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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ll is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which refers that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ly sets goals, and accord-
ing to the purpose to control, adjusts action, overcoming various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As a kind of self control saccade, antisaccade includes inhibition of the advantage 
saccade (reflective or orientation), producing saccadic reaction plan and execution process of 
saccade. This study uses the combination of eye tracking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re-
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ill and the eye movement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epetition, will scores and antisaccade cos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witch, ex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last trial, will scores and antisaccade cost 
also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It suggests that the essence that will improves antisaccade perfor-
mance is the promotion that will does at the inhibi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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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志是指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心理过

程。作为自我控制眼跳的一种，反向眼跳包括抑制优势(反射性或朝向)眼跳反应、产生眼跳计划和执行

眼跳等过程。本研究采用眼动追踪和问卷测量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意志和眼动控制的关系。结果表明：

在重复条件下，意志力分数与反向眼跳代价呈负相关；在转换条件下，如果排除前一试次的影响，意志

力分数与反向眼跳代价也呈负相关。这说明意志提高了反向眼跳成绩的实质是意志对抑制过程的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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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意志是指个体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来支配、调节行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实现目的的心

理过程(彭聃龄，2012)。自我控制是意志的主要心理机制(邝廷舜，2008)。在精神分析理论、认知发展理

论和行为主义对自我控制的早期探讨基础上，A. Gifford、W. Mischel 和 J. Kuhl 等人在近期研究中分别强

调了情绪、认知和注意过程以及自我调节策略在个体自我控制过程中的作用。Gifford (2002)认为缺乏情

绪体验的支持会导致认知和行为的分离；Mischel (2002)则更多的关注调节过程中愿望与愿望实现之间的

分离是因为个体缺乏必要的自我调节技能；Kuhl (1994)进一步区分了个体所使用的不同调解或控制技能

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和影响。虽然他们所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我控制是个体抑制和调节自身

冲动的能力，并能通过日常具体的行为或动作反映意志。 
眼跳是眼动控制的常用指标。人们不仅用眼跳来研究视觉搜索、注意等基本的认知过程，还用来研

究高级认知功能如抑制等(Lei, Zhang, You, Hou, & Wang, 2013; Rauthmann, Seubert, Sachse, & Furtner, 
2012; Sessau & Bucci, 2013)。Chan，Armstrong，Pari，Riopelle 和 Munoz (2005)将反向眼跳分为抑制优势

(反射性或朝向)眼跳反应、产生眼跳计划和执行眼跳等过程，而朝向眼跳只有最基本的计划和执行眼跳环

节，所以行为抑制过程可以用反向眼跳和朝向眼跳的潜伏期之差(即反向眼跳代价，antisaccade cost)作为

指标(Johannesson, Haraldsson, & Kristjánsson, 2013)。抑制过程主动阻止无关信息进入而不损害认知加工

(Hasher & Zacks, 1988; Harnishfeger & Bjorklund, 1993; Clark, 1996)。它是认知控制的关键成分之一

(Miyake, Friedman, Emerson, Witzki, Howerter, & Wager, 2000)。反向眼跳中的抑制就是对优势朝向眼跳的

抑制。所以，反向眼跳作为自我控制眼跳的一种，虽然“微小”，但应同样能够反映意志特征。意志越

强、抑制过程越易完成；相反，意志越弱、抑制过程越难完成。因此意志和反向眼跳会由于意志对抑制

过程的促进作用而有一定联系(见图 1)。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眼动控制与意志的关系，从而为从微小的

“动作”如眼动来对大的心理特征如意志进行预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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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ll and eye movement control 
图 1. 意志和眼动控制的关系 

2. 实验 

2.1. 被试 

56 名在校大学生参加实验，其中男生 30 名，女生 26 名。年龄 19~22 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色觉正常，均为右利手。 

2.2. 实验仪器与材料 

眼动数据由 EyelinkII 眼动仪记录，采样率 1000 Hz。被试头部固定，屏幕距被试约 65 cm，所有刺激

呈现在屏幕中央。实验材料是黑色圆点(1.3˚视角)，随机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左半

部分和右半部分的中心位置。实验所用的量表是陈会昌编制的《青少年意志量表》。该量表最初发表于

《大众心理学》 (1985 年第 4 期)，当时命名为《意志品质自测简易量表》，是为当时进行的一项中学生

非智力因素实验编制的。量表共 20 个题目，单号题为正向题，从“很对”到“恨不对”依次记 5~1 分；

双号题为反向题，从“很对”到“恨不对”依次记 1~5 分。量表的施测可以分为自我报告法和他人评价

法，本研究中采用的是自我报告法。量表的再测信度为 0.90、效标效度为 0.56 (陈建绩，陈会昌，1988;
陈建绩，胆增寿，陈会昌，1993)。 

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在眼动研究中，当目标出现时，要求被试眼睛追随目标位置的眼跳为朝向眼跳；而当目标出现时,要
求被试眼睛跳向与目标位置相反方向的眼跳为反向眼跳。在本研究中任务类型分为重复眼跳和转换眼跳。

重复眼跳指被试的眼跳任务相同，如均为朝向眼跳或均为反向眼跳；转换任务指被试的眼跳任务在朝向

和反向眼跳之间转换。本实验为 2 (眼跳类型：朝向眼跳和反向眼跳) X 2 (任务类型：重复眼跳和转换眼

跳)组内设计。实验由 3 组 block 组成，第一个 block 为朝向眼跳任务，有 80 个 trial。实验开始，首先在

屏幕中央出现“+”字，持续 1000 ms。然后，随机呈现黑色圆点，呈现时间为 600 ms。要求被试立即注

视这个圆点。第二个 block 为反向眼跳任务，有 80 个 trial。实验开始，首先在屏幕中央出现“+”字，持

反向眼跳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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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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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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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计划和执行
眼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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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000 ms。然后，随机呈现黑色圆点。呈现时间为 600 ms。要求被试立即注视这个圆点相对于中心位

置的镜像位置。第三个 block 为转换眼跳任务，有 160 个 trial。实验开始，首先在屏幕中央出现“+”字，

持续 1000 ms。然后，随机呈现“正”字或者“反”字，持续 1000 ms。最后呈现黑色圆点，呈现时间为

600 ms。要求被试根据提示立即做出反应。“正”和“反”字分别提示被试注视圆点或注视圆点相对于

中心位置的镜像位置。由于在本实验中第一个 block 为朝向眼跳任务，第二个 block 为反向眼跳任务，被

试在每个 block 内部所进行的眼跳任务相同，所以前两个 block 的任务类型为重复眼跳。而在第三 block
中被试需根据提示做朝向眼跳或反向眼跳任务，任务在朝向眼跳和反向眼跳之间转换，因此第三个 block
的任务类型为转换眼跳。 

实验流程见图 2。 
眼动实验结束后，进行《青少年意志量表》测试。 

3. 结果 

3.1. 意志力分数、眼跳反应错误率、眼跳潜伏期与反向眼跳代价 

意志力分数、眼跳错误率、眼跳潜伏期和反向眼跳代价结果见表 1。 
眼跳错误率和潜伏期的 2 ×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就任务类型而言，转换条件下的眼跳错误率和

潜伏期均大于重复条件下的眼跳错误率[F(1,55) = 34.20, p < 0.01, η2 = 0.41]和潜伏期[F(1,55) = 56.24, p < 
0.01，η2 = 0.53]。在眼跳类型上，反向眼跳的错误率和潜伏期均大于朝向眼跳的错误率[F(1,55) = 189.05, p 
< 0.01，η2 = 0.79]和潜伏期[F(1,55) = 353.05, p < 0.01，η2 = 0.88]。任务类型和眼跳类型在错误率 
 

 
(a) 重复条件                                    (b) 转换条件 

Figure 2.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图 2. 实验流程图 

 
Table 1. Means and standard errors of willpower scores, saccade error rates, saccade latencies and antisaccade costs 
表 1. 意志力分数、眼跳错误率、眼跳潜伏期和反向眼跳代价的平均值和标准误 

条件 
M±SE 

意志力分数 错误率(%) 眼跳潜伏期(ms) 反向眼跳代价(ms) 

总体 60.3 ± 1.0 28.5 ± 1.6 397 ± 6 / 

朝向–重复 / 9.0 ± 1.0 330 ± 3 / 

反向–重复 / 39.4 ± 2.5 477 ± 6 / 

朝向–转换 / 14.1 ± 2.0 370 ± 8 / 

反向–转换 / 51.7 ± 2.9 543 ± 11 / 

重复 
转换 

/ / / 147 ± 6 

/ / / 17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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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55)=14.73, p < 0.01，η2 = 0.23]和潜伏期[F(1,55) = 10.88, p < 0.01，η2 = 0.18]上的交互作用均显著，转

换对反向眼跳错误率和潜伏期的影响大于对朝向眼跳错误率和潜伏期的影响，表现为转换任务中的反向

眼跳代价大于重复任务中的反向眼跳代价。 

3.2. 意志力分数与眼动数据的相关 

3.2.1. 意志力分数与眼跳潜伏期的相关 
使用 pearson 相关，对意志力分数与眼跳潜伏期进行相关分析，并用双侧检验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

见表 2。相关分析表明：意志力分数与反向–重复和反向–转换条件下的眼跳潜伏期相关显著，而与朝

向–重复和朝向–转换条件以及总体情况下相关不显著。 

3.2.2. 意志力分数和反向眼跳代价的相关和回归 
使用 pearson 相关，对意志力分数与反向眼跳代价进行相关分析，并用双侧检验进行显著性检验。并

以意志力分数为因变量，重复条件下的反向眼跳代价和转换条件下的反向眼跳代价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相关和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3。 
相关分析表明，意志力分数与重复条件下的反向眼跳代价成负相关。回归分析表明，可决系数 R² = 

0.08，ΔR² = 0.07，回归方程为 y = −0.05x + 67.45，其中 y 代表意志力分数，x 代表反向眼跳代价(重复)。
意志力分数与反向眼跳代价的回归结果见图 3。 

4. 讨论 

4.1. 眼跳控制的基本特性 

作为人的基本行为之一，眼跳过程同样反映出人对行为的控制特点。在完成需要更多资源的眼跳任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willpower scores and saccade latencies 
表 2. 意志力分数与眼跳潜伏期的相关系数 

 条件 意志力分数 

眼跳潜伏期 

总体 −0.04 

朝向–重复 −0.01 

反向–重复 −0.27* 

朝向–转换 −0.10 

反向–转换 −0.26* 

注：*p < 0.05，**p < 0.01。 
 

 
Figure 3. Regression of willpower scores and antisaccade costs 
图 3. 意志力分数与反向眼跳代价的回归 

y = -0.05x + 67.45
R² =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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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视觉系统的反应速度会减慢，也会出现更多错误(Barton, Greenzang, Hefter, Edelman, & Manoach, 
2006)。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种特点(见表 1)。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转换任务比重复任务产生了更大的

反向眼跳代价(见表 1)。 

4.2. 意志与反向眼跳的关系 

意志是对动作和言语的高级控制过程，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特性(彭聃龄，2012)。反向眼跳需要对自

发朝向眼跳进行抑制并将眼睛重新定位到靶子的镜像位置，是自主控制眼跳的典型范式(Everling & 
Fischer, 1998)。也就是说，反向眼跳是一种具体动作控制过程，意志必然体现在像眼跳这样的具体动作

控制之中。因此，意志和反向眼跳具有一定的相关，主要体现在眼跳潜伏期上(见表 2)。 

4.3. 意志对认知控制(抑制)的促进作用 

由前言可知，意志和反向眼跳会由于抑制过程的作用而相关。但在本研究中，在重复条件下，意志

力分数与反向眼跳代价成负相关。而转换条件下意志力分数与反向眼跳代价相关不显著(见表 3)，这是由

于转换条件下前一试次的不同影响造成的。不同条件下当前试次和前一试次眼跳类型关系见表 4。 
Nguyen, Mattingley 和 Abel (2008)发现，在反向眼跳任务中，内向的人成绩优于外向的人，原因在于

在反向眼跳过程中内向的人前额皮质的唤醒水平较高。而彭聃龄(2012)认为，与其它气质类型相比，粘液

质类型的人具有较强的自制力，即内向的人又有较高的自制力。换句话说，意志越强，在反向眼跳中前

额皮质唤醒水平越高。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意志强的人在转换任务中进行朝向眼跳时前额皮质的唤醒水

平由于受前一试次反向眼跳的影响还处于较高状态。 
Eysenck (1981, 2006)指出大脑皮质的唤醒水平和任务难度对认知成绩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对于简 

单的认知任务而言，唤醒水平较高的人成绩优越；对于复杂的认知任务而言，唤醒水平较低的人成绩优

越。眼跳作为一项简单的认知任务，唤醒水平高的人具有优势。 
因此意志强的人在转换任务中的朝向眼跳潜伏期短，即意志力分数与朝向眼跳(转换)潜伏期呈负相关

的趋势。正是这个负相关削弱了意志力分数与反向眼跳代价(转换)的负相关的趋势，从而相关不显著。换

句话说，如果排除前一试次的影响，在转换条件下意志力分数与反向眼跳代价也是呈负相关的。 
 
Table 3.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of willpower scores and antisaccade costs 
表 3. 意志力分数和反向眼跳代价的相关和回归 

意志力分数 r t R2 df F 

反向眼跳代价(重复) −0.29* −2.22* 
0.08 1．54 4.94* 

常量 / 19.93** 

反向眼跳代价(转换) −0.18 −0.27    

注：*p < 0.05，**p < 0.01。 
 
Table 4. Saccade type of the current trial and previous trial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 
表 4. 不同条件下当前试次和前一试次眼跳类型 

 
重复 转换 

朝向眼跳 反向眼跳 朝向眼跳 反向眼跳 

试次(n) 朝向 反向 朝向 反向 

试次(n − 1) 朝向 反向 反向 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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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自我控制是意志的主要心理机制。作为一种自我控制眼跳，反向眼跳包括抑制优势(反射性或朝向)
眼跳反应、产生眼跳计划和执行眼跳等过程。其中，抑制优势眼跳反应是一种具体的自我控制行为。意

志越强，抑制优势眼跳反应越易完成，相反意志越弱，抑制优势眼跳反应越难完成。意志提高了反向眼

跳成绩的实质是意志对抑制过程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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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意志量表使用手册 

一、量表的编制与常模制定 

《青少年意志量表》最初发表于《大众心理学》1985 年第 4 期，当时命名为《意志品质自测简易量

表》，是笔者为当时进行的一项中学生非智力因素实验编制的。1986~1987 年，笔者在 800 多名中小学

生中进行测验，制定了此量表的中小学生常模。该研究结果发表于《教育理论与实践》杂志 1988 年第 3
期，题目为《对中小学生的气质、心理适应性和意志品质的测试与分析》。该研究的另一合作者为天津

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陈建绩研究员。1992~1993 年，笔者与陈建绩、胆增寿(天津师范大学体育教研室副教

授)合作，对 1167 名大学生进行测试，制定了该量表的大学生常模。其研究结果发表于《体育科学》杂

志 1993 年第 1 期，题目为《对大中小学生气质、心理适应性和意志品质的测试和心理分析》。本使用说

明即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编制。 

二、量表的结构 

《青少年意志量表》共包括 20 个项目，经因素分析确定了 4 个分量表：(1) 自制力分量表；(2) 坚
持性和克服困难分量表；(3) 意志的理智性分量表；(4) 果断性分量表。各分量表所包括的项目如下： 

1 自制力分量表包括 5 个项目：2，8，12，18，19 
2 坚持性和克服困难分量表包括 7 个项目：1，3，4，5，6，7，13 
3 意志的理智性分量表包括 4 个项目：9，10，15，20 
4 果断性分量表包括 4 个项目：11，14，16，17 

三、测试方法 

1 适用对象 
本量表和常模适合于中学生、中专生、大专生和大学生。 
2 施测方法 
本量表的施测可以分为自我报告法和他人评价法。 
(1) 自我报告 
自我报告可以采用个别施测法，也可以采用集体施测法。个别施测时，主试者先向受测者说明指导

语，指导语如下： 

同学，你好！下面是有关你的学习、生活的一些表述，共有 20 题，每题都可以打 1~5 分，“1 分”

表示该题的表述与你的真实情况完全符合或这种情况非常多，“2 分”表示与你的情况比较符合或这种

情况比较多，“3 分”表示与你的情况一半符合一半不符合或这种情况不多不少，“4分”表示与你的情

况比较不符合或这种情况比较少，“5 分”表示与你的情况完全不符合或这种情况几乎没有。现在我依

次把这 20 题读给你听，你听完每道题后，认真考虑这一题与自己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然后给自己打一

个分数。 

在确认受测者明白了指导语之后，依次把 20 个题目读给受测者，每题读完，让受测者自己给自己打

分，主试把分数记在问卷上或记分表上。 
如果是集体施测，指导语已经印在问卷表上，在施测前主试慢慢地把指导语再读一遍，问：“大家

都明白了吗？有什么问题？” 
注意：无论个别施测，还是集体施测，在施测之前都不要告诉受测者这份量表是测查人的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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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他人评价 
他人评价指由受测者的熟人根据对他的了解，就量表中的 20 题，对其作出评价。“受测者的熟人”

必须是对受测者相当了解的人，如父母、亲密朋友、班主任老师等。 
他人评价的指导语： 

你好，现在我想通过你，了解一下×××的某些性格特点，请你根据平时对他的了解，实事求是地对他

作出评价。每一题都可以打 1~5 分，“1 分”表示该题的表述与他的真实情况完全符合或这种情况非常

多，“2 分”表示与他的情况比较符合或这种情况比较多，“3 分”表示与他的情况一半符合一半不符合

或这种情况不多不少，“4 分”表示与他的情况比较不符合或这种情况比较少，“5 分”表示与他的情况

完全不符合或这种情况几乎没有。现在我依次把这 20 题读给你听，你听完每道题后，认真考虑这一题与

他的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然后给打一个分数。 

3 记分方法 
单号题从 1~5 分别记 5、4、3、2、1 分，即 1 = 5，2 = 4，3 = 3，4 = 2，5 = 1。双号题从 1~5 分别记

1、2、3、4、5 分。 
每题分数出来以后，先计算出各分量表的分数，再算出量表总分。 

四、分数的评价 

对各分量表分数和总分的评价见下表： 
 

分量表 很差 较差 中等 较好 很好 

自制力 5~9 10~13 14~18 19~22 23~25 

坚持性和克服困难 7~14 15~19 20~25 26~30 31~35 

理智性 5~7 8~10 11~15 16~18 19~20 

果断性 5~8 9~11 12~15 16~18 19~20 

量表总分 20~47 48~59 60~71 72~83 84~100 

五、关于分数的其他参考指标 

1 性别差异 
在常模样本中，在量表总分和各分量表得分上的性别差异较小，但有统计意义，由于差异的绝对值

很小，基本不影响上述的评价标准。但在实际适用时可以参照以下的性别差异情况，对上述标准作适当

改动。具体的性别差异如下： 
量表总分：男平均分 66.6，女平均分 64.6，男比女高 3%。 
自制力分量表：男平均分 16.1，女平均分 15.8，男比女高 1.89%。 
坚持性和克服困难分量表：男平均分 23.1，女平均分 22.6，男比女高 2.2%。 
理智性分量表：男平均分 13.5，女平均分 12.9，男比女高 4.65%。 
果断性分量表：男平均分 13.9，女平均分 13.4，男比女高 3.73%。 
2 常模样本的各题平均得分 
下面是常模样本的各题平均得分情况。根据各题得分情况，可以了解我国青少年在意志品质的哪些

具体方面表现较好，哪些方面表现较差。 



代小东 等 
 

 
26 

   题号         平均分     标准差   偏度系数 
1            3.18       1.47     −.17 
2            2.49       1.10      .33 
3            3.82       1.35     −.82 
4            1.84       1.12     1.27 
5            3.12       1.19      .12 
6            3.56        .93     −.50 
7            3.92       1.10     −.96 
8            2.71       1.31      .13 
9            3.77       1.14     −.73 
10           2.73       1.24      .26 
11           3.94       1.01     −.60 
12           2.82       1.08     −.10 
13           3.35       1.21     −.24 
14           2.78       1.17      .25 
15           3.25       1.31     −.11 
16           2.71       1.23      .29 
17           4.13        .93     −.83 
18           3.89       1.11     −.89 
19           3.98       1.18    −1.05 
20           3.35       1.27     −.19 

下面是各题平均分的排序： 
   题号          均分     标准差    偏度系数 

4            1.84       1.12     1.27 
2            2.49       1.10      .33 
8            2.71       1.31      .13 
16           2.71       1.23      .29 
10           2.73       1.24      .26 
14           2.78       1.17      .25 
12           2.82       1.08     −.10 
5            3.12       1.19      .12 
1            3.18       1.47     −.17 
15           3.25       1.31     −.11 
20           3.35       1.27     −.19 
13           3.35       1.21     −.24 
6            3.56        .93     −.50 
9            3.77       1.14     −.73 
3            3.82       1.35     −.82 
18           3.89       1.11     −.89 
7            3.92       1.10     −.96 
11           3.94       1.01     −.60 
19           3.98       1.18    −1.05 
17           4.13        .9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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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题均分排序中可以看出，我国青少年在意志品质方面表现最好的有 17、19、11、7、18 等项；

表现最差的有 4、2、8、16、10 等项。 

六、青少年意志量表全文(见下页) 

下面是《青少年意志量表》的全文。使用者可照原样影印或重新排版印刷。 
 

调查表 

同学们，你们好！下面是有关你的学习、生活的一些表述，共有 20 题，每题后面都有 1~5 五个数字，

“1”表示该题的表述与你的真实情况完全符合或这种情况非常多，“2”表示与你的情况比较符合或这

种情况比较多，“3”表示与你的情况一半符合一半不符合或这种情况不多不少，“4”表示与你的情况

比较不符合或这种情况比较少，“5”表示与你的情况完全不符合或这种情况几乎没有。请你认真考虑每

题与自己的符合程度，然后在相应的数字上画一个圈。 
 

  完全符合 比较符合 中间 比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1 喜欢长跑、爬山和长途旅行之类需要耐力的活动 1 2 3 4 5 

2 因为怕苦怕累而放弃给自己订的体育锻炼计划 1 2 3 4 5 

3 每天坚持按时起床出外锻炼身体 1 2 3 4 5 

4 喜欢轻松而不需耐力的体育活动 1 2 3 4 5 

5 学习紧张的情况下也坚持每天下午课外锻炼 1 2 3 4 5 

6 学习上一遇到难题就请老师同学帮助 1 2 3 4 5 

7 长跑时实在跑不动了也咬牙坚持跑到终点 1 2 3 4 5 

8 通宵看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而不顾第二天还要上课 1 2 3 4 5 

9 做一件该做的事之前想到不做的不良后果而坚持把它做好 1 2 3 4 5 

10 不感兴趣的事情，即使重要也不想做 1 2 3 4 5 

11 面临一件该做的事和一件不该做但有吸引力的事时 
命令自己做该做的事 

1 2 3 4 5 

12 有时躺在床上下决心第二天要干一件有意义的事， 
但第二天起床后这种劲头又消失了 

1 2 3 4 5 

13 能够长时间地做一件重要但枯燥无味的事情 1 2 3 4 5 

14 遇到麻烦事时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 1 2 3 4 5 

15 是否做一件事的原则是重要性第一，兴趣第二 1 2 3 4 5 

16 遇到复杂情况时希望别人帮自己拿主意 1 2 3 4 5 

17 决定做一件事时，说干就干，不拖拉 1 2 3 4 5 

18 和同学争吵时，明知不对也会说一些过头话 1 2 3 4 5 

19 善于克制自己的行为 1 2 3 4 5 

20 相信人的机遇和命运比个人努力更重要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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