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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安全依恋启动是否能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方法：通过回忆书写任务将48名大学生随

机分为安全依恋启动组和中性启动组，随后进行信任博弈游戏。结果：相对于中性启动，安全依恋启动

能显著提高大学生在信任博弈游戏中对他人的人际信任行为(投资额)和信任评价。结论：安全依恋启动

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这为促进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提供了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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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the initiation of secure attachment can affect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48 colleg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afe attachment initiation group and neutral initiation group by recalling the writing task, fol-
lowed by a trust game. Results: Compared with neutral initiation, secure attachment initi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behavior (investment amount) and trust evaluation 
of others in the trust game of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Secure attachment initiation can effec-
tively improve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which provides an effective refer-
ence for promoting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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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内外心理学家在制定心理健康评定标准时一致认为：人际关系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信任是人

际交往的基础，也是影响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信任感，对一切事物都

有所怀疑，久而久之容易使自已陷入焦虑不安的消极情绪之中，这不仅影响或部分剥夺了个体的社会资

本，还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大学时期是个体人际信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根据埃里克森的社会性发展理论，18~30 岁是个

体培养亲密感克服孤独感的阶段。此时的大学生正经历信任危机，如果亲密感超越了孤独感，则说明成

功度过了青年期的危机，可以帮助个体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并促进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此外，在科学技

术迅猛发展、知识爆炸的今天，人际信任更是对大学生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协作精神的建立有着直

接的影响。因此，探究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对如何塑造大学生的健康心理，培养

大学生的合作素养具有重要价值。 

1.1. 人际信任 

信任是指个体基于对他人目的和行为的积极预期，而愿意向他人暴露自己的弱点并承担风险的一种

心理状态(Rousseau, Sitkin, Burt, & Camerer, 1998)，人际信任是个人与他人、社会联系的基础。人际信任

可以提升个人安全感、促进人际互动、促进亲社会行为和提高生活满意度，同时社会互动中较高的人际

信任水平还能降低社会对法律法规的依赖性，从而降低社会成本(王燕，2020)。所以，人际信任逐渐成为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 
在实验情境中，研究者通过策略互动的博弈游戏对信任行为进行探究，这些信任博弈任务包括两难

困境、议价博弈、信任博弈、蜈蚣博弈等，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是 Berg 的信任博弈游戏(Berg, Dickhaut, & 
McCabe, 1995)，该游戏经汉化与改编后已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之中(李彩娜，

孙颖，拓瑞等，2016)。利用信任博弈游戏，研究者不仅探讨了个体(或群体)在利益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信

任程度，还分析了文化、价值观、人格特质、风险知觉等因素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李爽，郭治斌，韩尚锋

等，2021)。 

1.2. 依恋 

依恋是指个体与生俱来的向重要他人(如父母、伴侣等)寻求亲近和保护的倾向(Bowlby, 1973)，是亲密

关系的核心成分(Miller, Perlman, & Brehm, 2009)。Bowlby 认为个体早期与主要养育者之间的互动会内化为

个体独特的内部工作模式和安全基地图式(郭薇，陈旭，杨楠，2011；王争艳，刘迎泽，杨叶，2005)，这

些工作模型和图式在正常情况下是相对稳定的，但是一旦受到外界环境或事件的刺激，工作模式和图式会

产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导致安全依恋水平也随之改变(王争艳，刘迎泽，杨叶，2005；Bowlby, 1969；孙嘉

秀，何赟，马皑，2020；潘彦谷，张大均，何龙韬等，2021)，并对人际互动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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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依恋启动即通过各种与依恋相关的线索，包括呈现依恋相关的文字、图片等，回忆与依恋对象

的互动经历，从而激活个体内部工作模式和安全基地图式，使个体暂时获得依恋安全感并在潜移默化中

对个体的认知、情感、行为产生影响(李彩娜，石鑫欣，黄凤等，2013；袁悦，2019)。安全依恋启动分为

阈上安全依恋启动和阈下安全依恋启动两类，阈下安全依恋启动指的是被试意识没有识别到的启动，一

般方式为向被试呈现时间非常短的(20~50 ms)与安全依恋相关的刺激(如词语或图片) (Mikulincer, Shaver, 
Gillath, & Nitzberg, 2005)；阈上安全依恋启动指的是被试意识识别到的启动，包括回忆或想象安全依恋经

历(Li, Liu, Zhang, Huo, You, & Wang, 2016)、阅读安全依恋语句，也会使用呈现安全依恋相关的图片、词

汇的方法，呈现时长达到 500 ms 或更久(Mikulincer, Shaver, & Rom, 2011)。本研究使用阈上安全依恋启

动，该方法被证实可以有效启动被试的安全依恋水平(Mikulincer, Shaver, & Rom, 2011)。 
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安全依恋启动可以改变大学生个体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从而提高大学生人

际信任水平。本研究通过安全依恋启动和信任博弈游戏探讨大学生安全依恋启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这

对于改善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2. 方法与结果 

2.1. 被试 

随机招募 48 名大一、大二本科生进行实验。将被试随机分为安全依恋启动组和中性启动组，并对两

组同学的性别、年龄、专业进行匹配。最终，两组成员各 24 人，被试年龄在 18~2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9.59 ± 0.82 (M ± SD，下同)。其中安全依恋启动组男生 6 人，女生 18 人；中性启动组男生 4 人，女生

20 人。所有实验被试签订知情同意书并给予一定金额的酬劳，提前告知被试酬劳的多少与实验中任务的

表现相关。实验中无被试退出。 

2.2. 实验材料 

1) 回忆书写任务启动材料 
根据李彩娜(2013)等人的研究设计启动材料。在安全依恋启动过程中，要求被试回忆一个与自己亲近的

人(如家人、挚友)；在中性启动过程中，要求被试回忆一个无关他人(如远亲、邻班同学)。要求两组被试在 5
分钟时间内写下所回忆人的外貌特征、人格特点、发生的互动事件以及相处时带来的感受。回忆书写任务完

成后，要求两组被试对自己感受到的安全依恋感进行评价并作为启动有效性的评价指标(李彩娜，石鑫欣，

黄凤等，2013)。对安全依恋感的评价采用自编问卷，共三个题目，如“你对你所回忆人的信任程度是多少”，

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安全依恋程度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6。 
2) 信任博弈游戏 
本实验采用改编后的信任博弈游戏(拓瑞，2014)，该博弈游戏最早由 Berg 提出(Berg, Dickhaut, & 

McCabe, 1995)。在信任博弈游戏中，有投资者与运营商两个角色，投资者可将其拥有的金币给运营商进

行投资，运营商负责管理投资者的金币。参与实验的被试为投资者，运营商为匿名的随机搭档，双方通

过电脑程序进行交易，实验过程中双方互不知晓对方的具体身份和分组情况。 
实验具体规则如下：投资者拥有的金币总数为 S，可拿出部分金币 Y 给运营商进行投资，运营商将

会产生 2Y 的利润，加本金 Y 共为 3Y，运营商需返还部分金币 X 给投资者，即投资者的收益为 X − Y，

运营商的收益为 3Y − X，X 的具体数额由运营商决定。在信任博弈任务中投资者投入的金币数量代表个

体的信任行为，投入金币越多则代表信任感越高。 
3) 信任报告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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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投资结束后，被试需填写信任报告问卷，问卷的题目为“你认为此运营商是否值得信任？你对

运营商的信任程度是多少”，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从 1“非常不信任”到 5“非常信任”。 

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实验为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启动类型(安全依恋启动；中性启动)，因变量为信任行为(由
投资额指示)和信任自我报告(由信任报告问卷指示)。实验程序如图 1。 

48 名被试随机分配到安全依恋启动组和中性组，所有被试均单独进行实验。分别对被试进行安全依

恋启动和中性启动，启动后要求被试对自己感受到的安全依恋感进行评分，并把评分作为安全依恋启动

有效性测查的依据。博弈任务开始前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所回忆的人一直陪伴自己进行接下来的任务(孙嘉

秀，何赟，马皑，2020)。被试在充分理解实验指导语的前提下进入信任博弈实验程序。被试扮演投资者

分别对 5 位运营商进行 3 轮投资，总计 15 轮投资。每次投资结束后，需被试填写信任报告问卷。被试的

投资额和信任报告问卷分别作为对运营商的信任行为和信任自我报告进行统计和分析。实验结束后，将

根据 15 轮投资的收益总和来决定最终的实验酬劳，并向被试表示感谢。 
 

 
Figure 1. Flow chart of the experiment 
图 1. 实验流程图 

2.4. 结果与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1 中详细列出了年龄、性别、家庭来源、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独生、信任行为(投资额)、信任自我

报告等有关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结果显示，家庭来源与家庭经济状况呈现出显著负相关

(r = −0.369, p < 0.05)，家庭来源与是否独生呈现出显著正相关(r = 0.359, p < 0.05)，即来自城市的被试学

生家庭经济状况优越的概率越高，独生的概率越高，来自农村的被试学生其家庭经济状况拮据的概率越

高，独生的概率越低。 
家庭经济状况与信任行为(投资额)呈现出显著正相关(r = 0.359, p < 0.05)，即被试的家庭经济状况越

优越在实验中投资更多的金币并表现出信任行为的概率也会越高。家庭经济状况与对他人信任程度自我

报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r = 0.317, p < 0.05)，即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被试在报告中对他人信任程度大概

率也会越高。信任行为(投资额)与被试的信任自我报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r = 0.381, p < 0.01)，即在实

验中表现出更多信任行为的被试对他人的主观信任感评价也会越高。 
通过对人口学变量进行分析可得，年龄、性别、家庭来源、是否独生与被试的投资额和人际信任自

我报告无相关关系。家庭经济水平与投资额和人际信任自我报告呈现出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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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表 1. 结果分析 

变量 M SD 年龄 性别 家庭来源 家庭经济 是否独生 投资额 信任报告 

年龄 19.21 0.74 1       

性别 1.79 0.41 −0.27 1      

家庭来源 2.04 0.85 −0.22 −0.16 1     

家庭经济 2.83 0.60 −0.02 −0.15 −0.37** 1    

是否独生 1.81 0.45 −0.14 0.13 0.36* −0.12 1   

投资额 5.02 1.40 −0.07 −0.04 −0.08 0.36* 0.20 1  

信任报告 3.58 0.56 0.10 −0.02 0.12 0.32* 0.12 0.38** 1 

 
2) 安全依恋启动有效性检验 
为检验对被试的安全依恋启动是否有效，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对两组被试的安全依恋自评分(M 

± SD)进行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差异显著(见表 2)。根据分析结果可知，安全依恋启动可以有

效提高被试的主观安全依恋感。 
 
Table 2.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表 2. 差异比较 

变量 安全启动组 中性启动组 总计 t 

家庭经济情况 2.92 ± 0.58 2.62 ± 0.57 2.79 ± 0.58 1.51 

安全依恋自评分 3.71 ± 0.62 3.04 ± 0.46 3.38 ± 0.64 4.20*** 

信任行为(投资额) 5.45 ± 1.26 4.60 ± 1.43 5.02 ± 1.40 2.19* 

信任自我报告 3.79 ± 0.46 3.38 ± 0.58 3.58 ± 0.56 2.76** 

 
3) 信任行为(投资额)和信任自我报告的差异检验 
为检验安全依恋启动是否能有效提升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信任行

为(投资额)和信任自我报告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安全依恋启动组的信任行为(投资额)和信任自我报告

得分均显著高于中性启动组(见图 2)。 
 

 
Figure 2. Test for difference 
图 2. 差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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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探究了安全依恋启动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安全依恋启动组大学生投资额(指
示信任行为)和信任报告问卷(指示信任自我报告)得分都显著高于中性启动组，说明安全依恋启动可以显

著影响大学生在人际互动中的信任行为和人际信任水平，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实验结果表明，回忆书写任务能够有效启动大学生的安全依恋。Mikulincer 和 Shaver 在一项研究中，

要求安全依恋启动组的被试回忆或想象自己与重要他人的互动经历。研究发现，想象任务有效的启动了

被试的安全依恋(Mikulincer & Shaver, 2001)。Gillath 等进行的研究中，通过要求被试回忆自己与一位特定

依恋对象相处时，感到舒服自在、相互给予支持和依靠的情景，成功的启动了被试的安全依恋(Gillath, 
Sesko, Shaver, & Chun, 2010)。本研究支持了上述研究结果，验证了利用回忆书写任务可以有效启动被试

的安全依恋状态。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安全依恋启动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促进合作行

为。根据 Feeney 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型，安全依恋会形成积极的自我和他人模型，将自己表征为有价值和

有能力的，将他人感知为友好的且能够提供保护、舒适和安全环境的(Feeney & Collies, 2001)。所以安全

依恋个体能更好的感受到来自亲密关系的支持，形成安全依恋基地，更好的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探索和交

流(Bowlby, 2008)。依恋内部工作模式和安全基地图式的激活，使安全依恋启动组被试激活了过去的安全

依恋经历，使其提升了对周围环境的安全感，表现出更多的探索行为，因此安全依恋启动组被试在信任

博弈任务中能够更快更准确的感知游戏，更加投入的参与到游戏中，也会对别人报以更多的信任。 
本研究揭示了安全依恋启动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对提升大学生合作素养进行有效引导和教育

具有重要启示。大学生群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信任水平对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

适应和社会和谐稳定均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本研究结果提示可以从安全依恋视角对大学生人际信任和

合作素养培养进行引导和教育。在人际信任素养培养方面，可以帮助学生通过回忆重要他人，回顾蕴含

在亲密关系中的生命故事，审视自身亲密关系的互动模式，加深情感体验，汲取重要依恋对象给予自身

的无形的安全感，以此加强集体间的人际联结，为开展团队活动，促进合作行为，提升合作技能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其次，在大学生合作素养和人际信任培养上，应考虑从态度和行为两方面入手，知行合一，

全面提升大学生合作素养。在与他人多方协作的人际互动过程中，使大学生亲身实践，增加情感体验，

加深对“合作”内涵的理解，在实践中收获因合作而获益的经验，进而乐于实施合作行为，并将合作精

神传递感染到团队中的其他人，共同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合作共赢(李伊伦，2019)。 
本实验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展望：首先，本实验只选择了阈上启动的回忆书写任务方法来启动安

全依恋，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选择多种阈上或阈下启动的方法，充分验证启动的有效性。其次，实验所选

女性被试多于男性被试，对实验结果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未来研究可在男女性别被试数量相当、增

大实验样本容量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研究的发现。最后，本实验证明了启动安全依恋可以促进被试的

人际信任，但并没有从其内部工作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论证，未来可通过多因素实验设计，进一步研究

其内部工作原理或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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