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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is a new research method of the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The im-
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s used to measure implicit object-gender stereotyp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there is an implicit object- 
gender stereotype, which means angular objects belong to male and curvy objects belong to fe-
male; no gender difference is found in implicit object-gender stereotype by 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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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是一种研究内隐社会认知的新方法。本实验采用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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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计，目的在于考察大学生的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结果发现，IAT方法能检测到大学生存在“棱

角分明的物品与男性联系，有曲线的物品与女性联系”的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IAT所测量到的内隐

物品-性别刻板印象有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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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内隐联想测试(IAT)，性别差异 

 
 
 

1. 引言 

现代社会的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身边的物品赋予性别，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性别属性不止

帮助我们理解如何看待某人某物，它还帮助我们建立起事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大脑情不自禁地

把性别概念带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处。目前在市面上的很多产品都是针对特定的用户开发和设计的，特

别是某些物品会让人产生“这个东西特别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想法，个体会对符合自身性别属性的物品

更加偏爱，由此便出现了特定的消费群体，比如男性消费者更加中意具有男性色彩的物品，而女性消费

者则倾向于选择具有女性色彩的物品。因此商家在产品的设计方面就要别有用心，生产出符合消费者心

理预期的产品也就意味着能够得到更多的青睐。这种现象就被称作物品–性别刻板印象。 
金盛华(2010)认为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指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应当”具有的特定行为特

征的相对稳固的信念，是特定社会或群体按照男女性别规定的不同行为模式。在对人的认知中，人们总

是力图找出各类角色的共同特征，以缩短和简化认知过程。性别刻板印象通常包括四个方面：外表形象(如
女性娇小柔弱，男性高大威猛)、角色行为(如女性照顾孩子，男性修整房屋)、人格特征(如女性情绪化、

自卑感强，男性理智、自信)和职业(如女性是秘书，男性是经理)。 
物品–性别刻板印象则可以定义为人们根据性别将物品分类而形成的关于某种物品属于某种性别的

固定印象，它直接影响到男性和女性对于物品的知觉、定义和选择。国内外许多研究证明，人们普遍认

为男性是有抱负的、有独立精神的、富有竞争性的；女性是依赖性强的、温柔的、软弱的(贺腾飞，2007)。
因此人们总倾向于把柔软的、有曲线的物品判定为具有女性色彩，而把坚硬的、棱角分明的物品判定为

具有男性色彩。 
Greenwald & Banaji (1995)认为过去 20 多年的研究以确凿的证据表明社会认知常会以内隐的方式影

响着人们的判断和研究。但由于态度是通过无意识的方式对人们的行为发生作用的，因此很难通过传统

的方法进行直接的测量；加上人们会因为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对某些社会议题做出与群体一致的反应，

从而导致相关外显测量的敏感性降低，直接影响结果的真实性，因此间接测量的方法便逐渐流行起来。

目前用于测量内隐刻板印象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加工分离法(PDP)、内隐联想测验(IAT)、刻板印象偏

差(SEB)等。 
加工分离法(PDP)是 Jacoby (1991)提出的。PDP 来自于内隐记忆研究，它的基本逻辑是：假设被试要

完成的任务或作业中既含有有意识的加工又含有无意识的加工，被试需要完成两个对立的任务或作业—

—包含任务和排除任务，使意识和无意识加工独立发挥作用，从而使两者进行分离(周鹏生，2012)。该方

法通常用于线索回忆和词干补笔测验中。 
刻板印象偏差(SEB)是人们在与刻板印象不一致的情境中所表现出的解释偏差(李芳，贾祥林，2009)。

该方法由 Sekaquaptewa, D., Espinaza, P., & Thompson, M.等人提出，归因是此方法关注的核心问题。研究

者通过计算个体归因后提出解释的数量以及确定解释本身的性质来计算 SEB 值(李芳，贾祥林，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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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主要用于内隐刻板印象的归因测量。 
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 IAT)是 Greenwald 等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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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间接测量的新方法。内隐物品

–性别刻板印象之所以运用 IAT 方法主要是因为 IAT 具有以下优点：首先，容易施测。IAT 的整个过程

均由被试在计算机上独立完成，既可以单独施测，也可以团体施测。第二，IAT 具有很高的适应性。IAT
可以使用词汇或图形来表征绝大多数概念，因此它可以用来测量各种内隐态度 

本文实验假设：第一，IAT 可以检测到被试身上存在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第二，被试性别对

IAT 效应值不存在显著影响。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 IAT 测验中所包含两个维度的材料：概念维度和属性维度。概念维度由 10
个典型男性名字和 10 个典型女性名字组成；属性维度由 10 对典型的分别带有男性色彩和女性色彩的物

品组成，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棱角分明的物品被定义为男性色彩图片，有曲线的、形状比较柔和的物品

则被定义为女性色彩图片；同时物品的图品均为网上选取的日常生活用品的黑白照片，辨识度较高。 
在程序上，IAT 用一种计算机化的辨别分类任务，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评估概念词和属性图片之

间的自动化联系来间接的测量被试的内隐态度。概念词(如男性姓名、女性姓名)和属性图片(如方形镜子、

圆形镜子)之间有两种可能的内隐关系：相容的(如男性姓名——方形镜子，女性姓名——圆形镜子)和不

相容的(或相反的)(如男性姓名——圆形镜子，女性姓名——方形镜子)。当概念词和属性图片相容，即其

关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一致或二者联系较紧密时，此时的辨别归类在快速条件下更多的为自动化加工，

相对容易，因而反应速度快，反应时短；当概念词和属性图片不相容，即其关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不一

致或二者缺乏紧密联系时，往往会导致被试的认知冲突，此时的辨别归类需进行复杂的意识加工，相对

较难，因而反应速度慢，反应时长；不相容条件下的与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时之差即为内隐态度的指标。 

2.1. 被试 

西南大学本科生 36 人，均为大四年级。其中男生 16 人，女生 20 人，平均年龄为 22 岁。所有被试

均自愿参加实验，对电脑操作熟悉，校正视力正常且达到实验要求(可清晰看到屏幕所呈现的词语和图片)。 

2.2. 仪器 

戴尔系列微机。 

2.3. 材料 

采用左斌等(2006)《基于 IAT 和 SEB 的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姓名。如下： 
概念词：共 20 个人名，其中男性姓名 10 个，分别是：王一凯、张亮、蔡伟、吴海、刘晓军、祝家

杰、陈磊、林志建；女性姓名 10 个，分别是：张莹莹、徐芳、胡文娟、马玲、朱燕、周娜、赵晓倩、严

莉。 
属性图片：共 20 张属性图片，其中具有男性色彩的属性图片 10 张，具有女性色彩的属性图片 10 张 

(参见附录)。 

2.4. 程序 

被试坐在计算机前，注视计算机屏幕，对左边的归类用“F”键反应，对右边的归类用“J”键反应，

内隐联想测验在计算机上完成。实验由 7 个部分组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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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xperimental process  
表 1. 实验流程 

测验顺序 任务描述 靶词 刺激例证 

1 初始靶词辨别 F 男名 
女名  J 

F  杨光 
张莹莹  J 

2 属性图片辨别 F 男性色彩图片 
女性色彩图片  J 

F  方形镜子 
圆形镜子  J 

3 初始联合辨别 F 男名 + 男性色彩图片 
女名 + 女性色彩图片  J 

F 杨光，方形镜子 
张莹莹，圆形镜子  J 

4 初始联合辨别 F 男名 + 男性色彩图片 
女名 + 女性色彩图片  J 

F 杨光，方形镜子 
张莹莹，圆形镜子  J 

5 相反属性图片辨别 F 女性色彩图片 
男性色彩图片  J 

F 圆形镜子 
方形镜子  J 

6 相反联合辨别 F 女名 + 男性色彩图片 
男名 + 女性色彩图片  J 

F  张莹莹，方形镜子 
杨光，圆形镜子  J 

7 相反联合辨别 F 女名 + 男性色彩图片 
男名 + 女性色彩图片  J 

F  张莹莹，方形镜子 
杨光，圆形镜子  J 

2.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在进行统计之前，先对 IAT 结果使用 Microsoft Excel 进行

预处理：包括：1) 实验的 7 部分中，(1)、(2)、(3)、(5)、(6)均为练习部分，(4)、(7)为正式测试部分，所

以只选取(4)、(7)部分的数据进行统计；2) 把反应时低于 300 毫秒的转化为 300 毫秒，高于 3000 毫秒的

转化为 3000 毫秒；反应时太大意味着被试明显受到干扰，太小意味着被试明显抢答；3) 由于本实验中

不强制被试做出正确反应，错误尝试的意义不大，所以删除联合任务中错误反应的反应时；4) 分别计算

每个被试每次测验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的正确率和平均反应时；5) 统计后发现被试数据均符合要求，

样本实际容量为 36 名，其中男生 16 名，女生 20 名。 

3. 研究结果 

3.1. 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的 IAT 效应值 

计算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测验中的相容任务(男性姓名与男性色彩图片对应，女性姓名与女性色

彩图片对应)和不相容任务(男性姓名与女性色彩图片对应，女性姓名与男性色彩图片对应)的反应平均数

以及两次测验的 IAT 效应值和 d 值(IAT 效应平均数/标准差)，可以发现：相容任务的反应时小于不相容

任务的反应时，证明预期的 IAT 效应存在，在被试的概念网络中，相对来说，有棱角的物品和男性相联

系，有曲线的物品和女性相联系。具体结果见表 2 和图 1。 

3.2. 对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 IAT 效应值进行 t 检验 

为了了解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测验的 IAT 效应是否达到显著性水平，对 IAT 效应进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测验 IAT 效应极其显著(t = 6.666, p < 0.000)。具体结果见表 3。 

为了考察被试性别对 IAT 效应的影响情况，对男性和女性被试的 IAT 效应值进行了独立样本 t检验，

根据表 4 结果可以发现，男女大学生的 IAT 效应值差异显著，即存在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的性别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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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AT effect of implicit object-gender stereotype 
表 2. 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的 IAT 效应 

  相容任务 不相容任务 IAT 效应 d 值 

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的
IAT 

M 
SD 

922.109 
219.087 

1233.055 
238.276 

310.946 
279.884 1.111 

 
Table 3. Significant level of IAT effect of implicit object-gender stereotype 
表 3. 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的 IAT 效应的显著水平 

项目 t df Sig. 

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 6.666 35 0.00** 

注：*表示差异显著性水平 p < 0.05，**表示差异显著性水平 p < 0.01。以下各表与此相同。 
 
Table 4. IAT effect value of tested male and female 
表 4. 男性和女性被试的 IAT 效应值 

被试性别 均值(ms) 标准误 t df Sig. 

男 
女 

134.133 
452.394 

61.416 
49.633 −4.077 34 0.00** 

 

 
Figure 1. The main effect diagram of IAT 
图 1. 总体 IAT 效应图 

3.3. 被试性别、任务性质对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测验 IAT 的影响 

为了考察被试性别、任务性质对 IAT 效应的影响情况，做 2 (相容/不相容) × 2 (男生/女生)多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发现，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测验中，被试的性别和任务性质对 IAT 效应存在影响，且

存在交互作用。具体结果见下表 5。 
根据上表数据可以看出，在不相容条件下，男生的反应时间比女生短，说明男生在完成不相容任务

时快于女生，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不相容情况下，被试的性别因素对 IAT 的影响不显著(p > 0.05)；
而在相容条件下，女生反应时比男生短，说明女生完成相容任务的速度更快，也就是说，在相容条件下，

IAT 检测到的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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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influence of sex, nature of the task of IAT 
表 5. 性别、任务性质对 IAT 的影响 

任务性质 性别 M SD F df Sig. 

不相容 
男 
女 
 
男 
女 

1148.352 
1300.818 

237.536 
221.736 3.946 1 0.055 

相容 1014.218 
848.423 

281.131 
114.737 5.787 1 0.022 

4. 讨论 

4.1. 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存在显著的 IAT 效应，被试存在“棱角分明的物品是男性，有曲

线的物品是女性”的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 

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的 IAT 实验发现，测验产生了显著地 IAT 效应。表 2 显示了内隐—物品性

别刻板印象的联合任务反应时和 IAT 效应。结果发现，IAT 效应的方向和实验预测一致。在测验中，有

棱角的物品和男性对应同一个反应，有曲线的物品和女性对应同一个反应，反应速度较快；有棱角的物

品和女性对应于同一个反应，有曲线的物品和男性对应于同一个反应，反应速度较慢。这说明就整体被

试而言，呈现了“棱角分明的物品与男性联系，有曲线的物品与女性联系”的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

另外，表 3 显示了对 IAT 效应值进行单样本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内隐物品–性别刻

板印象 IAT 效应值极其显著(t = 6.666, p < 0.000)，社会一般认为的“棱角分明的物品是男性，有曲线的

物品是女性”这样的物品性别刻板印象以内隐的方式深刻的存在着，并且以一种自动化的方式对人们的

日常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 

4.2. 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 IAT 效应的性别差异显著，女性比男性有更深刻的内隐物品-性别

刻板印象 

在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差异的显著性检验中，被试的性别对 IAT 效应值影响非常显著。从

表 4 可见，女性的 IAT 效应均值远远大于男性的 IAT 效应均值，女性被试与男性被试相比较，不相容任

务上的反应时与相容任务上的反应时的差值更大。简单来说，女性比男性有更深刻的内隐物品–性别刻

板印象，在女性被试的概念网络中，有棱角的物品和男性联系更紧密，有曲线的物品和女性联系得更紧密。 

4.3. 任务性质影响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的反应时 

根据表 5 的结果可以得知，男女在不同性质的任务中的表现是不同的。在相容任务时：女性 M = 
848.423，SD = 114.737；男性 M = 1014.218，SD = 281.131，且反应时存在显著地性别差异(F = 5.787, p < 
0.05)。在不相容任务时：女性 M = 1300.818，SD = 221,736；男性 M = 1148.352，SD = 237.536，但反应

时不存在显著地性别差异(F = 3.946, p > 0.05)。也就是说，在相容任务时，女性的反应速度更快；在不相

容任务时，男性的反应速度更快。 
根据任务的性质可以分析，在相容任务时，要求被试把男性色彩物品与男性姓名相对应，把女性色

彩物品与女性姓名相对应，女性在此任务中的反应更迅速，也就是说在女性被试的概念网络中，相对于

男性而言，存在这样的概念：有棱角的物品对应男性，有曲线的物品对应女性。而在不相容任务时，要

求被试把男性色彩物品与女性姓名相对应，把女性色彩物品与男性姓名相对应，男性被试在该任务中的

反应时更短，也就说明在男性的概念网络中：相对于女性而言，较少的存在“有曲线的物品是女性，有

棱角的物品是男性”这样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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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对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的解释 

在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影响下，心理学领域兴起了一股新的思潮——“进化心理学”。根据该理论，

狩猎在人类进化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者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是“男性——狩猎者”模型(Tooby 
& DeVore, 1987)，这种观点认为，从简单的觅食行为到大型的狩猎活动的过渡，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推动

力。因为随着狩猎活动的开始，一系列新生的活动纷至沓来，比如广泛的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人类大

脑的发展，以及在狩猎活动中相互交流所必需的复杂语言能力的进化。 
狩猎也为劳动的性别分工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释。男性体型高大身体强健，能够精确地远距离投射，

所以非常适合狩猎(Waston, 2001)。而古代的女性则不大适合狩猎，她们通常忙于生育和抚养子女。即使

在现代的狩猎者–采集者社会当中，劳动分工也是非常明确地：男性狩猎，女性采集(常常带着孩子)。 
所以笔者猜想，男性的社会分工是狩猎，接触到的工具或武器通常是尖锐的、棱角分明的，而女性

的社会分工是抚养孩子、采集果实或植物，相对于男性而言，接触到的工具或物品就比较柔软、也不具

有过分的杀伤力或攻击性。因此人们在对物品赋予性别的时候，更加倾向于把“有棱角的物品判定为男

性，而把有曲线的物品判定为女性”。 

5. 结论 

1) IAT 可以显著地检测到大学生普遍存在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 
2) 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 IAT 效应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有更深刻的内隐物品–

性别刻板印象。 
3) 任务的性质影响内隐物品–性别刻板印象的平均反应时，在相容任务时，女性的反应速度快于男

性；在不相容任务时，男性的反应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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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男性色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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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性色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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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男性姓名 
 

     

     
 

4) 女性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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