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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排斥是指由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斥或拒绝，个体归属需求和关系需要受到阻碍的现象和过程。社会

排斥使个体的四种基本心理需要严重受损，产生更多不良情绪并出现攻击性反应，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负

面影响。针对社会排斥领域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在西方国家中个体主义倾向明显的被试在受到社会后会出现

比东方国家中集体主义倾向的被试更多的反社会行为以及回避行为倾向。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在个体人

格特征层面的反映即为个体的互依自我建构和独立自我建构，自我建构作为个体的特质因素会对社会排斥后

的消极反应产生影响，独立型自我建构者注重个体的独特性、自主性，通过个人的能力来界定自我；互依型

自我建构者注重与周围环境以及与社会的关联性，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远近、亲疏来界定自我。随着全球经济

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个体的自我建构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且人际之间、群际之间的社会排斥、人际拒绝现

象日益突出，本文旨在总结国内外有关不同自我建构个体受社会排斥后的攻击行为及其差异研究，丰富社会

排斥、自我建构与攻击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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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大到种族歧视、地域歧视现象，小到人际间的相互拒绝和排斥，

社会排斥给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生理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针对社会排斥现

象，不同学者总结了各自的定义，我国学者杜建政等人总结了国外学者对于社会排斥的定义，提出在心

理学领域中，社会排斥是指由于为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斥或拒绝，个人的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

阻碍的现象和过程。社会排斥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日常生活中的排斥、拒绝、孤立、无视等均属于该领

域范畴（杜建政、夏冰丽，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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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社会排斥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展了大量的关

于低社会阶层、贫困人口、移民的社会排斥研究，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和

归属需要理论正式被提出后（Leary，Springer et al.，1998），心理学界才开始采用实证方法研究

这类社会常见现象。在人类的各种需要中，归属需求是个体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Baumeister & 

Leary，1995），社会排斥阻碍了个体的归属需求，从而出现各种心理及行为问题。社会排斥对个

体的认知、心理、行为层面均产生消极影响。在认知层面上，社会排斥阻碍个体复杂逻辑思维的运用，

但对个体的简单运算无显著影响。社会排斥还会导致个体记忆提取更加困难，被排斥被试更难以

从记忆中提取信息并利用有效信息解决有一定难度的、需要思考的问题（Baumeister，Twenge，

and Nuss，2002）。社会排斥对个体的情绪产生消极影响，社会排斥会导致个体产生孤独感、抑郁、

焦虑、愤怒等各种负性情绪（Baumeister & Tice，1990；Buckley，Winkel，& Leary，2004）。在

行为层面，社会排斥会导致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或回避行为，社会排斥后个体之所

以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受外部环境因素以及个体特质的影响，外部环境因素有排斥的类型（Lakin，

Chartrand，& Arkin，2008）、排斥的群体特征因素（Gómez  et al.，2011）、排斥时间的长短（程

苏、刘璐、郑涌，2011）以及不同排斥范式的影响（杨晓莉、魏丽、丁甜甜，2018）。内部个体

特质因素主要有个体的拒绝敏感性（Maner et al.，2007），个体的心理灵活性（Waldeck et al.，

2017）以及个体的人格特质（Mcdonald and Donnellan，2012）等。

已 有 研 究 指 出， 社 会 排 斥 对 个 体 行 为 的 影 响 受 到 自 我 建 构 的 调 节（Ren，Wesselmann，and 

Williams，2013）。具体来说，西方国家的被试普遍认为社会排斥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且这种评价与独

立自我建构相一致，与愤怒的情绪有关，而东方国家的被试则认为排斥事件不仅不公平，而且受环境制约，

因此，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与互依型自我建构相一致并且与悲伤情绪相关的评价。研究发现，

在社会排斥后，欧裔美国人报告经历了更多的愤怒而不是悲伤，而东亚人、东亚裔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愤

怒和悲伤情绪的水平上没有差异（Kimel et al.，2017）。Pfundmair 等人（2015）发现来自德国等具有独

立文化国家的被试比来自土耳其、中国等具有典型互依文化的被试更多地受到排斥的负面影响；从生理

上来说，受排斥后，来自独立自我建构文化国家的被试心率显著增加，而来自互依自我建构文化国家的

被试心理变化不显著。可见，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主要是互依型自我建构，通过与他人的关联性对自

我进行定义（Markus and Kitayama，1991），社会排斥对互依型自我建构者的影响更小。以往研究大多

选取跨文化地区的典型被试进行研究，鲜有研究从同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研究。随着文化交流、贸易往来

的日益频繁，世界各国之间互联互通的进程加快，即使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同样存在不同自我建构类

型（侯玉波、张梦，2009）。

综上可知，社会排斥对个体行为层面的影响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及个体特质的影响，本文引入个体特

质变量—自我建构，总结分析不同自我建构个体受排斥后的心理及行为差异及机制，开拓社会排斥与攻

击行为研究的新视野，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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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1.1  社会排斥引起的行为反应

社会排斥的定义最早兴起于社会学领域，长期被社会政策的制定者以及社会学研究者所关注。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Leary et al.，1998）及归属需求理论（Baumeister and 

Leary，1995）的提出，社会排斥研究正式进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经过梳理分析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对

于社会排斥的概念界定，国内学者提出了相对公认的概念，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指由于为某

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斥或拒绝，个人的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的现象，倾向于将社会排斥视

为一个与社会接纳相对立的概念，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歧视、刻意忽视、被他人贬低等等（杜建政、

夏冰丽，2008）。

针对社会排斥研究有不同的理论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个体受排斥后的心理及行为反应进行解读。

最常见的理论模型有 Williams（2009）需求—威胁时间模型以及 Richman 和 Leary（2009）的多元动机模型。 

针对社会排斥对个体不同阶段的影响，Williams（2009）提出需求—威胁时间模型（temporal need-threat 

model）。需要威胁理论模型指出，在受到社会排斥后，个体所产生的心理行为反应是普遍性的，按照时

间发生的先后顺序，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反射阶段、反思阶段以及回避阶段。

在排斥的反射阶段，个体对排斥事件会产生完全自动化的行为反应，Williams 认为个体具有排斥侦

查系统，即使是十分微弱的排斥信号，个体也能察觉到，在排斥反应的最初阶段，个体特征因素以及情

境因素均无法缓解被排斥者的心理反应，该阶段的反应类似于自动化本能反应；在排斥的反省阶段，

个体开始接受社会疼痛的讯号，并对社会排斥事件的信息进行评估和思考。个体的行为反应方式受到

不同心理需求受损的影响，个体在反省阶段将采取不同的行为反应，恢复受损的基本心理需求（Ren，

Wesselmann，and Williams，2016）。当控制感和有意义的存在感这两种效能需求受损时，个体会采取攻

击行为等反社会行为恢复效能需求；而当归属感和自尊这两种关系需求受损时，个体倾向于更多的亲社

会行为（Wesselmann，Ren and Williams，2015），把注意力集中到被重新被接纳的信息上，个体寻求重

新连接的意愿加强，甚至出现模仿排斥者的行为，以及讨好、逢迎、顺从的行为（Williams，2009）。

在反省阶段，个体逐渐从被排斥事件中恢复，但恢复速度受到情境因素及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大量针

对被排斥经历后的恢复研究从该阶段着手，个体特质自我建构会在此阶段对被排者的基本心理需求恢

复产生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互依型自我建构者更有利于恢复受损的关系需求（Ren，Wesselmann，and 

Williams，2016）。被排斥后的第三阶段为回避阶段，当个体受到长期排斥影响时，个体的应对资源消

耗殆尽，基本心理需求严重受损，个体恢复心理需求意愿降低，从而变得抑郁、无助、无自我价值感，

导致寻求孤独的行为及回避行为。

Richman 和 Leary（2009）提出了多元动机模型（multi motive model），可以解释不同类型的排斥事件，

例如歧视、拒绝、排斥等。该理论指出，受排斥的最初阶段，个体反应是普遍相似的，会导致个体受伤感、

悲伤等负面情绪上升，自尊水平显著下降。即时反应后，个体存在三种动机，分别是亲社会、反社会及

退避动机，具体哪类动机占主导地位取决于对排斥的解释，个体对排斥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产生不同

的行为。当个体认为受损的关系恢复可能性很低时，反社会动机占主导，个体攻击性增加；当个体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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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的关系对个人的发展无足轻重时，回避动机占主导，但如果感知受排斥是不合理且不公平的，便会

产生愤怒情绪，从而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

社会排斥会对个体的心理及行为反应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国内外大量学者就此展开了相关研究。

社会排斥导致个体焦虑情绪增加（Baumeister and Tice，1990）自尊水平显著下降（Leary，1990）。

Baumeister（2005）等通过系列研究发现，在受到社会排斥后，个体自我调节能力显著下降，选择对身

体有益但口味不佳的食品概率显著降低，在复杂困难任务中主动放弃的概率更高。社会排斥会导致个

体无意识自我损害行为显著增加，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追求短期享乐而忽视长期利益的行为（Twenge，

Catanese，and Baumeister，2002）。Twenge（2001）等学者研究发现，受社会排斥后，个体给予他人更

多的负面评价且对他人施加更高分贝、更长时间的白噪音刺激，攻击行为显著增加。被排斥者的攻击对

象不仅包括排斥的实施者，还有无辜的旁观者，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十分有必要深入

研究如何缓解社会排斥带来的不良影响。

1.2  社会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社会排斥现象屡见不鲜，有大量实证研究显示，被社会排斥的个体会产生攻

击行为、暴力行为等一系列反社会行为。Twenge 等人的研究显示，社会排斥会增加个体对他人的消极

评价，从而导致攻击行为增加（Twenge et al.，2001）。在一项分配辣椒酱的任务中，被排斥者会给明

确表示不喜欢吃辣的同伴分配更多的辣椒酱（Warburton，Williams，and Cairns，2006），在竞争反应

时任务中，被排斥者为其他被试分配持续时间更长、噪音强度更大的白噪音，以此来表现其攻击性意

图（Gaertner，Iuzzini，and O’Mara，2008）。Buckley 等人给予被试一系列具有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内

涵的词汇，之后让被试评估当自己与其他评价者进行面对面互动时，表现出相关行为的可能性。结果

表明，受排斥者会对之前给予其不良评价的被试表现出更强的攻击行为意图（Buckley，Winkel，and 

Leary，2004）。

除了实证研究，大量相关研究也证实了社会排斥与攻击暴力行为间的关系，在一项系统分析中，

研究者对美国 15 起校园枪击事件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其中的 12 例案件中的暴力实施者均遭

受了长期或短期的排斥体验（Leary et al.，2003）。另外一项研究系统分析了 13 个国家的 126 起校

园枪击案件，调查个体产生攻击行为之前的与他人的互动经历，发现 70% 的攻暴力攻击实施者都经

历过某种形式的同伴拒绝、排斥（Sommer，Leuschner，and Scheithauer，2014），更进一步分析显示，

这些罪犯在开枪实施暴力犯罪时，没有特定的攻击目标，之前排斥、拒绝过他的人以及无辜的旁观

者均是其攻击的对象，由此可见，社会排斥经历可能导致个体产生泛化的攻击行为，造成更大的社

会危害。

2  自我建构和社会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2.1  自我建构对个体的影响

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的定义最早可追溯到 Markus（1975）提出针对自我图式的相关理论，



·1210·
自我建构和社会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2021 年 10 月

第 3 卷第 10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31013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他认为自我图式既涵盖个体对自我的认知，还包括个体对自身的评价，认知和评价的整合是基于对已

有知识的整合加工，是一种认知综合系统。H. Kim 和 Markus（1999）则正式提出自我建构概念，他

们认为西方国家普遍拥有个体主义倾向特征，看重个体的独特性价值，而东方文化的集体主义本质重

视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互动中所创造的价值，认为个体之间应存在着紧密相依的关系。依据此观点，

Markus 由此区分了来自东西方文化中差异最明显的两种自我建构类型：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互依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具体来说，独立型自我建构者通

过个人属性来对自我进行解释，更关注自身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它使得个体能够简单地把自我与他人

相区分，把自己和周围的世界相区分。相比较而言，互依型自我建构者强调人际联系，注重人际和

谐，个体通过与他人或群体的人际互动或在群体中的身份和地位来界定自我。互依型自我最基本的目

标是获得并维持和谐融洽人际联系（Markus et al.，1996），适应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群体（Singelis，

1994），互依型自我建构者通常依赖于情境信息以及个体间的关系界定自我，很少关注个体自身的内

在属性（Church et al.，2003）。

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个体既可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倾向，也可能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倾向，还可能同

时拥有集体和个体倾向（Hong ，2004；Chiu，et al.，2010）。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个体通

常有主导的自我建构类型（Yamada and Singelis，1999），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来看，每种文化背景都

是集体和个体主义的集合（Kolstad and Horpestad，2009）。总之，在相同文化氛围下，个体的自我建构

类型具有差异性与特异性，同时自我建构也可能会因外部情境刺激的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化（Trafimow，

Triandis，and Goto，1991）。针对状态自我建构的启动方法，实验中常用的有指导语启动法、Sostoras 勇

士故事法和代词圈点法及任务启动法等（刘艳，2011）。

自我建构对个体的认知风格、人际交往、情绪反应、自尊等方面产生影响，Krishna 等人（2008）

研究了不同状态自我建构对认知风格的影响，结果表明：状态独立型自我建构者在认知任务中更多

呈现场独立性认知风格，状态互依型自我建构者则更多呈现场依存性认知风格。自我建构类型会影

响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距离，互依型自我建构激活组的被试倾向于在与他人的人际互动中与他人保

持较近的距离，而独立型自我建构激活组的被试则倾向与他人保持较远的人际距离（Holland et al.，

2004）。Cross 等人（2000）发现，互依型自我建构特质较高的个体在决策时更多的从他人角度出发并

考虑其需要，而独立型自我建构特质较高的个体更考虑个人需要的满足。自我建构不仅会影响个体的

心理过程（Krishna，Zhou，and Zhang，2008），还会对个体情绪反应产生影响。国外大量研究表明互

依型自我建构与焦虑和抑郁情绪显著正相关。Kashima Y 等（1995）的研究显示，独立型自我建构与

焦虑显著负相关，互依型自我建构与焦虑显著正相关，互依型自我建构者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Cheri 

A. Levinson 等（2011）的研究也发现，独立型自我建构与焦虑负相关，互依型自我建构与焦虑正相关。

有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的自尊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独立自我建构

者自尊水平更高，而高互依自我建构者则表现出较低的自尊水平（Singelis et al.，1999）。我国学者

在研究中发现，个体的独立自我建构得分与外显自尊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表现为自尊水平越高的

个体其独立自我建构得分越高，同时自我评价中的正面部分比重也越大（杨烨，王登峰，2007），已

有大量研究证实了特质自我建构对个体心理及行为反应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但到目前为止状态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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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在社会排斥与攻击行为领域中的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状态自我建构与社会排斥对个体

攻击行为的影响及缓解机制。

2.2  自我建构和社会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Markus 以个体进行自我定义时采用不同认知参照为标准，将个体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自我建构类

型，即独立型与互依型（Markus and Kitayama，1991），独立型自我建构者和互依型自我建构者应对

社会排斥的反应存在差异（Maner et al.，2007；Ren，Wesselmann，and Williams，2013；Pfundmair et 

al.，2015），在受到社会排斥后，互依型自我建构者更容易从排斥事件中恢复（Ren，Wesselmann，

and Williams，2013），且对社会接纳信息存在更多的注意偏向，寻求更多的社会连接（杨晓莉、魏丽、

丁甜甜，2018）。

在一项东西方跨文化研究中，来自集体主义国家印度及土耳其被试，具有典型互依型自我建构特

征，在遭受社会排斥后并未报告出情绪及行为的强烈变化，与此相反，来自个体主义国家的德国与美

国被试，具有典型的独立型自我建构特征，在遭受社会排斥后报告更多的消极情绪，产生更高的反社

会行为意图及回避意图（Pfundmair et al.，2015）。另一项跨文化研究显示，来自土耳其、印度、中国

这些典型集体主义国家的被试在受到社会排斥后心理需求满足程度比来自个体主义典型国家的德国被

试要高，社会排斥对来自个体主义国家的被试威胁程度更大，德国被试受排斥后的心率显著高于集体

主义文化下的中国被试（Pfundmair et al.，2015）。在受排斥后的悲伤和愤怒反应上，也存在东西方文

化差异。西方人认为社会排斥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这种想法与独立自我建构相一致，并与愤怒的情

绪有关；而东方人则认为排斥事件不仅不公平，而且在情境上受到限制，因此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想法与互依型自我建构相一致且与悲伤情绪有关。在遭到社会排斥后，欧裔美国人报告的愤怒情

绪多于悲伤，而东亚人和日本人在这两种情绪上的水平没有差异（Kimel et al.，2017）。

综上，国内外学者针对社会排斥与攻击行为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在集体主

义—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社会排斥对个体攻击行为的研究也有初步的成果，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主义

文化在个人特质层面的体现即为个体的自我建构类型，集体主义文化对应互依型自我建构，个体主义文

化对应独立型自我建构。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不同自我建构类型的个体受排斥后的心理及行为反应存在

差异，然而，国内外虽有实证研究探讨不同特质自我建构者受排斥后攻击行为存在差异，但并未探索个

体状态自我建构水平是否影响受排斥后的攻击行为，以及自我建构与社会排斥对个体攻击行为影响的中

介心理机制是什么？应该采取哪些干预策略缓解不同自我建构者受排斥后的攻击行为？以上问题有待进

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程苏，刘璐，郑涌．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模型［J］．心理科学进展，2011，19（6）：905-

915．

［2］杜建政，夏冰丽．心理学视野中的社会排斥［J］．心理科学进展，2008，16（6）：981-986．

［3］韩玉娟，朱廷劭．自我建构对冲动购买倾向的影响：调节定向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212·
自我建构和社会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2021 年 10 月

第 3 卷第 10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31013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2019，27（1）：153-157．

［4］胡翔，王妍，杨娟．自我构念的个体差异对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影响［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39（12）：161-169．

［5］刘艳，邹泓．自我建构理论的发展与评价［J］．心理科学，2007，30（5）：1272-1275．

［6］刘艳．自我建构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11，19（3）：427-439．

［7］宁文涛．自我建构启动范式下大学生自我建构运行机制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6．

［8］王紫薇，涂平．社会排斥情境下自我关注变化的性别差异［J］．心理学报，2014，46（11）：1782-

1792． 

［9］吴苗．自我建构，权力对利他行为的影响［D］．南京师范大学，2017．

［10］徐四华，杨钒．大学生的愤怒情绪在社会排斥与行为冲动性间的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6，30（3）：220-225．

［11］叶茂林．攻击性研究方法［J］．心理科学，2003，26（2）：334-336．

［12］杨晓莉，魏丽．社会排斥总是消极的吗 ?——影响排斥不同行为反应的因素［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25（6）：1179-1183．

［13］杨晓莉，魏丽，丁甜甜．自我建构对受排斥者社会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26（2）：209-214．

［14］杨晓莉，信同童，毛玉翠．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式述评及其对结果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27（2）：237-241．

［15］郑静．大学生文化取向对自我建构影响的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3．

［16］张媛媛．愤怒冗思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状态和特质自我控制的不同作用［D］．江西师范大学，2019．

［17］Aydin N，Fischer P，Frey D．Turning to god in the face of ostracism：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religiousness［J］．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10，36（6）：742-753．

［18］Buelow M T，Wirth J H．Decisions in the face of known risks：Ostracism increases risky decision-making［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7，69：210-217．

［19］Baumeister R F，Leary M R．The need to belong：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5，117（3）：497．

［20］Bhawuk D P，Brislin R．The measuremen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using the concept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92，16（4）：413-436．  

［21］Brewer M B，Gardner W．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 represent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6，71（1）：83．

［22］Baumeister R F，Smart L，Boden J M．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J］．Psychological Review，1996，103（1）：5-33． 

［23］Baumeister R F，Tice D M．Anxiety and social exclusion［J］．Journal of Social & Clinical Psychology，

1990，9（2）：165-195．

［24］Baumeister R F，Dewall C N，Ciarocco N J，et al．Social exclusion impairs self-regula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2005，88（4）：589-604．

［25］Case T I，Williams K D．Ostracism：A Metaphor for Death［M］．New York ：Guilford Press，2004．

［26］Cross S E，Gore J S，Morris M L．The relational-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self-concept consistency，

and well-be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85（5）：933-944．

［27］Cassidy J，Shaver P R，Mikulincer M，et al．Experimentally  induced security influences responses to 



自我建构和社会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2021 年 10 月
第 3 卷第 10 期 ·121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310137

psychological pain［J］．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2009，28（4）：463-478．

［28］Chen Z，DeWall C N，Poon K T，et al．When destiny hurts：Implicit theory of relationships moderate 

aggressive responses to ostracism［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2，48：1029-1036．

［29］Chen Z，Williams K D，Fitness J，et al．When hurt will not heal：Exploring the capacity to relive social and 

physical pain［J］．Psychological Science，2008，19：789-795．

［30］Chow R M，Tiedens L Z，Govan C L．Excluded emotions：The role of anger in antisocial responses to 

ostracism［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4：896-903．

［31］DeWall C N，Anderson C A，Bushman B J．The General Aggression Model：Theoretical extensions to violence

［J］．Psychology of Violence，2011，1：245-258．

［32］DeWall C N，Bushman B J．Social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The sweet and the bitter［J］．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1，20：256-260．

［33］DeWall C N，Twenge J M，Bushman B J，et al．Acceptance by one differs from acceptance bynone：Applying 

social impact theory to the rejection-aggression link［J］．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2010，

1：168-174．

［34］DeWall C N，Twenge J M，Gitter S A，et al．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The role of hostile cognitions in 

shaping aggression following rejec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9，96：45-

59．

［35］DeWall C N，Twenge J M，Koole S L，et al．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after social exclusion：Tuning to 

positivity［J］．Emotion，2011，11：623-636．

［36］Diener E，Fraser S C，Beaman A L，et al．Effects of deindividuation variables on stealing among Halloween 

trick-or-treater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6，33：178-183．

［37］Duclos R，Wan E W，Jiang Y．Show me the honey!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financial risk-taking［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13，40：122-135．

［38 ］Eck J，Schoel C，Greifeneder R．Belonging to a majority reduces the immediate need threat from ostracism in 

individuals with a high need to belong［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17．

［39］Eisenberger N I，Lieberman M D，Williams K D．Does rejection hurt? An fmri study of social exclusion［J］．

Science，2003，302（5643）：290-292．



·1214·
自我建构和社会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2021 年 10 月

第 3 卷第 10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31013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The Influence of Self-construc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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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exclusion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and process of being rejected or ignored by a 
certain social group or others, and the needs of individual belonging and relationships are hindered. 
Social exclusion damages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f individuals, produces more negative emotions 
and presents aggressive reactions, 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ocial exclusion shows that individualistic subjects tend to exhibit 
more anti-social behaviors and avoidance behaviors after being socially exclud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collectivist subjec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reflection 
of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culture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s the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and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of the individual. Self-construal as a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factor will affect the negative reaction after social exclusion. The individuals who 
has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uniqueness and autonomy of the individual 
and defines the self through personal ability; The individuals who has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others, and defines the self through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With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glob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 self-construal of individuals presents a diversified trend, and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rejec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behavioral differences and intervention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self-
constructed individuals after social exclus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ummarize domestic and foreign studies on the aggressive behavior of different self-constructed 
individuals after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ir differences, and to enrich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exclusion, self-construal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Key words: Ostracism; Self-construal; Aggressive behavi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