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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理环境会给人带来一系列的影响，秩序感知赋予了环境意义。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受到物理环境秩

序的干扰，物理环境秩序的研究给环境心理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对道德行为和创造力等有一定的影响。

文章回顾了物理环境秩序研究的相关理论及不同的研究者从秩序的不同角度对个体行为和心理所进行的

探讨，指出了研究的意义和矛盾之处，并做出了后续研究的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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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will bring a series of effects to people, and the perception of order gives 
meaning to the environment. We are often disturbed by order in social life, and the study of order 
has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which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moral be-
havior and creativit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the study of physical environ-
ment order and the discussions of different researchers o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order, points out the significance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re-
search, and makes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follow-up research.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249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2493
http://www.hanspub.org


郭蕾 
 

 

DOI: 10.12677/ap.2022.1212493 4081 心理学进展 
 

Keywords 
Physical Environment, Order, Broken Window Theory, Random World Theor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物理环境影响着个体和周围人的行为，而处在环境中的个体也会创造和改变周围的环境。这里的环

境指围绕主体的自然环境要素，即个体周围所在的条件。当个体知觉某一环境时，涉及的认知过程也包

括个体在这一环境中所能做的，以及个体的视觉、听觉和其他意向。物理环境即围绕在个体或集体周围

的物理或地理环境，它按人类干预程度大小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苏彦捷，2016)。秩序的原意是

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是“无序”的相对面。 
近年来环境心理学得到了心理学家和环境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关注，物理环境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

式来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对个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成为了很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个体在不同的物理

秩序中感觉思考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与后果。例如，在无序的环境下回感到没

有控制感和无力感，会感到苦恼和不安全感，随着这些心理状态可能导致更加无序的行为。无序的环境

总是和无序行为相联系，在无序环境下可能会有更多的犯规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人们会更倾向于做出反

社会行为，减少利他行为。 
环境的意义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一种心理的存在。人的认知活动有不同的水平和形式，以及

不同的认知方式。人类独有的认知方式是逻辑思维，形象性思维，个体对于环境的意象最重要的不是环

境的样貌，而是其意义。仅仅有感知觉的活动是不会理解意义的，人类的心理活动赋予了环境意义。研

究无序的环境下会对人类所产生的心理活动的改变，了解其机制可以让人类更好的塑造环境秩序。无序

和有序的环境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慢慢的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商店摆放物品

的秩序会影响顾客的购买欲望)。通过对无序和有序的环境研究能够更好的促进个体的行为规范，促进社

会生活的合理发展。 

2. 秩序的理论基础 

物理环境秩序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破窗理论来展开的，随后又有研究者提出随机世界理论，许多研

究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2.1. 破窗理论 

威尔逊和凯林(Wilson & Kelling, 1982)在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破窗”—警

察与邻里安全》的文章，首次提出了“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该文以“破窗”为比喻，

形象地说明了无序的环境与某些犯罪之间的关系。即：如果一个公共建筑物的一扇窗户损坏了并且没有

及时得到修理，很快该建筑物的其他窗户也会被损坏；因为坏的窗户表明没有人关心它，那么损坏其他

更多的窗户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所以公共场所或邻里街区中的乱扔垃圾、乱涂乱画、打架斗殴、

聚众酗酒、强行乞讨等这些较小的无序和破窗一样，如果得不到及时整治，就会增加那里的人们对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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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惧、导致社会控制力的削弱，从而引起更加严重的无序甚至犯罪；而如果警察和社区能够积极地干

预这些可能诱发犯罪的无序环境，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预防和减少无序的累积和某些犯罪的发生(李本森，

2010)。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多(Zimbardo, 1969)进行了一项试验，他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

其中的一辆摆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停在布朗克斯的

那一辆，他把车牌摘掉了，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这辆车一天之内就给人偷走了，而放在帕罗阿尔托的

那一辆，摆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

个小时，它就不见了。这项实验还显示对车进行破坏的是衣着得体的人。证明了非正常行为与特定的诱

导性环境之间是相联系的。 
破窗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

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

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破窗理论支持了无序环境会滋生不道德行为

的说法。“环境早就脏了，我扔的这点儿垃圾根本起不到关键性作用。”不少人会这样辩解道。其实，

人和环境之间是互动的，环境的好坏是人的行为的体现。我们许多人抱怨环境恶劣，可是却很少反思自

己的言谈举止。不少人盯着社会的阴暗面，结果自己的心灵也变得狭隘和阴暗，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社

会上的一扇“破窗”。所以我们有必要研究无序环境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促进社会规范。 

2.2. 随机世界理论 

随机世界理论是从认知的角度去探讨无序感知。无序感知解释世界状况处于非图案和非相干的位置，

相反，感知秩序是解释的世界状况是在图案和协调一致的立场，这些广泛的定义可以用于所有生命或无

生命的事情(即所有事情在心理的“块”中可以表示)，并因此可同时应用于纯粹的物理无序(例如对象随

机散落在计算机屏幕上)和社会的无序(如乱抛垃圾、犯罪)。关键的要求是刺激作为非图案和非相干的块

进行处理(Kotabe et al., 2014)。随机世界理论认为世界是随机的，忽视随机性，机会和运气把我们引向一

种控制的错觉。并且无序感知可能导致我们准确地相信我们对外在的掌控力不足，甚至可能导致我们错

误地相信我们在面对强烈诱惑时有更少的自我控制力，这种失去个人的控制感可能导致不同的情感、判

断，和行为的后果。 
从另一观点来看世界是随机的，所以需要我们去建立有序的秩序。无序会给我们带来不确定和无控

制感，影响我们的情感，判断和行为，会对生活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3. 物理环境秩序对个体心理的影响 

3.1. 秩序影响情绪和认知判断 

最近，一些研究者将秩序感知与随机世界模型有关的一些研究结果按时间顺序记录在案。Heintzelman
等人(2013)记载了无序造成的心理状态。通过长期操纵无序感知，研究提出了在一个精简的演示文稿中展

示人与季节的图片，人们的判断在时间序列(例如，秋天，冬天，春天，夏天)或随机序列(例如，冬天，

秋天，夏天，春天)都有所不同。实验研究也显示人们的自我报告中有序的条件下比无序条件下感受到更

多的生命的意义。无序环境下的个体由于无序感知引起的判断会更加混乱，他们的心理状态基线水平以

及幸福感都会更低。怎样营造有序的环境让个体有更强的生命意义体验或许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

问题。 
Chae 和 Zhu (2014)记录了一些其他无序感知下的判断，行为和状态的后果。他们进行了四个实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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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感知的无序。在任一无序或有序的实验室环境中执行任务的人。在有序的环境中的人相比，无序的

环境中的人报告愿意支付更多的诱人但不必要的产品；他们在 Stroop 任务中的反应较慢；报告自我感觉

资源消耗更多；他们没有执着于无法解决的难题。 
无序环境下个体控制感更低，可能会看到他们控制自己是更徒劳的努力，因此，他们就不那么自制，

减少了对自己的控制感。通过降低个人的控制感和控制资源的使用，感知的无序可能导致知觉上的不流

畅性，进而影响判断和行为。认知流畅性的解释认为个体在一个无序的环境中更难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是因为他们认为更难。无序环境的研究也可以从知觉流畅性深入研究如何影响个体判断，是不是知觉流

畅性还有一定的神经科学的机制在控制着个体的无序感知。后续的相关研究也可以探索物理环境秩序是

不是存在一定的脑科学机制的影响，以期更深一步探讨秩序对于个体心理的影响。 

3.2. 秩序感知下的偏见 

受歧视的可以产生严重负面健康和负面生活质量的后果。两个田间试验显示，无序的环境背景(例如

垃圾或支离破碎的人行道和废弃的自行车)确实推动了在真实世界情况下产生歧视(Stape & Lindenberg, 
2011)。研究者通过操纵火车站和街道的环境，对其进行了微妙的干预措施，结果发现相比于在有序的环

境中的成员，在无序的环境中人们更有可能远离某一群体，而且在无序环境在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和歧视

现象会更多。研究还表明，定型观念是心理的清洗设备，可以帮助人们应付物理混乱。 
无序环境下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和歧视会对个体或群体产生不良影响，如焦虑情绪和行为后果。因此，

创造秩序是社会生活的目标需要。我们需要将无序环境变得更有序，减少无序感知下产生的刻板印象和

歧视。研究应该拓宽群体范围，因为该研究只在火车站和荷兰富人街道中进行，并不能代表更多的群体

现象。研究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群体中进行，以研究更深入和更全面。 

3.3. 秩序影响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 

来自不同地区的科学探究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基本视觉处理可以影响复杂的行为。语义范畴的场景

可以预测整体空间属性的场景(Oliva & Torralba, 2006)；决策可以发生在视觉皮层(Brascamp, Blake, & 
Knapen, 2015)。这样的研究表明基本视觉特征并非没有语义信息，但可能与它得天独厚。例如，与非直

线边缘可进行关于道义概念的语义信息，进一步证明语言的隐喻，"他是正直的"家庭和"他弯曲的规则"
有空间表征与抽象概念之间的联系(Casasanto & Bottini, 2014)。反过来，这种概念的活化对可能带来下游

相关的复杂行为，如违规 (Bargh, 2006; Molden, 2014)。研究表明不同的空间特征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混

乱状态的环境的语义信息。处理不同的视觉特征有不同的难度，研究表明处理视觉混乱的场面可能会比

处理视觉上序的场面，持有所有其它因素不变，基本视觉无序线索是主观上较少的范围内，连贯和结构

冗余更难(Kotabe et al., 2016)。这可能会导致不受管制的违规行为，加工困难和知觉不流畅性也是导致无

序感知。研究者通过确定特定的基本视觉无序线索来定义视觉无序，审查如果暴露于这些线索可以鼓励

违规行为。行为实验结果发现基本视觉无序线索可以鼓励作弊行为。 
感知无序环境最先进行的视觉搜索，视觉秩序是无序感知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无序环境反映在个

体知觉的一种方式，混乱的场面可以预测由客观低层视觉特征，而颜色特征和边缘密度等特征会影响快

速场景识别和个体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关于颜色信息对场景分类的研究有一定争议，需要有更多的研究

支撑和理论支持。无序的环境会连接到有害的结果，如感知无能为力、苦恼，恐惧的犯罪和感觉不安全，

抑郁症，焦虑和性能监视，和自律失败(Kotabe et al., 2014)。这种无序环境影响人的心理，会导致人们有

复杂的人类行为。比如说犯规。根据著名的社会学理论破窗理论(Wilson & Kelling, 1982)，甚至轻微的无

序迹象可以鼓励滚雪球般演变成重大的公共问题，例如青少年犯罪和犯罪的违规行为。野外实验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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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zer, Lindenberg, & Steg, 2008)打破规则的无序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一个方面传播(例如，垃圾产生更多垃

圾)可能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例如，垃圾产生盗窃)。所有的一切都可能会增加打破规则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和观点是基于没有明确界定的研究和分摊“无序”，因而任何特定解释的证据

是可疑的(Harcourt, 2009)。研究者定义“视觉无序”作为是归因于基本(或低)的视觉功能的紊乱的看法(即
空间和颜色特征；基本视觉无序提示)。例如，Wilson and Kelling (1982)把“紊乱”一词指不同的无序与

缺席的垃圾或涂鸦，和环境变化引起的拖欠与遵守规则的公民存在的无序存在这两种环境。研究者认为

环境会在基本的视觉特征上极大地变化而后者不会(例如，想象是同一个人与清醒当众醉酒)，但他们不承

认这种系统的差异。 
无序和轻微犯罪行为的迹象触发更加无序和轻微犯罪行为，从而导致要传播的行为。Keizer 等(2008)

通过六个实验发现，当人们观察他人侵犯某些社会规范或合法的规则时，他们更有可能违反其他准则或

规则，导致无序度的传播。随着某些不道德行为变得更为常见，它会影响其他准则和规则相一致。效果

不是局限于社会规范，但也适用于警察条例和甚至私人公司设立的合法请求。像涂鸦或破碎的窗户等不

恰当行为的迹象导致其它不当行为(例如，垃圾或偷窃)从而反过来导致在其他准则(即一般的弱化采取适

当行动的目标)的抑制作用。所以一旦疾病的蔓延，只是修复破碎的窗户或清除涂鸦未必足够了。有效的

干预就是现在应该解决的目标，在各方面采取适当的行动。 
汤平(2010)基于“破窗理论”对成人犯规行为的研究成果，探析了秩序、颜色和性别对幼儿犯规行为

的影响。通过对深圳市某幼儿园的小班、中班、大班实验设计和观察研究发现，幼儿的犯规行为在背景

颜色、性别上的主效应显著，即幼儿在蓝布条件下(实验背景色为蓝色)的犯规行为显著地多于红布条件(实
验背景色为红色)；男性被试的犯规行为显著地多于女性被试。同时，按背景规则与目标规则是否一致，

犯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同一规则(背景规则与目标规则一致)的犯规行为和不同规则(背景规则与目标规

则不一致)的犯规行为。其研究发现，同一规则的犯规行为中存在“秩序 × 背景颜色”的交互作用：秩

序(是否有序的情景)对于红布背景下的犯规行为影响不大，无序的情境则大大提升了蓝布背景下的同一规

则犯规行为。针对不同规则的犯规行为则没有发现各种主效应或交互作用。这是在国内背景下进行的实

验研究，幼儿在无序的情境下提升了犯规行为，说明幼儿时期就能进行无序感知，且对其造成不良影响，

说明从小就要进行有序环境下的教育和培养。黄俊峰(2016)在物理环境的有序性对个体道德判断与行为的

影响研究中立足于道德实在论与道德情境论衍生出了道德心理物理学的相关实验研究。对于物理环境的

左右、上下、明暗和脏洁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验证了其实验假设。郑凯(2016)研究了有序和无序与个体

反应抑制的关系。他的研究建立在随机世界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真实秩序环境和有序无序图片对反应

抑制的影响，同时考察了秩序对反应抑制影响的神经机制。 
有序的环境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很规整和规范的存在，会给人们一定的思维定式和限制，所以可能在

有序环境下个体更喜欢常规产品。而在无序的环境下，可能会导致个体思维更加发散，更加不按常规办

事，随后会导致更有创意或者更喜欢非常规产品或者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以后的研究可以从

控制有序和无序环境对不道德行为或者利他行为的影响。 

3.4. 秩序对创造力的影响 

陈辉辉等人(2013)探索了混乱物理环境对创造力的影响。实验 1A 为单因素三水平被试间设计，自变

量启动图片的混乱水平，将不同混乱程度的真实场景拍摄下来，要求被试想象自己身处其中，因变量为

发散性思维表现，包括流畅性，认知灵活性，原创性，坚持程度四个维度，被试需要完成“报纸用途”

的头脑风暴，结果是无论是流畅性，认知灵活性，还是原创性，中度混乱物理环境下的个体的表现都显

著高于低混乱物理环境，而坚持程度方面三者没有差异。实验 1B 为单因素两水平被试间，自变量真实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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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混乱水平，将被试随机分别到高度混乱的房间，或者整齐的房间，因变量为收敛性思维表现，被试

需要完成远程联想测试(RAT)，通过题目给出的三四个与目标词高度相关的词语，被试需要猜出目标项。

结果表明了即无论是虚拟想象的环境还是真实的环境，在不同创造类型任务中，都是混乱组表现更好。

实验 2 考察了混乱吴磊环境条件下。被试的思维方式是否直觉启发式。通过单因素两水平被试间设计，

表明整齐组倾向于采用分析性思维，混乱组倾向于直觉性思维。实验三考察了混乱物理条件下，被试的

认知灵活性。实验表明在混乱物理条件下被试的认知灵活性更高。实验四检验了被试在混乱物理环境下

更能接受新产品。 
Vohs 等人(2013)记录了一些无序感知的判断和行为后果。三次实验中他们操纵实验室环境是有序或

是无序。实验一中在无序的环境下，被试捐献了较少和选择较少的健康零食；实验二中被试被评为在其

他用途的普通对象要更有创意；实验三中和他们表现出更喜欢的一种非常规的产品，而那些在有序的环

境中显示出更喜欢常规产品。 
所以物理环境秩序中的有序和无序也不是一味的导致了不良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无序的环境下会

让人的认知灵活性更高，拥有的创意更多，所以在后续的研究中也可以进一步研究，具体的有序无序的

程度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 

4. 总结展望 

基于环境下的物理秩序研究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能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个体行为产生的

原因。其理论模型和认知模型解释了无序感知导致失去个人的控制，进而产生情感、判断、行为结果。

两个理论也是有一定的冲突的。破窗理论认为无序会诱导犯罪，但是社会观念认为个人正积极寻找表明

当时犯罪水平的社会信息环境，随机世界理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将会使用启发式的暗示，包括但不是限

于无序，以便生成局部自适应行为的社会适应社会学动力学最好的解释，反过来，Kotabe 等(2014)提出

的有些不符合随机世界模型的局限性。可能人类有一个元素是非社会敏感性无序，可以影响情感和行为。

这可能甚至已经预适应社会知觉，也就是说，随机世界模型不能自行解释天生的社会过程。国内研究主

要是从创造力和道德判断与行为以及反应抑制三个方面进行的，拓展了相关研究。对于创造力的研究层

面停留在证明混乱也有益处，从创造力切入，理论是思维双过程模型。道德判断与行为以小见大，从秩

序对道德的影响，回应道德实在论和道德情境论的争议。 
展望未来，研究应该拓宽群体范围，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群体中进行，以研究更深入和更全面。

研究必须进一步证实在理论模型中的每个联系和控制实验过程中的边界条件，在无序感知中是否还有其

他中介或者调节变量在起着不一样的作用。一个更广泛和更具挑战性的未来方向是确定是否有能定义一

个独特的心理现象或心理过程引发的无序感知。怎样营造有序的环境让个体有更强的生命意义体验也是

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通过控制有序和无序环境对不道德行为或者利他行为的产生的影响以及

无序环境下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和歧视会对个体或群体产生不良影响研究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知觉流畅

性和个体差异影响个体判断，是不是知觉流畅性还有一定的神经科学的机制在控制着个体的无序感知都

是无序感知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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