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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的最好自我!概念&影响因素与影响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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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E要!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自我属于社会认知的重要概念% 回顾过去国内外学者对

自我的研究#可以对投射的最好自我!.82189@8; g8=@M=812#以下简称 R<A"的研究有所启示% 目

前国内外已对投射的自我有一定的研究#但 R<A 是什么呢. 本文梳理了自我研究的历程#提

出了自我研究中的新概念&投射的最好自我!.82189@8; g8=@M=812"#并对其影响因素和影响结果

进行了归纳#希望能为以后自我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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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们的成长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

程始于自我认知!从而逐渐形成群体的思想和行

为# 之所以对自我进行研究!其实质就是对自身的

好奇,陈昌文!!""$-# 早在两千多年前! A-9.0@8=就

提出了 (认识你自己 ) , U:8.=! #HHI -# X8.*8/

,!""H-也认为!(自我在社会心理学乃至在整个心

理学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概念)# 时至今日!自我研

究已经能够解释激发个体产生当前行为和未来行

为的内在机理!即当理解人类思想"感知和行为的

时候!现代自我理论已经证实了 _61160e ,0e8=

,#%H"-关于自我的观点+++主我和客我# ,沈梅!

!""L-# (自我)中的(我)不单是一个实体!还是一

个可以被检视的(镜中我),#--j6/**10===812-+++我

们通过他人的评价来构建自己的形象!并在这种想

象中体验到自我,黄希庭 等!!""#-# 本文首先梳理

自我研究历程!分析有关自我的概念和特征!然后

重点阐述投射的最好自我!包括其影响因素及影响

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自我概念及研究历程

"一%自我概述

#+自我的概念

在心理学史上!最早论及自我的是 ,0e8=,方

亭!!""%-!,0e8=,#%H"-的(自我观)认为!(自我)在

本质上是人的思维!即对自我的认知# 他把(自我)

分成了(主我)和(客我)两部分# (主我)指的是个

体中积极的知觉"思考的部分*而(客我)指的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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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认知的客观事物,沈梅!!""L-# 而 N.8);,#%HL-

则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了自我!认为自我是个体

对社会环境适应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生理机制)#

与N.8);,#%HL-的观点不同!,0/*,#H!#-认为自我

是个人意识到的所有事物!这个观点更倾向于个体

的内在经验# 在强调内在经验的基础上!R-*8.=

,#H$I-从社会层面的现象学角度解释了自我!他认

为个体从幼体开始通过一定语言符号逐渐内化为

自我# 从社会层面阐述自我的还有 U0=1-S,#H'&-

提出的观点!即(自我)的本质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和不断创造的过程#

!+自我的特征

,#-统一性与分化性# 个体的任何内在冲突最

终都将统一于行为与活动中# 其原因在于$随着个

体的社会角色与理想追求的稳定!他们将规范自己

的角色和行为!并形成和巩固个体的认识和同一

感*基于(我是一个人)的一般经验!个体往往通过

区别(真我)与(伪我)来统一内在的自我矛盾# 另

一方面!人总是按照他为自己设计的理想形象和行

为过程来进行各种活动!在冲突情境中!就会造成

从社会知觉到行为设计过程的分化与冲突# 因此!

(自我)也是个体反映和意识自身或部分相关事物

的所有心理现象的总称,周越!#HHL-#

,!-非我性#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它表

明!任何一个不可再分单元不可能对自身发生任何

作用!它发生在至少两个事物之间!我们总是在与

他人的比较中形成自我概念,周越!#HLL-# 在周越

之前!W090/,#H"#*#H%#-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即人

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 在

相同观点的基础上!刘文,!""I-也认为自我是不可

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人必需要有一个(非我)作为

参照物!才能了解什么是(自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自我具有一定的特

征!即一方面具有统一性和分化性!另一方面具有

非我性#

"二%自我的研究历程

从哲学的思辨到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国内外学

者致力于寻找(我是谁4)的答案!从本质上寻求(自

我)的本体真实,乐国安!!""!-# 因此!以下将梳理

#H世纪至今国内外学者对自我的研究历程及研究

成果#

关于自我的研究!,0e8=,#%H"! #%H!-第一个清

晰地区分了自我的两个基础性方面!即主我与客

我# 主我对客我的反思就产生了自我意识# 随后!

c8*81,#%#L!#%&"-提出了自我意识理论!其包括自

我认识,=812M0S0.8/8==-"自我体验,=812M8hf8.68/98-

和自我调节,=812M.8*)10@6-/-# 针对自我意识理论所

包含的三个部分的内容!U9X)68.,#H%"- 把自我分

为自我描述,=812M;8=9.6f@6-/-"自我表征,=812M940.09M

@8.6Q0@6-/ -" 自 我 感 知 , =812Mf8.98f@6-/ -# 同 样!

U0.j)=和 F).6)=,#H%I-提出了可能自我, f-==6g18

=812-概念!它包括希望自我,4-f8-2=812-"预期自我

,8hf89@0@6-/=-2=812-和恐惧自我,280.-2=812-三个方

面# 与以上研究不同!3--18:,#H"!-提出镜中自我

,1--j6/*

^

*10===812-!即重要的他人构成个体的社会

镜子# 类似于(镜中自我)的概念!黄希庭等,!""&-

提出了(投射自我,.82189@8; =812-)!即通过别人对自

己的评价而产生的一种自我认知# 与(投射的自

我) ,黄希庭! !""&- 观点相似的还有虚拟自我

,?6.@)01=812-,赵津乐!!"#"-!即在虚拟社会中存在

并被认可的自我察觉"自我形象或自我感情#

二&R<A概念及其形成

自我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社会比较是形成自

我的重要心理机制# 通过社会比较!出现了投射自

我的研究!根据投射自我的概念和内容!近年来有

学者引申出投射的最好自我,R<A-这一概念!本文

将在描述投射自我的基础上重点介绍投射的最好

自我#

"一%投射自我的概念

自我概念,=812M9-/98f@6-/-的建构和形成在自

我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3--18:,#H"!-详尽描述了

社会环境中他人观点在自我概念形成中的作用! 并

提出投射自我, .82189@8; =812-或镜像自我 ,1--j6/*M

*10===812-这一概念# 与 3--18:,#H"!-的研究不

同! U80;,#H&'-将投射过程用于解释人们关于自

身的想法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它包含三方面的内

容$他人的真实评价,09@)010ff.06=01=-"反思性评价

,.82189@8; 0ff.06=01=-"自我评价 ,=812M0ff.06=01=-#

通过投射的自我的概念!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概念

包含两层内容$一方面是投射的糟糕的自我!另一

方面是投射的最好自我!在本文中将主要介绍投射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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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好自我#

"二%R<A的概念

R<A指的是通过他人对自己处于最佳状态时

的评价而产生的自我认知# 这种最佳状态通常是

一个人最真实 ,Y01e8.! !"""* n)/6// i n)6//!

!""!-!对别人真实,c0.@8.! !""!-或具有高水平行

为, Af.86@Q8.! n)6//! N18@948.! #HH$-时的一个特

征# 投射,R82189@8;-一词的目的在于强调这个自我

形象是基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最好,<8=@-一词目

的在于人们在面对一个环境时所带来的优势"贡献

和持久的才能# 综合考虑!这意味着通过在社会中

的经历和相互影响!每个人构建了基于自身优势和

贡献的一个自我形象# R<A 是个体的一种认知!这

种认知代表了自我处于最好状态时表现出来的品

质和特征# 它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并指导在社会中

形成与个人相关信息的过程!而不是单单基于一个

领域# R<A是一个以优势为基础的关于品质和特

征的概念!当人们的优势,能力"天赋"价值"个人贡

献等-处于一个人最佳核心位置的时候!这个形象

也就包括了处于最佳状态时的特征# 在这种状态

当中!人们能够积极地利用优势来创造价值!实现

一个人的潜能和目标# 无论对自己还是别人!这个

优势都能形成一个指导性的经历 ,情绪!感知或

行为-#

"三%R<A的形成

在理解自我的基础上!U0=1-S和 R-*8.=都把自

我的实现理解为社会自我的实现# 3--18:认为!(自

我)的产生是与他人紧密相连的!只有通过他人的

行为或反馈的信息才会引起人们的自我反思!(自

我)只有在社会互动中才能产生# U80;,#H&'-在

3--18:的基础上分析了(自我)和(自我)的形成!并

提出了著名的(符号互动论)# 他认为(自我)是社

会互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自我)的产生依赖于

个体成为自身的客体的能力# 通过与其他人一起

的社会互动!人们收集了一些能够建立在最佳状态

时他们是谁的形象的信息!这个形象是通过自我的

感知来塑造的!而不是绝对真实的最好自我# 当

R<A在童年开始形成时!其组建过程会发生在人的

一生当中!同时社会经验也会让个体更清晰地看到

自我处于最佳状态时是什么样子#

基于对R<A的初步了解!R<A 形成于周围变化

的环境和自我认知的不断更新!世界任何事物的形

成及发展都是处于一定的因果链中!R<A 也具一定

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结果#

三&R<A的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现有的文献和以上对 R<A 的定义!归

纳了R<A的影响因素!从而找出产生 R<A 的原因!

那这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呢4

"一%他人反馈的信息"-@48.=+ 288;g09j 6/2-.M

e0@6-/%

3--18:,#H"!-认为投射自我,包含后面延伸的

R<A-都是人们想象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由此产生

的自我认知,最好自我的认知-# 个体会从其他人

那里收集关于他们能力资源的一些反馈,(=42-.;!

#H%I-# 个体首先辨别出他人对自己评价的相关信

息!然后将其内化!进而产生自我评价 ,石乾福!

!""%-# 在3--18:,#H"!-的理论研究基础上!U80;

,#H&'-提出(概括化他人,*8/8.016Q8; -@48.-)的观

点!即人们不仅受到他们想象中的重要他人对他们

做出何种评价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整个社会群体对

他们做出何种反应的影响# (概括化他人)也通过

投射过程塑造自我概念# 研究表明权利越大的人

的观点分量越重!因为他们的评价更有吸引力

,N6=j8iO8f.8@! #HHI-#

"二%诱发的行为"6/;)98; g840?6-.%

我们假设改变人们所经历的几种社会经验会

使人们在构想自己方面产生一个可持续的转变#

通常!人们会控制自己的行为!并通过观察周围环

境和其他人对他们行为的反应来推论自己的能力

,(=42-.;! #H%I* ]g0..0! #HHH-!从而使人们开始信

赖其他人反馈回来的不完全真实和完整的信息#

在具有一定偏见的情况下,<0Q8.e0/! #H%I* 7?8.=j:

iP04/8e0/! #H%I-!当人们了解更多关于他们自

己的优势"限制和增值的能力时!就会尝试用自己

的欲望去影响别人 ,X-22e0/! #H$H* A9418/j8.!

!""&-!进而使人们高估或低估他们的行为# 同时!

他们也有可能通过增加和减少信息来改变投射的

最好自我的内容!从而使投射的最好自我与他们从

实践经验中得到的启发联系更紧密#

"三%自我感知"=812Mf8.98f@6-/%

自我感知就是自己结合现实的自我来了解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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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从某一方面来说自我感知也就是自我认知!自

我认知,=812M.89-*/6@6-/-是主观的我对客观的我的

认知和评价!是自己对自己身心特征的认识!它包

括自我观察,=812M-g=8.?0@6-/-和自我评价,=812M0fM

f.06=01-# 自我观察是指对自己的感知"思维和意向

等方面的觉察*自我评价是指在认识的基础上对自

己的想法"期望"行为及人格特征的判断与评估,时

蓉华!#HH%-#

从以上影响因素的陈述中可以看出!最好的自

我不是单凭自己主观判断的!它还需要通过他人的

行为或他人反馈信息的投射来刺激形成!个人会通

过这些刺激来不断调整自我感知!从而不断修正自

己的状态来达到最好自我的目的# 凡事有因必有

果!R<A对人们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结果#

四&R<A的影响结果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研究 R<A 的影响结果!

首先表现为思想上的影响!即改变自我构想*其次

就是行为上的影响!这里主要指职业中行为上的影

响!即成为非凡的人*最后是对整个社会构建的

影响#

"一%自我构想"=812M9-/986?8%的转变

我们假设改变人们所经历的几种社会经验会

使人们在构想自己方面产生一个可持续的转变#

当人们了解更多关于他们自己的优势!限制和增值

的能力!他们就有可能通过增加或减少质量来改变

最好自我的形象!从而使最好自我与他们从实践经

验中得到的启发联系更紧密# 除此之外!当人们参

与了能够揭示他们优势的实践的时候!最好自我的

形象也许会变得更加生动!因为它将与一些特殊的

行为倾向有关!这些行为弥补了他们的价值观"信

仰和期望#

"二%成为非凡"8h@.0-.;6/0.:%的人

关于最好自我的理论有三种方法来帮助人们

成为非凡的人$

"

拓展可能自我的荟萃*

#

明确社

会的构架设计*

$

提高个人的表达能力# 每个路径

的核心前提就是个人的自我建设通过合并和社会

过程来指导他们的未来动向,N6=j8i70:1-.!#H%'*

X6-60iY--18!#H%'-# 我们的最好自我理论帮助组

织研究者们去见证了个人识别与组织中职业变化

的理论 ,c6**6/=! !""#* c611! !""&* ]g0..0! #HHH!

!""&- 和基于公司观点的资源的理论 ,<0./8:!

#HH#-# 尤其是我们的理论帮助研究者们见证了组

织中的微环境是怎样对创造性作出贡献的!这些资

源都是以人们为成为优秀和非凡的人奋斗"成长和

发展的形式存在的# 我们把最好自我看作在战略

型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个锲石# 另外!

最好自我概念的建立为个人成长规划了一个微级

的过程!个人成长也可能导致在组织中螺旋上升的

集中的能力和潜能# 最好自我提高了人们的身份

和幸福感# 例如!如果人们发现他们不能在他们现

在的组织中实现他们的最好自我!他们将寻找那些

能为他们顺利实现最好自我提供机会的其他组织#

"三%更好的社会构架"=-96010.946@89@6/*%

当人们组建他们R<A的时候!他们能够更好地

检测和设计环境来帮助他们构建R<A# 这些感觉让

人们积极主动的选择目标"人物和他们具有优势的

社会构架的任务# 人们参与社会构架设计的想法

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已被很好的建立,U93011i

A6ee-/=!#HL%* A9418/j8.! #H%$-!并且在一些模式

中有所暗示!这些模式把人们描绘成了在他们自我

发展中积极的机构,(=42-.; ! #HH#-和他们工作设

计中的积极机构 ,_.Q8=/68S=j6iO)@@-/! !""#-#

这些观点把人们描述成了他们的社会环境中的活

跃工具!而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和维持了

他们自己的希望的观点# 例如!OS89j! c6**6/=和

X.0/@MY611-S,!""&-发现理想的自我的构想导致了

全面推进集中他们的愿望和完成相关的创造性任

务的目标# 又如 A9418/j8.,#H%$-在他的身份构造

的模型中强调人们努力奋斗去创造一个处于他们

自己的大脑和真实世界的环境# 组建一个更加清

晰且可持续的投射的最好自我能够形成更好的社

会构架!在那个构架中人们控制了自己的命运并通

过塑造他们相关部分的内容来建设性地塑造了他

们的未来#

R<A是在观察别人行为和得到别人反馈后对

自己状态的一种调整!使自己成为别人眼中和自认

为的最好的自我!他人的行为和反馈信息对自我构

想有很重要的影响!_.Q8=/68S=j6和 O)@@-/,!""#-

曾断言$人们通常是他们自己工作的机构构建者#

我们增加了他们构想的思想!这些思想就是如果人

们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他们在R<A 中的内容!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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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创造一条通往成为非凡的人的道路#

五&R<A研究展望

研究自我的目的在于认识自我!解释自我!预

测我们的行为和未来的自我!从而懂得去提高自我

的效能!去控制自我# 回顾自我研究的历程!R<A

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一%跨文化研究

由于目前R<A 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心理学和

教育心理学领域!未来R<A研究可以从文化开始入

手!研究投射的最好自我中跨文化的研究# 按照

U80;,#H&'-的观点!R<A是在与符号互动的过程中

形成和发展的!符号系统构成了文化!文化的差异

也就通过符号互动影响到R<A# 符号相互作用的假

设是他人评价是因!自我知觉是果# R<A 是在一定

社会文化环境中不断调节以适应心理平衡的系统#

比如说!西方的独立文化和东方的依赖文化!他们

会根据自己的文化来强调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为#

"二%R<A修正

修正R<A是一个意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

括从社会经历中派生出关于自我相关的信息!只要

认真意会这些信息!就会使人们对R<A 产生新的理

解# 当人们修正R<A形象的时候!他们所做的超过

了他们看作为可能性的感知的变化# 本文的理论

建议 R<A 中的变化同样能改变人们感知他们将会

成为谁的想法!这种变化创造了一个推动成为非凡

的人的活力和能量的意识# 当人们在处于最佳状

态时收到更多的关于他们是谁的反映的时候!他们

的R<A形象会变得更具实质性和更加生动# 未来

提出的 R<A 形象的修正与个人表达的高度意识是

相符合的# 当人们组建一个更加详尽和生动的R<A

形象时!他们将更好地证实与他们真实的自己相符

合的目标,A481;-/ iB116-@!#HHH-#

"三%在未来研究中建立理论框架

我们已经延伸了一个关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和个人行为的基础模型!该模型能够推动个人成长

及修正R<A 形象一起发展# 我们的理论已经必要

性地例证了一个复杂的发展和匹配的过程!然而!

我们把这个理论性的复杂部分看作是了解未来重

要理论性和经验性的扩展的引诱# 有四个复杂性

的事物可以引诱出未来的研究$,#-震撼事件!失业

是震撼事件中的典型例子,W88iU6@94811!!""#-*

,!-与反馈方的关系!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的反馈

或多或少会影响 R<A 的组建及修正*,&-自己认为

的最好自我形象与他人实际反映的最好自我形象

的差异水平!了解人们可能反馈出的每一个关于他

们优势和能力的不精确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在

组建R<A方面巨大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四%为未来研究建立方法论

为了拓展关于 R<A 形象在组织中是怎样进行

组建和修正的理论性和经验性的数据!研究者们必

须建立合适的方法论去记录 R<A 的自然现象和投

射的最好自我中的变化# 第一!研究者们必须建立

测量方法来抓住 R<A 的结构和内容# 这种来源于

人们新的概念化感知构造将要求使用创新的定性

和定量的方法来检测有分歧的几组人员在他们最

佳状态时是怎样思考他们自己的# 接下来的一步

就是鉴别在构造 R<A 的内容中是否能有一种结构

来分析几个人的R<A形象!然而这些分析应该抓住

R<A共同拥有的形象但又不丢失人们 R<A 的独特

性与经验的独特性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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