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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考察军校学员和一般大学生关于军人的内隐刻板印象状况以及军校学员的军人内隐刻板印象

和自我和谐的关系，以军校学员和一般大学生为被试，使用内隐联想测验(IAT)程序测查内隐刻板印象，并

采用《自我和谐量表》测查军校学员自我和谐状况。结果发现：1. 军校学员和一般大学生在内隐联想测

验中不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都显著高于相容反应时。2. 军校学员和一般大学生的内隐联想测验的效应值

存在显著性差异。3. 自我和谐量表中的自我刻板性分量表得分能显著预测内隐联想测验效应值。两类大

学生对军人的刻板印象均存在内隐性；刻板印象在群体内外强度是不同的，群体内强度显著高于群体外强

度；军校学员的自我和谐量表中的自我刻板性得分对其职业的内隐刻板印象具有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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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刻板印象指的是人们对某一类人或事物产

生的比较固定、概括而笼统的看法，也就是“一

种涉及知觉者的关于某个人类群体的知识、观念

与预期的认知结构”[1]，它反映了大脑对大量复

杂信息进行简约化处理加工的特性。长期以来，

人们总是认为刻板印象的形成是社会信息归类

过程的一种自动和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诸如年

龄、性别、种族和职业等基本范畴中，对成员关

系的印象往往是自动形成的。刻板印象就是在范

畴的知觉基础上被激活，并且影响着人们的判断

与行为。[2] 
大量研究发现刻板印象确实存在内隐效应，

大学生群体也不例外。内隐刻板印象这一概念的

提出正是为了突出刻板印象的内隐性。有人将内

隐刻板印象被定义为“调节某一社会类别成员的

属性的不能内省辨别(或不能准确辨别)的过去

经验的痕迹”[3-4]。它存在于潜意识中，往往与

人们持有的外显观点不一致。已有研究多涉及到

种族、地域、性别等方面的职业刻板印象，也有

些是针对具体职业的研究，如大学教师、白领、

律师、小学教师、街道干部等。[5-6]但是对于从

事某种特殊职业的军人是否也存在刻板效应，这

种效应是否也存在内隐性呢？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简称 IAT）是 Greenwald 等于 1998 年提出的一

种通过测量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评价性联系从

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间接

测量的新方法。[7]是目前测查内隐刻板印象常用

的方法之一。但是，以往的内隐刻板印象联想测

验研究多使用明显具有积极和消极评价的两类

刺激进行研究，而实际上刻板印象并非都是非好

即坏的状况，研究中事先按照经验来规定刺激词

的效果可能不如在开放式调查的基础上获得刺

激词的效果好。 
自我，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一般指的是

主体对自己的全部身心状况的知觉，对自己的全

面的认识，是作为主体的个体把自己置于一种客

观的位置进行的主体性的评价，是主体在社会化

的过程中形成的整体的人格、态度、理想、信念、

关系、思维方式、行为模式。 [8]自我和谐是

C.Rogers 人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自我内

部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自我

和谐是评价人心理和谐的重要指标，当自我与经

验难以协调时，常常成为心理障碍的重要原因。
[9]个体对某些与自身特征一致的属性进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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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必会受到内在自我的影响。 
军校学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在校大学

生，同时不久的未来也将成长为高素质军事人

才。他们对军人职业的刻板印象影响着对军人职

业的接受程度，也体现着对军人职业特点的认识

有没有纳入到自我体系中。由此本研究假设：军

校学员和一般大学生的军人职业内隐刻板印象

强度是不同的；军校学员的自我和谐与内隐军人

刻板印象有一定关系。 
二、对象与方法 

（一） 对象 

本科军事院校和一般地方本科院校在校学

生，共 160 人参加内隐联想实验，有效被试 154
人。其中军校学员 96 人同时参加问卷施测。被

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熟悉电脑基本操作，均

无相关心理学实验经验。 
（二）工具 

1． IAT 实验材料 
对 40 名非军事院校的大学生进行开放式的

调查，让调查者回答“你对军人的第一印象是什

么？请给出最合适的形容词。”统计提名次数处

前九位的词语是：威武、勇敢、坚韧、果断、团

结、暴躁、固执、冷酷、呆板。其中既有积极的

形容词也有消极的形容词。在《简明同义反义词

典》中查询，得出相应的反义词，分别为猥琐、

胆小、脆弱、迟疑、分裂、忍耐、随和、热情、

灵活。 
这样目标刺激词是上面的形容词和表示性

别的“男性”“女性”，共组成两类目标词，每

类均为十个词，分别是代表军人刻板印象的“威

武、勇敢、坚韧、果断、团结、豪爽、固执、冷

酷、呆板、男性”和非军人刻板印象的猥琐、胆

小、脆弱、迟疑、分裂、细腻、随和、热情、灵

活、女性。 
类别刺激词有两类，一是“军人、士兵、战

士、解放军、士官”，另一是不含明显职业信息

的“小王、小张、小陈、小赵、小李”。 
2．自我和谐量表 
共 35 题，分为三个分量表。“自我与经验

的不和谐”反映的是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包

含对能力和情感的自我评价、自我一致性、无助

感等，它所产生的症状更多反映了对经验的不合

理期望。“自我的灵活性”与敌对和恐怖显著相

关，可能预示着自我概念的刻板和僵化。自我刻

板性反映对自我认识的刻板性。总分越高，自我

和谐性越低。各分量表同质性信度较高，分别为

0.85、0.81、0.64。[8] 
（三）实验设计 

2（群体内外：军人、非军人）*2（任务类

型：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其中群体内外为

组间设计，任务类型为组内设计。因变量为 IAT
对数和 IAT 效应值。将“目标一属性”不相容

任务的平均反应时减去相容任务的平均反应时，

得出 IAT 效应值。将每一个项目反应时做对数

转换后，计算相容反应和不相容反应的反应时对

数平均值。 
（四）实验程序 

实 验 通 过 内 隐 联 想 测 验 （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 IAT）专业软件 Inquisit
在计算机上具体施测。屏幕的左上侧和右上侧分

别呈现类别刺激词，目标刺激词呈现在屏幕中

央。要求被试在看到目标刺激词之后尽快地按键

进行辨别归类任务。按“F”键表示将刺激词归

为左上侧的类别，按“J”键表示将刺激词归为

右上侧的类别。 
指导语为：本实验要求你做一个种类判断，

在每个序列中，屏幕上会出现一个项目，你必须

将它归到两个种类中的一个，在归类时要做到尽

可能快，但不要犯过多错误。 
采用 Greenwotd 五步范式。即目标概念辨别

－联想概念辨别－相反联接－联想概念辨别（反

转）－初始联接。相反联接和初始联接的先后顺

序为程序随机安排。随机实验的练习部分通过纸

笔进行。     
三、结果 

在分析数据时，剔除错误率大于 20％的被

试，将反应对大于 3000 毫秒的项目以 3000 毫秒

计，低于 300 毫秒的项目以 300 毫秒计。为了使

数据的分布更理想，按照一般的做法，对反应时

进行对数转换。并不相容反应时减去相容反应

时，两者之差为 IAT 效应值。因变量有反应时

对数和效应值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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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容联接和不相容联接平均反应时对数差异检验 

相容联接 不相容联接 类别 
M SD M SD 

t 值 

军校学员(n= 96) 2.839 0.0616 2.959 0.1762 -7.04***
一般大学生(n=58) 4.506 0.0898 4.703 0.1614 -12.61***

总体（n=154） 3.467 0.8138 3.616 0.8646 -11.93***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下表同。 

表 2  不同群体的军人刻板印象 IAT 效应值差异检验 

IAT 效应值 军校学员(n= 96) 一般大学生(n=58) 总体（n=154） 
M 0.1202 0.1966 0.1490 
SD 0.1672 0.1187 0.1549 
t 值 -3.049*   

表 3  自我和谐对内隐刻板印象的回归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模型 

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P 

常量 1022.292 201.037  5.085 000  

自我的刻板性 36.622 12.003 0.309 3.051 003 

注：因自我和谐量表中的除刻板性分量表外两个分量表分未进入回归方程，本表故未显示。 

（一）相容和不相容组反应时的差异检验 

对相容和不相容组反应时的对数进行配对

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1 显示，军人大学生和

非军人大学生在对与刻板印象相容材料的反应

时显著的快于不相容时，说明被试更容易将“威

武、勇敢、坚韧、果断、团结、豪爽、固执、冷

酷、呆板” 等特征与“军人”联接在一起，同

时“军人”与“男性”的联接强度更高。这表明

对于军人职业的刻板印象存在内隐性。 
（二）军人刻板印象的群体内外差异检验 

军校学员和一般大学生的内隐刻板测验

（IAT）效应值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发现军校学员的 IAT 效应值显著的高于

一般大学生，表明刻板印象在群体内外强度是不

同的。同为大学生，军校学员的军人刻板印象强

度显著的高于一般大学生的强度。 
（三）自我和谐与军人对本职业内隐刻板印

象的关系 

以军校学员的 IAT 效应值为因变量，以他

们的性别、年龄、军种等人口学变量和自我和谐

总分以及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灵活性、自

我刻板性等三个分量表得分为预测变量进行逐

步多元回归。 
如表 3 所示，结果发现，只有自我刻板性进

入回归方程，r 值为 0.309，调整后 r2 为 0.085，

具体系数如下表所示。这表明自我刻板性的得分

对内隐刻板印象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自我刻板

性越高，IAT 效应值也越高。 

四、讨论 

以往的众多研究均发现对于职业的印象具

有一定的内隐性，研究中对于职业的刻板印象心

理联接非常紧密，表现出很强的内隐性。本次研

究再次证明这一点，对于军人这样的特殊职业，

无论是军人本身还是普通群众均表现出强烈的

内隐刻板印象，对军人个体的个性特点存在一定

的模式化的判断。虽然这种刻板印象的存在有时

可能会误导对某个人的认识，但刻板印象的存在

是一种正常现象，和社会长期的宣传有关系。 
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军校学员的内隐刻板印

象的强度要高于一般大学生。军校学员自入学开

始就成为了现役军人，在学校中所进行的理想教

育加强了对于军人品质的认同，也有可能是对军

人品质的强烈关注使其最终选择军人作为自己

的职业。在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中，需要增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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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职业全方位教育和真实展现，从而促使军人

对自身职业的深刻的认同。 
上述研究中发现了自我刻板性分量表得分

越高，内隐刻板印象的强度越强。因为军校学员

同时就是一名军人，他们对军人的印象如与军人

在人们心中的普遍印象一致的话，说明他对常人

眼中的军人特质已经认同，并纳入自我意识中。 
包括自我刻板性在内的自我和谐是一种相

对稳定的心理特质，具有一定的跨情境性，在对

军人特质词的反应过程中势必表现出这种刻板

性，从而出现自我刻板性和内隐刻板印象效应值

的正向相关。 
这说明军人对自身职业是否存在内隐的刻

板印象还跟军人本人的自我状态有关系。 
五、结论 

第一，军校学员和一般大学生在不相容条件

下的反应时显著高于相容反应时，表明对军人的

刻板印象存在内隐性。 
第二，军校学员和一般大学生的内隐联想测

验效应值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刻板印象在群体

内外强度是不同的，群体内强度显著高于群体外

强度。 
第三，军人自我和谐量表中自我刻板性得分

对内隐刻板印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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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Military Cadets’ Implicit Stereotypes and Self-harmony 

XU You-yun, YANG Jing, CHENG Chen 

（Dept. of Psych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writers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military cadets and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implicit stereotypes on 
the servicemen in a bid to explore its interaction with self-harmony by surveying military cadets and non-military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program and the Self-harmony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cadets and college students in reaction time in the incompatible conditions; 2.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AT effect valu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3. Self-stereotype of military cadets i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for 
their implicit stereotypes of their career. Conclusion: For both groups of subjects, servicemen’s stereotypes are implicit with 
the internal intensity higher than the external one. The score for self-harmony of military cadets is a good predictor for their 
implicit stereotypes of their career. 
Key words：military cadets; implicit stereotypes; self harmony;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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