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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联结是我们对周围人际关系亲密度觉察的自我方面，它代表着我们对人际关系模式的规律性认知，

反映了我们的内在归属感，对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有重要研究价值。态度是个体对特定对象所持有的稳定

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蕴含着个体的主观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倾向性，它基于评价产生，对于

预测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色彩偏好选择，运用情景模拟法，抽取重庆市高校32名大学生参与

了实验，从大学生的角度探讨了态度相似性对社会联结形成的影响。研究结论为：态度相似程度会影响

社会联结的程度，且所持态度越相似，形成的社会联结越强。态度相似程度对共事期望程度起调节作用，

且所持态度越相似，一起共事的期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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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perio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life and is a preparing period from youth stage to 
adult stage. We need to achieve our transform from natural person to social person in society. And 
certainly, we only achieve our value in society. Social connectedness which reflects individual in-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2059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2059
http://www.hanspub.org


谢诗雪 

 

 

DOI: 10.12677/ap.2021.112059 528 心理学进展 
 

ner sense of belonging is important for college students’ adaption. Social connectedness is a kind 
of self-concept of the perception of our surround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t represents dis-
ciplinary cognition and reflects our inner sense of belonging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is stable psychological tendency to certain objects of individual which is 
important for predicting behavior. Up to now, foreign expects have done plenty of researches of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gain valuable research achievement. But there is not enough study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ocial connectednes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color preference choosing and 
uses situation simulation method. Selecting 32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we approach how 
attitude similarity would influence social connectednes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llege students. 
Research conclusion: Attitude similarity would influence our social connectedness. The more sim-
ilar our attitudes are, the stronger our social connectedness is. On the other hand, attitude simi-
larity can regulate our working together expectation for others. The more similar our attitudes 
are, the more we want to work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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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阶段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我们从青年期过渡到成人期的准备时期。

我们需要在社会中才能实现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也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价值，反映

了个体内在的归属感的社会联结在大学生适应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路多，2009)。Lee 和 Robbins (1998)提
出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edness)指个体同社会世界亲密关系中的主观感受，是个体对人际关系的一种独

特的自我认知结构，到成年时期这种关系图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社会联结得分较高的个体能体会到更

亲密的关系，易于认同他人，并且亲近他人，体会到更多的归属感。前人的许多研究证实，社会联结是

常见的心理烦恼症状的保护性因素，它同害羞、焦虑、孤独感和人际关系问题等呈负相关，与自信和社

会支持则呈正相关(Lee et al., 2001)。由于社会联结的重要性，它一直是心理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领域。

到目前为止，国外的学者已经对社会联结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于

影响社会联结的因素的研究还不够完善。 
态度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行为方式，态度预测行为的主要模型有：卢森堡的态度模型、佩因罗德的

态度模型、理性行动理论等(张红涛，王二平，2007)。态度对行为还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的个体内心对于事物的看法。同时，态度都是在我们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起着更好的适应我

们生存环境的作用。人是群居动物，尤其是在中国的集体文化大背景下，如何更好的融入群体间，建立

起良好的社会联结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态度，作为一个影响因素，适当的态度将使我们从重

要的人物(父母、老师、同学等)或群体那里获得认同、赞同、奖赏或与其打成一片，这也正是我们寻求归

属感，建立社会联结的一个过程(周会娜，2011)。 
综上所示，社会联结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与周遭群体的态度相似性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态度也是

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个体的行为(李林，2006)，它是否会对我们的社会

联结造成影响呢？本研究探讨了人际交往中的态度相似性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的社会联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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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大学生，我们选取了共 36 名大学生参与了实验，被试都有相应的报酬。由

于人为干扰因素，两名男性和两名女性被试被剔除了他们的数据。我们对平均年龄为 22.03 岁(20~30 岁)
的 32 名被试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所有的被试都是健康的、右利手，视听力正常或矫正视听力正常，并且

没有报告情感障碍史。本次实验通过了本地人类参与实验的审查委员会的审核，并且每个被试都签署了

实验知情同意书。 

2.2. 实验材料 

本研究的刺激材料包含了 90 组色彩搭配。每组色彩搭配由两个不同颜色的圆形组成。这些颜色都是

从十种标准颜色中挑选和排列的，分别是：深红色，红色，橙色，浅绿色，深绿色，蓝绿色，浅蓝色，

深蓝色和紫色。 
使用以上十种颜色所填充的圆形图案，并且通过排列组合得到了 90 组颜色搭配。这十种颜色的圆形

图案在尺寸上相同，所有颜色搭配的图片在尺寸和像素上都是完全一致的。除此之外，实验所用的电脑

显示屏亮度和对比度也是一致的。 

2.3. 任务和程序 

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告诉被试，他们将与三个坐在隔壁实验室的陌生人一起完成一个颜色偏

好选择任务。这个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从三个陌生人中选出一个搭档在本阶段完成后参与一个双人

网络游戏。同时，我们告知被试这三个待选择的一起玩游戏的“搭档”被随机分到了三个不同的 block，
在每个 block 里被试和他的合作伙伴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和合作者的色彩偏好选择但是不能面对面见到对

方。 
实验分为三个 block：相似态度 block (假被试与被试的颜色偏好选择有 90%都相同)；中性态度 block 

(假被试与被试颜色偏好选择有 50%相同)；不相似态度(假被试与被试做出了 90%不同的颜色偏好选择)。
在每个 block 的开始，有十个练习测试来让被试熟悉实验流程。在练习测试里，三个“搭档”与被试选

择相同颜色的比例与正式实验控制的数据相同。也就是说，假被试在态度相似 block 有 9 个测试选择相

同，在中性态度 block 有 5 个测试选择相同，在态度不同 block 有 1 个测试选择相同。最后，我们告知被

试他和“搭档”选择顺序是电脑随机决定的 ，但实际上是提前安排好被试先选择而陌生人后做出选择。 
每个 trail 由一个 300 ms 的白色小十字形开始。然后，一对彩色圆形图案组合呈现 1000 ms，与此同

时被试要按键从中选择出更喜欢的颜色。当被试更倾向于左边的颜色时，按“F”键；当被试更喜欢右边

的颜色时，按“J”键。彩色圆形的呈现由按键结束。在圆形图案消失后紧接着将出现 1000 ms 突出显示

被选中的彩色圆形的图片(刺激间距为 300~500 ms)。之后是 1000 ms“等待其他人选择”字样的呈现，用

来提醒被试注意观察合作伙伴的选择。随后，和刚才一样的彩色圆形组合呈现 800~1200 ms，将其设置

为可变的时长是用于使被试相信对方(三个虚拟的搭档)正在进行色彩选择。和之前的程序相同，紧随着

300~500 ms 空白屏幕，然后被选中的颜色用白色环形标亮。1000 ms 的空白屏幕后将进行下一个 trail (见
图 1)。 

在每个 block 结束后，被试需要回答几个问题。为了检查我们对态度偏向的操纵效度，被试需要在 7
点量表(1 代表一点儿也不，7 代表非常)中指出他们认为自己和其他三个假被试的色彩偏好有多相似。为

测量被试与三个搭档间的社会联结程度，被试还需要填写社会联结量表(Cacioppo & Cacioppo, 2011)，其

中包含了六个问题。为了增加生态效度(使被试真的相信这个实验是为了给他们挑选最后的游戏的合作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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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我们还用七点量表询问了被试他们有多想要这个人成为他们的游戏伙伴。同时，被试还填写了 UCLA
孤独感量表。 
 

 
Figure 1. Experimental procedure (The above figure shows the same selection, and the following figure 
shows the opposite selection) 
图 1. 实验程序示意(上图为相同选择情况，下图为相反选择情况) 

3. 实验结果 

3.1. 实验假设情景的验证 

使用 Excel 及 spss20.0 软件，由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被试对“合作伙伴”与自己相似程度的评分可知在

相似条件、中性条件、差异条件下被试对三个假合作伙伴(实验中模拟的三个可能游戏合作者)对色彩的喜

好与自己相似程度的判断有显著的差异(F(2,62) = 200.69; P < 0.001)。 
在被试看来，相似条件、中性条件及差异条件下“合作伙伴”的色彩偏好与自己相似的程度在依次

减弱。被试认为相似态度的合作伙伴 A (5.78 ± 0.13)与中性态度的合作伙伴 B 相比与自己更相似(3.91 ± 
0.20; F(1,31) = 70.46; P < 0.001)；而中性的合作伙伴 B 又比差异条件下的合作伙伴 C 与自己更为相似(1.75 
± 0.10; F(1,31) = 120.68; P < 0.001)，由此证实实验的模拟情景是成立的。 

3.2. 态度相似程度对社会联结的影响 

使用 Excel 及 spss20.0 软件，由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被试三种条件下社会联结和合作意向的得分可知

被试在相似、中性和差异条件下对“合作伙伴”产生显著差异的社会联结程度(F(2,62) = 37.63; P < 0.001)。
这说明模拟情境下，被试由于“合作伙伴”与自己偏好相似程度的不同，影响了其与“合作伙伴”产生

的社会联结程度不同。 
由表 1、表 2 可知，被试与“合作伙伴”的社会联结程度在依次减少，被试评价相似态度的合作伙伴 A (5.14 

± 0.17)与中性态度的合作伙伴 B 相比与自己有更强的社会联结(4.29 ± 0.23; F(1,31) = 11.45; P = 0.002)；而中性

的合作伙伴B 又比差异条件下的合作伙伴C 与自己社会联结程度更强(3.04 ± 0.23; F(1,31) = 27.56; P < 0.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cial connection scores 
表 1. 社会联结得分描述性统计 

社会联结 N M SD 

相似 32 5.141 0.9372 

中性 32 4.286 1.3080 

差异 32 3.0378 1.3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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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on the comparison of three kinds of conditional social connections 
表 2. 三种条件社会联结对比的方差分析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相似与中性 11.674 1 11.674 11.445** 

Error 31.618 31 1.020  

相似与不同 24.948 1 24.948 27.555** 

Error 28.067 31 0.905  

*P < 0.05, **P < 0.01. 

4. 讨论与分析 

4.1. 人际吸引 

人际吸引(interpersonal attraction)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佐斌等人(2009)研究中发现，相似性、

接近性和人格特质都能影响人际吸引力，我们总是偏爱那些与我们在态度、爱好、价值观甚至是家庭背

景有共同点的人。而社会联结体现的是个体对周围人际关系亲密度的自我觉察，它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

当我们与周围个体产生社会联结时，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会对对我们而言人际吸引力较高的个体构成更强

烈的社会联结，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与我们态度相似的个体能让我们产生更近的关系即觉察到更强烈的

社会联结。 

4.2. 人以群分 

我们常常看到穿着风格类似的女孩子们手挽着手走在街上，也能观察到喜欢玩同一种游戏的男孩子

们总是兴致勃勃的讨论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物以类聚”，已有研究证实，我们总是对那些和自己有

相似态度的人做出更积极的评价，当得到这样正性的反馈，伙伴们也能明显知觉到他们是一类人，他们

就“应该”在一起共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体会到了作为一个群体一员的归属感(薛莉，2011)。社会联结

的概念中，亲密感是一个重要的成分，是自我与周围世界持久而普遍的经验，我们通过它来看待周围世

界，与周围世界互动，这种更“近”的、“内部”的关系促使他们之间形成的社会联结总是更为紧密。 

4.3. 态度的表达性功能 

Herek (2000)的态度三种表达性功能中包括了价值表达、社会调节、以及自我防御功能。人们总是“见

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倾向于谈论那些双方共有的观点和态度，以此来维系他们

之间的和谐关系(张秋丽，孙青青，郑涌，2015)。之所以我们总是表达和对方相似的态度、观点，恰恰是

由于我们想要和他们建立更强的联结。反过来，在本研究中我们侧重的是态度的社会调节功能，当被试

感知到“搭档”的态度与自己相似时，他们与这些相似的“搭档”更容易建立起社会联结。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相似的人或物由于与我们的自我图式更接近，总是更容易对我们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张玮，

2012)。 

5. 结论与展望 

态度相似程度会影响社会联结的程度，且所持态度越相似，形成的社会联结越强。态度相似程度对

共事期望程度起调节作用，且所持态度越相似，一起共事的期望越强。本研究在实验阶段仅仅采用了行

为实验，且社会联结为被试自己报告的评分，实验数据带有一定的被试的主观色彩。其次，态度分为内

隐态度和外显态度，本研究只简单就外显态度对社会联结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讨论，而没有涉及到内隐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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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时本研究多采用自陈量表法，优点在于高度结构化、操作性强、计分解释简单；但其稳定性差，

被试的反应定势会影响测验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因此，可采用多样化的测评方法，将自我报告与他

人评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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