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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social behavior refers to any behavior that helps others spontaneously or purposefull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ori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social behavior,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ways to cultivate pro-social behavior. Cultivating pro-social behaviors can 
make individuals more in line with social norms and develop more smoothly, thus making the so-
ciety more harmon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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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指任何自发性地帮助他人或者有意图地帮助他人的行为，本文主要对

亲社会行为的产生理论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总结，从而进一步探讨培养亲社会行为的方法。培养亲

社会行为能够使个体更加符合社会规范，个体更加顺利地发展，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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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亲社会行为概念 

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亲社会的、利他的行为的发展和维持最近引起了研究者

相当大的兴趣，亲社会行为在人的发展早期就已出现，并且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独特的重要的角

色。Dunfield 认为，亲社会行为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帮助、分享和安慰，它们反映了对三种不同

的消极状态的反应：工具需求、未满足的物质欲望和情感痛苦(Dunfield, 2014)。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指任何自发性地帮助他人或者有意图地帮助他人的行为(侯玉波，2013)。 

1.2. 利他行为与助人行为 

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常常混为一体，“亲社会行为”一般与“援助行为”、“积极性社会行为”

和“利他主义行为”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周宗奎，1987)。利他行为更强调助人者的动机是利他的，利他

行为的定义中甚至要求助人者不能有“做好事”的想法(刘晓敏，2000)。助人行为被认为是个体自愿实施

的以改善他人不利处境为目的的行为(张海形，2009)，是亲社会行为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 
根据个体内部的行为动机，可以将三者之间的包含关系概括为亲社会行为 > 助人行为 > 利他行为，

利他行为是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耿希峰，2010)。 

1.3. 亲社会行为产生机制的理论研究 

1.3.1. 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理论 
艾森伯格的亲社会行为模式根据亲社会行为产生的过程分为 3 个阶段：初始阶段，注意他人需要，

在帮助他人之前，确定他人是否有某种需要，艾森伯格认为在这一阶段，个人因素和个人对情境的解释

均会影响个体是否注意到他人的需要。第二阶段，确定助人意图阶段，注意到他人的需要后，便需要决

定是否实施助人行为，在紧急情况下，个体更容易受到情感驱使，可能与受助者产生同情，也可能由于

个体通过移情感受到了痛苦，为了避免痛苦而助人；在非紧急情况下，个体更容易受认知因素和个人特

质的影响。第三阶段，联系意图和行为阶段，有助人的意图并不等同于他(她)会实施行为，他(她)要将这

种意图与亲社会行为联系起来，亲社会行为意图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受个人的有关能力、人与情境的变化

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王美芳 & 庞维国，1997)。 

1.3.2. 移情–利他主义假说 
Batson 的移情–利他主义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 (Batson, 1991)认为，个体的帮助行为由

处于困境中的他人的移情或个人困扰(personal distress)所唤起，移情通过唤醒个体的利他动机从而实施亲

社会行为，而个人困扰与利己的动机相关，个体为了摆脱痛苦而做出亲社会行为(寇彧 & 徐华女，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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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唤醒–代价回报理论 
该模式关注的核心是亲社会行为中的代价和回报问题，它将唤醒和代价回报结合起来，从另一角度

解释亲社会行为机制产生的原因。认为唤醒能激发个体实施助人行为，被唤醒的助人行为并不一定会实

施，而代价回报是行为的方向。该模式包括 5 个基本命题：被唤醒、唤醒后的归因、评价情境、实施行

为或逃避、唤醒缩减(张佳楠，2015)。 

2. 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 

影响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因素有很多，心理学家力求通过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究来寻找促进亲社会行为

的方法。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大致有三类：一是情境因素，主要包括他人的存在、环境因素以及时间

压力。如 Latane 和 Darley 依据纽约发生的真实事件进行的责任扩散实验，结果发现在有他人存在时，个

体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还有助人时的天气情况、噪声、时间压力等均对亲社会行为有影响。二是

助人者特点，在许多情况下，做出亲社会行为是会对个体自身带来损失的，但是助人者仍会选择做出这

种行为，可以看出助人者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亲社会行为。如无论采用阈下启动还是阈上启动，

积极的人格特质的激活都会给亲社会行为带来积极影响(朱莉，2011)。三是求助者特点，求助者是否受欢

迎、是否值得他人帮助以及受助者的性别均会影响亲社会行为。在此基础上，心理学家还发现了一些影

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按照影响因素的来源，本文将新发现的影响因素分为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 

2.1. 外在因素 

2.1.1. 框架效应 
有研究基于三人独裁者博弈研究发现决策情境影响独裁者的亲社会行为，独裁者在合并决策时会给

第一个接受者更多金额，在两种决策框架——合并决策和分开决策下，差异显著，说明三人独裁者博弈

中存在社会偏好的框架效应(苏云，2017)。根据此发现，在慈善捐助中可多采用合并决策的方式进行捐款，

从而促进亲社会行为。 

2.1.2. 权力 
权力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比较复杂，目前有研究表明权力会抑制亲社会行为，权力通过增加自利行

为(Williams, 2014)、阻碍对他人情绪的理解(Galinsky, Magee, Inesi, & Gruenfeld, 2006)、加大人际距离以

及加深对他人行为的曲解从而抑制亲社会行为。也有研究表明权力可以促进亲社会行为，权力通过激发

个体的特质的表达，使个体的利他特质得到充分表达，情境因素对权力促进亲社会行为也有影响(蔡頠，

吴嵩，& 寇彧，2016)。 

2.1.3. 电子游戏 
现在电子游戏无处不在，有手机的地方就有电子游戏。Greitemeyer & Mügge (2014)对电子游戏对社

会性后果的印象进行了元分析，共分析了 98 个独立的实验，共有 36,965 名被试，最终发现无论是暴力

游戏还是亲社会游戏都对社会性后果有显著的影响，暴力游戏会增加攻击性，减少亲社会性后果，而电

子游戏则相反，这些影响在实验、相关和纵向研究中均显著，表明电子游戏对社会性后果有影响，并且

存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Greitemeyer & Mügge, 2014)。 

2.1.4. 家庭成员 
丛文君曾采用改编的《亲社会倾向测量问卷》和《家庭教养方式评定量表》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大

学生亲社会行为进行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父母

的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倾向有正相关(丛文君，2014)。除了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影响亲社会行为，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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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亲社会行为。Smorti 等人采用同胞关系量表(Sibling Relationship In-
ventory, SRI)和 Caprara 等人编制的亲社会行为量表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与兄弟姐妹的关系情况可以

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Smorti & Ponti, 2018)。有良好兄弟姐妹关系的人可能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2.2. 内在因素 

2.2.1. 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是个体结合外部世界形成的一种主观知觉，是对自己的全方位的评价。甄月桥等人采用《田

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和《亲社会倾向量表》进行相关研究发现自我概念九个维度中除自我批评维度外，

其余八个维度均与六种类型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帮助儿童促进对自我的正确认识也有利于亲

社会行为的发展。 

2.2.2. 情绪 
Sharma 采用相关研究探究大学生群体中积极和消极情绪与亲社会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积极情

绪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积极情绪下的个体比消极

情绪下的个体更容易给予他人帮助(Sharma, 2015)。有研究显示，消极情绪中，悲伤情绪下个体比愤怒情

绪下的个体愿意提供的帮助时间和金钱更多，说明在悲伤情绪下更容易做出亲社会的决策(杨昭宁，顾子

贝，王杜娟，谭旭运，& 王晓明，2017)。 

2.2.3. 自尊 
有研究采用同伴评定、内隐联想测验(IAT)和自我评价测量等方法测量了被试的内隐自尊、外显自尊、

内隐亲社会行为和外显亲社会行为，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内隐亲社会行为和外显亲社会行为存在分离效

应，即内隐自尊和内隐亲社会行为正相关、与外显亲社会行为无关，外显自尊与外显亲社会行为正相关、

与内隐亲社会行为无关(吴小琴，2009)。 

2.2.4. 道德 
杨继平等人(杨继平 & 王兴超，2011)通过问卷探究了道德推脱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结果发

现道德推脱对利他、依从、情绪性和紧急维度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许多工作、学习等都通过网络完成，所以网络上的亲社会行为也受到研究者重视。马晓辉等人对青少年

的网络道德和网络亲社会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网络道德认知和网络道德情感对网络亲社会行为有

正向预测作用，网络道德越是积极越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马晓辉 & 雷雳，2011)。 

2.2.5. 共情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共情和亲社会行为有关，有研究显示群体共情可使一个群体对外群体的态度更积

极(何晓丽 & 谢荣慧，2018)，Sierksma 等人的研究发现，相比较无共情条件，在共情条件下，个体对群

体内成员和对群体外成员的帮助意愿无明显差异，而在无共情条件下，个体更愿意帮助群体内成员

(Sierksma, Thijs, & Verkuyten, 2015)。 

3. 亲社会行为的培养 

亲社会行为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通过以上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介绍，可以提出一些培养亲社会行

为、促进亲社会行为发展的方法。 
首先，可以培养共情的能力，共情是一种感受体验他人情感的能力，提高共情能力不仅能够促进群

体内的亲社会行为还可以提高对群体外的成员的亲社会行为。 
其次，还要使个体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自我概念和道德观，这不仅利于个体社会性发展，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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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最后，个体是生活在家庭这个小环境中的，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父母应注意其教养方式，以情绪

温暖为主，并且调控好兄弟姐妹的关系，这都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表现。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可以推

出更多的亲社会游戏，不提倡暴力游戏，从而增加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课题（14Y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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