我批评水平对严重抑郁

症的预测力也有限 ,这是由于临床抑郁症是由多种

因素(包括生理因素)所引起 ,不可能过分依靠单一

人格因素做出预测。因此 ,期待将来能有更多临床

样本上的自我批评人格研究 ,以及更多探讨自我批

评与其他可能的抑郁易感因素变量的交互作用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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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Self-Criticism Personality

ZHANG Ruo-kun , GUO Yong-yu
(Schoo l of Psycholog y , Hubei H uman Development an d Mental Hea lth K ey Laborator y ,

Cen tra l Ch ina Norma l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9 , China)

Abstract:Self-criticism is a significant construction in personality socializa tion.The a rticle rev iew s the re sear ch on it.As a

per sona lity structure , self-criticism w as pre sented by Blat t in 1974.I ndividuals characterized by being se lf-critical engage
in constant and har sh self-scrutiny and evaluation and have a chronic fear of being disapproved and criticized , and lo sing

the approval and acceptance of significant o ther s.Self-criticism predispo se s individuals to a ce rtain fo rm o f depr ession in

the face of st ressful life events.And there a re sex differences and cross-cultural diffe rences in self-criticism.
Key words:self-criticism;social adaptability;mental health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