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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纷纷研究面孔吸引力对个体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初

中生为研究对象，随机选取了30名初中生进行实验，探索面孔吸引力对助人行为的预判。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性别被试对不同面孔吸引力水平个体助人行为的预判具有一致性；面孔吸引力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29) = 342.838，p < 0.05；面孔图片性别主效应显著F(1, 29) = 51.273，p < 0.05。在社会助人情境

中，人们更愿意相信高面孔吸引力的人有助人行为，即存在“美即好”这一刻板效应；并且认为女性比

男性更有可能做出助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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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face attractiveness on individuals 
as well as social life.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andomly selects 30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conduct experi-
ments to explore the prediction of face attractiveness on helping behaviour.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re is consistency in the prejudgment of helping behaviour of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face attractiveness by subjects of different genders; the main effect of the level 
of face attractiveness is significant F(1, 29) = 342.838, p < 0.05; and the main effect of the gend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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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cture of the face is significant F(1, 29) = 51.273, p < 0.05. In social helping situations,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believe that high face attractiveness In social helping situations,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believe that people with high facial attractiveness engage in helping behaviour, i.e., 
there is a stereotypical “beauty is good” effect; and that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help-
ing behaviour than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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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常言道，“美丽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启示我们不应该光靠外表去评价一个人，

道理我们都懂，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难逃“美的即好的”这一关于相貌的刻板印象[1]。在社会交往

活动中，面孔吸引力较高的个体往往会得到更多的青睐[2]。面孔吸引力(facial attractiveness)是指目标人

物的面孔所诱发的一种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并驱使他人产生接近意愿的程度[3]。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讲，

面孔吸引力是随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在心理学界，“面孔吸引力”这个概念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

被提出来并有了较为系统的定义。自此以后，关于面孔吸引力的研究以及探讨成为了研究者们备受关注

的话题。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吸引力面孔比低吸引力面孔更能吸引注意[4] [5]。研究发现，个体在婴儿时期

就偏爱吸引力水平高的个体，具体表现为其对高吸引力面孔的注视时间更久[6]。同时，人们也会对高面

孔吸引力个体做出更加积极的评价，即认为这样的个体具有更多积极的人格特质。尽管这些优秀的特质

个体并不一定会具备，但人们仍会显示出这样的偏好，面对高吸引力面孔个体时，大家更有可能做出冒

险决策[7]。Chen 等人运用眼动技术分析面孔吸引力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认为高面孔吸引力

的人更可能遵守承诺，归还金钱。在求职应聘时，相貌突出的个体更容易得到一些良性评价，从而更容

易获得工作，升职几率也更大[8] [9]。高面孔吸引力的个体其亲密关系的建立也会更占优势，认为在配偶

选择中，男女双方都视伴侣的外貌吸引力为重要选择标准，其中男性比女性更加看重对方的外貌[10]。在

人际关系的交往活动中，高面孔吸引力的个体仍占有优势。胡雪研究发现，高面孔吸引力的个体更容易

获得他人的信任与宽恕[11]。在犯错误的情况下，高面孔吸引力的个体也更易得到原谅与宽恕，关于面孔

吸引力对司法的影响这一研究中发现：在同一犯罪情形下，高面孔吸引力个体即使被定罪，也会轻判[12]。
可见，人们倾向于认为面孔吸引力高的人更善良、热情和友好[13]，且对面孔吸引力高的个体更为包容

[14]。 
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助人行为”是否也受到面孔吸引力高低的影响呢？数年来，心理学家们对助

人行为这一主题的研究依旧兴趣不减。助人行为属于道德水平层面的外显行为体现，同时也是亲社会行

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助人行为是指没有私心的为求助者提供帮助的行为，主要受助人者、求助者和情境

三个因素的影响[15]。研究发现，面孔吸引力程度能够影响个体对他人内在品质的判断[1]。外表美的个

体被认为是善良、热情、友好的。张璇以大学生为被试，在一项道德判断实验中发现，面孔吸引力高的

个体被认为会更有可能做出积极的、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行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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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就是好的”本身就属于刻板印象，具有偏差性。有研究发现，面孔吸引力在某些条件下也会

产生消极的影响。人们认为面孔吸引力高的科研人员有更低的科研质量[17]。与低面孔吸引力的程序员相

比，面孔吸引力高的个体其工作水平更高[18]。当目标群体与人们已经形成的刻板印象冲突时，会使个体

的认知产生偏差，从而导致对目标个体的认知评价缺乏客观性。青少年群体看问题较为片面化和表面化，

且个体社会化仍处于发展阶段[19]，我们推断其更加容易受面孔吸引力刻板印象的威胁。故本实验以初中

生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个体对不同面孔吸引力水平个体其助人行为可能性的预先判断。 

2. 实验 

2.1. 研究假设 

假设 1：被试对不同面孔吸引力的个体的助人行为的预判具有一致性； 
假设 2：被试判断面孔吸引力高的人比面孔吸引力低的人更有可能做出助人行为。 

2.2. 研究设计 

2 (面孔吸引力水平：高、低) × 2 (面孔性别：男、女)的被试内设计，其中自变量是面孔吸引力水平

和面孔性别，面孔吸引力水平有 2 个水平，分别是高面孔吸引力和低面孔吸引力，面孔性别的 2 个水平

分别是男和女；因变量是被试通过七级评分法得到的分数。 

2.3.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来宾市某中学初二学生 30 名，其中男生 15 名，女生 15 名，年龄范围 13~15 岁(M = 14.58)，
所有被试均为汉族人，身体健康，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自述无家族精神疾病史，近期内

未发生重大生活事件。均自愿参加，所有被试完成实验后均得到一份小礼品。 

2.4. 实验材料 

本研究选择黄玲玲在面孔吸引力评定实验中，采用七级评定法按照每张面孔均值的高低筛选出正式

实验所要使用的材料，共 40 张，其中高面孔吸引力图片，男、女各 10 张；低面孔吸引力图片，男、女

各 10 张[20]。请 7 位心理学研究生对所选图片面孔吸引力进行七级评分，结果发现不同面孔吸引力等级

之间差异性显著(p < 0.05)。并在每种水平中剔除 6 张图片(长相与某些公众人物相似)，最后本研究的正式

材料包括：高面孔吸引力照片 14 张，男、女各 7 张；低面孔吸引力照片 14 张，男、女各 7 张，总共 28
张材料图片。 

通过网络随机选择助人行为情境图 15 张。并请 7 位心理学研究生采用五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图片所反

映的助人情境是否合适。最终剔除 5 张情境意义模糊的情境图片，得到正式实验材料。 

2.5. 实验程序 

运用 E-prime1.1 进行实验，在实验开始之前，呈现一段指导语，向被试说明如何进行实验操作。接

着电脑屏幕上会出现红色“+”号注视点，提醒被试集中注意力。随后屏幕会随机出现不同的面孔图片和

问题情境简图，被试需要对每张面孔的助人行为的可能性进行等级评价，1 表示几乎不可能，7 表示非常

有可能。电脑键盘上的数字 1~7 代表相应的等级分值。 
注视点呈现时间为 1000 ms，然后同时呈现一张面孔图片和一张助人情境简图，共 112 个 trial，被试

通过键盘上的数字 1~7 对呈现的面孔有多大的可能性做出助人行为进行等级评分，每个被试均需完成所

有的实验情况。整个实验过程均使被试在独立安静，无干扰的实验室完成。具体流程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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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lowchart 
图 1. 流程图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性别被试对不同面孔吸引力水平个体助人行为预判的差异 

Table 1. Differences between subjects of different genders on individual propensity for helping behaviour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face attractiveness (M ± SD) 
表 1. 不同性别被试对不同面孔吸引力水平个体助人行为倾向的差异(M ± SD) 

面孔 男(n = 15) 女(n = 15) 总(n = 30) t 

男高吸引力面孔 4.98 ± 0.83 5.48 ± 0.52 5.23 ± 0.68 1.996 

男低吸引力面孔 2.46 ± 0.49 2.29 ± 0.50 2.38 ± 0.50 −0.195 

女高吸引力面孔 5.79 ± 0.93 6.08 ± 0.65 5.94 ± 0.79 0.972 

女低吸引力面孔 3.09 ± 0.69 2.89 ± 0.76 2.99 ± 0.73 −0.764 

男面孔吸引力 3.72 ± 0.66 3.89 ± 0.51 3.81 ± 0.59 0.901 

女面孔吸引力 4.44 ± 0.81 4.49 ± 0.71 4.47 ± 0.76 0.104 

高吸引力面孔 5.39 ± 0.88 5.78 ± 0.59 5.59 ± 0.74 1.484 

低吸引力面孔 2.78 ± 0.59 2.59 ± 0.63 2.69 ± 0.61 −0.840 

总面孔 4.09 ± 0.74 4.19 ± 0.61 4.14 ± 0.68 0.322 

 
通过数据分析，由表 1 我们可以得出，不同性别被试对同一面孔吸引力水平个体助人行为可能性的

判断之间差异不显著。全部被试在各个水平上的数据如下：男高吸引力面孔 t = 1.996，p > 0.05，男低吸

引力面孔 t = −0.915，p > 0.05，女高吸引力面孔 t = 0.972，p > 0.05，女低吸引力面孔 t = −0.764，p > 0.05，
男性吸引力面孔 t = 0.901，p > 0.05，女性吸引力面孔 t = 0.104，p > 0.05，高吸引力面孔 t = 1.484，p > 0.05，
低吸引力面孔 t = −0.840，p > 0.05，全部面孔 t = 0.322，p > 0.05。这些数据说明，男女被试对不同面孔

吸引力水平的个体的助人行为的可能性等级评价是一致的。从而验证了本实验的研究假设 1。 

3.2. 被试判断不同面孔吸引力的个体作出助人行为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对两个因素的主效应以及交互作用的分析，发现面孔吸引力水平的主效应显著 F(1, 29) = 
342.838，p < 0.05，面孔图片性别主效应显著 F(1, 29) = 51.273，p < 0.05，面孔吸引力水平和面孔图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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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29) = 0.585，p > 0.05，因此无需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只需对主效应进行分析，

见表 2。面孔吸引力水平的主效应显著，说明被试对不同面孔吸引力水平个体助人行为可能性的预判的

差异显著，高面孔吸引力和低面孔吸引力助人行为的平均值差异为 2.90，p < 0.05，即被试认为高面孔吸

引力的面孔个体做出助人行为的可能性远高于低面孔吸引力的个体，验证了假设 2。面孔性别的主效应

同样显著，说明被试对不同性别面孔个体助人行为可能性的评分之间存在差异，男性面孔吸引力和女性

面孔吸引力助人行为的平均值差异为 0.66，p < 0.05，即被试认为相对于男性，女性助人行为的可能性更

大。 
 
Table 2. Main effect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factors 
表 2. 因素间主效应及交互作用 

变异来源 SS df 均方 F 

面孔吸引力水平 252.387 1 252.387 342.838 

面孔图片性别 13.009 1 13.009 51.273 

交互作用 0.075 1 0.075 0.585 

4. 讨论 

本研究主要采用实验法讨论面孔吸引力对助人行为可能性预判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性别的被试对

高、低面孔吸引力水平的面孔做出助人行为的可能性的评分无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不论男女被试，在

对不同吸引力水平面孔的助人行为的预判上的判断是一致的，因此不存在被试性别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

响，这一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同[20]。之所以出现以上实验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大家对面孔吸

引力的评价具有一致性，即可通俗的理解为男生和女生对他人颜值的评价标准是基本相同的，且都一致

认为高面孔吸引力的人体更容易选择去帮助他人。也更进一步验证了 Dion 提出的“美的即好的”这一面

孔刻板印象[1]。这一结果也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一项眼动研究发现，美的形象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

断，相貌好的人被认为更有可能做出好的行为[21]。张璇关于面孔吸引力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这一研究也得

出结论:高面孔吸引力的人比低面孔吸引力的人更容易产生好的道德行为[16]。雷怡等人采取点探测范式，

并结合眼动技术研究发现：成人对高可爱度的婴儿面孔的反应时注意偏向更强，而且注视的时间偏向更

强[22]。根据以往的研究，面孔吸引力刻板效应广泛的存在于求职、择偶、合作等社会行为中，也有大量

的研究证实，这一刻板印象具有跨文化、跨年龄、跨种族的一致性[23]。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都

会受到“美即好效应”的影响，大家更愿意将美好的一些品质和特质赋予到颜值高的对象身上，即使他

们本身并不具有这样的特质，虽然用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并不客观，但当大部分人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候

还是难逃这一刻板印象的影响。既然是刻板印象，说明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去使用这一标准去衡量事物，

存在即合理，不过亦有利弊，关于有利的一面在此不做探讨，而其有弊的一面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学习

中要认真思考，客观判断，使其对我们的影响尽量降低。 
自变量主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面孔吸引力水平的主效应显著。实验数据清晰明了的向我们传递了

这样的信息，即被试认为高面孔吸引力的个体相对于低面孔吸引力的个体来说，做出助人行为的可能性

更大。这与以往文献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十分一致[24]，“美的就是好的”这一刻板论证进一步得到证实。

在社会互动中，长得好看的人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并影响人们对其内在属性的判断[25]。特质推论理论认为，

在其他有效信息缺乏的条件下，我们认知他人的方式常常是通过一个特质去推导出个体所具有的其他特

质。以往研究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出发，发现人们认为面孔吸引力水平高的人性格更加外向主动，会表

现倾向性更强的亲社会行为[26]。从进化论角度出发则有如下解释，即大家认为高面孔吸引力的个体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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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遗传基因，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择偶时会选择面孔吸引力水平高的异性[10]。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何在本实验中被试会认为面孔吸引力高的个体会更加愿意做出助人行为。 
面孔性别的主效应显著。被试更加倾向于认为女性面孔的个体做出助人行为的可能性程度要高于男

性面孔，以往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27]。张妍等人运用 ERP 技术采用学习–再认实验范式研究发现女

性面孔更容易诱发出更大的 EPR 成分，即被试在加工男性面孔和女性面孔时的加工过程本身存在差异，

且女性面孔会引发更加强烈的反应[28]。这一结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为本实验的研究结果提供了证明。

本研究发现男性被试对女吸引力面孔做出助人行为的评分要高于同性吸引力面孔。也可能是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大众普遍认为东方女性具有善良、乐于助人等积极的人格特质，加之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女

性本来就是柔和、善解人意的代表，这种存在于大众身上的集体潜意识可能会对判断有一定的影响。总

的来看，面孔刻板效应仍然存在，大多数个体不可避免的受到这一晕轮效应的影响。 

5. 结论 

1) 不同面孔吸引力的人做出助人行为的可能性不同。人们更倾向于认为高面孔吸引力的个体做出助

人行为的可能性更大。2) “美的即好的”这一传统的刻板印象更加得到证实。人们喜欢将一些积极的品

质赋予高面孔吸引力的个体。3) 人们认为女性面孔比男性面孔做出助人行为的可能性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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