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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特殊教育不断向两端延伸，高等特殊教育蓬勃发展起来。融合教育是当下教育发展的主流，在高等特

殊教育中亦如此。在融合环境中普通学生对残障学生的态度影响着高等融合教育的质量，故本研究以融合

高校中的98名普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直接的问卷调查和间接的内隐联想测验分别考察了其对残障大

学生的外显和内隐刻板印象。结果显示：1) 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持有刻板印象，包括外显和内隐层面；

2) 普通大学生所持的外显刻板印象呈积极和消极性共存的特点；而所持的内隐刻板印象的特点是消极的；

3) 是否为特殊教育专业同时影响着普通大学生所持的外显和内隐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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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special education extends to both ends,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is developing vigorously. The 
mainstream of curren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s inclusive education, which is also the same in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In the inclusive environment, the attitude of ordinary students towards 
disabled students affects the quality of higher inclusive educ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98 
ordinary college students in integrated colle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espectively investi-
gates their overt and covert stereotype impressions of disabled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direc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irect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Ordinary 
college students have stereotype impressions of disabled students, including both overt and co-
vert aspects; 2) The overt stereotype impressions held by ordinary college students are characte-
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while the covert stereotype impressions held by 
ordinary college students are characterized by negative; 3) Whether it is a special education major 
also affects the overt and covert stereotype impressions held by ordinary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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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特殊教育不断向两端延伸，高等特殊教育蓬勃发展

起来[1]。我国高等特殊教育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为残障学生专门设立的特殊教育高等院校或

招收残障学生的系(专业)；第二，通过高考自行考入普通高等院校；第三，通过国家认可的业大、电大、

函授、自考等方式学习高等教育课程，经考核成绩合格者，取得大学专科或本科的学历[2]。本研究关注

的是第一种形式。虽然残障学生获得的教育机会在不断扩大，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残障学生高等教育

的问题，残障学生的障碍不在于他们身心发展的缺陷，而是社会认定的残障者与健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可能不利于残障者[3]，以及健全者对待残障者的态度。由此可知关注高校中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的态

度有一定的必要性。 
广义上来说，残障大学生(Disabled College Students)是指身心发展缺陷的大学生，包括听力障碍、视

力障碍、肢体残障以及智力障碍和多重障碍等多种类型。但现阶段，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多数是盲、

聋、哑和肢残的学生。刻板印象(Stereotype)一词由美国记者 W. Lippmann 于 1922 年在其所出版的“公共

舆论”首次提出[4]。描述了个体在生活中常用的一种简化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帮助个体简化地在复杂而

庞大的真实环境中开展行动，故而 Lippmann 将这一简化机制比喻为个体“头脑中的图像”(The Picture in 
Our Heads)后用印刷业中术语“铅板”(Stereotype)来称呼这种头脑中的图像，这一词后被沿用，在心理学

中这一英语词汇被专门翻译为“刻板印象”。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刻板印象指社会上对于某一类事

物持有的较为固定的观点[5]。而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刻板印象可以定义为“一种涉及知觉者的关

于某个人类群体的知识、观念与期望的认知结构”[6]。是将某群体成员的概括化，认为群体中的每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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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均具有相同的特质，而忽略了群体内实际的的个体差异[7]，有“以偏概全”的特点。 
本研究通过直接测量法考察残障大学生的外显刻板印象，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来测量残障大学生的内隐刻板印象，并结合 IEC 法考察刻板印象在外显和内隐水平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选取融合环境云南 T 校中的普通大学生 115 人，所有被试均熟悉计算机操作，

此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所有人都参与了问卷填写，回收 98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 85.3%)。其中 75 人参

与了内隐联想测验，筛选出 4 份无效数据之后，有效被试数量为 71 名。被试人口学信息变量见表 1。 
 
Table 1. Table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all participants 
表 1. 被试人口学变量情况表 

 
问卷调查 内隐联想测验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总人数 98 100 71 100 

性别 
男 14 14.3 9 12.7 

女 84 85.7 62 87.3 

生源地 
城市 8 8.2 4 5.6 

农村 90 91.8 67 94.4 

是否特教专业 
特教 62 63.3 42 59.2 

非特教 36 36.7 29 40.8 

接触残障人群的

频率 

没有接触过 3 3.1 2 2.8 

偶尔几次 42 42.9 34 47.9 

较多次 14 14.3 12 16.9 

多次 19 19.4 11 15.5 

一直接触 20 20.4 12 16.9 

残障学生朋友人

数 

0 个 16 16.3 14 19.7 

1~2 个 36 36.7 25 35.2 

3~5 个 19 19.4 16 22.5 

5 个以上 27 27.5 16 22.5 

2.2. 问卷调查：测量外显刻板印象 

本研究引用王丽凤的《普校教师对残障学生的刻板印象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见附录)。由于该问卷仅

涉及受测者对于残障学生的态度，所以施测对象同样适用于普通大学生。该问卷按李克特 7 级等级量表

的标准编制而成，分为生活态度、个人特质、社会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四个维度。编制完成后研究者抽取了

150 名在校教师进行测验，结果显示：该问卷的内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分半信度为 0.72 [8]，
证明该问卷有较好的信度。分数越低，表明评价越积极，分数越高则表明评价越消极，4 则代表中立。

问卷在教室中施测，主试告知被试指导语，确保被试明确问卷的目的以及如何填写后，被试填写并提交

问卷。回收问卷后，将有效数据转入 SPSS26.0 中，转入时已将 3 项消极形容词前置的项目得分进行了反

向计分转换，之后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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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隐刻板联想测验：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内隐刻板印象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使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来考察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内隐刻板印象。

IAT 测验需要满足的前提是被试能够正确完成刺激图片和属性词的分类任务，以及熟悉电脑按键操作。

本研究采用的残障学生图片主要包括视力障碍和肢体障碍，由于这两类障碍的同学较容易进行图片判断，

完成分类任务。实验程序正式测验部分由两个 IAT 构成，第一个测验考察的是被试在内隐层面对残障学

生的积极刻板印象是否存在，第二个测验考察消极刻板印象。两个测验中的图片材料相同，本研究 IAT
中的反应项目包括图片和属性词。所有图片统一为黑白两色，以白色为背景。图片包括正常学生和残障

学生两类。属性词测试材料引用王丽凤研究中用于 IAT 程序的 24 个词汇，选自该研究者调查问卷研究中

评分最高和最低的 6 个项目。 
使用 E-Prime2.0 软件编写残障学生刻板印象 IAT 测验程序，实验设计见表 2。为了两个分测验和两种

任务类型可能带来的顺序效应，随机将被试分为两部分，一半被试先完成积极刻板印象分测验再完成消极

刻板印象分测验，另一半则相反。同理，一半被试先进行相容关系任务后进行不相容关系任务，另一半则

相反。正式测验中，积极和消极刻板印象测验都包含 7 个组块[9]。在每个组块中，会先呈现对应任务的指

导语。在练习部分，当被试反应错误时，屏幕中会出现“错误”报错。每个试次间隔 400 毫秒。反应项目

包括图片和属性词，均呈现在屏幕正中央，两者交替呈现。每个试次用到的类别标签会分别呈现在页面左

上角与右上角。测验中所有试次的有效按键均为 F、J 和空格键。F 键代表将屏幕中央的反应项目列入屏幕

左上角的类别标签，J 键则代表将反应项目归入右上角的类别标签，空格键主要用于切换不同试次的页面。 
 
Table 2. Block design of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表 2. 内隐联想测验的组块设计 

组块 任务描述 功能 试次 F 键反应项目 J 键反应项目 

1 图片辨别 练习 20 正常学生 残障学生 

2 属性词辨别 练习 20 褒义词 贬义词 

3 相容关系任务 练习 20 正常学生 + 褒义词 残障学生 + 贬义词 

4 相容关系任务 测试 40 正常学生 + 褒义词 残障学生 + 贬义词 

5 靶目标反转辨认 练习 40 残障学生 正常学生 

6 不相容关系任务 练习 20 残障学生 + 褒义词 正常学生 + 贬义词 

7 不相容关系任务 测试 40 残障学生 + 褒义词 正常学生 + 贬义词 

2.4. 数据分析 

将所有被试 IAT 数据导入 SPSS26.0 软件中后，对数据进行有效性筛选。根据 Greenwald 等研究者提

出的 IAT 数据的选取要求对数据进行筛选：1) 分别选取两个 IAT 程序中相容和不相同任务组块的数据；

2) 删去极端数据，即反应时小于 300 毫秒或大于 10000 毫秒；3) 正确率低于 75%的被试视为无效[10]。
筛选后得到 71 个有效数据，对之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 

除反应时外，内隐联想测验效应值(D Measure)也是 IAT 的有效指标[11]。其计算方法为：将相容和

不相容关系任务的反应时均值作差，再用差值除以两个任务中反应时的公共标准差(Inclusive Standard 
Deviation)。 

为考察内隐和外显刻板印象的结构关系，选取同时完成了问卷和 IAT 程序的 71 名被试，进行 IEC 
(Implicit-Explicit Correspondence)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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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残障学生外显刻板印象存在性及特点 

在本研究中，调查问卷的内在一致性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为考察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大学生的

外显刻板印象的存在性和特征，对问卷的总分进行了计算并分析，见表 3。基于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被

试评价残障学生的问卷总分均值显著高于正常学生，p < 0.001。基于此可知，相比正常学生，被试对残

障学生的评价更为消极。 
为考察相关因素对残障学生外显刻板印象的影响，以残障学生问卷总分为因变量，对被试是否为特

殊教育专业此因素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将被试接触残障学生频率和在学校中拥有残障学生朋友几个因

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1) 被试在接触频率 F(4, 93) = 0.88，p = 0.48 > 0.05；接触渠道 F(4, 93) 
= 0.81，p = 0.52 > 0.05；残障朋友数 F(3, 94) = 1.97，p = 0.12 > 0.05 这五个因素上对残障学生的问卷总分

均无显著影响；2) 被试在是否为特教专业 t(96) = 2.00，p = 0.04 < 0.05 这个因素上对残障学生的问卷总

分产生显著影响。上述结果表明被试对残障学生的整体评价只受是否为特教专业此因素显著影响。 
 
Table 3.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otal scores of disabled students and normal students 
表 3. 被试对残障学生和正常学生的问卷总分均值及标准差 

评价对象 问卷总分(M ± SD) t 值 

残障学生 103.40 ± 15.33 13.078*** 

正常学生 74.82 ± 16.38  

注：*指 p < 0.05，**指 p < 0.01，***指 p < 0.001。 

3.2. 残障学生内隐刻板印象存在性及特点 

以测验部分(积极/消极刻板印象测验)和任务类型(相容/不相容关系任务)为被试内变量对被试的任务

反应时作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1) 测验部分的主效应显著，F(1, 70) = 15.49，p < 0.001；2) 任
务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70) = 236.09，p < 0.001；3) 测验部分和任务类型的交互效应显著，F(1, 70) = 
6.53，p < 0.05。鉴于交互效应显著，进一步将测验部分与任务类型间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在积

极和消极刻板印象测验中，被试在相容(p < 0.05)与不相容任务(p < 0.001)水平上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

在不相容任务中及其显著；同样，在两种任务类型中，被试在积极和消极刻板印象测验中均存在显著的

差异，p < 0.001。综上可知，在整个测验中，被试对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都显著地高于相容任务。并且，

被试在不相容任务中，消极刻板印象测验的反应时显著地高于积极刻板印象测验。 
接着，对被试的 IAT 效应 D 值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 积极 IAT 效应 D 值显著大于 0，t = 

7.36，p < 0.001；消极 IAT 效应 D 值显著大于 0，t = 12.92，p < 0.001。这一结果说明积极和消极刻板印

象测验中均存在显著的 IAT 效应，普通大学生被试在两部分测验中均偏好将残障学生与贬义属性词反应

项目练习在一起。2) 效应 D 值的大小代表着 IAT 效应的强度[12]，参考 Greenwald 的效应 D 值强度评价

标准：在 0.15~0.35 间表示轻微强度；在 0.35~0.65 间表示中等强度，在 0.65 以上代表强烈强度。本研究

中，积极(D = 0.49)和消极(D = 0.68)刻板印象测验都均有较强的 IAT 效应。3) 对积极和消极测验的效应

D 值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存在显著差异，t = 2.36，p < 0.05。结果表明积极刻板印象测验的 IAT
效应显著低于消极刻板印象测验。 

为探讨 IAT 效应的相关影响因素，以测验部分(积极/消极刻板印象测验)为被试内变量，以被试是否

为特教专业、接触残障学生频率和在学校中拥有残障学生朋友为被试间变量，对效应 D 值作重复测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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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分析，得出：1) 测验部分主效应不显著，F(1, 70) = 1.45，p > 0.05；2) 被试间变量中，接触频率 F(3, 70) 
= 0.84，p > 0.05，接触渠道 F(3, 70) = 0.45，p > 0.05，拥有残障学生朋友人数 F(3, 70) = 0.21，p > 0.05 和

是否特殊教育专业，F(1, 70) = 1.50, p > 0.05 四个变量的主效应均不显著。3) 被试内变量测验部分和所有

被试间变量间均不存在显著交互效应。综上，接触频率、接触渠道和拥有残障学生朋友人数均不影响内

隐联想测验结果；而是否为特殊教育专业这一变量对内隐联想测验结果产生明显的影响。 

3.3. 外显、内隐刻板印象的结构关系(IEC) 

对同时参与问卷调查和 IAT 测验的 71 名被试的调查问卷总分和积极、消极刻板印象测验效应值作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刻板印象内隐联想测验效应 D 值与残障学生刻板印象问卷总分之间存在显著相

关关系，r = 0.41，p < 0.01；而在消极刻板印象测验效应 D 值与残障学生刻板印象总分之间则未显示显

著相关关系，r = −0.05，p > 0.05。这表明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大学生的内隐刻板印象和外显刻板印象之间

可能存在一定的结构关系。 

4. 讨论 

4.1. 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刻板印象的存在性和特点探讨 

在外显层面上，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测量普通大学生的外线刻板印象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被试

对残障学生的在问卷调查中的评价与正常学生显著差异，即存在外显刻板印象。在内隐层面上，本研究

采用 IAT 程序考察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的内隐刻板印象，结果显示被试对残障学生同样普遍存在内隐

刻板印象，这与已有相关研究结果相符[8] [13] [14]。综上，在融合环境中的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的刻

板印象在外显和内隐层面上都是普遍存在的。即便处于融合环境中，残障学生的社会弱势地位仍决定了

其不可能与同处一个校园的普通大学生归属于同一个群体，并且不可避免地对他们持有特定的刻板印

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结果也显示普通大学生在外显层面中持有积极的刻板印象，诸如“坚强”、

“老实”这样的评价。这说明在大学生严重残障学生是身残志坚的，诸如此类的积极刻板印象可能与社

会中对残障群体的正面宣传有一定关系。如今，公众目光日益开始关注残障群体。媒体宣传力度的增大

为普通大众看待残障群体的观点带来了双面的影响。一方面，面对社会大众，关于残障人士的积极报道

和宣传数量日益增加[15]。在这些宣传中，有关残障人士身残志坚精神的报道居多[16]，这些报道形成了

社会期许(Social Desirability)，即社会要求其成员以被社会认可的方式行动[17]。因此，为顺应这些社会

期许，大学生在报告其对残障大学生的评价时赋予他们了相应宣传内容的积极特质。但与此同时，大量

的报道也使得残障群体的弱势地位深入人心，为该群体附上标签。基于残障弱势的标签，社会大众也更

容易主观地将残障群体与消极评价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被试对残障学生刻板印象的消极性也与外群

体贬抑有关(Out-Group Derogation)，由于普通大学生对于残障学生弱势地位的内化，他们将残障学生视

为外群体成员。残障学生作为外群体被贬抑，故而赋予他们消极的刻板印象。与外群体贬抑相对应的内

群体偏好(In-Group Bias)，群体内成员通过赋予残障学生消极刻板印象，降低威胁性和巩固社会优势地位。 

4.2. 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刻板印象影响因素 

考虑到刻板印象可能会受到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分别探讨了接触频率、接触渠道、拥

有残障学生朋友人数和是否特教专业几个相关变量是否会对刻板印象产生影响。对于内隐刻板印象，由

于其表达属于个体的内部机制，是个体无法自省、自动化的反应，加之已有研究已证实 IAT 是自控能力

较好的内隐测量方法[18]，因此内隐刻板印象不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这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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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外显层面上，仅有是否为特教专业这一因素对外显刻板印象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

相符合。有研究者在探讨师范生对残疾人刻板印象的研究中提出对师范生进行特殊教育培训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师范生对残疾人外显层面上的固着观念[13]。由此可知特殊教育相关知识的学习能够改善普通

大学生对残障学生的刻板印象，促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更正确的观点去看待同处一个校园的残障学生，以

此使得高等融合教育实现真正的融合。因此，为更好地保障高等融合教育地有效开展，向在校的普通大

学生提供特殊教育培训是有必要的。除此之外，其余因素均不影响被试的外显刻板印象。 

4.3. 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大学生外显和内隐刻板印象的结构关系 

最后，本研究还运用了 IEC 分析法探讨了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的刻板印象之间的结构关系，其结

果发现，被试对残障学生的外显刻板印象和内隐积极刻板印象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而和内隐消极刻板印

象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相关。这与我国大多数研究者结果不符[8] [13]。过往研究中内隐与外显刻板印象间

弱相关的结果也有可能受抽样偏差或测量方法等因素的影响。的确有研究者曾提出质疑，认为广为流传

的内隐和外显刻板印象之间完全分离的这个观点有待考证[19]，内隐和外显之间的结构关系可能会受到许

多因素的影响。就本研究结果看，相比外显与内隐消极刻板印象之间的相关，外显与内隐积极刻板印象

之间的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因素对内隐和外显间相关关系的影

响。即当被试不在意自己是否会表露出消极的(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不符)的评价时，内隐与外显之间的相关

关系会更加显著。除此之外，内在因素同样可能导致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不同。不同于过往研究的非

融合环境中的普通大学生，本研究中的被试相比之下对残障学生有更多的了解和接触。对于更为熟悉的

对象，内隐与外显之间的相关关系往往会更加显著。综上，在心理结构上，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外显

和内隐刻板印象不是绝对的完全分离关系，而影响这个结果的因素有待进一步考察。 
当个体感知到消极刻板印象后，害怕自己印证消极的刻板印象，就会产生消极体验过程，此为刻板

印象威胁效应(Stereotype Threat)。由 Aronson 和 Steele 基于学习成绩中存在的种族差异研究提出[20]。后

其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为当个体或群体感知到情境中有关所属群体消极刻板印象存在时，由于担心和焦虑

反而会验证自己或所属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的这一过程[21]。已有研究表明，当刻板印象威胁出现时，会

导致学生的成就动机水平下降，回避失败动机水平增加[22]，这会对学生的学业甚至是心理健康带来消极

的影响。除了刻板印象威胁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外，刻板印象还可能会带来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问题，偏见和歧视，自我刻板印象(Self-Stereotype)等问题。这些问题均会阻碍高等融合教育的

发展进程，可见消除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学生的消极刻板印象十分必要。 

5. 结论 

普通大学生对残障大学生在外显和内隐层面上均持有刻板印象。并且，是否为特殊教育专业这一变

量对普通大学生所持的外显和内隐刻板印象均有明显的影响。根据 IEC 分析结果，本研究中普通大学生

对残障大学生所持的外显和内隐积极刻板印象间存在一定的相关，而外显和内隐消极刻板印象间不存在

显著相关。 
综上可知，是否为特殊教育专业这一变量显著的影响着被试的外显刻板印象，且特殊教育专业学生

的刻板印象显著地表现为更加积极。可见，特殊教育的相关知识可以丰富大学生对残障学生的正确认识，

从而改变其原有的固执且片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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