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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运用内隐联想测验对内隐自尊进行了研究和测量&同时还运用结构方程建模对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

的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方文化下内隐自尊是存在的&个体无意识中对自我持有一种积极的评价&
但强度不如西方个体’$’%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是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结构&二者间仅存在低的正相关’
关键词!内隐自尊&外显自尊&内隐联想测验’
分类号!\$)$"\$)’

%!引!言

!!自 尊 是 个 体 对 自 我 所 持 有 的 一 种 情 感 性 评

价+%,&是自我领域研究得最多的现象之一’在过去

的几十年中&许多研究表明&当要求进行自我评价

时&被试通常都会对自己作出积极偏好的评价+’,&
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对自己都持有某种积极的态度’
还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当把某事物直接或间接同自

我相联时&个体就会对其作出某种积极肯定的评价&
即存在所谓的自我态度效应+’,’基于既往研究中

发现的大量类似的自我态度效应&%++*年 I5<<;K
‘6:A等正式提出了内隐自尊的概念&认为内隐自尊

就是在对同自我相联或相关的事物做评价时&一种

通过内省而不能确认的自我态度效应&即作出积极

评价的倾向+’,’
!!内隐自尊一经提出&人们便开始关注其与外显

自尊的关系’I5<<;‘6:A和 S65;D6?运用结构方程

建模对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
果证实了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同时又存在低的正相

关+(,’然而&又有研究者发现内隐自尊并不稳定&
在一定程度上内隐自尊具有情境依赖性&与外显自

尊存在相互作用+)&*,&这又为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

的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不同

文化背景下&个体对自我的评价存在着差异&东方文

化下的个体对自我的评价不如西方个体积极+"&#,’
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是大写的个性+$,&那么&东方

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无意识中对自我的评价&即内

隐自尊&和西方会有什么不同呢(东方文化背景下

的内隐自尊和传统的外显自尊的关系又如何呢(
!!由于内隐自尊是一个无意识的自动化的过程&
对其只能采取间接的测量’本研究将采用内隐社会

认知研究中最新的测量方法---内隐联想测验$>?K
4:9798@HHB79689B;C<H8&简称>@C%作为内隐自尊的测

量工具++,’国内蔡华俭等曾成功地把内隐联想测

验用于刻板印象和性别自我概念的研究+%,&%%,&并且

有研究表明内隐联想测验是目前测量内隐自尊的最

好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一种计算机化的分

类任务&测量自我词分别与积极的和消极的属性词

之间自动化联系的紧密程度&继而测量个体内隐自

尊的相对强度’测量内隐自尊的内隐联想测验包括

两种基本的分类任务!一种是要求把自我词和积极

的属性词归为一类&即进行相容的归类"另一种是要

求把自我词和消极的属性词归为一类&即进行不相

容的归类’一般而言&进行相容的归类时&反应时

短&进行不相容的归类时&反应时长&不相容归类和

相容归类的反应时之差即为内隐自尊的指标&差越

大&表示内隐自尊水平越高’
!!除了测量内隐自尊外&研究还将采用多个传统

的自陈式自尊量表对外显自尊进行测量&在对内隐

自尊效应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结构方程

建模对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关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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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被试

!!华东师范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本科生%*,人’
’$’"外显自尊的测量

!!外显自尊是通过传统的自陈式自尊量表测量

的’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外显自尊&又由于本研究

将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探讨自尊的结构&故拟

采用自尊研究中最为常用的三个自尊量表分别对外

显自尊进行测量’这三个量表均为发表在0性格与

社会心理测量总览1一书中的中文版+%(,&分别如下!
’$’$&"0D<AK;A>L自尊量表!RBH<;M<5=自尊量表

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总体自尊的工具’大量

研究表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QBMHB;等和 S:<?K
9;=等 曾 分 别 报 告 该 量 表 的 #系 数 为!,&##和

,&$$+%(,"关于效度&张文新曾作了该量表和 ]BB4<5K
H?98D自尊调查表的相关&发现二者相关非常显著$2
0,&)*$(&*0%#"%+%),’本研究中该量表分半信度

为20,&#"&"系数为,&##"和]BB4<5H?98D自尊问卷

的相关为,&("&和自卑感量表$S>X%的相关为,&"$&
经检验均非常显著’
’$’$’",DDMA><NO=P自尊调查表!6AQRS.<=AAN(KT
UAK=D>B$6.("! ]BB4<5H?98D自尊调查表应用范围

仅次于RBH<;M<5=的自尊量表’国外研究表明该量

表信#效度良好+%(,&张文新曾报告该量表的分半信

度为,&#*(#&与’*个条目版本的相关为,&+,+%),’
本研究中其分半信度为20,&#(&"系数为,&#"&关
于效度&该量表和S>X自卑测量问卷相关为,&((&和
RBH<;M<5=自尊量表的相关为,&("&经检验均非常

显著’
’$’$!"自 卑 感 量 表!=PA4AAQOKLDR(K?EAVW?@B
6@?QA$4(6"! 该量表最初由 W6;9H和 U9<:A于%+*+
年编制&后由 S:<?9;=等以 XD6F<:HB;的)多侧面自

尊模型*为理论基础修订’该量表除了可以测量总

体自尊外&还可以对个体的社交自信#学习能力#外
貌#体 能 等 特 定 领 域 自 尊 进 行 测 量’S:<?9;=和

]BT58;<E版本的"系数分别为!,&+,和,&+’&研究

还表明该量表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本研究中&其 "系数为 ,&$#&关于效度&该量表和

RBH<;M<5=自尊量表的相关为 ,&"$&和 ]BB4<5H?98D
自尊调查表的相关为,&((’
’$!"内隐自尊的测量

!!鉴于自尊主要涉及情感和评价两个过程+%*,&因
此对内隐自尊的测量也将从这两方面展开’这样&

本研究中测量内隐自尊的内隐联想测验$以下简称

>@C%包括两个&一个是评价性的$<F6:T689F<%>@C%&
一个是情感性的$6UU<789F<%>@C’&二者采用的自我词

和非我词相同&但目标词不同&目标词均译自I5<<;K
‘6:A等设计的用于测量内隐自尊的>@C+(&%",’
!!两个 >@C中自我词包括!我#我的#自己#自己

的#俺#俺的#自个#自个的#本人#本人的"非我词包

括!他#他的#人家 #人家的#别人#别人的#外人#外

人的#他人#他人的’评价性的 >@C%中目标词为属

性词$68859MT89F<‘B5AH%&其中积极的有!聪明#伶俐#
成功#有价值#高尚#强 壮#自豪#可爱#诚实#漂亮#
受尊重#有能力"消极的有!愚蠢#丑陋#失败#讨厌#
无能#卑鄙#罪恶#笨拙#陈腐#可恨#虚弱#可耻’情

感性 的 >@C’中 目 标 词 为 情 感 性 词 语$6UU<789F<
‘B5AH%&其中积极的有!爱抚#拥抱#钻石#荣誉#黄

金#健康#快乐#幸运#和平#真理"消极的有!谩骂#
痛苦#毒 药#恶 心#骚 扰#残 忍#尸 体#死 亡#呕 吐#
杀人’
!!两个>@C均包括五个基本部分&具体程序见表

%’第一部分要求对属性词例证尽快地进行辨别归

类并按键反应$如.a/键 或.>/键%&即把属于)好*
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如.>/键%&把

属于)坏*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如

.a/键%"第二部分要求对目标概念词$865=<827B;K
7<48%的例证尽快地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如

.a/键 或.>/键%&即把属于)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

按相同的键反应$如.>/键%&把属于)非我*的刺激

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如.a/键%"接下来的

第三部分中&要对前两部分中所出现的所有刺激词&
进行联合辨别&即把属于)我*和)好*的刺激归为一

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键%&把属于)非我*和

)坏*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a/键%"
第四部分是第二部分的反转&要求把属于)非我*的

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键%&把属于

)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a/键%"
第五部分是第三部分的反转&即把属于)非我*和

)好*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键%&
把属于)我*和)坏*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

反应$.a/键%’
!! 其中一#二#四部分均为练习部分&练习部分出

错时&给予反馈’三#五部分分别为相容和不相容的

部分’实验中&相容的判断分类一半出现在不相容

的判断分类前&一半出现在其之后&以消除可能存在

的顺序效应’由于本测验中记录的是反应时&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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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到毫秒&易受个体状态的影响&为得到被试相对稳

定的反应&参照类似作法+(&%",&正式测验中相容的和

不相容的部分各重复一次&在各部分之前出现$即

第三#五部分各重复一次%&作为各部分的练习&故

本研究中整个测验共有七部分’各部分之间给出被

试的正确率和平均反应时&作为反馈’

表&"测量内隐自尊的(/-样例

测验顺序 任务描述 靶概念词 刺激例证

% 联想属性词辨别 a坏 a愚蠢

$@HHB7968<A68859MT8<A9H759?9;689B;% 好 > 聪明>

’ 初始靶词辨别 a非我 a他

$>;9896:865=<827B;7<48A9H759?9;689B;% 我> 我 >

( 初始联合辨别 a坏&非我 a愚蠢&他

$>;9896:7B?M9;<A86HJ% 好 &我 > 聪明&我 >

) 相反靶词辨别 a我 a我

$R<F<5H<A865=<827B;7<48A9H759?9;689B;% 非我 > 他>

* 相反联合辨别 a坏&我 a愚蠢&我

$R<F<5H<A7B?M9;<A86HJ% 好 &非我 > 聪明&他 >

’$#"施测程序

!!>@C均在计算机上进行&计算机程序采用美国

>;̂T9H98<专业心理软件公司编制的 >@C专用软件&
经汉化和修改后用作本研究’两个>@C的实施均采

用个别施测&每个被试单独居于一独立实验室&主试

讲完实验基本要求后离开房间&被试自行按指导语

的提示完成所有测试&所有相关结果均由计算机自

动记录’
!!外显的自尊测量均采用团体施测方式&主试按

标准程序施测&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

(!结果与分析

!$&"数据的预处理

!!对(个外显自尊的测量结果用 UBZ45B*&,进行

数据录入&并按规定的计分方法分别算出量表总分&
作为外显自尊高低的(个指标’对明显有某种作答

倾向的问卷和漏答问卷作废卷处理’
!!对内隐自尊测量的结果&先按 I5<<;‘6:A等的

建议++,&对反应时大于 (,,,?H以 (,,,?H计&小于

(,,?H以(,,?H计&对错误率超过’,/的被试予以

剔除&对不相容部分和相容部分的反应时分别求平

均&其差便为内隐自尊效应的指标’为使结果适于

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还对指标中采用的反应时作

对数转换&以转化后的结果为基础对不相容部分和

相容部分的结果分别求平均&其差作为内隐自尊的

指标’最终&所有测量都有效的被试共为+,名’
!$’"内隐自尊效应

!!相容分类和不相容分类的判断反应时结果整理

见表’’

表’"相容判断分类和不相容判断分类的有关统计结果

""""$*0+,&单位!?H%

>@C% >@C’

相容 不相容 相容 不相容

’ "#%&+(* #$’&#", "*#&*%( "+"&,,’

() %,+&’)* %)(&’"# %,+&+*$ %%’&,"#

!!从表’中不难看出&当把自我词同积极的词归

为一类&即进行相容的归类时&反应时短&反应快"相
反&当把自我词同消极的词归为一类&即进行不相容

的归类时&反应时长&反应慢’分别对两个>@C的相

容部分和不相容部分的反应时进行配对 +检验&结

果显示!对于 >@C%&内 隐 自 尊 效 应 非 常 显 著$+0
+&,$#&E50$+&,0,&,,,%"对于 >@C’&内隐自尊效

应也非常显著$+0(&#""&E50$+&,0,&,,,%’这表

明&被试都倾向于把自我词和积极的刺激词归为一

类&在被试的自我图式中&自我与积极的词语联系更

为紧密’可见&自我词所激活的自我态度为积极肯

定的’从表’还可以看出&>@C%中被试显示的内隐

自尊效应比 >@C’中大&分别计算二者的效应大小

$<UU<78H9_<%得!E%0,&$$&E’0,&(*’这大概是因为

>@C%中的属性词均为自我描述词&涉及被试对自我

的评价&在自我图式相应的自我表征中&这些属性词

与自我联系更为紧密&自动化的程度也更高&因此效

应更大&而 >@C’中的属性词均为情感性的词语&与

自我的联系不如>@C%中的紧密&且多不涉及到自我

评价&故效应小’



!"期 蔡华俭!内隐自尊效应及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 #++!!

!$!"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的关系

!!有关外显测量及内隐测量的结果见表(&表中

>@C的结果是以反应时为基础的’自陈量表的得分

越高&表示外显自尊水平越高&>@C指标越大&表示

内隐自尊效应越明显’再以对数转换后的>@C结果

为基础&对外显测量和内隐测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见表)’

表!"外显测量及内隐测量有关结果的描述性统计!.XYZ"

R ] S >@C% >@C’

’ ’,&,’’ (#&))) %")&*) %%,&$’* ($&)$+

() (&()* #&### ’)&#%# %%*&#,* +"&+*"

注!R!RBH<;M<5=自尊量表&]!]BB4<5H?98D自尊调查表&S!自卑感

量表&以下类同

表#"各外显测量指标和内隐测量指标间的相关情况

S ] R >@C% >@C’

S %&,,, ,&(*#!! ,&"’*!! 2,&,,’ ,&’(+!

] ,&(*#!! %&,,, ,&(((!! ,&,’) ,&,%’

R ,&"’*!! ,&(((!! %&,,, ,&,)) ,&’’%!

>@C% 2,&,,’ ,&,’) ,&,)) %&,,, ,&*’#!!

>@C’ ,&’(+! ,&,%’ ,&’’%! ,&*’#!!%&,,,

注!!,-,&,*&!!,-,&,%

!!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外显测量间存在非常显

著的正相关&这预示着三个外显测量间良好的聚合

效度&两个内隐的测量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显著的相

关&同样预示着内隐测量间良好的聚合效度&内隐测

量和外显测量间大多相关几乎为零&其中有两个显

示出显著的相关&但相关系数都偏低&这表明外显测

量和内隐测量间存在着良好的区分效度&也预示内

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彼此间是相对独立的&二者是两

不同的结构’为验证这一构想&构建了内隐自尊与

外显自尊相互独立的结构模型%&其中两内隐自尊

标识对潜变量内隐自尊的系数设定为相等$见图

%%"同时&为进行比较又构建了单维结构模型’$见

图’%&分别以这两个模型为基础&运用 G9H5<:$o%)&
以极大似然法为估计方法&进行结构模型分析’
!!模型 %的拟合情况为!’’0#&)+$E50)&,0
,&%+%&IS>0,&+#&@IS>0,&+%&eS>0,&+’&]S>0
,&+#&RPR0,&,"&RPXa@0,&,$&表明模型拟合非

常好’
!!模型’的拟合情况为!’’0(’&+*$E50*&,0
,&,,%&IS>0,&$+&@IS>0,&"#&eS>0,&""&]S>0
,&"$&RPR0,&%(&RPXR@0,&’*&表明模型拟合

欠佳’
!!二者相比&显然模型%是适合模型&模型中两潜

变量相关不显著&这表明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是两

不同的结构&二者相对独立’

图%!模型% 图’!模型’

)!讨!论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被试在两个内隐联想测

验上都非常显著地显示出内隐自尊效应&即被试更

倾向于把自我同积极的评价性或情感性的词相联&
不把自己与消极的词相联&当要求把自我词与积极



$,,!! 心!!理!!学!!报 (*卷

的词归为一类时&平均反应速度要非常显著地快&这
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内隐自尊的存在’I5<<;‘6:A
等于’,,,年作了类似研究+(,&其研究中内隐自尊的

效应大小分别为%&)"和%&($&比本研究中的结果

要大得多&这大概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所致’因

为他们是以西方大学生为被试而我们是以中国大学

生为被试&西方更强调个体&鼓励个性张扬&而东方

则更强调集体&喜谦虚#内敛&以致在无意识中西方

个体对自我的评价更高’杨中芳认为&中国人对自

我的评价是偏低的&并认为导致中国人自我评价偏

低的主要原因有!首先&社会不容许个体过分夸张自

我的价值"其次&中国人评价自我是社会取向的&而
社会比较的标准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第三&中国文

化强调)内省*&即不断地检讨自己&以求进步+#,’
有关自我注重$H<:U25<=65A%的跨文化研究也表明&
东 方 文 化 下 的 个 体 对 自 我 的 评 价 不 如 西 方 的

积极+",’
!!本研究中的外显自尊是和内隐自尊相对而言

的&是通过内省可以意识得到的&可以通过自陈式的

量表加以测量’本研究中采用了(个经典的自陈式

自尊量表对外显自尊进行测量&虽然(个量表是基

于不同的理论&但总体上都反映了个体对自我的情

感性评价&反映了对自我的某种态度’相关分析的

结果也显示三个外显的自尊测量有着良好的聚合效

度&表明这三个量表在本研究中的运用是成功的&都
测量了一个共同的结构---外显自尊’研究中内隐

测量间也显示了良好的聚合效度&二者相关高达

,&*’#&比 I5<<;‘6:A等 的 研 究 结 果 高+(,$20
,&)(’%&显示本研究中两个 >@C的运用是非常成功

的’同时&内隐测量和外显测量间还显示出较高的

区分效度&这预示着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是两个不

同的结构’
!!进一步运用结构方程建模进行的分析表明&内
隐自尊和外显自尊之间相关不显著&二者是两个相

对独立的不同的结构"结果还显示内隐自尊与外显

自尊间存在低的正相关$20,&’’%&这一点与I5<<;K
‘6:A等的研究结果$20,&’$%相似&这表明内隐自

尊和外显自尊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性’

*!小!结

!!本研究运用内隐联想测验和传统的自陈式自尊

问卷对东方文化下个体的内隐自尊#内隐自尊与外

显自尊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东方文化

下的个体内隐自尊是存在的&个体无意识中对自我

持有一种积极的评价&但强度不如西方个体’$’%
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是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结

构&二者间仅存在低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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