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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发现启动成就目标可以对个体的风险偏好产生影响，而金钱启动效应则会使人产生更强的内隐乐观

偏差。我们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并采用无意识目标启动范式来检验成就目标启动对大学生内隐乐观

偏差的影响。我们使用成就动机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作为启动刺激，将被试随机分为成功追求组，避

免失败组和无关组。使用inquisit2.0专业软件编制的Greenwald的内隐联想测验程序(IAT)测量三组被试

的内隐乐观偏差水平。结果发现：成就目标启动对内隐乐观偏差不存在不显著影响；大学生存在明显的

内隐乐观偏差效应，但大学生的内隐乐观偏差在性别、高低年级组、是否独生子女上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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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elf-activated achievement goals can influence individual risk preference, 
and the monetary priming effect can lead to stronger implicit optimism bias. We adopt the single 
factor between-subjects design and use an unconscious target priming paradigm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achievement goal priming on college students’ implicit optimism bias. We use the 
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 and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as priming stimulus to 
randomly divide the subjects into the pursuit of success group and avoiding failure group an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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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 group. And we use professional software compiled Greenwald inquisit2.0 implicit as-
sociation test (IAT) program to measure implicit positive deviation of three groups of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optimistic bias effect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effect of 
achievement goal initiation on implicit optimism bias is not significant. The implicit optimism bia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not significant in gender, grade group and only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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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无意识目标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重点渐渐转向了探讨无意识目标能否启动以及启动

后的目标如何对行为产生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无意识目标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比如

道德行为、社会歧视现象、消费行为及健康行为等[1]，无意识目标启动的启动线索不随时间而消失并会

促使个体表现出动机性行为[2]。有研究发现自动激活的目标可以无意识地引导个体作出相应的行为表现，

例如，Bargh 等人通过语义启动“高绩效”目标发现被“高绩效”目标启动的个体在智力测验中得分更高，

表现更出色[3]。Atkinson 认为，成就动机是指与个人追求成功的内部需要或趋力，是个体的一种稳定的

特质，分为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表现为一部分人更偏向于追求成功的喜悦，另一部分人

则更倾向于避免失败带来的痛苦和挫败[3]。有研究发现目标相关线索可以启动成就动机，并引导个体将

先前的心理状态指向未来的期望状态[4]。例如，Bargh 等人通过比较成就目标启动组和控制组的任务表

现发现，无意识成就目标启动组的任务表现比控制组更好[3]。Stajkovic 等人也通过实验发现无意识成就

目标启动组被试在相关任务测评中比控制组表现更好[5]。由此可见，成就目标作为一种理想的启动材料，

越来越多地用于考察成就目标启动对其他心理过程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以内隐方式启动的目标可

以对个体的风险偏好产生显著效应，具体表现为相较于损失框架，启动追求成功目标的被试在收益框架

下比启动避免失败目标的被试会有更多的风险偏好[6]。 
Weinstein 认为乐观偏差(optimistic bias)或非现实的乐观主义(unrealistic optimism)是指在与他人比较

时，人们倾向于认为“好事情会更垂青自己，而坏事情更会发生在他人身上”[7]。人们存在乐观偏差的

现象随处可见，例如，抱着侥幸心理，人们通常会认为自己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可能性比其他人更小；自

己生病得癌症，遭遇意外的几率比别人更小[7] [8] [9]。研究发现自我中心主义和聚焦主义是产生乐观偏

差的两个主要心理机制。Weinstein 认为影响个体对其经历某个事件可能性的评估受到个体的自我中心主

义的影响，当遭遇危险时，个体只会想到自己，而不是别人会采取行动以降低危险，因而导致乐观偏差。

一旦个体意识到他人也会采取类似的行为，此时，乐观偏差水平则会减少[9]。也有研究者认为自我中心

主义强的人往往会掌握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10]，在进行比较判断时更易于理解并能自动回忆起来这些信

息或是因在倾向于根据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来锚定判断[11]，因而产生乐观偏差。聚焦主义则是指个体聚焦

于某个特定事件而忽视其他事件的倾向。当个体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时，由于个体本身处于注意焦点

的位置上，提高了关注自己的倾向，因而产生较大的乐观偏差[12]。自我中心主义和聚焦主义两种心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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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不同的情景中表现为不同的效应[13]，表现为自我中心主义和聚焦主义都会对自我目标的比较判断产

生更大的乐观偏差，而自我中心主义在他人目标比较判断中的乐观偏差可以部分地被聚焦主义减轻[14]。
现目前对于乐观偏差的研究愈发深入，测量方法也愈发多样，其中包括纸质问卷、内隐联想测验(IAT)、
Go/No-go 联想任务、fMRI 技术等，研究发现情绪、事件可控性、现实因素、解释水平、金钱启动等因

素都会对乐观偏差产生影响[15]-[24]。 
乐观偏差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促使个体保持高自尊，积极的态度和信念应对风险和挑战，

另一方面，乐观偏差也可能使个体对事件发生的概率产生误判，进而作出一些不良行为[17]。因而探讨乐

观偏差的影响因素对于理解和干预乐观偏差是有意义的。目前尚未有研究考察成就目标启动与乐观偏差

的关系，即从无意识启动层面探讨成就目标启动对乐观偏差的影响，因而本研究拟从“成就目标”对“内

隐乐观偏差”影响的角度，探究内隐乐观偏差是否受成就目标启动的影响，挖掘乐观偏差的产生机制，

以期对乐观偏差进行合理的干预，促进个体的健康成长。 

2. 方法 

2.1. 被试 

招募在校大学生 99 名(其中男生 32 名，女生 67 名)，每个被试按照抽签法随机分配到成就组(33 名)、
失败组(32 名)以及无关组(34 名)。均为右利手，裸视力或是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或色弱。 

2.2. 研究问卷及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成就动机量表(Achievement Motivation Scale，简称 AMS)作为启动材料。AMS 由

Gjesme 和 Nygard 在 1970 年编制，并由叶仁敏和挪威 Hagtvet 于 1988 年进行了中文版本修订[25]，该量

表包括 30 个题项，划分为追求成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 15 个题项．采用

李克特 4 点计分，成就动机的得分由追求成功的得分减去避免失败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成就动机

越高，反之，则成就动机越低。将被试随机分为三组：追求成功组、避免失败组和无关组，其中 AMS
量表中的追求成功动机量表启动追求成功目标；AMS 量表中的避免失败动机量表启动避免失败木匾；无

关组则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中与成功和失败无关的 15 道题目来作为控制材料[26]。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是成就目标启动分组(成功组、失败组、控制组)，因变量是内隐乐观

偏差值(IAT 测量的 d 值)。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范式(IAT)测量被试内隐乐观偏差效应。 

2.3. 数据处理方式和统计分析方法 

对内隐测量的结果，先将反应时大于 3000 ms 的以 3000 ms 计，小于 300 ms 的以 300 ms 计，对错误

按键反应不做处理。为了使结果便于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还对反应时作自然对数转换，之后求 d 值，

作为内隐乐观偏差的指标[22]。 
本研究所有数据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处理。采用相关样本 t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

析进行统计分析。 

2.4. 乐观偏差 IAT 的程序 

IAT 是一种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分类任务来测量两类词(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紧密

程度，继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测量的方法。 
采用 inquisit2.0 软件的进行内隐乐观偏差测试。本研究采用由陈瑞文，秦启文编制的内隐乐观偏差

研究范式中的概念词，其中自我词(我、自己、我的、本人、自己的、自个儿、俺、自身)和非我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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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他人、他的、别人的、人家的、其他人、外人)各 8 个。属性词则包括四字的积极短语词和四字的

消极短语词各 8 个，积极语包括：幸福婚姻、成功事业、富裕经济、良好人际、结交朋友、亲人健康、

晚年幸福、身体健康，消极短语包括：失散婚姻、受挫事业、经济拮据、人际矛盾、亲人去世、遭遇意

外、晚年孤寂、身患疾病[17]。 
乐观偏差的 IAT 程序见表 1，程序共分为 7 步：1) 呈现概念词的样例，要求被试尽快地进行辨别归

类，由系统记录反应时，在自我词–非我词 IAT 中，概念词为“自我词”或“非我词”，自我词样例如

我、自己、我的等，非我词样例如他、别人、他人等；2) 对属性词样例进行归类反应，属性词为积极事

件或消极事件，积极事件的样例如幸福婚姻、成功事业、富裕经济等，消极事件的样例如失散婚姻、受

挫事业、经济拮据等；3) 联结任务 1，要求被试对该概念词与属性词的联合作出反应，由于概念词和属

性词之间有两种可能的关系，相容的和不相容的，因此实验包括两种基本任务相容归类任务和不相容归

类任务。在相容归类任务中，被试的任务是把“自我词”和“积极事件”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反应键，

把“非我词”和“消极事件”归为另一类并按相同的反应键，不相容归类任务是把相容归类任务反转，

被试的任务是把“自我词”和消极事件归为一类并按相同键反应键，把“非我词”和“积极事件”归为

一类并按相同键反应键。在实验中，相容归类任务和不相容归类任务出现的顺序在被试间平衡，以消除

可能存在的顺序效应；4) 对联结任务 1 进行测试；5) 为了配合联结任务 2 的实施，交换左右键反应的内

容，再次要求被试对概念词样例进行反应；6) 联结任务 2，和联结任务 1 的反应内容正好相反；7) 对联

结任务 2 进行测试。 
 

Table 1. Example of the IAT test procedure 
表 1. IAT 测验程序示例 

组块 数量 功能 
反应 

左键 右键 

1 21 练习(初始概念词辨别) 非我词 自我词 

2 21 练习(联想属性词辨别) 积极事件 消极事件 

3 25 练习(初始联结任务 1) 积极 + 非我 消极 + 自我 

4 41 测验(初始联结任务 1) 积极 + 非我 消极 + 自我 

5 31 练习(相反属性词辨别) 自我词 非我词 

6 25 练习(相反联结任务 2) 积极 + 自我 消极 + 非我 

7 41 测验(相反联结任务 2) 积极 + 自我 消极 + 非我 

3. 结果 

由表 2 可知，大学生在相容任务上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不相容任务。当被试将自我词与积极事件，非

我词与消极事件归为一类时，即相容任务判断时，被试的反应时较短；当被试将自我词有消极事件，非

我词与积极事件归为一类时，即不相容任务判断时，被试的反应时较长。这一结果表明，大学生倾向于

将自我与积极事件联系在一起，而将他人与消极事件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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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response time between compatible and incompatible tasks of optimistic bias IAT (unit: ms) 
表 2. 乐观偏差 IAT 的相容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比较(单位：ms) 

任务类型 反应时(M ± SD) t p 

不相容任务 1158.10 ± 303.81 
11.305 0.000 

相容任务 868.52 ± 233.42 

 
由表 3 可知，本研究中的 d 值的均值为 1.11 (t = 12.148, p < 0.001)，将本研究中的被试与假定内隐乐

观偏差为 0 的大学生群体做差异检验，其中有 89.9%的被试的 d 值显著大于 0，这说明大学生存在显著的

乐观偏差效应。 
 

Table 3. Difference test for the implicit effect of optimistic bias (d value) 
表 3. 乐观偏差内隐效应(d 值)的差异检验 

M SD t p d 值大于 0 的频次和均值 

1.11 0.91 12.148 0.000 N = 89 (89.9%), M = 1.28 

 
由表 4 可知，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在性别、高低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上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即

男生的内隐乐观偏差和女生的内隐乐观偏差相差不大；高年级大学生的内隐乐观偏差与低年级的内隐乐

观偏差相差不大；独生子女的内隐乐观偏差与非独生子女的内隐乐观偏差相差不大。 
 

Table 4. Difference test of implicit optimism bias in gender, grade and whether it is an only child (M ± SD) 
表 4. 内隐乐观偏差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检验(M ± SD) 

  N d 值 t p 

性别 
男 32 1.22 ± 0.99 

0.844 0.401 
女 67 1.05 ± 0.86 

高低年级 
高年级 46 1.21 ± 0.76 

1.081 0.311 
低年级 53 1.02 ± 1.02 

是否独生子女 
是 51 1.09 ± 0.74 

−0.164 0.870 
否 48 1.12 ± 1.06 

 
由表 5 可知，大学生乐观偏差在成就目标启动组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成就目标启动对内隐乐观偏

差不存在显著影响，不同的目标启动组的内隐乐观偏差相差不大。 
 

Table 5. Difference test of implicit optimistic bias in achievement goal priming groups (M ± SD) 
表 5. 内隐乐观偏差在成就目标启动组上的差异检验(M ± SD) 

 d 值 F p 

成功组 1.02 ± 0.96 

0.241 0.786 失败组 1.14 ± 0.98 

无关组 1.16 ±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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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成就目标启动对内隐乐观偏差的影响，结果发现用不同启动材料作为启动目标对大学

生内隐乐观偏差的影响不大，三组启动目标下的内隐乐观偏差差异不显著，这表明成就目标启动并没有

给被试带来更多的内隐乐观偏差效应。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

目标启动并不会对内隐乐观偏差产生调节，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实验中的问卷未能有效地启动追求成功

和避免失败的目标。除此之外，用于启动的问卷材料题量过少，在填写过程中所能达到的启动效果有限。 
本研究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对大学生的内隐乐观偏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被试在相容归类任务上

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不相容归类任务，说明当被试把自我词与积极事件词或者非我词与消极事件词归为一

类，二者的联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相一致，换而言之，被试认为自我词和积极事件词或非我词和消极事

件词之间有着的联系紧密，此时的辨别归类任务与被试本身的内隐态度一致，表现为快速的自动化加工。

相反，把自我词与消极事件词或非我词与积极事件词归为一类，即不相容任务判断时，由于二者之间的

关系与被试的内隐态度不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缺乏紧密联系，就会导致被试认知冲突，此时的辨别归

类，被试需要进行更长时间的意识加工。这一结果说明，被试倾向于自动化地将自我与积极事件联系在

一起，而将他人与消极事件联系在一起，即大学生倾向于认为积极事件发生自己身上概率大于发生在别

人身上，消极事件则更容易发生在别人身上，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7] [8]。 
本研究在考察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的基础上，对大学生的内隐乐观偏差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是否存

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内隐乐观偏差在性别、高低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乐观偏差并不受到年龄、性别、教育或职业的影响相一致的[21]。大学生内隐乐观偏

差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乐观偏差的研究中，随着个人主义文化的变革，大学生群

体无论男女的自我中心主义程度提升，对自己的关注都更加明显，更加容易主张个人主义或自我主义[27]，
因而内隐联想测验上的反应时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实验中给出的积极事件和消极

事件比较宽泛，针对性不够强，因此男女的内隐乐观偏差差异不显著。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在高低年级

组上差异也不显著，一方面是可能是因为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发育成熟，高低年级组的内隐乐观偏差具有

一定的阶段稳定性[28]，高年级大学生与低年级大学生年龄差异不大，内隐乐观偏差相对稳定；另一方面

可能是因为高低年级组取样太少，内隐乐观偏差的 d 值相差不大。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在是否独生子女

上差异不显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取样太少，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学生独生

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所接受的教育差不多，对待积极事件的自我偏好具有相似性。 
本研究用内隐联想测验对大学生内隐乐观偏差进行考察，方法和结果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改进或验证。

首先，今后的研究还可采用其他方法(如 GNAT 和 EAST)进一步考察内隐层面的乐观偏差。其次，今后的

研究可考虑进一步精确化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在启动材料的选择上选择更加具有启动效果的问卷或实

验；最后，目前对于内隐乐观偏差的研究主要针对大学生，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选择不同的群体、种族

进行跨文化研究。 

5. 结论 

不同成就目标启动组之间的乐观偏差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大学生群体存在明显的内隐乐观偏差效

应；但在性别、高低年级组、是否独生子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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