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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抗疫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是否对以大学生群体为主的青少年的利他行为、态度

产生影响，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和外显利他问卷对在校67名大学生进行2 (社会责任感：高，低) × 2 (抗疫

精神视频启动：观看，不观看)被试间设计实验，结果发现，大学生为主的青少年群体存在显著的内隐利

他态度倾向；社会责任感、抗疫精神的主效应显著，相对于低责任感的被试来讲，高责任感的被试内隐

利他态度倾向更强；相对于抗疫精神没有启动的被试来讲，抗疫精神启动的被试内隐利他态度倾向越强；

高责任感青少年群体的内隐利他态度和外显利他行为具有一致性，低责任感青少年群体的内隐利他态度

和外显利他行为具有不一致性。结论：相对于社会责任感这一较稳定的人格特质而言，抗疫精神对尤其

是低责任感的青少年利他行为与态度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未来可采用宣传抗疫精神文化这类方

式，提升青少年群体的利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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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anti-epidemic spiri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background of 
COVID-19 have an impact on the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attitude of teenagers, especially for col-
lege students.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and explicit altruistic questionary was used to test 67 un-
dergraduates. This experiment was a two (group: high-responsible vs low-responsible) by two 
(anti-epidemic spirit activate: yes vs no) design. The implicit altruistic attitude was significant in 
teenagers especially for collage students; the main effect of anti-epidemic spirit and social respon-
sibility was significant. In contrast to low-responsible subjects, the high-responsible subject impli-
cit attitude is stronger. In contrast to subjects where the spirit did not activated, the anti-epidemic 
spirit activation lead to stronger implicit altruistic attitude. The implicit altruistic attitude and ex-
plicit altruistic behavior of high-responsible subjects are consistent, implicit attitude and explicit 
altruistic behavior in low-responsible subjects are inconsistent. Compared to the stable personal-
ity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anti-epidemic spirit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attitude, especially low-responsible young teenagers. 
In the future, anti-epidemic spiritual culture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altruistic level of young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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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

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抗疫战争中，弘扬“战无不胜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了精神动力，砥砺和团结各族人民不屈不挠，共克时艰(石书臣，韩笑，

2020)。抗疫精神则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生动体现与深刻阐述，其中不仅融入了医护人员、党员干部主动

请缨奔赴一线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同样也彰显了在疫情背后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八方支援的强大凝

聚力。抗疫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观。研究证实，党领导人民

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激发了大学生强烈的使命担当，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也空前增强(潘玉驹等，2020)。在疫情期间，“90 后”“00 后”成为驰援湖北医护人员的主力军，充分

体现了时代新人的担当精神。 
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提出来的，属于社会心理学领

域的范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都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有学者认为“利他行为的动机

应该是出于自愿的，并不企图获得任何的报酬或奖赏，其目的是为他人谋利益，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利

他者通过利他行为而感到骄傲、满足、自豪和愉快”(迟毓凯，2009)。国外对利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

果非常丰富，基本形成了从利他者、情景、受助人三个因素去分析的模式(谭远发等，2015)。近几年的国

内利他行为主要研究的是网络利他行为机制和道德特质、共情、移情之间的关系。在这次疫情发生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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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的青少年自发地表现出做志愿者、捐款之类的利他行为，一部分原因是看到身边的同伴榜样这样做，

因为目睹他人的利他行为会激发利他行为的增加(Schnall et al., 2010)。从表面上看，利他行为是一种个体

行为，但是实际是一种镶嵌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亲社会行为，因此首先应该在社会背景下去考察这种亲

社会行为所内含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一特殊时期青少年群体的

利他倾向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表明，社区认同对社区责任感与利他行为之间存在间接影响(Yang et al., 
2020)，责任感对网络利他行为起着中介调节作用(郑显亮等，2017)，社会责任感是预测利他行为的一个

重要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在一些负面信息的影响下，部分青少年甚至出现了

国家、集体观念淡薄，社会责任感降低等情况(陈雪，王永贵，2020)。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是做好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好教材、活教材，带给青少年群体丰厚的思想营养和智慧启迪(武国剑，2020)。以往的利他问

卷测量涉及道德评价，易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而内隐测量则能很好地克服这一问题，并有效地避免

自我矫饰和印象整饰等作用，因而可以敏感地反映内隐态度的差异。在过往的研究中，有学者证实了 IAT
可以用于内隐利他态度的研究(濮冰燕，2012)。青年期正值人生中价值观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一个特殊的关

键时期，因此探索这一阶段学生的利他行为与态度的发展特征并寻找恰当的教育方式，对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乃至社会的道德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傅维利等，2020)。积极主动培养青年健康人格，呼唤青年普遍

的利他行为与利他态度，不仅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则(张志祥，2005)。 
本研究基于以往研究方法，拟采用外显利他行为和内隐利他态度结合的方式，考察青少年群体的利

他倾向并探讨其中潜在的教育意义。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实验对象为高校在校本科生，在实验开始之前采用整群抽样法对 300 名被试用大五人格量表中尽责

性分量表进行筛选，以尽责性得分高低 27%为筛选原则。在得分前 27%的被试中选取高责任感被试 39
名(男生 21 名，女生 18 名，年龄 17~23 岁，平均年龄 19.71 ± 1.28)、低责任感被试 28 名(男生 10 名，女

生 18 名，年龄 17~23 岁，平均年龄 19.75 ± 1.34)，两组被试的尽责任得分(总分在 31~57 分之间)存在显

著的差异(高责任感组 M = 45.46, SD = 3.87，低责任感组 M = 35.96，SD = 2.12，t(65)= 11.566，p < 0.05)，
然后将高责任感、低责任感被试进行按照序号奇偶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最后实验组 30 人(高责

任感被试 18 名，低责任感被试 12 名；男生 13 名，女生 17 名)，控制组 37 人(高责任感被试 21 名，低责

任感被试 16 名组成；男生 18 名，女生 19 名)。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尽责性分量表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实
验组 M = 41.60，SD = 5.59，控制组 M = 41.55，SD = 5.90，t(65)= 0.901，p > 0.05)。所有被试视力或矫

正视力正常，均为自愿且之前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内隐联想实验，因此被试不知道该实验的研究目的，真

实作答几率更高。 

2.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 2 (抗疫精神视频启动：观看/不观看) × 2 (社会责任感：高/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

量则是被试在内隐联想测验的正确率、反应时以及利他主义问卷得分，即被试的内隐利他态度、外显利

他行为。 

2.3. 实验材料 

2.3.1. 抗疫精神视频启动材料 
经过前期筛选，挑选出 5 个视频组织 35 名没有参与后续实验的被试观看并进行视频评分。5 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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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网络，视频形式为微纪录片以及歌曲 mv，视频素材均来自于疫情期间一些感人新闻报道的剪辑拼

接，例如客车司机不远千里运送物资，医护人员战斗一线，志愿者捐款、捐赠口罩、物资等。以往研究

表明，被试对情绪材料越熟悉则越容易诱发情绪体验(Rottenberg et al., 2007)，并且在感动的情况下被试

的利他行为会相应提高(艾娟，贾喜瑶，2021)。因此对视频熟悉度、感动程度进行 7 点计分(1：非常不熟

悉/不感动，7：非常熟悉/感动)。根据以往采用了视频作为情绪诱发材料的研究，从唤醒度(1：非常平静，

7：非常激动)和效价(1：非常不愉快，7：非常愉快)对视频进行评价方面进行 7 点评分(任小云等，2019)，
共回收有效问卷 35 份，最终选取视频材料 1 (感动程度 = 5.86 ± 1.50；唤醒度 = 5.46 ± 1.48；效价 = 5.74 
± 1.36；熟悉度 = 5.51 ± 1.46)、视频材料 3 (感动程度 = 5.91 ± 1.22；唤醒度 = 5.74 ±1.46；效价 = 5.91 ± 
1.29；熟悉度 = 5.60 ± 1.31)；视频材料 5 (感动程度 = 5.91 ± 1.15；唤醒度 = 5.51 ± 1.70；效价 = 5.71 ± 
1.51；熟悉度 = 5.43 ± 1.48)三个视频组合成为“中国精神”视频启动材料。视频分别为《全民抗疫》微

纪录片、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抗疫版 mv、张杰《只要平凡》抗疫版 mv，视频总时长为 12 分 40 秒，

分辨率为 1080 × 1920。 

2.3.2. 内隐实验材料 
本次实验采用的是内隐图片–词汇联结。内隐联想测验(IAT)图片–词汇联结所用材料为 10 张目标

图片和 10 个属性词汇两类，目标图片包括“利他图片”和“中性图片”，属性词则为“自我词”和“他

人词”两类。本次实验中的利他图片均建立在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上，为了契合本次研究中的新冠肺炎疫

情背景且保证图片材料的通俗易懂性，采用提名搜集法向没有参与实验的在校大学生征集他们认为属于

疫情期间帮助他人的现象，共发放问卷 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 份，对有效问卷的提名次数进行统计分

析，最后确定利他图片为医疗援助、社区志愿、慈善捐款、岗位坚守、物资救援，中性图片确定为鲜花

盛开、上学行走、睡觉场景、宠物嬉戏、吃饭场景。图片均来源于网络，经过统一处理之后，分辨率为

500 * 300。 
属性词则来自于以往研究范式，自我词包括自己、自个、我们、我的、咱们；他人词包括他们、别

人、外人、他人、她们。 

2.3.3. 问卷 
大五人格量表中“尽责性”分量表：由 John 等人在 1991 年编制(John & Donahue, 1991)，该量表一

共 12 个题项，采用 5 点计分，从 1 (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得分越高说明社

会责任感越高。本研究中的 a 系数为 0.6。 
大学生利他行为问卷：本问卷由李艳芳学者编写(李艳芳，2008)，具有 22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

得分越高，利他行为水平越高，a 系数达到了 0.873，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4. 实验程序 

整个试验在某高校心理学实验室完成，实验室干净、敞亮、舒适，无噪音干扰。在正式实验开始之

前告知被试此实验结果仅用作学术研究，让被试据实作答，并保证实验结果保密，不会用作其他用途，

得到被试的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开始实验。实验第一步观看视频分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控制组和

实验组在实验程序上的区别在于，控制组不观看视频材料直接进入 IAT 实验，实验组则观看视频材料之

后进行 IAT 实验。实验第二步 IAT 实验工具为 14 寸笔记本电脑，刺激材料用 E-prime3.0 软件呈现，笔

记本电脑距被试双眼 60 厘米。IAT 实验一共有 7 个步骤，每个步骤开始前都有对本阶段任务的描述和指

导语。被试首先阅读计算机屏幕上的指导语，有任何不理解的地方随时可以向主试进行提问。确认被试

理解实验流程、明白实验要求后按空格键开始进行 IAT 实验。测试过程中，屏幕的左上侧和右上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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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按键反应的类别标签，即“自我”与“他人”词汇或者“利他”与“中性”图片，屏幕的中心呈现

刺激词汇/图片，当被试判断刺激词汇/图片属于左上侧类别就按“F”键反应，判断刺激词汇/图片为右上

侧类别按“J”键反应。测验步骤采用 Greenwald 7 步范式，具体步骤和呈现材料如下表 1。IAT 测验结

束之后，被试填写利他行为问卷。整个实验结束之后，被试获得了小礼物作为报酬并离开实验室。 
 

Table 1. The IAT experimental program 
表 1. IAT 实验程序 

步骤 次数 任务描述 
按键 

“F” “J” 

1 20 属性词辨别 自我词 他人词 

2 20 目标图辨别 利他图片 中性图片 

3 20 相容联结任务(练习) 自我词或利他图片 他人词或中性图片 

4 40 相容联结任务(测试) 自我词或利他图片 他人词或中性图片 

5 20 目标图辨别 中性图片 利他图片 

6 20 不相容联结任务(练习) 自我词或中性图片 他人词或利他图片 

7 40 不相容联结任务(测试) 自我词或中性图片 他人词或利他图片 

2.5. 数据处理 

根据 Greenwald 的建议，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 只分析第 4、7 两个阶段的数据；2) 删除没有完

成全部实验和平均准确率低于 80%的被试；3) 将反应时大于 3000 ms 的数据替换为 3000 ms，小于 300 ms
的数据替换成 300 ms；4) 对错误反应不做处理；5) 由于 IAT 数据呈现正偏态，因此对反应时数据进行

自然对数转换。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22.0 进行分析统计。 

3. 研究结果 

3.1. 内隐利他态度结果 

计算在内隐利他测验中相容任务(自我词与利他图片对应，他人词与中性图片对应)和不相容任务(自
我词与中性图片对应，他人词与利他图片对应)的反应时平均数以及两次测验的 IAT 效应值和 d 值。将相

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d 值作为 IAT 测验灵敏度的指标，d 值越大说明内隐

联想倾向越强，根据 Greenwald 等人提出的计数方法对本研究的 d 值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相容

任务反应时显著小于不相容任务(df = 66, t = −12.09, p < 0.001)，且 d 值 > 0，表明 IAT 效应存在，被试具

有显著内隐利他倾向，即更容易将自己与利他相联系。 
 

Table 2. The effect of IAT in the implicit altruism association 
表 2. 内隐利他联想的 IAT 效应 

 相容任务 不相容任务 IAT 效应值 t Sig d 值 

M ± SD 720.3 ± 384.35 850.8 ± 465.67 379.6 ± 463.62 
−12.09 0.000*** 0.23 

对数值 6.49 ± 0.37 6.64 ± 0.41 5.25 ± 1.3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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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察被试的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在内隐利他态度上的差异，以 IAT 效应值作为因变

量，对其进行 2 × 2 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在 IAT 测验中，被试的社会责任感主效应显

著(F = 9.836, p < 0.01)，高责任感被试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低责任感，即高责任感被试的内隐利他倾向更强；

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主效应显著(F = 5.241, p < 0.05)，观看抗疫视频的实验组被试反应时快于没有观看抗疫

视频的控制组被试，即观看抗疫视频被试的内隐利他倾向更强；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交互作

用显著(F = 5.644, p < 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抗疫精神视频材料的启动下，实验组的高责任

感、低责任感的被试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没有观看抗疫精神视频材料的控制组中，高责任感的

被试反应时显著快于低责任感的被试(见表 4)。 
 

Table 3. The variation resources from IAT 
表 3. IAT 效应变异来源情况 

来源 df F p 

是否观看视频 1 5.241 0.022* 

社会责任感 1 9.836 0.002** 

是否观看视频*责任感 1 5.644 0.018* 

 
Table 4. The scores of IAT from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4. 实验组控制组 IAT 效应值 

  M SD p 

观看抗疫视频 高责任感 100.292 20.765 0.946 

 低责任感 117.15 25.432  

不观看抗疫视频 高责任感 98.377 19.225 0.002** 

 低责任感 220.542 22.742  

3.2. 外显利他行为结果 

为了考察被试的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在外显利他行为问卷上的差异，将利他行为问卷得

分作为因变量，对其进行 2 (高责任感/低责任感) × 2 (观看抗疫视频/不观看抗疫视频)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如表 5 所示，在外显利他行为问卷中，被试的社会责任感主效应显著，高责任感被试的利他行为得

分显著高于低责任感被试，即高责任感被试的利他行为倾向更强；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主效应不显著，社

会责任感和中国精神启动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见表 6)。 
 

Table 5. The variation resources from the explicit altruism questionnaire 
表 5. 外显利他问卷变异来源情况 

来源 df F p 

是否观看视频 1 0.272 0.604 

社会责任感 1 8.678 0.005** 

是否观看视频*责任感 1 0.087 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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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scores of explicit altruistic questionnaire from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6. 实验组控制组的利他行为得分 

  M SD 

观看抗疫视频 
高责任感 122.33 10.75 

低责任感 114.07 10.14 

不观看抗疫视频 
高责任感 124.66 115.40 

低责任感 115.40 10.71 

3.3. 外显利他问卷和内隐利他 IAT 效应值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讨内隐利他和外显利他之间的关系，将 d 值和外显利他值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二者之间相关不显著，外显利他和内隐利他之间并不存在关联(r = 0.018, p = 0.382)，表明青少年的外显利

他和内隐利他相分离，两种测验分别测量不同的心理状况，是独立存在、互不关联的。 

4. 讨论 

4.1. 青少年内隐利他态度 

根据内隐联想的原理，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务之间的反应时差可用来衡量被试是否产生了内隐联结，

在本次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具有内隐利他态度倾向。这与以往研究一致，即亲社会行为不仅来源于积极的

生活状况和经历，同样也可能来自于消极的灾后苦难经历(王文超，伍新春，2020)。这种在自然灾害发生

之后的利他行为能促进个体创伤后成长。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来势汹汹的传染病风波过后，青少年们

见证了这一场战“疫”背后的辛酸与苦痛，内隐利他倾向明显增加。这其实也是一种“源于苦难的利他”

(吕峰，皇甫刚，2018)。 
实验发现，高社会责任感、抗疫精神被启动的被试的内隐利他态度倾向明显高于其他被试。“情绪

启动效应”认为，个体先行加工具有一定情绪效价的刺激后，使得后继加工也易于蒙上相应的情绪色彩

(Staub & Vollhardt, 2008)，或视个体的情绪状态即为一种准备状态(启动状态)，这种准备状态(启动状态)
将对个体的认知活动产生影响(Murphy & Zajonc, 1993)。以往研究发现，积极情感不仅可以增强亲近感，

同时也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Bower & Forga, 2012)。在本实验中，相对于并未观看抗疫视频的被试而

言，观看了抗疫视频的被试在新冠肺炎背后全民抗疫精神这种正能量积极情感的引导和鼓舞下，内隐利

他倾向显著增强。这也与以往的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基本符合，即相比于中性条件，在积极情绪状态下的

被试更容易产生利他行为(Barbara & Press, 2013)。实验同样也发现，抗疫精神视频材料的启动下，实验

组的高责任感、低责任感的被试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即实验组的高责任感、低责任感组具有基本同等

强度倾向的内隐利他态度。这说明，在抗疫精神的启动下，低责任感的被试内隐利他倾向显著增强。抗

疫精神本来就含有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精神内核，视频材料则是以直观的媒介方式进一步突出的这种

精神表达，发挥了良好的情绪启动效应。以往研究发现，道德感动对利他行为倾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猜测在视频材料中呈现出来的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全国一条心互帮互助共度难关的氛围让低责任感的

被试不仅产生了道德感动，同样也起到一种榜样的作用，这就进一步引导了其利他态度倾向的出现。高

责任感组会做出更多利他行为的原因是在涉及到或者遇到需要利他行为出现的场合时，高责任感被试会

更多的将利他行为视为自己身为社会一份子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尽责行为的出现不仅可以给他人带来更

多愉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引导个体主动领悟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孔亚亚等，2020)。已有研究发现，个体

感到在社会中被支持、被尊重和被理解的积极情绪体验可以转化为人际感恩，人际感恩可以促进个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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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恩水平的提升(连灵，2017)，而感恩则通过利他这类利他行为或利他态度展现出来。  

4.2. 青少年利他态度和利他行为的关系 

双重态度理论认为，人们对同一态度客体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能被人们所意识到的、

承认的外显态度，另一种则是无意识的、自动激活的内隐态度。这一理论认为，外显态度容易变化，内

隐态度不易改变。内隐联想范式具有较好的掩饰性，能够反映被试真实的想法。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在大

学生高责任感群体中利他态度和利他行为具有一致性，即不管是否启动了抗疫精神，高责任感的被试内

隐利他态度和外显利他行为均显著高于低责任感被试且两组高责任感被试之间差异不显著。但是低责任

感群体的利他态度与利他行为却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外显利他行为上，低责任感的被试在抗

疫精神是否启动下得分差异不显著，即从外显行为上，不管是否观看了抗疫视频的低责任感被试具有相

同水平的利他行为倾向，但是在内隐利他态度上，观看了抗疫视频的低责任感被试的内隐利他倾向却显

著高于没有观看抗疫视频的低责任感被试。没有观看抗疫视频的低责任感被试(控制组低责任感被试)在外

显利他行为倾向较强，但是内隐利他态度倾向却较弱。利他态度和行为易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低责

任感的被试在没有抗疫精神视频的启动下，内隐利他态度倾向的下降也是说明了目前低责任感青少年群

体的真实利他状况。但是通过观看抗疫视频这一外部的情绪诱因，却能激发这一部分被试的内隐利他态

度，甚至达到了与高责任感被试同样程度的内隐利他态度，进一步表现了以抗疫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精神

的伟大号召力、凝聚力，能激励尤其是低责任感的青少年群体内隐利他态度。 

4.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法发现，在抗疫精神的启动下，青少年群体的内隐利他态度明显增强。青年是国家

和民族未来的希望，“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青年成才的关键时期，更

需要将培养以抗疫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精神纳入国民教育，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手，帮助青少年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借助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通过一些让青少年乐于接受的形式，让青少年更

加直观感受到抗疫精神中的价值和力量。利他作为亲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青少年群

体责任感、担当感的一种体现，而这也会激励他们不断地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也是我们呼吁的美好社会的基础，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本研究是一次通过应用心理学实验方法来验证青少思想教育效果的探索，未来研究中可以通过增加

被试量、考察性别差异等方面开展中国抗疫精神教育与青少年利他行为、态度等心理品质的进行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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