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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moral elevation in Chinese back-
ground.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moral elevation, 
we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moral elevation structure, and then compiled moral eleva-
tion items based on open interviews and experts’ revise. The sample 1 (283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sample 2 (220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to examine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cale, by the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analysi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1) the psychologi-
cal structure of moral elevation includes four factors: emotion and outpouring, cognition for own, 
cognition for others, behavior intention; 2) the self-made Chinese version of moral elevation scal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has good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applic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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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致力于澄清道德提升感在中国背景下的心理结构，并编制问卷。根据相关论著分析和文献梳理构

建了道德提升感的结构，并通过访谈整理和专家评估，编制了针对大学生的道德提升感量表。通过对样

本一(n = 283)和样本二(n = 220)进行探索性分析和验证性分析来检验量表的信效度。结果表明：1) 道
德提升感具有稳定的心理结构，具体分为情感及其流露、对自己的认知、对他人的认知和行为倾向四个

因子；2) 自编的中国大学生道德提升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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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被一些榜样人物的善举深深打动，但人们却很难对那些因道德榜样而引起

的情感反应进行命名，因为这类情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善良”、“高兴”或“感动”等(Algoe & Haidt, 
2009)。这种人们听到美德行为后所产生的这种感情被称作道德提升感(moral elevation)，即个体在听到或

看到美德行为后所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而这种体验会使个体产生独特的生理与情感反应，并对个体的

认知和行为倾向产生影响，增加个体亲近他人和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欲望(Haidt, 2003b)。起初这种道德情

感并没有得到重视，自 2003 年 Haidt 首次开展道德提升感的研究以来，心理学家对此展开了大量的实证

研究(Algoe, Haidt, 2009; Freeman, Aquino & McFerran, 2009; Schnall, Roper, & Fessler, 2010; Cox, 2010; 
Aquino, McFerra, & Laven, 2011; Schnall & Roper, 2012; Lai, Haidt, & Nosek, 2014)。 

国外心理学者对道德提升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提升感的结构及其与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上

(Silvers & Haidt, 2008; Aquino, McFerran, & Laven, 2011)。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道德提升感能促进亲社会

行为的产生。比如，体验到道德提升感的人更有可能去帮助别人、捐钱给慈善机构(Algoe, Haidt ,2009; 
Freeman, Aquino, & McFerran, 2009; Schnall, Roper, & Fessler, 2010; Cox, 2010; Aquino et al., 2011)。此外，

对于道德提升感的结构，研究者先后提出了三维结构(Haidt, 2003b)、二维结构(Landis, Sherman, Piedmont, 
Kirkhart, Rapp, & Bike, 2009; Cox, 2010)、四维结构(Aquino, McFerran, & Laven, 2011)。Haidt(2003b)通过

访谈研究，最先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来界定道德提升感。Landis(2009)通过对道德提升感进行主

成分分析发现，道德提升感由情感和生理两因素构成。Cox(2010)认为道德提升感包括情感反应和亲社会

行为动机两维度。Aquino 等人(2011)在二维、三维结构的基础上，从人性观、想要成为一个好人的意愿、

情感及亲社会动机四个维度对道德提升感进行测量。 
尽管国内很少有直接以“道德提升感”为主题进行的研究，但利用道德提升感来影响个体并增加其

亲社会行为的思想却并不少见，如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焦裕禄、郭明义等

的美德事迹对人们的道德行为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实践者也积极地采用

道德模范人物事迹宣传方式促进这种影响力，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思想和行为。遗憾的是，由美德

事件所引发的“道德提升感”本身及其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还没有引起国内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在

对国外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研究旨在厘清道德提升感的心理结构，并编制道德提升感量表，为进一步

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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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选取浙江某高校在校大学生。共发放问卷 5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3 份，其中男

生 176 名，女生 327 名。随机选取 283 名被试作为样本一用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同时选取另外的 220
名被试作为样本二做验证性因素分析及问卷的信效度分析。两样本的人口学特征见表 1。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大学生道德提升感量表 
详见“问卷编制的具体过程”。 

2.2.2. 宜人性分量表 
取自 Costa 和 McCrae(1980)编制的大五人格简式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共 12 个项目，要求

被试在里克特 5 点计分上(从完全不赞成到完全赞成)进行反应，得分越高表示宜人性水平越高)。国内大

量研究表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分量表在中国本土坏境下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张兴贵，郑雪，2005；
聂衍刚等，2008)。 

2.3. 问卷编制的基本过程 

对大学生道德提升感进行测量，初始问卷主要结合四种方法而成。方法一，分析已有研究论著中关

于道德提升感的内涵及结构，并结合道德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等具体领域中有关道德情感结构的理论论

述和实证研究，初步确定本研究所编制的道德提升感的整体结构，即四维度初步定为情感及其流露(被试

的情感及其情感的外在流露)、对自我的认知(对自己认知的改变)、对他人的认知(对他人甚至对整个世界

看法的改变)和行为倾向(效仿助人行为的倾向)。方法二，通过广泛的资料收集，梳理国外研究者所使用

的有关道德提升感测量工具，参考信效度指标较好的研究工具中的正式项目，根据本研究的具体要求填

充至理论构建的相关维度中，如 Haidt(2003)道德提升感量表中部分项目，Acquino(2011)道德提升感量表

中部分项目。方法三，对 26 名大学本科生就他们“印象中最深刻的美德事件”进行访谈，包括具体的事

件回忆，以及本土环境下个体体验到道德提升感所发生的独特反应。通过对访谈内容的整理，以确保和

补充所确定的道德提升感量表的内容结构，结果发现拟定的四个维度基本上能够全部囊括访谈内容。部

分同学访谈记录如下。方法四：邀请相关领域 2 位心理学教授、5 名心理学研究生对项目进行最后的评

估和修订，进而初步编制了道德提升感问卷初稿。 
小王同学：每次听到这种事情，比如白芳礼老人的事迹时，我都会感觉特别激动，觉得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他

那么大年纪了还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帮助别人，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还有每次看《感动中国》里面主人公的事迹

时，眼泪总是不自觉的掉下来，觉得他们真是太伟大了！我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 
 
Table 1. Demography of research respondent 
表 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样本 n 
性别 独生子女 专业 

男 女 是 否 文科 理科 

一 283 86 197 97 186 102 181 

二 220 90 130 89 120 96 124 

注：在是否是独生子女的人口学统计变量上，样本二的缺失值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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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虽然自己的力量很渺小，但是毕竟给别人温暖自己也会觉得幸福。 

小李同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丽莉老师看到汽车撞来时，为了保护学生自己却失去双腿的事迹，这太让人敬

畏了。从同学那里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情时，我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戳了一下，特别心疼这位好老师。危急时

刻第一反应是救学生不仅体现了张老师的职业素养，而且也彰显了她人性的光辉。虽然现在媒体上经常爆出有些老

师素质不高的现象，但我相信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老师还是好的。作为一名师范生，张丽莉老师的事

迹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为张老师敬礼！ 

…… 

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梳理、被试访谈与专家评估和修订，本研究建构了道德提升感初始测量问卷。初始

问卷共 25 个项目，由四个部分构成：情感及其流露(例如“有时候会感动的流眼泪”项)、对自我的认知(例
如“感到自己更愿意去关爱他人”项)、对他人的认知(例如“相信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项)和行为倾向(例
如“感到自己应该向做好事的人学习”项)。问卷采用里克特 5 点计分法(1 分代表完全不同意，5 分代表完

全同意)。要求被试回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美德事件从而被引起情感体验后，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填写问卷。 

2.4.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取“主位”研究设计的思路对整体研究进行规划，以理论驱动为切入点对《道德提升感量

表》采用从“理论拟构建”、“维度探索”再到“结构验证”的步骤进行编制。为有效编制出科学有效

的大学生道德提升感测量工具，本研究进行了大样本的数据调查。由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采取团体

施测的方法。主试严格按照统一的指导语，确认被试完全明白后，让被试完成问卷。然后回收问卷，统

一编号后将数据录入到计算机中。收集到的样本一数据运用 SPSS13.0 进行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素分析。

样本二数据运用 SPSS13.0 与 LISREL8.7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项目分析 

为了解各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性，本研究进行 Pearson 相关检验。结果发现，所有项目与总分的相

关系数在 0.41~0.70 之间，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具体结果见表 2。 
另外，通过高低分组的“临界比率”(CR 值)对每个项目的高、低分组的平均值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以确定各个项目的鉴别力。结果，25 个项目的“临界比率”(CR 值)全部达到了显著水平(p < 0.001)。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通过对样本一(n = 283)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用主成分法抽取因子，以明确道德提升感的结构。首

先，KMO 检验值为 0.91，Bartlett 球形检验的值为 4006.44，在 0.001 水平上显著。说明自编道德提升感

问卷各个项目之间有很大的可能存在共享因子，即数据非常适合进一步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二，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进行初步的因子分析，采用最大变异法进行因子旋转，以

特征值大于 1 为标准的因子的累积方差共解释了总变异的 65.89%，解释比例较高。结合碎石图可以看出，

抽取四个因子较为合适，故初步决定抽取四个因素作为量表的内部结构。通过以上分析，删除了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因子上都有较大负荷的项目，同时也删除了那些在四个因子上都没有较高负荷的项目，根据

这些标准，删除 9、18、19、25 题，最终得到了一个由 21 个项目组成的问卷。 
删除上述四个题目后，重新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这时 KMO 值为 0.91，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3421.41，在 0.001 水平上显著，四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 66.34%。所编量表各题项的因子负荷、共同

度和贡献率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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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25 item scores with the total score 
表 2. 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 

项目 r 项目 r 项目 r 项目 r 项目 r 

1 0.59** 6 0.65** 11 0.65** 16 0.53** 21 0.46** 

2 0.53** 7 0.70** 12 0.63** 17 0.67** 22 0.58** 

3 0.56** 8 0.58** 13 0.66** 18 0.52** 23 0.61** 

4 0.49** 9 0.58** 14 0.58** 19 0.49** 24 0.55** 

5 0.56** 10 0.62** 15 0.59** 20 0.60** 25 0.41** 

注：*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01。 
 
Table 3.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oral elevation scale 
表 3. 道德提升感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项目因子负荷、共同度及贡献率 

项目 
因子负荷 

共同度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23 0.85    0.77 

14 0.84    0.74 

8 0.83    0.70 

2 0.71    0.58 

7 0.70    0.67 

1 0.68    0.62 

12 0.63    0.55 

17 0.60    0.59 

21  0.82   0.72 

22  0.81   0.78 

24  0.79   0.76 

16  0.74   0.70 

15   0.77  0.70 

11   0.68  0.62 

5   0.64  0.58 

13   0.62  0.59 

6   0.60  0.56 

3    0.81 0.74 

4    0.78 0.65 

10    0.71 0.65 

20    0.62 0.66 

贡献率 23.06% 15.58% 14.85% 12.85% - 

累积贡献率 23.06% 38.64% 53.49% 66.34% - 

3.3. 验证性因素分析 

通过对样本一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道德提升感是由四个因子构成。为进一步检验该理论构想是

否成立，本研究采用 Lisrel8.7 对样本二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期能够验证道德提升感的理论结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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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性因素分析中，主要是通过 χ2/df、RMSEA、RMR、NNFI、CFI、IFI、GFI、AGFI 等拟合性指标来

检验模型是否可接受。结果显示，各项指标都比较符合一般通用的标准(孙春晖，郑日昌，2001；温忠麟，

侯杰泰，2004)。具体结果见表 4 及图 1。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单因素模型的各指标都不理想，说明虚拟的单因素模型是不成立的，

这从侧面反映了将道德提升感看成是四因素是合理的。同时四因素模型的各种拟合指标均达到心理测量

学的标准，也说明自编道德提升感的结构明确，符合之前所假设的理论模型。 
通过探索及验证性因素分析我们得到了自编大学生道德提升感量表共有四个因子组成，与原先的理

论构想一致。经过对因子各项目所表达的意思及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参考，我们将四个因子分别定义如下，

第一个因子由 20，13，8，2，7，1，11，16 共 8 个项目构成，命名为情感及其流露；第二个因子由 18，
19，21，15 共 4 个项目构成，命名为对自我的认知；第三个因子由 14，10，5，12，6 共 5 个项目组成，

命名为行为倾向；第四个因子由 3，4，9，17 共 4 个项目构成，命名为对他人的认知。 
 
Table 4.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oral elevation scale 
表 4. 道德提升感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指标 

指标 χ2 df χ2/df RMSEA RMR NNFI CFI IFI GFI AGFI 

单因素模型 2840.09 189 15.03 0.223 0.088 0.87 0.88 0.88 0.51 0.40 

四因素模型 377.58 183 2.06 0.070 0.044 0.97 0.98 0.98 0.86 0.82 

 

 
Figure 1. The four factors model path graph of moral elevation 
图 1. 道德提升感 4 因子模型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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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信度分析 

为检验自编中文版大学生道德提升感量表在我国本土环境下施测的信度，本研究对样本二的总量表

和各因子的分量表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5。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自编大学生道德提升感量表四个因子的分量表及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都在

0.71~0.93 之间，一般认为内部一致性系数大于 0.7 就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所以此量表

具有较高的信度。 

3.5. 效度分析 

3.5.1. 结构效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已经为所编量表的结构效度提供了较好的证明。为了进一步检验量表的结构效

度，本研究又进行量表内部因子分析。一般认为，较好问卷的各因子之间应该一定的聚敛性，即存在中

等程度的相关。因此，我们对所编量表各因子之间、各因子与总分进行相关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6。 
结果显示，自编道德提升感量表因子间的相关在 0.57~0.72 之间，属于中等程度的相关。同时还发现，

各因子与总量表的相关在 0.76~0.91 之间，属强相关。 

3.5.2. 效标关联效度 
国内外对道德提升感的系统研究不过十几年时间，所以并没有公认的对其较为有效的测量工具。

Landis 等人(2009)的研究表明，道德提升感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分量表有较强的相关，故以此分量表作

为自编道德提升感量表的校标进行效度关联效度分析。通过样本二中被试道德提升感各维度的分数、总

分与大五人格中宜人性分量表的得分做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相关系数在 0.24~0.33 之间，在 0.01 水平

上显著，表明自编道德提升感量表具有良好的校标关联效度。 

4. 讨论 

4.1. 道德提升感的结构 

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因素分析，发现道德提升感的结构基本符合其理论构想，即由情

感及其流露、对自己的认知、对他人的认知和行为倾向四个因子组成。这四个因子与以往研究既有相同 
 
Table 5.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sult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moral elevation scale 
表 5. 道德提升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 

 情感及其流露 对自我的认知 对他人的认知 行为倾向 总量表 

内部一致性系数 0.87 0.84 0.71 0.82 0.93 

 
Table 6.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4 factor scores with the total score 
表 6. 各因子之间及各因子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因子名称 情感及其流露 对自我的认知 对他人的认知 行为倾向 

情感及其流露 -    

对自我的认知 0.67** -   

对他人的认知 0.57** 0.59** -  

行为倾向 0.72** 0.71** 0.58** - 

量表总分 0.91** 0.84** 0.76** 0.88** 

注：*代表 p < 0.05，**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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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以往大量研究都表明道德提升感会使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倾向产生变化(Algoe & 
Haidt, 2009; Haidt, 2000; Erickson & Abelson, 2012)，本研究在这两点上与前人研究一致。有研究表明体验

到道德提升感的被试不仅使对自己的认知有所改变，而且也会使个体对他人或周围事物的想法发生改变

(Aquino, McFerra, & Laven, 2011; Freeman, Aquino, & McFerran, 2009)，本研究通过对访谈分析发现，道德

提升感使中国被试对他人及周围事物的看法也有影响。因此，在编制问卷时，加入了“对他人的认知”

这一因子。道德提升感会引起个体独特的生理(Algoe & Haidt, 2009)和情感反应(Freeman, 2009)，本是无

可争议。但通过对所编项目进行探索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者不能很好的分开。结合基础心理学中

对情绪情感的定义，本研究认为情感会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个体的生理反应，从这个角度来讲，两者汇

聚到一个维度也在情理之中。在此问卷中，将情感及生理维度看成是一个维度，并将此命名为“情感及

其流露”因子。通过对所编问卷进行探索与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此四维结构适合中国被试，并具有一

定的稳定性。在实际日常生活中，人们接触到美德事件时，比如《感动中国》播放主人公的感人事迹时，

每个观众都会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反观自编道德提升感量表的结构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对美德事件的

反应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把对道德提升感的测量分为这四个因子是符合中国人的本土环境的，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4.2. 自编道德提升感量表的信效度 

所编制的道德提升感量表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梳理、被试访谈与专家评估和修订，初步确定的量表

初稿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从各题目与总分的相关来看，各题目与测验总分有显著的相关。从对各题项

分析结构来看，所编量表中的所有项目都具有很好的鉴别力。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中文版道德提升感量表由四个因子构成，并且这四个因子对总变异的累

积贡献率达 66.34%。为进一步验证此模型的适用性，本研究选取样本二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常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这说明自编道德提升感量表的结构明确，

符合之前所假设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用内部一致性系数来检验自编量表的信度，分析发现四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7、

0.84、0.71 和 0.84，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表明自编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另外，本研究也

从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来进一步验证中文版道德提升感量表的效度。结果表明，道德提升感各维度的得

分及总分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得分都有显著相关，这与 Landis 等人(2009)的研究保持一致。 
总之，所编制量表采取自上而下的程序，在理论结构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以往研究中提升感相关题

项，通过被试访谈以及专家反复评估编制形成初稿，并通过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测量学指标检验，

最后形成包含 21 项目的中文版道德提升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进一步运用到实证研究中，

为深入开展道德提升感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前提。 

5. 展望 

5.1. 进一步厘清道德提升感的形成机制 

关于道德提升感的内在机制，虽然以往研究者对其内在结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是，道德提升感

本身特定的形成机制尚未统一。Haidt(2003a)将由他人的榜样行为所引起的一系列情感反应都称之为“赞

赏他人”的情感(“other-praising” family of emotions)，这些情感包括提升感(Elevation)、感激(Gratitude)和
钦佩(Admiration)。为了更明确的道德提升感的内涵及形成机制，有必要对道德提升感与感激、钦佩等积

极道德情感进行明确的区分。已有研究者认为，道德提升感在诱发事件、生理感受、产生的动机倾向及

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等方面都区别于感激和钦佩(Haidt, 2003a)。未来研究可以针对相似的道德情绪进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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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研究，从而更明确地把握道德提升感的内涵和形成机制。 

5.2. 深入探究道德提升感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机制 

虽然以往大量研究都表明道德提升感与亲社会行为有显著相关，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只考虑了道德

提升感与亲社会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众多的道德心理研究表明道德判断、道德认同也能很好地预测

亲社会行为，那么，不同因素在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相互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道德提

升感与道德认同在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Acquino, 2011)。因此，道德提升感、道德判

断和道德认同在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过程中各自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3. 优化道德提升感的研究手段 

回顾以往关于道德提升感的研究，虽然对道德提升感的结构存在分歧，但这些研究结果并非矛盾的

或完全对立的。这些研究在结果上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问卷测量法、技术手段、分析方法上的差异造成

的。在以往的研究中，道德提升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量表测量法。虽然测量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测查

出道德提升感的强度，但是除了测量法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以外，仅仅通过测量法可能无法准确的

揭示道德提升感的内在机制。未来研究可以通过 ERP、fMRI 等手段揭示道德提升感的认知神经机制，可

以更精确和生态化地记录道德提升感的变化。最近已有研究使用 fMRI 技术来研究道德提升感的神经基

础(Englander, Haidt, & Morris, 2012)，这为采用这种手段进一步考察道德提升感的认知神经机制提供了初

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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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道德提升感量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一些美德行为，比如，“最美司机”吴斌在生命的最后 76 秒

拯救 24 名了乘客，汶川地震时谭千秋老师用自己的身躯换来了 4 个孩子的生命，白芳礼老人用蹬三轮车

攒的钱资助贫困大学生，他先后捐款 35 万元，帮助 300 名大学生完成学业……当接触到这样的事件时，

人们的心灵会受到冲击，感到内心澎湃，觉得这些事情非常令人感动。 
现在请仔细想想你听过或见过的印象最深刻的美德行为(也可以是上面所列举的)，当这件事情在你头

脑中比较清晰的时候，请根据你自己的感觉对以下描述在五点量表上进行评分，并在相应的数字上打√”。 
1-----------------------2----------------------3-------------------------4------------------------5 

完全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       不确定           比较同意         完全同意 
请你用一句话简要描述你所想到的美德行为：＿＿＿＿＿＿＿＿＿＿＿＿＿＿＿＿＿＿＿＿＿＿＿＿＿

＿＿＿＿＿＿＿＿＿＿＿＿＿＿＿＿＿＿＿＿＿＿＿＿＿＿＿＿＿＿＿＿＿＿＿＿＿＿＿＿＿＿＿＿＿ 
当这种美德行为在你头脑中比较清晰时，我 

1. 心情感到很激动 1 2 3 4 5 

2. 有时候会感动的流眼泪 1 2 3 4 5 

3. 相信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1 2 3 4 5 

4. 相信人们大多数的行为都是值得尊敬的 1 2 3 4 5 

5. 在以后自己会试着去效仿这些美德行为 1 2 3 4 5 

6.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做更多好事的人 1 2 3 4 5 

7. 感觉很受鼓舞与振奋 1 2 3 4 5 

8. 听到或看到这种美德事件有时候会激动地心跳加速 1 2 3 4 5 

9. 世界上本来就充满了善良与慷慨之举 1 2 3 4 5 

10. 感到故事中的主人公是自己的榜样 1 2 3 4 5 

11. 心中产生敬畏与钦佩之情 1 2 3 4 5 

12. 感到自己应该向做好事的人学习  1 2 3 4 5 

13. 感到心潮澎湃 1 2 3 4 5 

14. 在以后想自己能像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做好事 1 2 3 4 5 

15. 感到自己更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1 2 3 4 5 

16. 愿意同别人分享这种美德事件 1 2 3 4 5 

17. 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善事 1 2 3 4 5 

18. 感到自己更愿意去关爱他人 1 2 3 4 5 

19. 感到想为别人做点好事 1 2 3 4 5 

20. 胸口好像有股暖流在涌动 1 2 3 4 5 

21. 感到自己更愿意去帮助他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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