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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疚指的是当个体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而且自己的行为切实对他人造成了伤害，由此产生的不安、紧

张等消极情绪体验，个体会付诸行动来弥补自己的错误。已有关于内疚的研究分类不清晰，缺乏研究逻

辑梳理。本文旨在梳理领域内对内疚的研究进展及研究方法，探讨内疚情绪研究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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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lt is a negative emotion when an individual realizes that he has done something wrong and 
harmed others, resulting in the feeling of anxiety or tension and then taking actions to make up for 
the mistak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guilt is not well classified and lacks research logic. This 
paper aims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guilt in the field, and ex-
plo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guilt emo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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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自我意识情绪被心理学家了解并界定之后，作为自我意识情绪研究的重心，内疚逐渐被研究者

们关注讨论。尽管如此，内疚的定义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外学者对内疚给出了各自的解释。 
最初，对内疚进行研究描述的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他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发现，当本我和超

我的矛盾不可调和时，个体产生无意识退行，由此造成内疚情绪。而往往患者会对受惩罚或者被抛弃产

生焦虑、紧张等情绪，当这种焦虑被敌对感激活时，首当其冲的是针对父母，其次是针对所有人。如果

这种敌对感并没有对外表达出来，它就会转化成指向自身的内疚。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感受到的内疚都是

以现实事件为依据的(方富熹，方格，2005)。 
Lewis (1971)认为，内疚情绪起源于个体的特定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导致个体形象建设失败，从而使

得他人对自己的评价降低。不难看出，他重点集中在对自身行为的关注，认为内疚根源是个体失败的行

为。此外，当个体感到内疚的时候，他可能会想，“我做了一件坏事”。内疚感会引起个体紧张、自责

和沮丧。此后才会激励着人们去做出补偿行为，亲社会行为，包括道歉、忏悔等，也促使个体表现得更

加积极主动，以重新获取他人对自己的良好评价。 
Tangney 等(2007)则认为，当个体认为自己做错了事，并且违背了某些规则，自己的行为伤害到了

其他人，从而产生包括惭愧、内省、不安、自责在内的消极情绪体验，就是内疚。个体的后续行为会

受到影响。 
另外一些学者更加强调内疚与道德之间的联系。 
Hoffman (1998)认为，内疚是一种消极体验，来自于个体行为违背了内化的道德规则或者对他人产生

了伤害性后果，因此受到良心谴责，并自我反省，促使个体积极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国内也有学者对内疚提出不同的看法。 
徐美琴、张晓贤等人认为，当个体的行为违背了社会规则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就是内疚，内疚造

成个体内心不适。由内疚所激发的动机或行为往往带有亲社会性，比如道歉、补偿等(徐琴美，张晓贤，

2003)。 
樊召锋等人则认为，内疚是由于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违反了某些规则，而且自己的

行为给他人带来了伤害，而产生包括不安、紧张、自责等消极情绪体验(杨玲，樊召锋，2008；樊召锋，

俞国良，2008)。 
虽然国内外学者都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内疚进行了界定和阐释，但是比较总结之后不难发现，

这些定义概念中包含了一些共同的因素。首先，学者们都强调了个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规则，或者是违

反了个体内化的道德规则；其次，内疚会造成个体的消极情绪体验，比如自责、不安、紧张等；第三，

内疚会影响后续的行为，包括亲社会行为，比如补偿、道歉等。 

2. 早期理论 

在对临床病人的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率先注意到了内疚情绪，也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且从精

神分析角度进行了理论解释。在他看来，要理解内疚的发生必须追溯到患者的童年经历。内疚不是因为

伤害了他人所造成，而是源自孩提时代被父母亲人抛弃或者受到严重惩罚之后产生的焦虑情绪。这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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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如果没有对外表达出来，就会对内指向自身，转变为内疚。埃里克森则认为，内疚产生于婴幼儿时期。

如果婴幼儿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于严苛，就会促使孩子将父母的控制进行内化，从而成为对自己的规

章制度。如果儿童无法做到父母的要求，很可能体验到内疚情绪。弗洛伊德以及埃里克森都注意到，幼

儿内疚的产生主要与父母有关，父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方富熹，方格，2005)。 
罗洛·梅(May, 1958)提出了“存在主义内疚”，重点关注于内疚的产生，他认为内疚来自于个体的

丧失感和分离经验，其中分为潜力丧失，同伴分离以及与自然分离三种形式。内疚和焦虑相同，都是人

们极力逃避又难以避免的情绪感受。但是，学者 Khanna (1969)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的理论与精神分析

学派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对于“分离”的概念需要细化处理，因为分离并不一定会导致内疚。内

疚的产生是由于与道德标准背道而驰，它的出现使得个体倾向于惩罚自己或者做出矫正行为等。 
总结而言，精神分析学派和存在主义理论对于内疚的观点有一致之处，即都认可内疚是由于个体意

识到自己的行为违背了某些道德规则而产生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但这两种理论都未进行深入研究。 
至此，心理学界对内疚有了一个初步概念，内疚是一种道德情绪，当个体违反了某种道德标准之后

出现的负性情绪体验就是内疚感，无论这种道德规则是社会所规定的还是个体内化的。内疚可以说得上

是个体良心的“体温计”。 
从这以后，心理学界对内疚的理论不断发展深化。 

3. 内疚的测量 

内疚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情绪，相对更加隐蔽，复杂多变，难以捉摸。因此它的测量不能像基本情绪

那样简单。目前主要测量方式包括了问卷法、自我报告法、整体形容词法、情景模拟法和生理测量法(谢
晶，方平，姜媛，2011)。 

3.1. 问卷法 

对内疚的问卷种类繁多，简要列表 1 如下所示。 
 
Table 1. Summary of questionnaires on guilt  
表 1. 内疚问卷 

年份 编者 维度 

1966 Donald Mosher 性内疚，敌意内疚，道德意识内疚 

1987 Klass ET 危害他人，违反规则，自控失败 

1990 June Tangney 羞愧体验，内疚体验 

1997 Lynn Connor 幸存者内疚，分离内疚，能力内疚，自我怨恨内疚 

2002 June Tangney 羞愧量表，内疚量表，自豪问卷，尴尬问卷 

2002 Arimitsu K 伤害他人，自私行为，关爱不足，辜负他人 

2008 胡金生 伤害他人，自私行为，关爱不足，辜负他人 

3.2. 自我报告法 

自我报告法指的是让被试根据自身状况进行说明报告。一般是让被试自由复述曾经的内疚事件和情

境，之后对自己的内疚情绪进行评价。自我报告法常常与问卷法联合使用。主要代表是自我意识情感测

验(TOSCA)，由 Tangney (2002)编制，其内容是让被试在某一情境中，测量被试的内疚、尴尬、羞耻和自

豪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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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龄较小的被试群体，可以采用他人报告法。通过母亲或者幼儿教师等对孩子的内疚进行评价

报告。Kochanska (2010)在研究中采用了母亲报告法，研究了 21~41 月之间幼儿的内疚情绪发展。 

3.3. 整体形容词描述法 

整体形容词描述法指的是先给被试呈现一系列具内疚倾向的形容词，然后计算被试在每个项目下的

分数，目前这种方法沿用较少。 
早在 1993 年，Harder 等人(1993)就以形容词自我报告纸笔测验为基础，编制了 Harder 个人情感问卷。

该问卷主要测量羞耻和内疚，包括了 16 个羞耻和 20 个内疚的形容词。采用五点记分，要求被试进行自

我评定。 
我国学者丁芳和周鋆(2013)通过因素分析验证了其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明了，

但是对被试文化程度，诚实度要求较高，故而使用不广。 

3.4. 情境法 

情景法主要是创造过失情境，让被试认为自己做错了事情，产生内疚情绪。其重点是让儿童相信自

己弄坏了主试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主试先给孩子一个玩具娃娃玩一会儿，然后主试离开，留下一个已经损坏了的娃娃(从外表看不

出来，一碰就会坏)。等娃娃坏了之后，主试回来就说：“你怎么把娃娃弄坏了？”观察并记录孩子的反

应。 
Denham 等(2002)曾选取 11 岁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两个儿童为一组共同进行游戏。游戏指导语说

明，如果屏幕出现“飞机坠毁”的画面，则说明被试输掉了游戏。实际上，“飞机坠毁”是由电脑随机

决定的，而不是被试个人所造成的失误。主试对儿童在游戏中的表现进行观察和分析。 
Kochanska 等(2009)曾经采用了过失情境范式来诱发幼儿内疚。实验中让儿童拿起一个属于主试的很

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电脑，娃娃等。儿童刚刚拿到那个物件，物件就会突然破碎损坏，且无法修复。此

时实验助手表现出后悔沮丧等情绪，同时通过摄像机等方式将儿童表现进行影像记录以便后期分析编码。 
张晓贤和桑标(2012)等人在其研究中，采用了创设语文考试情境。该研究告诉被试，本次研究两人一

组完成测试，成绩共同结算。被试无法知道另一位被试是谁。而在测试结果中，被试成绩只有 30 分，其

他组员成绩为 90 分，被试拖累了别人。此次试验中观察的是人际关系内疚。 

4. 内疚情绪发生及特点 

Lewis (1971)认为，早在婴儿时期就能基本清楚地表达内疚情绪，随着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的深化发

展，在 18~24 月的幼儿开始产生自我意识情绪，儿童开始能体验到内疚自豪等情绪。到三岁左右，幼儿

意识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区别，他人的要求逐渐变成幼儿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标准，并且将这种要求不断内

化成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规范。当孩子开始用这套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自己时，内疚才有可能出现。换

而言之，内疚出现时间比较其他自我意识情绪更晚。 
Mascolo 和 Fischer (1995)对自我意识情绪进行研究，总结出内疚发展共经过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3 岁之前。幼儿还不能区别自己与他人，但是能在这一阶段出现移情反应。这是内疚的

雏形。 
第二阶段，4~5 岁。在此阶段，儿童能够区分自己和他人，对他人的内部状态有所觉知。由于道德

标准还十分模糊，在违反了规则之后会产生最初模糊的内疚。但是，由于道德标准还未曾内化为自我的

行为规则，所以这时尚且在内疚情绪的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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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6~8 岁。在这一阶段，儿童开始体验到真正的内疚情绪。在他们违反规则、伤害他人、

或者不能承担起应付的责任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内疚，也会尽可能去弥补。 
第四阶段，9~12 岁。儿童的道德观念逐渐深化形成，他们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清晰的道德判

断，如果违反了规则，就会产生明显的内疚情绪。 
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其表达内疚的手段方式也有所不同。Kochanska (2010)使用母亲报告法来研

究幼儿的内疚情绪，结果发现在 21 个月~41 个月之间的孩子，如果犯了过失，表现的更多是不安，道歉

等，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出现了身体行为上的紧张，比如低头、回避等动作。随着年龄的增加，孩子

的内疚体验会有所不同。高年级孩子表现出更多的道歉和弥补行为，同时增加对他人的关注。这可能是

孩子在极度不安中做出的自我调节。 

5. 内疚与其他负性情绪的区别 

5.1. 内疚与基本负性情绪 

内疚作为一种负性自我意识情绪，和其他伤心、愤怒等负性基本情绪类似，都是一种不愉快的主观

感受，但是从认知成分和发展过程上来说，内疚与其他基本负性情绪有所不同。以害怕为例，害怕是人

类的一种初级情绪。它在人类生存适应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它可以帮助个体逃离危险，保证个体生命安

全等。内疚的主要作用则表现在适应社会上面。Baumeister 等学者(1994)一致认为，内疚之后的亲社会行

为是为了获得他人积极评价，以便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首先，根据 Tracy 等(2007)所提出的自我意识情绪加工模型来看，当某件情绪事件发生，个体首先需

要判断的是此事件是否与个体的生存目标相关，如果事关生存，那么个体将会体验的情绪是基本情绪。

比方说，当个体看到一头熊，如果个体判断此时自己“生死一线”，那么在个体所能体会到的应是恐惧、

害怕等基本情绪。当个体判断事件并不会威胁生存，在自我表征被激活后，会继续判断此事件与自我同

一性的目标是否相关。如果事件与自我同一性相关，那么随后进入归因过程。只有个体将原因归结为内

部的、不稳定的、具体的因素之后，才会体验到内疚情绪。比方说，打碎同桌茶杯这件事，如果个体认

为事故发生并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是同学的错，可能会归咎于他人；只有当个体意识到事故起因在

于自己，才可能产生内疚情绪。 
其次，内疚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情绪，产生时间比基本情绪要晚的多。根据研究表明，6 个月大的婴

儿已经可以表现出大部分的基本情绪，而到 18 个月时，婴儿才开始出现类似内疚的行为。于瑛琦和杨丽

珠(2012)的研究发现，18 个月的婴儿在损坏玩具后试图修复它。直到 2~3 岁，随着自我意识的出现，婴

儿开始把自己的行为与父母的要求进行比对，这时内疚才开始被婴儿体验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对

内疚的理解和管理的能力也会逐渐提升，并逐步趋近对基础情绪的理解程度。 

5.2. 内疚与羞耻 

同属于自我意识情绪，内疚和羞耻总似乎不那么泾渭分明，但其实这两种情绪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这两者都是个体日常生活中频繁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当个体体验到内疚或羞

耻时，会产生类似痛苦、沮丧、害怕等感受，并伴随着一些类似的行为反应，比如低头、回避等。 
两者的区别有很多。Lewis (1971)认为个体对特定事件认知评价的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情绪也会随之

不同。比如，个体如果把事件原因的认知关注于自我核心概念，那么很可能会诱发羞耻；如果个体关注

焦点在于自己的特定行为，那么有发的可能是内疚情绪。 
Hacker (2017)则认为，内疚和羞耻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公开化”。也就是说，羞耻往往是在有“其

他观众”的情况下，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诱发他人的对自己的消极评价，损害个人形象，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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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羞耻。只有当“他人评价”这一条件出现时，羞耻才会产生。而内疚不同，内疚只与自身的道德观

念相关联，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举止行为违背了自身所内化的某些道德标准时，内疚必然产生。即使在

当时，并没有其他旁观者在场，内疚也会一样发生。 
目前，许多情绪研究都支持这一说法。羞耻需要“观众”在场，内疚并不需要。 
Baumeister 等(2001)则强调了个体内心感受和行为反应上的差异是内疚和羞耻最根本的区别。当个体

体验到羞耻时，会感到困窘、悲伤和手足无措，并且极力躲避他人的注视，掩饰自己的行为。而内疚发

生时，个体通常感受到的是不安、紧张和悔恨沮丧等，随后尽力做出补偿道歉等行为。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谢波和钱铭怡(2000)在研究中指出，两种情绪的根本区别在于受

害对象。在内疚情绪中，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伤害了别人，而在羞耻情绪中，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是

受害方。 

5.3. 内疚与尴尬 

内疚与尴尬是两种十分容易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但也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就诱发事件方面存在差异。尴尬往往是由于个体违背了某些社会习俗，增加了个体社会暴露

的程度，比如，暴露隐私、成为他人关注焦点等，都会引发尴尬。而内疚则是由于违反了某些道德标准，

伤害了别人。 
其次，个体对事件归因的差异。如果错误因自己而起，自己应对事件结果负责，那么个体产生的情

绪是内疚；如果错误并非自己的原因，而仅仅是与自己有关，那么产生的会是尴尬情绪。 
最后，两者差异也表现在外部。Lewis (1971)认为，尴尬情绪发生时个体的外部表现是，目光回避躲

闪、脸红、反复动作等；内疚时个体则不会出现目光接触，而是低头、紧张等。 

6. 总结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看到，内疚作为自我意识情绪的一支，它的产生建立在个体自我评价和自我概

念的基础上，这种自我评价对认知资源有巨大的需求，而认知资源一旦被占用将不能再使用于其他认知

活动中。工作记忆是认知活动的核心，它极依赖于认知资源，一旦认知资源不足，势必会对工作记忆信

息加工产生影响。同时，个体对内疚情绪的感知，理解和管理的能力都会随着年龄变化而逐年变化。这

一发展轨迹与个体的认知发展密不可分。随着个体认识世界广度和深度的变化，个体能够体会到的内疚

情绪也在时刻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而这一过程恰恰就是通过影响工作记忆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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