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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认知闭合需要与大学生疫情期间心理控制感需求的关系，以及模糊容忍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认

知闭合量表、模糊容忍度量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心理控制感需求程度问卷，对山东省某高校的 106 名大学生

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大学生的认知闭合需要与控制感需求之间显著正相关，认

知闭合需要与模糊容忍度之间显著负相关，模糊容忍度与控制感需求之间显著负相关。（2）模糊容忍度在

认知闭合需要对控制感需求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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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爆发，以湖北省武汉市为首要疫情爆发区，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至我国多个省市

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给世界各国人口健康、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体系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特别是疫

情流行容易造成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也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因此，目前

亟需研究如何减少人们因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恐慌心理。而在如何减少人们的恐慌方面，增强人们的控

制感是非常有必要的，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控制感需求［1］。控制感的缺失会导致个体产生

焦虑恐慌等情绪，但若重新获得控制感便可以减少上述不良情绪。国外的研究者对这一变量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2］，但目前国内对控制感需求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疫情期间个体控制感需求及其心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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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研究就更少了。本研究主要探究疫情期间个体控制感需求的心理机制，这对如何提升个体控制感以

及减少疫情对个体心理活动的影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前人研究发现，个体的控制感需求与个体的存在动机有关。存在动机指的是人们努力避免外部世界

威胁的动机，存在动机高的个体更迫切的想感知到一种安全、安心和可控的环境［3，4］。面对危险的、突

发的、不确定的情景时，个体往往会感知到外部环境的威胁。但由于存在动机的驱动，个体会努力尝试

去重新获得对周围环境的控制，因此产生较高的控制感需求［5］。而满足个体控制感需求的途径之一是

通过增加对危险因素的认知来实现的。具体来说，一些突发的恐怖袭击、经济危机等都会降低个体的控

制感，这种低控制感状态会促使个体寻求真相，力求将事件纳入到可预测、可控的范围。这一希望了解

某一事件背后原因的动机被称为认知闭合需要［6，7］。认知闭合需要可以看作是存在动机在认知方面的体

现。Kruglanski 和 Webster 提出，认知闭合需要是一个连续体，而认知闭合需要高低不同的个体则会处于

这一连续体的不同部分［8］。环境变量会在短期内改变个体的认知闭合水平［9，10］，比如在有时间压力的

情况下，认知闭合水平高的个体急于做出结论。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认知闭合需要是相对稳定的人格

特质，并发展出了认知闭合需要量表对个体的认知闭合水平进行测量［8，11］。认知闭合水平会影响个体

的信息加工和决策的过程，比如有研究发现，认知闭合水平高的个体在加工新闻信息时更加容易受到阴

谋论等错误信息的影响［12，13］，这是由于认知闭合需求高的个体感知到威胁、无法控制结果时，亟需通

过获取认知上的信息来减少感知到的威胁，以此提升控制感和安全感。而通常阴谋论信息可以提供一种

广泛而一致的解释，这便符合认知闭合水平高的个体急切获取信息的需要［5］。但目前研究者多从理论

角度对控制感需求与认知闭合需要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尚缺乏对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

此外，控制感也可能与其他因素存在相关。比如模糊容忍性，模糊容忍性（Ambiguity Tolerance）

又称模糊容忍度或不确定忍受力，是指个体对不确定线索的一种处理方式，表现在当个体面对一系列

不熟悉、复杂或不一致的线索时，对含混不清的情境或刺激进行加工的容忍程度［14］。对个体来说，

那些新颖的、复杂难以理解的，或是由于缺乏充足的线索提示而难以对其进行恰当建构和处理的情境

均属于模糊情境。模糊容忍度会影响个体的多种心理活动。比如有研究发现模糊容忍度低的个体更加

急迫做出决策［15］，这可能是由于个体急于通过决策重新获得对环境的控制感。然而，对控制感与模

糊容忍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仍十分缺乏。控制感需求与模糊容忍度的关系会是怎样的？本研究试图

探究这一问题。在综述前人文献基础上，本研究预期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新冠肺炎流行初期，

产生了大量不确定的模糊的新闻或线索。对这些线索的忍受程度受到个体的模糊容忍度的影响，模糊

容忍度高的个体能够容忍不确定线索的冲击，进而可能会对环境有比较低的控制感需求。模糊容忍度

低的个体会迫切想要掌握新信息或是得到明确的结论，从而作为恢复对环境控制感的手段，因此低的

个体可能有更高的控制感需求［16］。

研究者们围绕模糊容忍性与认知闭合需求的关系进行了较多探讨，较为一致认为模糊容忍性与认知闭

合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在好奇心［16，17］、决策［18］、二语学习［19］、工作压力［20］等领域，研究者发现了两

者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模糊容忍度高的个体，在面对信息匮乏的情景时，具有较低的信息搜寻动机，

更能接受这种不确定的状态；认知闭合需求高的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情景时，更渴望任意的答案，更倾向于

保持信息的清晰性，不能忍耐不确定的情境。因此认知闭合需求和模糊容忍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新冠肺炎流行期间，认知闭合需求、模糊容忍度与大学生控制感需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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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认知闭合需要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许多西方学者把认知闭合需要引入消费［21，22］、

决策［23，24］、政治［25］等研究领域，较少的研究关注认知闭合需要与控制感需求之间的关系。此外，在

模糊容忍度研究领域，较多研究从二语学习［15］、决策［18］、创造力［26］等角度考察模糊容忍度的作用，

对认知闭合需要、模糊容忍度及控制感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本研究旨在考察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大学

生的认知闭合需要、模糊容忍度与心理控制感的关系，为今后大学生面对诸多学习生活问题，进行信息

处理时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方法

2.1  时间、被试

本研究数据于 2020 年 2 月份收集，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从山东省某高校随机抽取 109 名大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剔除无效问卷共 3 份（作答时间短于 100 秒，答案大批量连续性重复），保留有效问卷

106 人，问卷有效率为 98.17%，其中男生 33 人，女生 73 人。文科 69 人，理工科 37 人，艺术类 3 人。

城市 55 人，农村 54 人。大一 31 人，大二 48 人，大三 25 人。平均年龄 20.16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认知闭合量表

Webster 和 Kruglanski（1994）编制了认知闭合量表［8］，刘雪峰、张志学和梁钧平（2007）曾对这

一量表进行了汉化，形成了中文版认知闭合量表［11］。该量表从五个维度测量个体的认知闭合水平，共

包括对结构的偏好、对可预测性的偏好、个体的决断性、对模糊性的不舒服感和心理封闭五个维度。在

本研究中，采用 7 点量表积分，共 11 道题目，所有题目按照“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 1-7

分。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70，信度较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

2.2.2  模糊容忍度量表

采用 Mclain（2009）年编制的模糊容忍度量表［27］，共 13 道题目，其中九道题目为反向计分题。该

量表是基于四个维度测量个体的模糊容忍度，分别包括刺激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新奇性、逻辑不一致性。

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从 1 分（完全不赞同）到 5 分（非常赞同），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模糊容忍度越高，

越能容忍模糊的情境。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79，信度较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

2.2.3  对控制感需求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的控制感需求量表改编自 Van Prooijen 和 Acker 研究中的题目［2］。在这一研究中，研究

了千年虫病毒对个体控制感产生的威胁程度，具体包括五个题目，比如“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千年虫病

毒对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等。结合新冠肺炎流行现状，本研究编制了五道题目用于测量新冠肺炎疫情

流行期间个体的控制感需求。题目包括“你认为你在多大程度上体会到了疫情的直接威胁？”“疫情期

间你在多大程度上体会到了对生活失去控制？”等。采用 7 点量表评分，1 分代表完全没有影响，7 分

代表非常高的影响。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控制感需求越高。在本研究中，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79，

信度较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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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认知闭合、模糊容忍度和控制感需求的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相关分析发现，认知闭合和控制感需求呈显著正相关，

与模糊容忍度呈显著负相关；模糊容忍度和控制感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N=106）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N=106）

M SD 认知闭合 模糊容忍度 控制感需求
认知闭合 3.69 0.51 -

模糊容忍度 4.14 0.41 -0.597*** -
控制感需求 3.53 0.57 0.223* -0.227* -

注：*p<0.05，**p<0.01，***p<0.001。

3.2  模糊容忍度的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方式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中介作用分析，首先检验预测变量（认知闭合）对结果变

量（控制感需求）的总效应，结果显示，认知闭合对控制感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0.223，

t=2.33，p=0.019）。

然后检验模糊容忍度的中介作用是否显著。结果显示，认知闭合需要对模糊容忍度具有显著的负向

预测作用（β =-0.597，t=-7.58，p<0.001）；以认知闭合需要、模糊容忍度为预测变量，控制感需求为

结果变量探究分析，加入模糊容忍度这一变量后，认知闭合需要求对控制感需求的影响下降至不显著，

即认知闭合需要对控制感需求的直接效应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0.135，t=1.14，p=0.257），说明认知

闭合需要对控制感需求对模糊容忍度的影响有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60.77%，解释

了因变量方差变异的 11.40%。以认知闭合需要为预测变量，模糊容忍度为中介变量，控制感需求为结果

变量建立中介模型，见图 1。由变量之间路径可看出认知闭合需要通过模糊容忍度预测控制感需求。

图 1  模糊容忍度在认知闭合需要和控制感需求之间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The mediation model of tolerance of ambiguity between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need fo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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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个体的控制感需求与个体的认知闭合需要、模糊容忍度之间的关

系。结果发现个体的控制感需求与认知闭合需要存在显著正相关，认知闭合需要水平高的个体控制感需

求也越高；个体的模糊容忍度与认知闭合需要存在显著负相关；模糊容忍度与控制感需求之间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模糊容忍度在认知闭合需要和控制感需要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4.1  认知闭合需要、模糊容忍度和控制感需要的相关关系

认知闭合需要被认为是个体在面对不确定和危险情境时的动机和愿望，相比于混乱和不确定，任何

确定的答案都更好些［8，28］。较少有研究直接考察了认知闭合需要与控制感需求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

现个体的认知闭合需要与控制感需要之间为显著正相关关系。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个体对周围环境

的控制感受到了威胁，认知闭合水平不同的人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和控制感需求是不同的。高认知闭合需

求的个体认为疫情产生了更大的威胁，体现出了更高的控制感需求。该研究也进一步为相关研究的论述

提供了理论支持。在阴谋论领域，研究者提出认知闭合高的个体感知到了更多的控制感威胁，为了重新

获得控制感，认知闭合水平高的个体会通过获取认知上的信息来减少感知到的威胁，从而提升控制感和

安全感。阴谋论信息可以在缺乏科学解释时为个体提供确定的答案，满足个体减少威胁提升控制感的需

求［5］，因此认知闭合水平高的个体更加容易相信阴谋论信息。

认知闭合需要与模糊容忍度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首先，认知闭合需要高的个体面对决定时更

加缺乏耐心和冲动，不能忍受不确定的情境。模糊容忍度反映的是个体在面对一系列复杂的不熟悉的线

索时，对含混不清的刺激的认知加工方式。模糊容忍度高的个体能够忍受复杂模糊的情境，不急于做出

决策；模糊容忍度低的个体比较难以容忍复杂模糊的情境，会在完全没有了解背景的情况下便急于做出

判断，因此认知闭合与模糊容忍度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是一致的［20，29］。比

如在 Iannello 等人（2017）的研究中，发现医学生的认知闭合需要与模糊容忍度之间为显著负相关关系［20］。 

此外，我们发现模糊容忍度与控制感需要之间为显著负相关关系，模糊容忍度高的个体对控制感的

心理需要水平更低。这反映了模糊的情境会导致模糊容忍度低的个体因产生的较大心理压力而感知到更

多的控制感威胁，进而对控制感有较高的心理需要水平。但模糊容忍度高的个体可以意识到自己处于模

糊不确定的状态，但并不会对这种现状困扰，控制感需求方面相对较低。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存在大量

的不确定的信息，模糊容忍度高的个体更能容忍这些信息的存在，使得这些不确定信息对其控制感的威

胁更小，因此模糊容忍度和控制感需求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2  模糊容忍度的中介效应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模糊容忍度在认知闭合和控制感需求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这意味着，认

知闭合需求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控制感需求，当考虑模糊容忍度时，这种影响更多的是通过模糊容

忍度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对控制感需求产生影响。

个体对模糊情境的容忍度影响着个体的控制感需求的高低，模糊容忍度较低的个体会产生更高的

控制感需求。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产生了大量的模糊不确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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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容忍度低的个体面对这种情景时会表现出难以忍受模糊情境、思维僵化、感知到的压力过大等问

题［16，30］。而对控制感的高需求正是这种压力过大的表现。对模糊容忍度高的个体来说，这种不确定的

情境并不会造成较大的压力和困扰，模糊容忍度高的个体能够忍受这种模糊的情境，认知闭合需要对控

制感的影响也会由于高模糊容忍度的作用而相应的减少，因此增加模糊容忍度作为中介变量之后，认知

闭合需要与控制感需求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模糊容忍度在两者的关系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发现了模糊容忍度在认知闭合需要对控制感需求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以认知闭合需要这一

认知角度为切入点，为提升个体控制感的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撑。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会对个体的控制感

产生较大的威胁，从而产生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政府和各大新闻媒体需要及时发布权威的、科学的

正确信息，通过满足个体认知方面的需求来让个体重新恢复控制感，尽量减少由于控制感缺失产生的各

种不良情绪。本研究也启发我们，认知闭合需要和模糊容忍度高低不同的个体对控制感有着不同的需求，

新闻媒体在发布疫情相关信息时需要考虑到主要受众的个人特质等问题。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中参与调查的多为在校大学生，对研究结果的代表性

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等个体变量的作用。此外，本研究初

步探究了在个体的控制感需求方面，认知闭合需要的影响和模糊容忍度的中介作用机制，而个体的其他

性格特点也可能在认知闭合影响控制感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比如完美主义［20］，完美主义程度不同的个

体可能会有不同的控制感需求，后续研究可考虑进一步纳入完美主义等性格因素。

5  结论

本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考察了认知闭合需要、模糊容忍度与个体的控制感需求之间的关

系，得出如下结论：（1）认知闭合需要与个体的控制感需求呈显著正相关，认知闭合需要与模糊容忍

度呈显著负相关，模糊容忍度与个体的控制感需求呈显著负相关；（2）模糊容忍度在认知闭合需要对

控制感需求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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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mong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Need 
for Control in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of 

COVID-19：the Mediating role of Tolerance of Ambig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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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need for control 
in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olerance of ambiguity 
in era of mobile internet. 106 college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Cognitive Closure Scale, Tolerance of Ambiguity Scale and Questionnaire on the Need 
for Control during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During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college students’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eed 
for control; moreover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with 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d tolerance of ambiguity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need for control. (2) Tolerance of 
ambiguity can completely mediate the path from need for cognitive to need fo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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