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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对残疾人的真实态度。方法　采用了大学生对残疾人态度量表和 IAT内隐联想测验将 56名大学

生对残疾人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进行了测量并做了比较。结果　大学生对残疾人持积极态度 ,但存在内隐效应 (t= 18. 676, P

< 0. 001)。 结论　大学生对残疾人持有积极的外显态度 ,但也存在隐性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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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co re co llege students ' r eal attitude to the disabled.Method　 Co llege students ' attitude scale to th e

disabled and th 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 IAT ) were used for mea suring explicit attitude and implicit a ttitude to the disabled.

Results　 College students hold a positiv e explicit a ttitude to the disabled, wh erea s implicit effect was significant( t= 18. 676, P <

0. 001). Conclusion　 Co llege students hold a positiv e explicit attitude to the disabled, whereas exist implicit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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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度是指个体对特定对象以一定方式做出反应时所持有

的评价性的、较稳定的内部心理倾向 [1]。态度通常以两种形式

存在: 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内隐态度是指过去经验和已有态

度积淀下来的一种无意识痕迹潜在地影响个体对社会客体对

象的情感倾向、认识和行为反应 [2]。个体的外显态度极易受到

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 ,而内隐态度则不会并能保持稳定。本研

究欲借助外显量表及 IAT测验全面考察大学生对残疾人的

真实态度 ;并借此考察就大学生对残疾人态度这一议题 ,内隐

态度与外显态度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本研究的参与者来自于牡丹江医学院 60名本科

学生 ,均自愿前来参加。 所有被试均能熟练使用电脑 ,视力正

常 ,以前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实验。最后有效被试 56人 ,其中男

生 25人 ,女生 31人。

1. 2　方法　先进行 IAT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其对残疾人内隐

态度 ,随后采用大学生对残疾人态度问卷进行外显态度的测

量。

1. 2. 1　大学生对残疾人态度问卷　本研究所使用的外显态

度问卷是福州大学郑曦 ( 2007)修订的大学生对残疾人态度量

表。 此量表经修订后共有 24个题目 ,其中有 18个反向题 ,含

有行为误解 ,乐观人权 ,悲观绝望 3个主要因子 , 3因子累积

解释总方差的 42. 3%。 量表采用 6级评分。该量表同质信度

Alpha系数为 0. 689～ 0. 855,重测信度为 0. 833,表明该量表

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计分时将反向题转化为正向题

来算 ,量表总分为各个题项的得分相加 ,分数越高表明对残疾

人态度越积极正面 [3]。

1. 2. 2　内隐态度的测量　本研究对内隐自尊的测量采用

Greenw ald的内隐联想测验 (以下简称 , IAT )。 并遵循

Greenw ald等所设计的内隐联想测验程序的基本原理 , IAT

实验程序采用美国 Inquisit专业软件自行编制 ,通过计算机

呈现目标词汇与属性词汇 ,反应键设定为“ E”键和“ I”键。概念

词来自前期广泛征集及网络搜索 ,采用李克特量表 5级记分 ,

最终选取均值 4以上的词汇。 属性词来自于以往内隐实验研

究中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共 76个 ,同样采用 5级记分 ( 5

分非常喜欢 , 1非常不喜欢 ) ,最后选取喜好程度 4. 0以上的

积极词汇及 3. 3以下的消极词汇。 实验采用 IAT测验 7步

骤 ,见表 1。

表 1　内隐联想测验步骤之说明

阶段 任务描述 次数 功能
对应 E键反应

的项目

对应 I键反应

的项目

1 目标概念辨别 20练习 健全人词汇 残疾人词汇

2 属性概念辨别 20练习 积极的词汇 消极的词汇

3 相容联结任务 20练习 健全人+ 积极的 残疾人+ 消极的

4 相容联结任务 40关键 健全人+ 积极的 残疾人+ 消极的

5相反目标概念辨别 20练习 残疾人词汇 健全人词汇

6 不相容联结任务 20练习 残疾人+ 积极的 健全人+ 消极的

7 不相容联结任务 40关键 残疾人+ 积极的 健全人+ 消极的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 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

统计处理。

2　结　果

2. 1　大学生对残疾人外显态度测量结果与比较　本研究将

IAT实验中反应正确率低于 80%的 4名被试的数据删除 ,因

此最后不论内隐或外显量表均仅使用 56名被试的资料进行

分析。

　　将 56名被试的大学生对残疾人态度量表的施测结果依

上述量表的计分方式 ,计算出男生、女生在总量表得分及行为

误解 ,乐观人权 ,悲观绝望 3个分量表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

差 ,见表 2。 从总体平均分来看 ,对残疾人有积极的态度。

2. 2　大学生对残疾人内隐态度测量结果与比较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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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数据处理按照 Greenw ald, M cGhee和 Schw ar t提出的记

分方法 ,先把低于 300ms的反应时记为 300ms,大于 3000ms

的反应时记为 3000ms,对错误率超过 20%的实验数据予以

删除 ,接下来对所有原始反应时数据进行对数转换 ,再对联结

任务 1和联结任务 2分别计算其平均反应时。最后 ,把联结任

务 2的平均反应时减去联结任务 1的平均反应时 ,这样得到

的数据便是被试关于内隐态度的强度。 接受实验的被试 60

人 ,获得的有效数据为 56人。

表 2　不同群体大学生对残疾人态度量表

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 ( x-± s)

分量表 男 (n= 25) 女 (n= 31) 总计 (n= 56)

行为误解 6. 179± 7. 900 5. 321± 10. 743 5. 750± 9. 354

乐观人权 10. 643± 4. 531 10. 107± 4. 947 10. 375± 4. 708

悲观绝望 16. 107± 5. 827 10. 107± 4. 947 16. 071± 5. 679

总量表 32. 929± 14. 100 31. 464± 16. 917 32. 196± 15. 448

表 3　内隐态度 IAT实验中不同任务的平均

反应时 ( ms)比较 ( x-± s)

相容联结 不相容联结 t P

IAT词汇 645. 210±129. 567 1309. 682±283. 545 18. 676* * * 0. 000

　注: * P < 0. 05,* * P < 0. 01,* * * P < 0. 001

　　由表 3可以看出 ,大学生对相容联结的反应时快于不相

容联结的反应时 ,其反应时配对 t检验差异极为显著 ( t =

18. 676, P < 0. 001)。 这说明前者是相容联结 ,后者是不相容

联结。表明在与健全人比较时 ,被试对残疾人的内隐态度倾向

于消极的。

2. 3　大学生对残疾人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关系比较　将

内隐与外显结果做近一步的分析与比较 :将每一名被试的步

骤四与步骤七平均反应时做对数转换后 ,两者差值即 IAT效

应。为研究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之间真正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

将其中 2个量表分作为控制变量 ,分别求第 3个量表分与

IAT效应的偏相关系 (处理前所有数据经过标准化 )。

　　由表 4可以看出 ,内隐 IAT效应与外显量表中各分量表

的偏相关系数均不显著 ,表明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是相互独

立存在的。

表 4　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 3个分量表的偏相关

　　　　 IAT效应　　　　

分量表 r P

行为误解 -0. 089 0. 524

乐观人权 -0. 246 0. 073

悲观绝望 0. 091 0. 513

3　讨　论

3. 1　大学生对残疾人的外显态度　本研究所使用的外显态

度问卷是福州大学郑曦修订的大学生对残疾人态度量表。 在

本研究中其累积解释总方差的 42. 3% ,有些偏低 ,需要进一

步发展完善。 调查中发现从未接触过残疾人的比例高达

50% ,可能对于有的题目 ,被试不知道怎么回答。 从总体平均

分来看 ,对残疾人有着积极的态度。

3. 2　大学生对残疾人内隐态度　对所有被试的相容任务反

应时和不相容任务反应时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 ,被试的相容联

结反应时小于不相容联结反应时 ,且差异达到了极其显著的

水平 ,这表明 ,大学生将残疾人和消极词汇联系的更紧密 ,对

残疾人的内隐态度更倾向于消极的。

　　 Greenwald等人以效果量 d值作为敏感性指标 , d 值越

大 ,表明测量工具越敏感。 本实验的效果量 d= 2. 49,一般认

为 d= 0. 8即为大的效果量。 可见本研究所编制的 IAT内隐

联想测验具有良好的敏感度 ,同时也证实了 IAT实验技术能

够有效地测量大学生的内隐态度。

3. 3　大学生对残疾人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关系比较　从

比较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研究结果来看 ,内隐 IAT效应与

外显的各分量表均不相关 ,表明了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是相

互独立存在的。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如王建峰等的研

究表明大学生内隐和外显成就动机是 2个相对独立的动机系

统 [4]。刘婉娜的研究中 ,发现大学生对同性恋内隐和外显态度

是分离的 [5]。 徐雪的研究中发现 ,大学生内隐、外显自杀态度

显著不相关 ,呈“分离”状 [6]。这不仅说明了在个体的概念中存

在着 2种不同的态度 ,也印证了 W ilson和 Lindsey[7]假设的其

中一种双重态度模型:独立系统模型。

　　早期的心理学家都是以自陈报告的方式测量人类的态

度 ,但却发现受试者的自我报告结果会受到社会赞许的影响 ,

受试者自我整饰而呈现出某种态度 ,以达成社会所期许的态

度。 但是近年来有许多研究证据显示有些态度的运作方式是

以意识之下的历程在运作的 ,如陈红花、张力为研究 ( 2007)中

的结论 ,在自尊方面 ,外显认知比内隐认知更容易受社会赞许

影响 [8]。

　　又如本研究的主题 -个体对残疾人的态度 ,当使用内隐

态度测量时 ,个体因察觉不到这个程序的研究目的 ,所以难有

印象整饰的行为发生 ,而能更正确地测量出受测者的态度。因

此在对态度的测量上 ,仅仅采用自陈量表进行测量 ,往往是无

法获得被试真实态度的 ,要想对被试的态度进行准确的测量 ,

应该同时兼顾内隐测量和外显测量 2种方法 [9 ]。 这也提醒我

们对于一些“敏感”行为进行态度调查 ,外显的测量结果还需

要内隐的测量结果补充 ,而且这个补充应是必不可少的 [8]。通

过此次研究可以看出 ,大部分学生都能够意识到 ,残疾人应当

与其他健全人一样享有平等机会和人权等思想观念。 但他们

又容易受到社会主流对残疾人误解的影响。 对残疾人持有定

势的看法 ,而对残疾人乐观向上的积极面关注较少。

　　选择大学生群体作被试是因为他们是将来社会的主要力

量 ,他们的认识和价值观将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本研究希望能

帮助大学生了解自己在潜意识里对残疾人的态度是怎样的 ,

也许这样的态度又会以内隐的方式影响他们的行为。 大学生

们应该做出更多意识层面的努力 ,要多关注接纳残疾人 ,多增

加与残疾人的接触与沟通 ,促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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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习对大学生成就动机影响的实验研究
*

陈晓冬①

【摘要】　目的　探讨合作学习对大学生成就动机的影响。方法　采用教育现场实验并结合访谈、量表测试等。结果　①开展合

作学习实验后 ,在成就动机的总体得分上 ,实验组高于对照组 ,且二者差异显著 (t= -2. 00, P < 0. 001) ;②在追求成功倾向的得

分上 ,实验组也高于对照组 ,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 (t= -5. 38, P < 0. 001) ;③在避免失败动机倾向的得分上 ,实验组低于对照组 ,

且差异极其显著 ( t= 6. 92, P < 0. 001)。结论　①在大学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有助于大学生成就动机水平的提高 ;②在大

学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可以提高大学生追求成功的倾向 ;③在大学教学中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有助于大学生降低避免

失败的倾向。

【关键词】　大学生 ;合作学习 ;成就动机 ;实验

The Ef fect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Col lege Students. Chen Xiaodong. X ichang College , X i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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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 re the effec t o f cooperativ e learning on achiev ement mo tiva tion th rough experiment and

interview. Methods　 By AM S to test the level of co llege students ' achiev ement mo tiv ation befo re and after coopera tiv e learning

experim ent.Results　① After the experiment , the experiment group 's lev el of achiev ement mo tiv ation w as higher than the o ther 's

( t= -2. 00, P < 0. 001) .② The experiment g roup 's achiev ement succeed was higher than th e o ther 's ( t= -5. 38, P < 0. 001) .③ Th e

experim ent g roup 's level o f av oiding feat w as lower than the o ther 's (t= 6. 92, P < 0. 001) . Conclusion　 Coopera tiv e learning can

improve th e lev el of achiev ement mo tiva tion and the lev el o f achieving succeed, and reduce the lev el of av oiding feat.

【Key words】　 Colleg e students; Cooperativ e learning; Achievem ent mo tiv ation; Experiment

　　合作学习是以异质学习小组为基本形式 ,系统利用教学

动态因素之间的互动 ,以团体成绩促进学生学习 ,以团体为评

价标准 ,共同达成教学目标的教学活动 [1 ]。 成就动机的定义

为: 对自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工作或活动个人愿意去做 ,并力

求成功的一种内在推动力量 [2]。

　　合作学习是怎样影响学习动机呢? 有人用形象的图表方

式揭示了合作学习的动力机制。 其主要表现为个体在小组合

作学习过程中的动机不断变化和强化上。

动　机 ——→ 合作行为

↑　　　　　　↓

体　验←—— 合作成果

图 1　合作学习动力强化模型

　　从动机强化模型可以看出:一方面 ,学生的动机 ,在循环

过程中表现为由外在动机向内在动机的转化。另一方面 ,学生

生来具有愿意与别人交往、建立友谊关系的需要 ,通过学生亲

自在合作小组中进行实践 ,在此过程中给予和得到别人 (同

伴 )的认可 ,从而形成对此项需要的满足 ,学生在体验这种成

功感到动机得到强化。从以上循环过程可以看出 ,通过合作行

为可以产生合作学习结果 ,合作者在体验到合作学习结果的

基础上产生出更强的合作动机 ,更愿意加入到合作学习中

来 [3]。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从西昌学院工程系抽取 2个本学期开设《测量

学》课程的班级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人数为 41人 ,对

照组为 52人。实验组男生 33人 ,占总人数的 80% ;女生 8人 ,

占总人数的 20% ;对照组男生 43人 ,占总人数的 83% ,女生 9

人 ,占总人数的 17%。经过二比率差异的显著性检验之后 ,其

Z的绝对值为 0. 09,小于 1. 96。 即 2个班在女生比例上的差

异不显著 ,可以排除性别比例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由于不

能打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对选择的人数进行严格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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