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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of 2 (gender: male, Female) × 2 (self-esteem level: high self-esteem, 
low self-esteem) × 4 (direction: positive forward, positive back, positive left, positive right)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 distance in the virtual sp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gender difference is insignificant; the main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approach direction was sig-
nifican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pproach direction and self-esteem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distance of personal space of others from the lef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rom the other three directions. When the others were close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personal space distance of the high self-esteem peopl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ow self-esteem people. In addition, for high self-esteem individuals, the space distance from the 
left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from the other three directions. For low self-esteem,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rection of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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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大学生的自尊、性别以及靠近者的靠近方向对个人空间圈的影响。本研究采用2 (性别：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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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自尊水平：高自尊、低自尊) × 4 (方向：正前、正后、正左、正右)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重点研

究了虚拟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对虚拟空间中的个人空间圈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个

人空间距离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自尊的主效应显著；靠近方向主效应显著；靠近方向与自尊的交互

作用显著。结论：对大学生群体，他人从左方靠近的个人空间距离显著大于从其他三个方向接近。当他
人从不同方向靠近时，高自尊者的个人空间距离显著低于低自尊者；另外，对于高自尊者，从左方靠近

的个人空间距离显著大于从其他三个方向靠近；对于低自尊者，从不同方向靠近并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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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生活中，相信大多数人曾有过以下体验：当公共汽车或地铁上挤满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得前胸贴

后背的与陌生人站上片刻。一般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可能会变得有些糟糕。当你正独自乘电梯，刚进

电梯的人却站地很靠近你时，内心也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葛国宏，2012)。这些常见的心理现象背后都隐

藏着研究者想要研究的课题。早在 60 年代，Sommer 提出了“个人空间圈”的概念对类似现象进行解释。

他认为，每个人都在无形中形成了自己的个人空间范围，一旦自己的个人空间范围被入侵了，就会引发

人不同程度的焦虑感和不快感(Sommer, 1959)。而且这个神秘的个人空间圈随着个体本身的移动而移动，

可以位于不同的位置，但这个范围的大小并不会随着移动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吉福德，1990)。本文所研究

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人空间与物理概念的空间不是一个概念，有必要作出区分。对于个人空间圈的研究，

我们把它涵盖于环境心理学领域(Zhang, 2009; Hayduk, 1983)。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先对个人空间作一个

大致定义便于理解，个人空间指的是个体内心的一种自我感受，在这个空间内，别人的入侵会给个体带

来紧张与焦虑。个人空间圈则是指让个体保持内心舒适感觉的个人空间范围。简单来说，就是环境与个

体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独特的心理体验，当我们的个人空间被陌生人侵入时，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不愉

快的感觉。 
大量研究表明在个人空间模式中发现了广泛的性别差异(Larner, 1993; Richard et al., 1976; Hartnett, 

Bailey, & Gibson, 1970; 刘亚男，2012)。男性的个人空间显著大于女性。另外，个人空间圈也具有个体差

异性，对反社会和攻击性人格的被试而言，他们在社会交往中有更大的个人空间距离(Lawrence & An-
drews, 2004)；有研究表明低自尊个体的个人空间距离更大(Frankel & Barrett, 1971)，而这与另一项研究结

果不一致，自尊对于个人空间的影响较小，身体界限几乎没有变化(Roger, 1983)。国外关于个人空间圈的

研究多集中在上世纪，出现了明显的断层。近年来，有研究者借助 FMRI 研究个人空间，研究发现，对

于暴力犯罪者，男性的靠近会激活额顶叶网络和脑岛，胰岛素的激活被认为是与潜在危险和危害相关的

神经元激活(Schienle et al., 2017)。 
国内最早注意到个人空间圈并开始研究的心理学家是杨治良、孙荣根等人，研究结果揭示：不同身

份和不同性别的个人空间圈存在显著差异(杨治良，蒋弢，孙荣根，1988)，正前方的距离要大于后方的距

离(Sommer，1970；王伟，2010；徐树鹏，阎力，2011)。此外，个人空间有“情空间”和“知空间”之

分，在不同方向上会有差异(葛国宏，章鹏程，赵小军，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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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考虑到目前国内外较少使用实验室电脑呈现，而更多采用真人模拟实验，以及自尊对个

人空间的影响的矛盾，本文基于止步距离范式及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设计成虚拟空间操作(王帅飞，2015；
Nishihara & Okubo, 2015)以探测不同自尊的大学生被试在感知个人空间时的变化。我们假设：男女性别

在个人空间距离上有差异，女生较男生更小；从后方接近的个人空间距离会比其他方向更小；低自尊个

体的个人空间距离比高自尊的更小。 

2. 方法 

2.1. 被试 

64 名实验被试经自尊量表筛选后进入正式实验，其中男生 32 名，女生 32 名；剔除 4 个极端高和极

端低值数据后总共收集 60 名学生的数据。高自尊者 36 名，低自尊者 24 名。智力活动和动作技能均正常，

右利手被试，此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 (性别：男、女) × 2 (自尊水平：高自尊、低自尊) × 4 (靠近者接近被试的方向：正前、

正左、正右、正后)的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组间变量为自尊和性别，组内变量为方向，因变量为个

人空间距离。为了更好控制方向的顺序差异以及主试的样貌身高对个人空间圈的影响，将实验过程用

eprime 编程在实验室电脑上呈现实验。 

2.3. 实验流程 

笔者在班级里发放问卷同时预告实验征求被试意见，总共发放自尊量表 SES 问卷 100 份，每份问卷

进行编号便于后期的实验被试，收回有效问卷 80 份。有效问卷率 80%。根据总分由高到低(上下 27%)筛
选被试，然后重新编号，通知被试依次到实验室实验。在被试按约定到达实验室前准备签到纸，被试签

完到后进入实验室即可开始实验。被试坐在实验室椅子上，电脑屏幕距离被试 60 cm 远。所有刺激通过

E-prime 呈现在屏幕中央，实验指导语如下： 
实验开始首先呈现在电脑屏幕的是一个“+”符号，提醒您开始实验，并集中注视电脑屏幕中央。接

着呈现一个圆圈，圆圈中心有一个小人，想象您就是位于中心的小人，想象另一个正准备向您靠近的小

人(你们之间并不认识)站在任一入口位置，接着小人沿着半径向您靠近，如果您觉得不能继续忍受小人的

靠近，您就按下空格键表示停止，此时靠近的小人停止移动。小人将从 4 个方向按照随机顺序靠近位于

中央位置的您。当您和小人相撞或者提前按压下了空格键，该方向的小人动画则消失，接着小人从另一

方向向您靠近，如此重复直至实验结束。准备好后，请您按 Q 键开始下面的练习。被试阅读指导语随后

即可进入练习部分，练习结束后，要求被试向笔者回忆实验指导语的实验要求，确保被试真正理解实验，

随后开始正式实验。送走被试后笔者再收集电脑上的行为数据。 

2.4. 自尊的测量 

量表是罗森博格于 1965 年编制，最初是来评定青少年关于个体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该

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成，包括 5 个正向计分题和 5 个负向计分题。分为四级评分。非常符合记 1 分，很不

符合记 4 分。 

3. 结果 

3.1. 不同性别对大学生个人空间圈的描述统计 

不同性别个体形成的个人空间圈，具体各方向的数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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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personal space of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genders 
表 1. 不同性别被试的个人空间圈的描述统计 

 男(M ± SD) 女(M ± SD) 

正前 232.83 ± 8.02 233.83 ± 8.02 

正后 230.37 ± 8.69 229.33 ± 8.69 

正左 234.73 ± 7.76 234.67 ± 7.76 

正右 230.30 ± 8.24 233.23 ± 8.24 

3.2. 不同方向、自尊水平对大学生个人空间圈的描述统计 

低自尊个体从四个方向形成的个人空间圈小于一般自尊者和高自尊者的个人空间圈，具体各方向的

数据见表 2。 

3.3. 不同性别、方向、自尊对大学生个人空间圈的影响 

通过 spss17.0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处理结果，对性别、自尊做组间效应分析，对靠近方向做组内效

应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个人空间距离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F(1,56) = .02, p = .90 > .05)。发现靠近方

向的主效应存在显著(F(3,168) = 1.53，p = .04 < 0.05)，事后检验表明，他人从左方靠近的距离显著大于其他

三个方向。自尊主效应显著(F(1,56) = 47.07, p = .00 < .05)，事后检验结果表明，高自尊大学生的个人空间

距离显著小于低自尊大学生。靠近方向和被试自尊水平两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3,168) = .84, p = .02 < .05)。
各个靠近方向的个人空间距离在自尊水平上的简单效应分析如下：当他人从不同方向靠近时，高自尊者

的个人空间距离显著低于低自尊者；另外，对于高自尊者，从左方靠近的个人空间距离显著大于从其他

三个方向靠近；对于低自尊者，从不同方向靠近并无显著差异。 

4. 讨论 

4.1. 大学生个人空间圈的性别差异 

研究结果说明，男女大学生存在不同个人空间圈的需要，个人空间圈范围在 75~100 cm 之间。霍尔

根据研究结果曾经将我们的人际距离细划分为 8 个等级，这 8 个等级分别是由 4 个主要距离(亲密距离、

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的近程和远程所构成(赵铭锡，戚岭云，1999)。详细的距离划分如下：

亲密距离的近程距离 0~15 cm，远端距离 15~45 cm；个人交往距离近程 45~75 cm，远端距离 75~120 cm；

社交场合距离近程 120~200 cm，远端距离 200~300 cm；公共距离的近程距离 350~700 cm，远程距离 700
以上。实验结果基本与霍尔划分的社交距离的远端重合，个人距离是个人在与他人的正常的交往过程中

保持一个舒服状态的交往距离，可以代表个人空间的实际呈现距离，通常是指亲戚、朋友、熟人。社交

距离指用于处理非个人事物的场合，如进行一般的社交活动，本实验的接近对象指明是陌生人，符合社

交距离的定义，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个人空间距离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一方面，相比于早期，社会发展的不断加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能够接受较高的教育，

在平时的大学生活中接触他人的机会越来越多，都有很多机会参与各种大学活动，性别本身并不是引起

大学生人际交往中个人空间距离不同的主要原因，需要考虑其他存在的因素(雷陈珊，2013)，诸如性格、

地位等。对比以往研究，本研究在方法上没有采取真人靠近的实验范式，而是以 eprime 设计的动画小人

的靠近。这中间很好的控制了靠近者的某些属性，如亲密关系、外貌吸引力、面孔影响(顾凡，1993)。但

并未控制靠近者性别因素，这也可能是造成本实验没有性别差异的原因(任彧，郝芳，2018；高慧芳，2016；
孙文梅，刘亚男，张婷，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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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personal space of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esteem level 
表 2. 不同自尊水平被试的个人空间圈的描述统计 

 高自尊(M ± SD) 低自尊(M ± SD) 

正前 208.31 ± 5.30 270.25 ± 6.49 

正后 206.53 ± 6.40 264.83 ± 7.83 

正左 212.56 ± 5.48 267.92 ± 6.71 

正右 207.42 ± 5.67 268.29 ± 6.94 

4.2. 大学生个人空间圈的方向性 

结果表明，不同靠近方向的大学生个人空间距离存在显著，他人从左方靠近的个人空间距离大于从

右方靠近的距离，而他人从前方靠近和后方靠近无显著差异。所得结果与假设部分相符，造成结果的原

因可能有两方面。 
当他人从左方靠近时的个人空间距离显著大于右方的个人空间距离，与本文结果研究一致(葛国宏，

章鹏程，赵小军，2009)。在本研究中，他人从右方靠近的距离为 207.42 cm，他人从左方靠近的距离为

240.24 cm，造成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 
选取被试均为右利手被试，他们能够较好控制右边的事物，能对来自右边的不安全因素做出更好的

保护。因而觉得右边更具有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更像是一种内隐的集体潜意识，所以在与人交往过程

中，对从左方接近的距离比右方更大，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种安全距离，用以保护自己。我们还

可以从空间本身进行解释。从科学上对空间进行划分，可以划分出情空间和知空间。情空间，名思议，

方便对方沟通，增进感情的空间，是指肩并肩一起的横向空间。横向空间两端延伸方即为左或右。对于

想表达亲密的人来说，横向距离代表着接近和亲密；而对于陌生人，也许这当中更多的就是一个自我保

护的空间距离。另一方面，中国人人际空间距离不仅可以反映关系亲疏，也反映了民族文化特点(黄妍，

桑青松，2009)。中国文化下，面对陌生人以“防”为主，中国人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人心难测的历史根

源，设定了种种患于未然的情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知觉会受到人们自身因素的影响，比如我们的双

眼。相比较于从后方靠近的人，除非感受到来自于他人后方的靠近，一般情况下，后方是我们保护力相

对较弱的方向，而来自两侧(左右)的控制能力更强，这也是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影响下我们自身的内隐的

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此外，基于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人际交往正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网络的出现可以说大大拉

近了人际交往的距离(金鑫等，2017；田华，2011)。同样是陌生人，真实的靠近，和虚拟的接近(Yee, et al, 
2007)，对个人空间距离的感知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这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4.3. 大学生个人空间圈的人格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自尊水平被试的个人空间距离存在显著差异。产生这种结果可能是不同自尊水

平的被试各自拥有的人格特点所造成。有研究表明低自尊者在面对从不同方向靠近的人时倾向于回避与

他人的目光接触，因为低自尊者的自信相对不足，目光接触更容易让低自尊者紧张(林维英，2013)。本研

究中，不存在目光接触的问题，但是也呈现出了同样的差异。我们推测，这是由于高低自尊被试带有的

人格特点起到了主要作用。高自尊被试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成绩相对优异，人际关系良好，有更多的

机会体验到由学业成绩带来的成功感。他们倾向于对自己做出较高的肯定评价，他们变的更加自信，在

同学之中拥有比较高的地位(聂昕时，2015)。所以，当这类被试在面对他人的靠近时，无论从何种方向靠

近，他们都不会出现特别大的紧张感，他们相反会保持一种友善的态度主动接近别人。这样的结果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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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高自尊者通过某种阻断或否认机制来处理威胁信息，而低自尊的个人则通过

表达他们的不适来公开回应威胁(Frankel & Barrett, 1971)。 
当然，个人空间的现象是非常具体的情况。在早高峰乘地铁的特殊情况下，个人也可以紧密地挤在

一起，而没有表现出极端的不舒适。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当其他人接近得太近时，却可能会变得焦虑

和难以接受。考虑到自尊在当中发挥的作用，低自尊的人，他们通常从正确、好、坏的角度看待世界，

他们的自知之明也很低，在受到威胁时，他们可能会采取退，避等行动，作为应对威胁的一种方式(Roger, 
1983)。 

5. 结论 

对大学生群体，他人从左方靠近的个人空间距离显著大于从其他三个方向接近。当他人从不同方向

靠近时，高自尊者的个人空间距离显著低于低自尊者；另外，对于高自尊者，从左方靠近的个人空间距

离显著大于从其他三个方向靠近；对于低自尊者，从不同方向靠近并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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