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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汉族和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选取四个身份参照群体(国家、民族、性别、职业)，探究

个体内部的社会身份重要性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民族的大学生在群体参照记忆效应

上不存在差异；在个体内部，越重要的社会身份，相应产生的群体参照效应越大。这说明在个体的自我

内部，不同的社会身份是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的，越重要社会身份越靠近个体自我概念的核心，而且这

种重要性影响着集体自我相关信息的认知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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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Han and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selects four identity 
reference groups (country, nationality, gender and occupation)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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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social identity within an individual on the group-reference effect (G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GR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e 
more important the social identity, the larger the corresponding group reference effect. Our find-
ings suggested that in the individual’s self, the different social identities are arranged in order of 
importance. The more important the social identity is, the closer it is to the core of individual 
self-concept, and this importance influences the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collective self-related in-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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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是个复杂的处理系统，由许多不同的认知结构组成。自我参照效应这种特殊的记忆机制是从个

体研究的角度揭示出来的(杨红升，黄希庭，2007)。自我的不断扩张是人类自我发展的关键，而其中的一

个重要表现就是群体自我(James, 1890)。事实上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属于许多不同的群体，从而也携带

着诸如性别、种族、宗教、国籍等的这些社会身份。Tajfel (1972)指出个体所携带的各种社会身份就是个

体自我概念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Johnson 等人(2002)认为自我参照

相较于他人参照的记忆加工效果更好；与此类似，相较于个人不认同的群体，对于自己认同的群体的记

忆参照加工时的效果较好，这进而证明了群体参照在记忆上存在加工优势，即群体参照效应

(group-reference effect)。从根本上来说，群体参照效应是基于自我参照效应形成的一种特殊表征形式，从

内涵上扩充了自我参照效应，将个人的身份从个体层面扩充到社会层面。因而，群体参照效应可以被认

为是有利于记忆的个人社会身份的自我表征。 
群体参照效应在众多的内群体中都有体现，比如，以中国人与美国人为参照的国家群体(杨红升，黄希

庭，2007)，以白人与黑人为参照的种族群体(Michel et al., 2006)，以汉族与少数民族为参照的民族群体(Yang 
et al., 2008)，以内外群体为参照的性别群体、家庭和年龄群体(Bennett & Sani, 2008; Sani & Bennett, 2009)，
学校群体(Zhao et al., 2012；周爱保等，2012)。虽然群体参照效应确定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证实，但影

响群体参照效应的因素却很少得到考虑。杨红升和黄希庭(2007)选取中美大学生为被试，发现中国人在国

家认同参照下，产生了群体群体效应，而美国人没有产生群体偏好效应，这显示出文化差异群体参照效应。

Bennett 与 Sani (2008)对 5、7、10 岁儿童的家庭信息、性别信息、年龄信息进行了编码，发现他们回忆的

准确率与个体自我相关信息回忆的准确率相同。因此，儿童的群体身份信息是儿童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Yang 等人(2008)采用藏族学生作为被试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少数为藏族学生的大学里，他们

呈现出显著的内群体参照效应；而在大多数为藏族学生的大学里，他们则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效应，说明突

出的社会身份特征影响了内群体参照的记忆效果。Bennett 等研究人员(2010)发现学生对自己的家庭(内部群

体)的记忆比他们熟悉但不亲密的家庭(外部群体)的记忆要好，这进一步表明存在群体的记忆参照效应。以

上研究考察了外在的影响群体参照效应的因素，比如社会身份差异性、文化差异等等；而其他相关因素，

特别是每个群体的内在因素，它们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验证群体参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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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生活中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每个社会成员都被给与了不同的社会身份，这可能是其自身

概念的一个突出要素(Brewer & Gardner, 1996)。但是，每个人的社会身份不同，故对自己的价值意义也是

天壤之别的。Stets 与 Burke (2000)的社会认同理论揭示，根据重要程度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进行排列，越

重要的社会身份，则离自我的核心越近。Chen 等研究者(2011)的脑电研究发现，跟与自我相关度较低的社

会身份和与自我无关的社会身份相比较，自我相关度较高或中等的社会身份能够产生更强的 P3 波幅、更长

的潜伏时间。这说明自我关联性更强的社会身份在认知加工上更具有优势。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

会身份的重要性可被视为个人群体参照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考虑到每个个体都具有唯一性，认为其

所属的不同群体所代表的不同社会身份的优先重要次序是不同的。因此，这项研究试图在个人自我概念的

框架内，根据个人所认为的重要程度对其社会身份进行分类。鉴于此，利用群体参照范式来确定社会身份

重要性是否对群体参照效应产生影响。此外，前人的研究多选用汉族大学生为被试，在中国汉族作为主流

群体这一情形下，汉族人则很少关注自己的民族身份，也通常不会表现出相应的突出的民族意识。如果被

试来自少数民族，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身份的体现是否与汉族人相比存在差异，还是在社会发展、民族

大融合之下，与汉族人表现的一致呢？这正是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之一。故本研究计划为汉族大学生和少

数民族大学生采用四个参照群体：国家(中国人 vs 美国人)、民族(汉族 vs 少数民族例如回族等)、性别(男生

vs 女生)和职业(学生 vs 其他职业)，共形成五种参照条件(4 种内群体参照条件 vs 1 种外群体参照条件)。研

究假设：自我图式中越重要社会身份，在相对应的参照条件下，回忆的准确率就越高。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48 名在校大学生(男生 22 名 vs 女生 26 名；民族为汉族的 32 名 vs 少数民族的为 16 名)，年龄在 19~2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1.8 ± 1.18 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全部被试从未参加过类似的实验，并在实验

后获得报酬。 

2.2. 实验材料 

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刘源等，1990)选用了作为实验材料的 248 个人格形容词，褒义词与

贬义词即积极形容词和消极形容词各一半，选其中的 120 个词(褒义词与贬义词各占一半)来进行学习阶段

的判断任务，记录为“旧项目”；在测试阶段，另外 120 个词作为“新项目”进行判断任务，为了排除

实验顺序的影响，使用 8 个词作为练习词，让被试提前熟悉任务。 
群体身份对个体的重要性程度是由 Luhtanen 等人制定的集体自尊量表中的集体内部自尊分量表

identity 来衡量个体感觉自己在所属群体中的重要性(贾绪计，2009；Luhtanen & Crocker, 1992)。量表采

用 Likert 5 点评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2“有点不符合”、3 表示“不确定”、4 表示“有点符合”、

5 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则集体内部自尊程度越高)。该量表共 16 个条目，每一类身份有 4 个条目，

总共选用了 4 类身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7。量表在正式实验前两周进行测验。 

2.3. 实验设计 

采用 5 × 2 混合设计为身份参照(职业身份、国家身份、民族身份、性别身份、相对应的外群体身份) 
vs 被试民族(汉族 vs 相对于的少数民族)；对于以上参照加工任务，要求被试先对计算机在每个参照任务

下呈现的人格形容词进行限时 5 评分任务(1 为“非常不适合”、2 为“不太适合”、3 为“不能确定”、

4 为“有点适合”和 5“非常适合”)，比如：你认为这个词多大程度适合用来描述大学生(中国人/汉族人/
男生等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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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为人格形容词的再认的正确率。 

2.4. 实验程序 

实验有学习、分心和再认三个阶段。在所有阶段被试均未告知真正的实验目的。 
学习阶段通过拉丁方设计所有被试都要求完成国家、民族、性别、职业和相对应的外群体身份参照

五项试验。正式实验操作为计算机每 4000 ms 呈现一个人格形容词，被试对呈现的对应身份进行 5 点评

价，然后根据自己的评价进行对应的按键。在每个任务结束时，计算机将发出下一个任务的指令，被试

确认后继续实验。 
分心任务为完成 3 分钟的算术，之后进入再认测验。 
再认阶段，随机呈现 240 个人格形容词(包括在学习阶段出现过的 120 个旧人格形容词与 120 个从未

出现过的新人格形容词)，要求被试判断当前呈现的人格形容词在学习阶段是否出现过，其中一半被试根

据“出现过”按“1”键，“没有出现过”按“2”键，另一半被试进行相反按键。此阶段实验不限时。 

3. 结果分析 

不同民族的被试在社会身份重要性上的差异都不显著，四者分别为：t = 0.83，p = 0.411；t = 1.92，
p = 0.061；t = 1.57，p = 0.123；t = 1.04，p = 0.301，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verage score of social identity importance 
表 1. 社会身份重要性的平均分 

 国家 民族 性别 职业 

汉族 3.39 2.85 2.98 2.79 

少数民族 3.37 2.88 2.94 2.77 

 
为了进一步证明实验范式的可靠程度，对 48 名被试内、外群体参照下的再认正确率进行了 T 检验，

结果发现内群体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外群体(t = 1.94, p < 0.05)，如表 2 所示。 
 
Table 2. Recognition accuracy under different reference conditions 
表 2. 不同参照条件下的再认正确率 

 国家 民族 性别 职业 内群体 外群体 旧项目 新项目 

汉族 0.74 0.71 0.76 0.69 0.71 0.67 0.70 0.62 

少数民族 0.75 0.72 0.75 0.68 0.72 0.66 0.71 0.61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社会身份重要性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故研究在被试的每一类社会身份重

要性评分上，将所有被试的以上四种群体参照身份根据重要性的平均得分由低到高编码为等级 1、2、3、
4。对编码以后的群体身份重要性等级之间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重要等级不同的群体间的差异非常显

著 F(3,47) = 87.04, p<0.000, η2 =0.642，而各等级之间的比较也全部存在显著性差异 ps <0 .000。此外，对

身份重要性编码后的对应参照条件下的再认率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重要性不同的身份在再认率

上的差异非常显著 F(3,47) = 7.62, p < 0.05, η2 = 0.16。进一步两两配对分析发现，身份重要性编码等级为

4 对应的再认率显著高于等级 1、2 的再认率 ps < 0.05，等级 3 的再认率与其他等级间的差异不显著，等

级 1 与 2 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 

4. 讨论 

研究在于考察在个体的社会身份的重要性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情况，结果发现重要性越高的社会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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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所对应的群体参照下的再认率也越高。同时研究发现个体对内群体参照条件下的再认率显著高于对外群

体，这与前人的研究如出一辙的(Johnson et al., 2002)。除此之外，不同身份参照条件下的再认率之间存在显

著性差异。再认率最高的两个是性别与国家参照，再认率最低的是民族参照。结合社会身份重要性这一因

素考虑，发现大部分汉族学生认为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社会身份是国家身份与性别身份，最不重要的是

民族身份。Yang 等人(2008)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无论是在汉族学生占多数的大学，还是在占少数的

大学中汉族学生均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内群体参照效应。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而 90%以上的人口又为

汉族，作为主流群体的汉族人几乎把自己等同于中国人，所以民族身份在汉族人的自我图式中是几乎可以

省略或者是已经完全内化为国家身份的成分。所以，汉族人很少注意民族这一身份信息，通常也不会表现

出显著的民族意识，故民族身份最不重要。而至于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可能是在高速

发展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少数民族进一步受到汉族影响。而研究中

选取的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同样受到了这些影响。此外，大学环境的开放和包容更是

降低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偏见，促进了彼此的认同与接纳，增加了对外群体的了解，减少了对外群组同质性

刻板印象，从而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价外群体成员，产生积极认同。这些结果启示我们，各民族之间增强沟

通、交流以及对多元文化认同对构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众多相关研究都证实了社会身份会影响个体在认知中的表现。例如，在 Chiao 等(2006)采用启动范式

的研究中发现，选用同时具有黑人与白人的文化个体作为被试，当分别启用这两种不同身份时，被试在

两者中进行视觉搜索任务的反应差异非常显著。类似的，Shih 等(1999)筛选了同时具有亚洲与美国文化

的女性作为被试，当亚洲民族身份唤醒时，被试的数学成绩则提高了；然而，当女性性别身份唤醒时，

被试的数学成绩则降低了，而且这两种启动任务下的数学成绩存在显著性差异。除了相对重要持久的国

家、民族、性别身份对个体是认知任务会产生影响外，不太重要的身份也会影响认知任务的效果。例如，

Yopyk 与 Prentice (2005)选用具有运动员与学生双身份的个体作为被试，当启动运动员的身份时，被试的

数学成绩提高了；当启动学生的身份时，被试的数学成绩降低了，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年龄身

份也会影响认知任务。有关研究表明，个体在识别面孔时更能准确识别自己对应年龄的面孔即存在自我

年龄偏见，如小孩更能准确识别小孩面孔，而成年人则更能识别成年人面孔(Anastasi & Rhodes, 2005)。
此外，在认知神经科学上也验证了社会身份的影响。Zhao 等人(2009)与 Chen 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个体

在进行内群体参照条件的任务时比外群体产生更大的 P300，占用更多的认知加工资源。Golby (2001)的
脑成像研究也表明，相较外群组、不认识的面孔，被试看内群组时激活的梭状回更大。显而易见，个体

的社会身份影响个体的认知行为是无可置疑的。如同 Symons 与 Johnsons (1997)提出的自我作为重要的发

展完备的人格结构，能够使群体参照与自我参照同样产生记忆任务的精细加工和组织加工。故本研究认

为社会身份重要性影响群体参照记忆效果产生的基石是个体对自我相关信息的精细加工和组织加工。由

于越重要的内部自我身份离核心的自我越近，而这种重要性促进了群体自我信息的精细加工和组织加工

(Stets & Burke, 2000)。此外，中国作为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集体在中国人心中的分量是很重的，

而这种集体文化会愈加促使个体重视社会身份的重要意义。所以，社会身份对中国人而言尤为重要，影

响也非常大，继而集体自我在中国人的自我图式中所占的比重也尤为重要(杨红升，黄希庭，2007)。 

5. 结论 

总而言之，先前的大部分研究多是从不同群体的差异性、社会身份的突显性等等外部因素对群体参

照效应进行研究。本研究则从自我的差异性与独特性角度出发，认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身份在个体的自我

图式中的重要性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从内部自我探讨社会身份重要性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从而证实

了重要的社会身份可以增强群体参照的记忆效应。此外，本研究发现非常显著的社会身份对于个体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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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等等外在因素发生变化，比如研究中的民族身份，汉族与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民族重要性上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如果研究中的被试不是大学生这一群体，而

是受民族身份影响较大的群体比如老年人，那么民族身份重要性在群体参照效应中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

呢？除了民族身份外，职业身份在当今社会也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毕竟当今社会各行各业发展非

常迅速，涌现出很多新兴职业，人们对不同职业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独特的看法与刻板印象相

继涌现，那么不同职业的个体对职业身份是如何看待的，职业身份重要性又是如何影响群体参照的，在

今后的研究中值得进一步探讨。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15YBA08)。 

参考文献 
贾绪计(2009). 大学生集体自尊量表的修订.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7(3), 288-290. 

刘源, 梁南元, 王德进(1990). 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 北京: 宇航出版社. 

杨红升, 黄希庭(2007). 中国人的群体参照记忆效应. 心理学报, 39(2), 235-241. 

周爱保, 李琼, 史战, 刘沛汝, 张鹏英, 吴慧芬(2012). 群体参照效应的验证. 心理学探新, 32(1), 91-96. 
Anastasi, J. S., & Rhodes, M. G. (2005). An Own-Age Bias in Face Recognition for Children and Older Adults. Psychonom-

ic Bulletin and Review, 12, 1043-1047. https://doi.org/10.3758/BF03206441 
Bennett, M., & Sani, F. (2008). Children’s Subjective Identification with Social Groups: A Group-Reference Effect Ap-

proach.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6, 381-387. https://doi.org/10.1348/026151007X246268 
Bennett, M., Allan, S., Anderson, J., & Asker, N. (2010). On the Robustness of the Group Reference Effe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 349-354. 
Brewer, M. B., & Gardner, W. (1996). 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83-9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1.1.83 
Chen, J., Yuan, J., Feng, T., Chen, A., Gu, B., & Li, H. (2011). Temporal Features of the Degree Effect in Self-Relevance: 

Neural Correlates. Biological Psychology, 87, 290-295. 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o.2011.03.012 
Chiao, J. Y., Heck, H. E., Nakayama, K., & Ambady, N. (2006). Priming Race in Biracial Observers Affects Visual Search 

for Black and White Fac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387-392.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80.2006.01717.x 
Golby, A. J., Gabrieli, J. D., Chiao, J. Y., & Eberhardt, J. L. (2001). Differential Responses in the Fusiform Region to 

Same-Race and Other-Race Faces. Nature Neuroscience, 4, 845-850. https://doi.org/10.1038/90565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https://doi.org/10.1037/10538-000 
Johnson, C., Gadon, O., Carlson, D., Southwick, S., Faith, M., & Chalfin, J. (2002). Self-Reference and Group Membership: 

Evidence for a Group-Reference Effe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2, 261-274.  
https://doi.org/10.1002/ejsp.83 

Luhtanen, R., & Crocker, J. (1992). A Collective Self-Esteem Scale: Self-Evaluation of One’s Social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8, 302-31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2183006 

Michel, C., Rossion, B., Han, J., Chung, C. S., & Caldara, R. (2006). Holistic Processing Is Finely Tuned for Faces of One’s 
Own Ra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608-615.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80.2006.01752.x 

Sani, F., & Bennett, M. (2009). Children’s Inclusion of the Group in the Self: Evidence from a Self-Ingroup Confusion Para-
dig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5, 503. https://doi.org/10.1037/a0014167 

Shih, M., Pittinsky, T. L., & Ambady, N. (1999). Stereotype Susceptibility: Identity Salience and Shifts in Quantitative Per-
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80-83. https://doi.org/10.1111/1467-9280.00111 

Stets, J. E., & Berke, P. J. (2000).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3, 224-237.  
https://doi.org/10.2307/2695870 

Symons, C. S., & Johnson, B. T. (1997).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 in Memory: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 371-39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1.3.371 

Tajfel, H. (1972). Experiments in a Vacuum. In J. Israel, & H. Tajfel (Eds.), The Context of Social Psychology: A Critical 
Assessment (pp. 94-109). London: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9154
https://doi.org/10.3758/BF03206441
https://doi.org/10.1348/026151007X246268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1.1.83
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o.2011.03.012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80.2006.01717.x
https://doi.org/10.1038/90565
https://doi.org/10.1037/10538-000
https://doi.org/10.1002/ejsp.83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2183006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80.2006.01752.x
https://doi.org/10.1037/a0014167
https://doi.org/10.1111/1467-9280.00111
https://doi.org/10.2307/2695870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1.3.371


王芳 
 

 

DOI: 10.12677/ap.2020.109154 1321 心理学进展 
 

Yang, H., Liao, Q., & Huang, X. (2008). Minorities Remember More: The Effect of Social Identity Salience on 
Group-Referent Memory. Memory, 16, 910-917.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0802360629 

Yopyk, D. J. A., & Prentice, D. A. (2005). Am I an Athlete or a Student? Identity Salience and Stereotype Threat in Stu-
dent-Athlete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7, 329-336. https://doi.org/10.1207/s15324834basp2704_5 

Zhao, K., Wu, Q., Shen, X., Xuan, Y., & Fu, X. (2012). I Undervalue You But I Need You: The Dissociation of Attitude and 
Memory toward In-Group Members. PloS ONE, 7, e3293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32932 

Zhao, K., Yuan, J., Zhong, Y., Peng, Y., Chen, J., Zhou, L., & Ding, D. (2009). Event-Related Potential Correlates of the 
Collective Self-Relevant Effect. Neuroscience Letters, 464, 57-61. https://doi.org/10.1016/j.neulet.2009.07.01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9154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0802360629
https://doi.org/10.1207/s15324834basp2704_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32932
https://doi.org/10.1016/j.neulet.2009.07.017

	社会身份重要性对群体参照效应的影响
	摘  要
	关键词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on the Group Reference Effec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2. 实验材料
	2.3. 实验设计
	2.4. 实验程序

	3. 结果分析
	4. 讨论
	5.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