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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oomsday psychology and personality, we used the Doomsday 
Psychology Questionnaire and Eysenck Personality Quetionnaire, surveyed 393 college students, 
and concluded: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s in different majors and stu-
dents have no religious believes in the doomsday psychology. Therein, the result of students in 
different majors shows significant deference in “attitude of life” and “coping style”; the result of 
whether students have religious believes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ensity of doomsday”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2) Doomsday psychology and personality trait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
lated, in detail: Neuroticism P is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intensity of belief in the doomsda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attitude of life” and “coping style”; Extrover-
sion E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intensity of belief in the doomsday”; Neuroticism N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emotional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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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考察世界末日心理与人格特质的关系，采用世界末日心理调查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

对393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世界末日心理在不同专业和有无宗教信仰上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不同专业学生在“生活态度、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宗教信仰的有无在“世界末日相信程

度”和“情绪反应”上有极其显著的差异。2) 世界末日心理和人格特质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来说，

精神质P与“相信世界末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情绪反应”和“生活态度及应对方式”呈显著负

相关；外倾性E与“世界末日相信程度”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N在“情绪反应”上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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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世界末日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末日心理的表现、影响、原因、应对。念壁(2012)指出，“末

日情绪”会对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包括抑郁、自杀趋势。“世界末日”的话题已经成为人们传递焦

虑的通道。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心理末日情绪未必是一件坏事，最重要的是看到人们如何应对。因为不

同人格特质的人对世界末日问题的观点与态度不一，也就是说世界末日心理与人格特质有一定相关关系。

陈萌(2012)指出，对灾难的记忆、未知的恐惧是“世界末日”的复杂土壤。生存是人类的终极问题。人类

对于历史上发生的重大自然灾难的记忆沉淀在传说与神话中，人类代代相传，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群体生

存与毁灭。所以当一些自然灾害或一些偶然的事件，尤其是当某些与灾难有关的考古证据、天文现象的

相关信息出现，它就会激活人类对灾难的记忆，并导致人们对重大自然灾难的恐惧。有关世界末日的预

言和传说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不同的原始宗教，如萨满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当今关于世界

末日的预言有 80 多种。研究借鉴相关知识，根据大学生群体的实际情况，挖掘世界末日心理在心理学上

的理论基础，探讨世界末日心理与人格特质的相关关系。 
为什么会有人相信世界末日，很多人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它的影响，甚至改变了自己对自然、对生命

原来的理解和想法。学术界对此有许多观点。不是每个人都对世界末日担惊受怕的，不同的人格特质在

应对世界末日话题上存在不同行为反应。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观点认为，力比多(本能)是人心理发展的

动力，而世界末日心理正是其中死亡本能的体现，死亡本能与生存本能相对立，人类天生对死亡有着“与

生俱来”的恐惧。人类自身的生存焦虑是原始焦虑，与生俱来的，在这种焦虑里边，死亡恐惧是主要成

分之一，而世界末日的话题，刚好刺激到了死亡空间这个敏感点。行为主义的人格观认为，过往经验证

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正确的，因此，是否同多数人的意见保持一致就成了人们评价自己判断和行

为正确与否的依据，别人提供的意见、信息成为个人行动的重要参照依据，这就是信息压力产生作用的

原因。被“世界末日”所纠缠的人，往往是内心还不够成熟，同时自我意识较弱的人，此类人最容易受

外界信息的影响，人云亦云，相信并且传播舆论。进化心理学和生物基因理论认为：末日心理是人的

遗传基因特性，人类怕黑暗，那是古老的记忆，是因为黑暗中隐藏着无数的危险，所以人类追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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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Eric D. Miller (2012)指出，当人类在每次遇到挫折或困难的地方和时刻，人类都会记忆深刻，在

长期进化过程中作出生物标记，目的是避免下次再次遇到，因而我们的遗传基因便继承了这个特质，

记忆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灾难、痛苦、挫折，以利于保存人类生存的活力。基于基因的这种特性，人

类个体对周围环境危险信息的高度敏感，那些灾难性、危机性、末日性的信息在感官与意识中特别

容易激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哈尔滨市两所高校为抽样单位。共发放问卷 450 份，回收有效问

卷 393 份，有效回收率 87%。其中男生 206 人(52.4%)，女生 187 人(47.6%)；文科 149 人(37.9%)，理科

244 人(62.1%)；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 94 人(23.9%)。 

2.2. 研究工具 

2.2.1. 世界末日心理调查问卷 
研究采用自编问卷，编制世界末日心理调查问卷，共 19 个测验项目，采用五级计分法，按照符合程

度依次为：5) 完全符合，4) 比较符合，3) 一般符合，2) 比较不符合，1) 完全不符合。问卷分三个维度，

分别为：对世界末日的相信程度(1~5 题)，分数越高表示对世界末日的相信程度越高；对世界末日的情绪

反应(6~10 题)，分数越高表示对世界末日的情绪反应越积极；对“世界末日”采取的生活态度及应对方

式(11~19 题)，分数越高表示对世界末日采取的生活态度及应对方式越积极。其中，对第 3、4、6、8、9、
11、16 题进行反向计分。统计检验表明，该问卷分半信度值为 0.760，问卷的效度 KMO 检验值为 0.837，
Bartlett 球型检验的卡方值为 2885.761，自由度为 190，P < 0.000。 

2.2.2.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 
陈仲庚(1981)等修订而成的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EPQ-RSC)，问卷共 48 道题，包括三种人格

因素：精神质(P)、外向性(E)、神经质(N)以及一个说谎量表(L)。量表信度大于 0.70，效度值较高(0.30~0.45)。 
采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管理与分析。 

3. 结果 

3.1. 不同专业对世界末日心理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不同专业在“世界末日相信程度”和“情绪反应”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生活态度、

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且文科生在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应对方式上显著高于理科生。 

3.2. 有无宗教信仰对世界末日心理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宗教信仰的有无在“世界末日相信程度”和“情绪反应”上有极其显著的差异，而在

“生活态度、应对方式”上差异不显著，说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世界末日的相信程

度更高，且情绪反应更消极。 

3.3. 世界末日心理与不同人格特质的相关分析 

由表 3 可知，精神质 P 与“相信世界末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情绪反应”和“生活态度及应

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外倾性 E 与“世界末日相信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在“情绪反应”和“生活态

度及应对方式”上呈显著正相关。神经质 N 在“情绪反应”上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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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doomsday psychology of students in different majors 
表 1. 不同专业学生世界末日心理比较 

 文科 M ± SD 理科 M ± SD t 

世界末日相信程度 13.21 ± 3.95 13.43 ± 4.07 −0.525 

情绪反应 16.89 ± 3.16 16.48 ± 3.05 1.278 

生活态度、应对方式 29.80 ± 5.25 28.57 ± 5.56 2.165* 

*P < 0.05；**P < 0.01。 
 
Table 2. Comparison of doomsday psychology of students whether have religious believes 
表 2. 有无宗教信仰学生世界末日心理比较 

 有 M ± SD 无 M ± SD t 

世界末日相信程度 14.41 ± 4.13 13.01 ± 3.93 2.967** 

情绪反应 15.85 ± 2.89 16.89 ± 3.12 −2.869** 

生活态度、应对方式 28.94 ± 4.73 29.07 ± 5.70 −0.215 

*P < 0.05；**P < 0.01。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oomsday psychology and personality traits 
表 3. 世界末日心理与不同人格特质的相关分析 

 精神质 P 外倾性 E 神经质 N 世界末日相信程度 情绪反应 

外倾性 E −0.259*     

神经质 N 0.046 0.051    

世界末日相信程度 0.340** −0.200** 0.074   

情绪反应 −0.356** 0.201** −0.164** −0.442**  

生活态度、应对方式 −0.332** 0.321** 0.013 −0.425** 0.321** 

*P < 0.05；**P < 0.01。 
 

4. 讨论 

4.1. 世界末日心理调查人口学变量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不同专业在“世界末日相信程度”和“情绪反应”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生活态

度、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文科生在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应对方式上显著高于理科生。更加倾

向愿意尝试自己一直没有做过的事情，更加珍惜现有一切，遵守社会秩序，在生活态度和应对方式上更

积极主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文科生较理科生更加的感性，在遭遇应激事件时更愿意采取积极

地态度和应对方式。 
宗教信仰的有无在“世界末日相信程度”和“情绪反应”上有极其显著的差异，而在“生活态度、

应对方式”上差异不显著，说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世界末日的相信程度更高，且情

绪反应更消极。有宗教信仰的人因其信仰更加相信“世界末日说”，如玛雅人预言世界末日；基督教圣

经中提到有关世界大灾难的经文。而且，相比无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对世界末日的情绪反应更加焦虑与

恐慌。在历史传述与相关研究中，一些极端宗教组织往往通过预言世界末日来恐吓信徒来聚集在宗教头

目周围，祈求避险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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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世界末日心理与人格特质的相关分析 

精神质 P 与“相信世界末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情绪反应”和“生活态度及应对方式”呈显

著负相关。精神质得分高的人更加孤独与寂寞，这一部分人更加倾向于相信世界末日的到来。对世界末

日的态度更加消极、应对方式更加被动，他们往往惶恐不安，“世界末日说”影响了其正常的情绪与生

活。这与 Marc Wilson (2012)提出的人类对未知与生俱来的恐惧心理催化了世界末日说的蔓延观点一致。 
外倾性 E 与“世界末日相信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在“情绪反应”和“生活态度及应对方式”上呈

显著正相关。外倾性得分高的人表现人格外向，可能是好交际、渴望刺激和冒险。这部分人不相信世界

末日的到来，对“世界末日说”不屑一顾；然而，在情绪反应上和在生活态度及应对方式上得分越高的

人往往更加积极主动。 
神经质 N 在“情绪反应”上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得分高的人常常焦虑、担心、经常郁郁不乐、忧

心忡忡，这部分人在情绪反应上也通常表现出负性消极情绪。 

5. 结论 

1) 世界末日心理在不同专业和有无宗教信仰上存在显著差异。 
2) 世界末日心理和人格特质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来说，精神质 P 与“相信世界末日程度”呈

显著正相关，与“情绪反应”和“生活态度及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外倾性 E 与“世界末日相信程

度”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 N 在“情绪反应”上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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