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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知觉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对他人的感知而对其心理状态、行为动机、行为意向等进行推断的过

程，它主要包括对自己的知觉、对他人和对社会群体的知觉以及对事件的归因几个方面的内容。近年来，

研究者主要关注对他人面孔的社会知觉以及这种知觉在道德捐赠领域的作用。文章主要介绍了社会知觉

的概念的发展、影响因素、主要内容以及近期的一些研究进展。文章认为将社会知觉和社会事件联系起

来，将有利于调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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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percep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an individual infers his psychological state, behavioral mo-
tiva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hrough his perception of other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which mainly includes his perception of himself, his perception of others and social groups, and 
his attribution to event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focused on the social perception of 
other people’s faces and the role of this perception in the field of moral donation.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percept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main contents and som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linking social percep-
tion with social events will help to reconcile some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 life and have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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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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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喜欢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使其具有一定的意义[1]。同时，为了给

他人形成良好的印象，我们也经常对自我进行一定的印象管理。这些都是个体为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好

地与他人交往而出现的一些适应性行为。这种对自我的印象感知、对他人行为的推断以及对某些社会事

件的归因和解释都属于社会知觉(social perception)的范畴。而对于社会知觉这一具体的概念，前人将其定

义为是个体推测和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动机和意向的过程，包括某种程度上对他人人格的判断、推理、

归因以及分类[2]。也就是说社会知觉主要是以人为知觉主体，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这

种对社会性信息的感知和解释，会影响着个体的心理活动，调节个体的社会行为，对个体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影响[3]。 
本文从社会知觉的起源、维度、影响因素以及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面孔社会知觉等角度对社会知觉

的相关情况进行概述，不仅能够对社会知觉的研究现状进行一定的总结，同时，还可以帮助人们在日常

的人际交往中，对自己如何进行印象管理才能更有效地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方面，社会知觉的两个基本维度可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如具有何种特质的人或情境更容易

产生合作行为、人们更愿意选择什么样的医院和医生[4]，研究社会知觉对人们更高质量的生存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5] [6]。另一方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对社会知觉的研究也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际冲突

和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如社交自我知觉可以显著预测个体一年之后的孤独感水平[7]，其还可

以通过拒绝敏感性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8]，了解社会知觉的影响可能也有助于为某些情绪情感障碍背后

形成的原因提供新的解释角度。 

2. 社会知觉 

2.1. 社会知觉的起源和发展 

社会知觉这一概念最初是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J. S. Bruner) 1947 年在《价值与需要是知觉中有组织

的事实》一文中提出来的[9]，是指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对他人(某个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

意向做出推断和判断的过程。后来因为研究的主体主要是人，有研究者将其等同为人际知觉(Interpersonal 
Perception)的概念。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相关知识的不断渗透，社会

知觉的概念逐渐被“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ve)”的概念所取代。随后，社会认知逐渐成为社会心理学中

的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由它的发展脉络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以往研究的过程当中，社会知觉这个概念

和人际知觉、社会认知等概念有着一定的联系。它在传统的对物知觉的基础上更看重于人们的主观情感

成分，强调知觉对象和知觉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对知觉对象的解释是知觉主体、知觉对象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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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0]。 

2.2. 社会知觉的维度 

无论是那种归纳社会知觉内容的方式，我们发现，其知觉对象都和人这个社会性群体有关。而无论

是知觉个人还是知觉群体，大量的研究都表明，在知觉的过程中存在两个知觉的基本维度，其中一个是

热情(warmth)维度，另一个是能力(competence)维度，有研究者将其称为社会知觉的“大二”模型(Big Two) 
[11]。该模型是在刻板印象的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管健等人(2011)
证实了 SCM 模型的两个维度在中国文化下的普适性[12]。热情维度是对意图的感知，代表着可信任、温

暖等特质；能力维度是对实现这种意图的感知，代表着支配性、有效率能特质[13] [14]。人们通常在这两

个维度上对他人进行知觉评价。关于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前人研究并没有明确的定论。作为两个独

立的维度，能力和热情应该呈现出一种正交的关系，但是许多研究发现刻板印象大部分都是高能力低热

情或高热情低能力的负向组合[15]，二者之间的关系会受到社会阶层等因素的调节[16]，这两个基本维度

解释力对日常社会行为知觉中 82%的变异。此外，在社会知觉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发现了知觉优先性效

应。因为从进化角度来看，良好的群际社会关系对人们有着重要的适应性意义，而热情对良好关系的促

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能对热情的知觉比对能力的知觉更重要[17]。也有研究者指出个体在知觉

自我时更看重热情维度，知觉他人时更看重能力维度[11]。因此，我们在对他人产生社会知觉时，在基本

的热情和能力维度的基础之上，还受到文化背景、种族、社会情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3. 社会知觉的影响因素 

社会知觉的主体是人，知觉对象也是人，所以人们的社会知觉难免会受到知觉主体、知觉对象以及

知觉情境的影响。首先知觉者本身的归因风格、情绪状态等会对信息加工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丁如

一等人(2014)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归因风格可以显著预测未来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归因风格越乐

观，预测积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18]。心境一致性模型认为，当人们处于某一种状态时，就会倾向

于选择和加工与自己这种情绪状态相一致的信息。其次，知觉对象的外表、注视方向表情等也会对社会

知觉产生影响。人们能依据陌生对象的面孔判断其可信性、支配性、热情、能力等多种特质[19]，如相比

于斜视的发言者，我们会认为知觉到的目光直视的发言者的言论的可信性会更高[20]。知觉情境在其中也

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认知情境的理解能够转换到认知对象身上，我们的社会知觉是知觉主体、

知觉对象和知觉情境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3. 社会知觉的主要内容 

社会知觉涉及到人们心理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前人主要有这两种归纳社会知觉内容的方式。其中一

种认为社会知觉包括对自我的知觉、对他人的知觉、对群体的知觉以及对事件的归因四个方面[8]。对自

我知觉是通过他人对自己的态度的评价、自己的活动表现与成功以及与他人进行比较而获得的；对他人

的知觉和群体的知觉可以概括为对自我、他人和交往情境的综合性的判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觉察

以及对人们所表现的角色行为的觉知；对事件的归因是指对社会事件因果关系的知觉与解释[21]。另一种

是将社会知觉划分为对他人表情的知觉和对他人行为方式的知觉。这种分类方式是通过对他人外部表情

和外部行为方式的观察来推断其内心的心理活动，对他人的感知是在其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动作的基础

之上进行的[10]。近年来关于面部表情对人们感知的影响的研究也非常多，面孔是个体表达情绪、传递信

息和认知他人的重要途径和窗口[22]，对他人面孔表情的知觉偏差可能会给个体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 
以第一种归纳方式的内容再进行细化，对自我的知觉又包括自我概念和自尊两个方面。对自我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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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通常能够使个体去保持自己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个体自身对经验的解释，甚至可以决定个体的行为方

式和心理健康水平。Harter (1982)等人多以年龄较小的学龄前和学龄期儿童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自我觉知

能力的发展，并且发现自我觉知能力在整个童年期的发展呈现出一种 U 型趋势[23] [24]。研究者在自我

知觉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交自我知觉的概念，它是指儿童对自己是否被同伴所接纳和喜欢的觉知[23] [25]，
对自己社交状况的主观评价，它和人们的负性情绪密切相关。如我国学者周宗奎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社

交自我知觉可以显著预测个体一年后的孤独感程度[26]。良好的自我知觉可以消除恐惧唤起，增进身心健

康和社会适应，个体对自身进行积极的自我知觉是十分必要的。 
对他人的知觉主要是指对人际关系的知觉方面。人际知觉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是选择信息

的阶段，在此阶段个体对环境中的信息进行选择，这一阶段会受到个体兴趣、期待等因素的影响。其次

是组织信息的阶段，最后对所选择的信息去进行解释[27]。印象形成过程中的首因效应、近因效应、晕轮

效应等都属于人际知觉的范畴。 
对群体的知觉是指对群体特征的感知，研究者较为关注的是群体知觉偏差，也即刻板印象。对群体

的刻板印象化能够有效降低印象形成过程中对知觉主体的认知资源的要求，使人们的认知活动非常具有

效率性，但是它也可能导致偏见或歧视，如可能会产生刻板印象威胁，这就可能会使知觉群体内的成员

在特定的情境下，由于担心有人会依据这种刻板印象来评价自己、担心自己的表现会验证这种刻板印象

而产生的一种威胁感，从而可能会使其表现的更差劲[15] [28]。因此，公正、客观地去感知一个群体对于

维持良好的群际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知觉还有一方面的内容是对社会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推理与判断。归因是指知觉主体根据被知

觉者的外在行为去推断其内部心理状态的过程。归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外因和内因。外因主要指个体

自身以外的因素，比如环境因素、他人影响等；而内因是指个体本身具有的品性或特征，比如人格、情

绪、心境状态等等[10]。关于归因的理论，主要有海德的通俗心理学提出的内外因归因方式发展到琼斯和

戴维斯的对应推论理论，他们把他人的行为看作是稳定特质的体现。此外，凯利在内外因的基础之上提

出我们在进行归因时要注意一致性、一惯性和特异性这三个要素。只有这三个要素水平得分均很高，才

可以将事件发生的因素归结为知觉对象本身。通过合理归因我们才可以对社会事件做出合理解释。 

4. 社会知觉的研究热点 

4.1. 面孔社会知觉 

在社会知觉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面孔社会知觉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会不自觉地

根据他人的面部信息对其人格特质进行一定的推断[29]，也即我们生活中常说的“以貌取人”。面孔表情

在人们的生存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适应作用，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健康状态、社

会经济地位等重要社会信息[30]，研究发现出生 7 个月左右的婴儿就能够对人类的面孔做出比较可靠的社

会知觉[31]。 
面孔社会知觉的主要线索是人们的面部表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的面孔表情主要是高兴面孔

和中性面孔[32]。一般来说高兴面孔通常会让知觉者觉得知觉对象更热情、更可靠且攻击性更低，尤其是

微笑表情会增加面值，使知觉者对知觉对象产生一种晕轮效应[33]。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高兴面孔都会带给

人们更善于交际的知觉印象，有时“不恰当”的笑容可能会给知觉对象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有研究

发现相比于微笑，露齿笑会带给人们更加平易近人的印象，但是同时它也可能是能力不足的线索，可能

提示个体没有改变当前环境和状态的动力，从而让人觉得知觉对象没有这么可靠[34] [35]。 
相比于高兴面孔，负性面孔会让知觉者认为知觉对象没有这么友好[36]，如愤怒面孔通常会让知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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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对方很强势[37]，而悲伤和恐惧面孔会被知觉并推断为知觉对象拥有软弱、无能等特质[35]。但有时

愤怒面孔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有益影响。如在面试场景中提及自己的失败经历时，愤怒面孔往往比悲伤

面孔会被知觉为更有能力。尤其是中等强度的愤怒程度，相比于其他程度的愤怒，它会被知觉为能力水

平最高[35]。 

4.2. 社会知觉对道德捐助的影响 

人们对他人进行知觉的两个基本维度是能力和热情。有研究者发现在公益捐赠领域，对劝捐者的社

会知觉会影响到捐赠主体的行为[38]。具体表现为，当知觉对象是温暖型个体时，我们采用个体人道诉求

的方式对知觉主体进行全捐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而当知觉对象是能力型个体时，则需要采用群体诉求方

式，这是对劝捐者的感知以及劝捐方式会影响个体的捐助效果。除此之外，对需要帮助个体的直接感知

对知觉者的捐助行为也会产生影响。王寒等人(2020)的研究发现，能力感知会负向预测捐赠决策，也就是

说，受捐者的能力越低，知觉主体对其实施捐赠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39]。个体对他人的社会知觉会受到

知觉主体的社会阶层身份的调节[16]，在描述自我时，低社会阶层的人更看重与温暖相关的个人特质，而

高社会阶层的人会更看重与能力相关的个人特质，这对我们在解决一些社会道德问题时也具有一定的启

示。把握好社会知觉的一些规律和特点，更有利于我们去解决人们在社会事件中可能出现的冲突。 

5. 小结和展望 

随着社会知觉领域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知觉概念的发展，目前，研究者较为关注的是人际知

觉、面孔社会知觉这些延伸出的方面。未来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去进行拓展。 
首先，从对他人的社会知觉中去推断他人的人格特质，前人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热情、能力、可信性

等方面[40]，较为关注的都是人们所拥有的积极特质方面，未来可以在社会知觉的能力和热情两个基本维

度的基础之上去探索社会知觉对其他人格特质的感知的影响。此外，在面孔社会知觉方面，大多数研究

都关注的是个体的真正的表情，且在正性情绪方面较为关注的是微笑、高兴面孔，在负性情绪方面关注

较多的是让人感知到高支配性的愤怒面孔，情绪类型众多复杂，未来可以关注其他种类表情的研究。有

研究者发现人们对负性情绪有关的人格特质的推理较差，未来可以关注正性和负性情绪对人格特质推断

的差异性。微表情和伪表情的研究也是未来可以进行进一步探索的方向。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人们有

时做出的表情并不是出于内心，微表情发生时使用的肌肉，不能被人们自动的抑制，尽管人们会尽最大

地努力抑制或隐藏自己的反应，但是面部仍然会显示出微妙的线索[41]。有时微表情被知觉主体识别出来，

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对微表情和伪表情的社会知觉也是未来可以探索的一个领域。最后，

可以将社会知觉与一些常见的社会事件联系起来，如与社会排斥领域的研究的结合。社会排斥贯穿于人

们发展的整个阶段，前人只探讨过个体作为社会排斥的旁观者，对排斥主体的排斥行为的接受度的影响

[14]，结果发现，旁观者更不能接受低能力排斥者的排斥行为。影响个体被社会排斥的因素有很多，对知

觉对象人格特质的感知是否会影响到他人的排斥行为是未来我们可以去探索的一个方面。将社会知觉与

社会事件联系起来，将有利于调和与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对社会的良好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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