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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大五人格量表的两种评价方式(反思评价和他人评价)对贵州省贵阳市高校的大学生人际知觉

关系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科学的数据分析工具得出结论。目的：在大五人格视角探讨民族的调节作用，

为增进民族间的沟通和交往交流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方法：使用大五人格问卷的两个评价方式(他人评

价和反思评价)，对362名大学生的人际知觉准确性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在外向性

(r = 0.12, p < 0.05)、宜人性(r = 0.23, p < 0.01)、情绪稳定性(r = 0.28, p < 0.01)分别呈显著正相关。对

于亲密度较高的他人，在大五人格的五个特质维度上，民族在他人评价与反思评价之间的调节效应模型

显著，即他人评价能够正向预测反思评价。结论：究主要发现1) 在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维度上

人际知觉准确性会相对较高。2) 从民族的调节作用来看，汉族个体对同伴的看法更为敏感，其人际知觉

准确性比苗族个体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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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wo evaluation methods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Scale (reflective evaluation and 
others’ evaluation)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uiyang, Guizhou Province, and draws a conclusion by using scientific data analysis 
tools.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gulatory role of 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five personal-
ity, and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 among na-
tions. Methods: 362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on the accuracy of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by using two evaluation methods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others’ evaluation and 
reflective evaluation).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others’ evalua-
tion and reflective evaluation in extraversion (r = 0.12, P < 0.05), agreeableness (r = 0.23, P < 0.01) 
and emotional stability (r = 0.28, P < 0.01). For others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timacy, in the five 
trait dimensions of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he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of nation between others’ 
evaluation and reflective evaluation significant, that is, others’ evaluat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reflective evaluation. Conclusi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accuracy of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is relatively high in the dimensions of extraversion, agreeableness and 
emotional stability.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adjustment, Han individuals are more sensi-
tive to their peers’ views, and their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accurac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iao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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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比例呈现明显攀升态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

加深入人心。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心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动态性。社

会心态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包括心理过程和行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进行动态变化；二是稳

定性。在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时期，社会心态出现的变化就会很小，相对趋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大学生

是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各方面的健康状态状况一直都是各个领域学者关注的重点，其中心理健康状态

是关注的重点之一[1]。大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心态的良好发展。有很多

研究已经报告，人格特征是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大五人格中，宜人性和尽责性

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情绪稳定性和宜人性能够预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3]。大学

生的人格特征与其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对其心理健康水平有一定的

预测作用[4]。关于人格结构，“五因素”理论逐渐成为学界共识[5]，其基本维度为外向性、宜人性、尽

责性、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人格是随着个体的成长而发展的，在个体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使用不同的

方式和家人、亲人相互交流时，不同的他人会对个体的人格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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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知觉准确性指的是个体的他人对个体自己的看法和个体自己推断个体的他人的看法的一致性程

度。本研究采用大五人格量表(TIPI-C)的两种评价形式：反思评价和他人评价[7] [8]，以西南地区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探讨以民族为调节变量，大五人格的汉族同学与苗族同学的人际元知觉的准确性关系。元

知觉准确性指个体感知到的他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程度[9] [10]，即反思评价。人们对特质反思评价的准

确性要高于对情感反思评价的准确性。当面对个体亲密之人的时候，个体可以相对更准确的了解具体他

人对自己的真实看法，个体在面对更亲密的他人(如朋友、家人等)时，反思评价的准确性较高，而面对只

是认识，却不亲密的他人时，其准确性就会低很多[11] [12]。 
国内大量研究集中在人际关系的人际知觉功能，对少数民族族群间的人际知觉的探究较少，希望可

以通过本次研究为相关领域提供新的视角，同时根据结论提出管理及政策建议，能够从制度与机制上提

高西南地区不同族群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升其社会积极心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样本来自贵州省贵阳市高校的大学生，由 181 对跨种族关系的成员组成，其中一个成员是汉族，另

一个成员是苗族。其中，男生 142 人(占 39.2%)，女生 220 人(占 60.8%)；大一 41 人，大二 60 人，大三

99 人，大四 155 人，研究生 7 人。他们的关系为友谊，并且关系较为亲密(M = 4.03，SD = 1.56)。 

2.2. 研究工具 

人际知觉准确性是指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自己推断他人的看法的一致性程度。本研究使用大五人格

量表测量人际知觉准确性。量表包括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开放性共 5 个维度。该量

表由 10 个项目组成，每个维度各两题，采用 9 点计分法，1 为“完全不同意”，9 为“完全同意”，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60~0.68 之间。在本研究中，使用了大五人格量表的两种形式：反思评价和他人

评价。 

2.3. 研究程序 

让每位同学分别填写反思评价问卷和他人评价问卷。第一步，让苗族的同学先填写问卷(1) “我的汉

族同伴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反思评价)；再填写问卷(2)“我的汉族同伴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人评

价)。第二步，让苗族同学的汉族同伴填写问卷(1) “我的汉族同伴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反思评

价)；再填写问卷(2)“我的汉族同伴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人评价)。第三步，将问卷按对应的苗族、汉族

一一对应的放置。 

2.4.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22.0 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通过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进行调节效应和简单

斜率检验[13]。 

3. 研究结果 

3.1. 大五人格反思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在反思评价和他人评价方式上的得分见表 1。本研究得出，他人评价和反思评

价在外向性(r = 0.12, p < 0.05)、宜人性(r = 0.23, p < 0.01)、情绪稳定性(r = 0.28, p < 0.01)分别呈显著正相

关。经事后多重比较分析，在外向性维度上，他人评价的得分是显著高于自我评价得分和反思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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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尽责性维度上，他人评价得分显著的高于反思评价得分；在开放性维度上，他人评价得分显著高

于反思评价得分。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dimension variable 
表 1. 各维度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维度 他人评价 反思评价 他人—反思 

外向性 5.09 ± 1.36 5.46 ± 1.25 0.12* 

宜人性 5.57 ± 1.21 5.49 ± 1.22 0.23** 

尽责性 5.38 ± 1.18 5.55 ± 2.17 0.04 

情绪稳定性 5.37 ± 1.29 5.25 ± 1.21 0.28** 

开放性 5.48 ± 1.12 5.73 ± 1.77 0.01 

注：*p < 0.05，**p < 0.01，***p < 0.0001。 

3.2. 民族在大五人格反思评价与他人评价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根据吴艳等人[14]的建议，在进行调节作用分析时，先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用中心化处理

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民族在大五人格他人评价与反思评价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对民族与大五人

格他人评价量表的五个维度进行乘积配对，然后进行回归计算，完成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了解民族对于他人评价与反思评价的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调节作用，先对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

进行中心化处理，将中心化的他人评价和民族的乘积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15]，了解大五人格的五个

维度的他人评价和民族的交互项对大五人格反思评价的预测作用，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A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ationality on the evaluation of others and reflective evaluation 
表 2. 民族在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之间的调节作用检验 

维度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B β R2 调整
R2 

R 方变

化 
F F 更改 t 

外向性 

反思评价 他人评价 0.13 0.12 

0.05 0.04 0.03 5.74 11.57 

2.38* 

 民族 −0.18 −0.07 −1.28 

 他人评价 × 
民族 

0.12 0.18 3.40*** 

宜人性 

反思评价 他人评价 0.24 0.10 

0.12 0.11 0.06 16.36 22.89 

1.99* 

 民族 0.15 0.15 2.88** 

 他人评价 × 
民族 

0.16 0.25 4.78*** 

尽责性 

反思评价 他人评价 −0.08 −0.03 

0.05 0.05 0.05 6.93 19.96 

−0.68 

 民族 0.11 0.20 3.19** 

 他人评价 × 
民族 

0.15 0.28 4.47*** 

情绪稳

定性 

反思评价 他人评价 0.20 0.08 

0.14 0.13 0.05 19.16 22.83 

1.57 

 民族 0.21 0.20 3.88*** 

 他人评价 × 
民族 

0.16 0.25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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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开放性 

反思评价 他人评价 −0.03 −0.01 

0.02 0.01 0.02 2.43 7.22 

−0.21 

 民族 0.06 0.09 1.51 

 他人评价 × 
民族 

0.09 0.16 2.69** 

注：*p < 0.05，**p < 0.01，***p < 0.0001。 

 
结果显示，在外向性维度上，民族在他人评价与反思评价之间的调节效应模型显著，F(3,358) = 5.74，

p < 0.001，模型的解释率 R2 为 0.05，他人评价能够正向预测反思评价(β = 0.18, t = 3.40, p < 0.001)，同伴

评价对元知觉有显著预测作用。在宜人性维度上，民族在他人评价与反思评价之间的调节效应模型显著，

F(3,358) = 16.36，p < 0.001，模型的解释率 R2 为 0.12，他人评价能够正向预测反思评价(β = 0.25, t = 4.78, 
p < 0.001)，同伴评价对元知觉有显著预测作用。在尽责性维度上，民族在他人评价与反思评价之间的调

节效应模型显著，F(3,358) = 6.93，p < 0.001，模型的解释率 R2 为 0.05，他人评价能够正向预测反思评

价(β = 0.28, t = 4.47, p < 0.001)，同伴评价对元知觉有显著预测作用。在情绪稳定性维度上，民族在他人

评价与反思评价之间的调节效应模型显著，F(3,358) = 19.16，p < 0.001，模型的解释率 R2 为 0.14，他人

评价能够正向预测反思评价(β = 0.25, t = 4.78, p < 0.001)，同伴评价对元知觉有显著预测作用。在开放性

维度上，民族在他人评价与反思评价之间的调节效应模型显著，F(3,358) = 2.43，p > 0.05，模型的解释率

R2 为 0.02，他人评价能够正向预测反思评价(β = 0.16, t = 2.69, p < 0.01)，同伴评价对元知觉有显著预测

作用。 
为更加清晰地揭示在民族对于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的调节作用，通过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分析民族

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汉族被试在大五人格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五个维度

上，同伴评价对其元知觉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苗族被试在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维度上，同

伴评价对其元知觉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尽责性和开放性维度上，同伴评价对其元知觉有显著的负

向预测作用。民族对于他人评价和反思评价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相比较而言，他人评价对于汉族被

试的反思评价影响明显较大。在外向性维度上，当他人评价较低时，苗族的反思评价水平明显高于汉族，

而当他人评价较高时，苗族和汉族的反思评价水平接近；在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维度

上，当他人评价较低时，苗族和汉族的反思评价水平接近，而当他人评价较高时，汉族的反思评价水平

明显高于苗族(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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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性                                       情绪稳定性 

 
开放性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ationa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thers’ evaluation and reflective evaluation 
图 1. 民族在他人评价与反思评价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关于反思评价的准确性，本研究发现，对于相对亲密度较高的他人，在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上，反

思评价与他人评价的相关性显著，说明两类评价的一致性高，就表明个体能够准确知觉到具体他人对自

己的真实看法，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在面对亲密度高的他人(如朋友、家人等)时，它的反思评价的准确性

会相对的较高。结果与过去的研究一致，同伴的评价对个体元知觉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16] [17] [18]。
在面对熟悉的他人时，人际元知觉的准确性会显著性偏高，也就是说，当他们的同伴对个体表现出更多

的积极态度时，个体会有更多的积极元知觉[19]。当熟悉他人对个体释放出评价信号时，个体能够快速感

知，积极的他人评价信号，能够对个体的社会心态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大学生拥有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就能保持好的精神面貌，就能够更好的投入到生活与学习当中。负性的人际知觉会让个体对其他正性信

息进行阻断，在后面的负性信息中会表现得更加敏感，这样就会导致个体引起更多的负性的人际交往互

动，个体内心的消极情绪会直接影响到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20]。 
当他们的同伴对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态度时，个体会有更多的消极元知觉，消极的他人评价信号，

可能会让个体的信心方面产生消极情绪，个体会容易迷失自我、误解他人，面对挫折时灰心丧气，容易

丧失个体发展的前进动力和进步的信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际和谐与人际共存是极为重要的，在

人际交流过程中，中国人会更为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其正能

量。中国人在进行人际互动时，一般不会直接表达对其他人真实的情绪看法，尤其不会表达自己的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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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即便对他人进行评价时，也会表现出更多的积极评价，积极的评价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具有引导规范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可以健全更好的积极健

康的人际关系。 
本研究以族群分类(苗族、汉族)进行分析发现，不管是苗族还是汉族在五个维度上，反思评价的得分

会显著高于他人评价得分，结果说明人们是会高估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本研究结果与西方研究者发现的

个体会高估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的结果相一致，而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报告的反思评价结果不一样。可能与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种类混合密度较大有关，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种类众多，因为文化的多样性，不

同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都有着不同的特点。是否与民族种类混合有关，需要做进一步探究。以往

研究表明，对于不同的族群，种族元认知(个体感知的同伴评价)部分是准确的。 
本研究发现，对于汉族群体，在大五人格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五个维度

上，同伴评价对其元知觉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苗族群体在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维度上，同

伴评价对其元知觉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外向性维度上，当他人评价较低时，苗族的反思评价水平

明显高于汉族，当他人评价较高时，苗族和汉族的反思评价水平接近，也就是汉族群体会更加感知到苗

族同伴对自己的消极评价而非积极评价。在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维度上，当他人评价

较低时，苗族和汉族的反思评价水平接近，而当他人评价较高时，汉族的反思评价水平明显高于苗族，

即汉族群体会比苗族群体感知到更高的积极评价。对此，可以让汉族成员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加深接触，

强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与认知，增进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往交流领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消除民族

偏见和刻板印象，增进民族文化的认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能够促进各民

族关系和谐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西南地区大学生人际知觉准确性相关研究，以及民族可能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

1) 亲密程度较高的他人，反思评价与他人评价在总体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其一致性程度较高，这

说明个体可以相对准确的知觉具体亲密的他人对自己的真实看法。2) 在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上，民族在

他人评价与反思评价之间的调节效应模型显著，他人评价能够正向预测反思评价，主要表现为当他们的

同伴对个体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态度时，个体会有更多的积极人际元知觉。3) 汉族群体与苗族群体在大五

人格的五个特质维度上，同伴评价对其人际元知觉的预测作用不一致。对于汉族群体，在大五人格外向

性、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五个维度上，同伴评价对其元知觉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苗族群体在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维度上，同伴评价对其元知觉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外向

性维度上，当他人评价较低时，苗族的反思评价水平明显高于汉族，而当他人评价较高时，苗族和汉族

的反思评价水平接近；在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维度上，当他人评价较低时，苗族和汉

族的反思评价水平接近，而当他人评价较高时，汉族的反思评价水平明显高于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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