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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mplicit prefer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for Chinese symbols (words, pictures) by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in order 

to explore whether patriotic feelings had implicit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 value of the words and the pictu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0,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IAT effect, which showed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licit connection to the Chinese symbol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atriotic 

feelings of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ternalized in general,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implicit emotional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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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考察了大学生对中国象征符号（文字、图片）的内

隐偏好，以探索爱国情感是否具有内隐特征。结果发现：文字和图片的 D 值均

显著大于 0，存在显著的 IAT 效应，反映了大学生对中国象征符号具有显著的

积极内隐联结。实验结果表明，大学生群体的爱国情感总体上得到内化，存在

显著的内隐情感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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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爱国，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每时每刻都支撑着中华民族，

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爱国情感的激励下，中华民族

始终保持着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长期以

来，国内学者对爱国情感和爱国主义的理解和界定各不相同，在阐述爱国情感

的概念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已有研究对爱国情感的定义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爱国主义情感包含的内容，二是爱国主义情感包含的心理结构。根据以往

的研究，爱国情感包含在道德情感下，主要指个体对国家、对民族忠诚和热爱

的情感［1］。爱国情感的结构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爱国情感的对象维度，

具有广度性，包括三大实体：指向祖国的自然实体；指向祖国的人文实体；指

向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体。二是爱国情感的体验维度，具有强弱和深浅性。三

是爱国情感的发展水平维度，具有层次性［2］［3］。

有关爱国情感的心理学研究在内容和数量上非常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

缺乏针对这一对象的研究方法较少。爱国情感作为高级的社会性情感，其结构

非常复杂。从表现形式来看，既可以通过外显的语言和行为表露于外，又可以

不动声色地藏于心底。这种特点使得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困难重重。Huddy 等［4］

认为国家认同包括象征性的、建设性的、无批判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由

此我们采用国家认同作为关键词去搜索国外的爱国情感研究。结果发现，关于

爱国情感的研究同样有限。Esses 等［5］发现了个体消极的移民态度，这也反

映了群体对于祖国的热爱；Carey［6］在研究欧盟的态度中发现，相比较对国家

有较低认同感的个体，对国家有较高的认同感的个体往往对欧盟的支持程度更

低。国内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爱国情感的发展特点

和规律以及爱国情感的结构。在爱国情感的探索上，最早由陈安福［7］提出了

爱国主义心理成份的四结构理论，四个结构分别为爱国思想、爱国情感、爱国

志向和爱国行动。罗大文［8］认为爱国主义应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分别为：

外在层次结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内在层次结构（道德义务、

政治义务、法律义务）和观念层次结构（基本的道德规范和重要的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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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爱国情感发展规律的研究中，陈会昌［9］采用间接故事判断法研究中

小学爱祖国发展的特点，发现小学三年级之前，学生通过具体的山河表达对祖

国的感情；五年级后，对祖国的热爱开始带有了情感色彩；到初中一年级后，

学生的爱国观念有了本质的发展；初三后，不少学生拥有了深刻的爱国主义，

其表现为对祖国有一种真诚的爱，并内化形成了为祖国做贡献的责任感和义务

感。在青少年爱国情感的发展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青少年的爱国情感水平随年

级的升高而提高，并且在小学中年级阶段和初中阶段发展最迅速［3］。近些年来，

卢家楣等［10］［11］开始对青少年的情感素质进行研究，其中就包含了爱国

情感的研究，他们发现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得分较高，表现出大学生热爱祖国的

一面。也有研究开始运用实验法，如运用多参数生物反馈仪分析了脑电、肌电、

手指皮肤电、皮温、血容等生理指标，从生理层面对爱国情感进行实验研究，

确定了双通道手段在爱国情感培养效果方面的优势性，从而丰富和完善了爱国

情感的研究理论［1］。周栋梁［12］对学生爱国情感的培养进行干预，发现教

师有情施教可以有效的促进青少年爱国情感的发展。

综上，目前国内在情绪测量领域常用的方法是问卷法和测验法。通过这些

方法获得的爱国情感评价主要反映的是个体意识层面的主观感受，而爱国情感

具有鲜明的社会评价倾向，被试在进行测试时，极大可能会考虑到相应的社会

评价而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直接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所以传统的

问卷测量结果是相对的，其效度有待提高。格林沃尔德（Greenwald）在 1998 年

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通过分类任务测量两类

词（概念词与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的紧密程度，从而对个体的内隐态度

等内隐社会认知进行测量。因此，内隐联想测验可以有效避免问卷法和测验法

中的掩饰性问题，提高测量结果的效度。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传统内隐联想测

验范式，考察大学生对中国和外国象征符号的内隐反应，探究大学生对中国象

征符号是否存在情感上的内隐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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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

招募在校大学生 36 名，其中包括女生 20 名，男生 16 名，其中 4 名被试的

数据因为记录问题未被使用，最后的实际有效被试是 32 人，其中男生 14 名，

女生 18 名。实验后，答谢每位被试一份小礼物，所有被试以前从未参加过类似

的实验。

2.2  材料

文字材料：文字材料（自然实体、社会、历史文化）出自现代汉语字典，

包括属性词 60 个（积极 / 消极各 30 个）、概念词 60 个（中国象征 / 外国象征

各 30 个）。其中积极词汇比如聪明、伶俐、成功、高尚、强壮等 30 个；消极

词汇比如愚蠢、丑陋、失败、讨厌、无能等 30 个。中国象征的词汇比如故宫、

牡丹、京剧、长城、康熙等 30 个；外国象征的词汇比如神社、富士山、樱花、

芭比、天皇等 30 个。两类属性词在愉悦度指标差异显著（p<0.001），在唤醒度

和熟悉度指标上差异均不显著（p>0.05）。对象征词汇进行评定，中国象征和外

国象征的正确率都达 95% 以上，两者在愉悦度、唤醒度和熟悉度指标上的差异

均不显著（p>0.05）。

图片材料：图片材料（自然实体、社会、历史文化）60 张，均出自百度图库。

所有图片采用 Photoshop CS5 处理，背景为灰色背景，大小为 800×600，像素为

300 dpi。中国象征和外国象征图片的正确率都达 95% 以上，二者在愉悦度、唤

醒度和熟悉度指标上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

2.3  设计与程序

研究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字测量；第二部分为图片测量。先请被

试进行第一部分测试，休息五分钟后再进行第二部分测试。

两个 IAT 均包括七个基本步骤，具体程序见表 1。第一步要求被试对属性词

进行辨别归类做按键反应（“F”键或“J”键），即把属于积极的刺激归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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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并按“F”键，把属于消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J”键；第二步要求被试对

概念词进行辨别归类做按键反应（“F”键或“J”键），即把属于中国象征的

刺激归为一类并按“F”键，把属于外国象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J”键；接

下来的第三步（练习）和第四步（测验）中，要对前两部分中所出现的所有刺

激词，进行联合辨别，即把属于积极和中国象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F”键，

把属于消极和外国象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J”键；第五步是第二步的相反任务，

要求把属于外国象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F”键，把属于中国象征的刺激归为

一类并按“J”键；第六步（练习）和第七步（测验）是第三步和第四步的相反

任务，即把积极的和外国象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F”键，把消极的和中国象

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J”键。

表 1  IAT 测量的程序步骤 

Table 1  Procedure of IAT

步骤 作用 次数 性质 按键 F 按键 J
1 练习 6 属性词辨别 积极词 消极词
2 练习 6 概念词辨别 中国象征 外国象征
3 练习 6 联合辨别 中国 + 积极 外国 + 消极
4 测试 60 联合辨别 中国 + 积极 外国 + 消极
5 练习 6 概念词相反辨别 外国象征 中国象征
6 练习 6 相反联合辨别 外国 + 积极 中国 + 消极
7 测试 60 相反联合辨别 外国 + 积极 中国 + 消极

2.4  数据采集与分析

将第 4 和 7 两个步骤的数据纳入计算，将长于 3000 ms 的反应时记为 3000 ms，

短于 300 ms 的反应时记为 300 ms，错误率超过 20% 的被试数据予以剔除；然后

对反应时进行自然对数转换；求两个测验阶段的反应时的均值；将不相容组和

相容组的反应时之差作为内隐情感偏好的指标（ D）。计算出每个被试的 D 值，

输入到 SPSS22.0 中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采用单样本 t 检验对文字材料和图片材料上个体的内隐情感偏好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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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文字材料 D 值显著大于 0（t（31）=3.92，p<0.001），图片材料 D

值显著大于 0（t（31）=5.69，p<0.001），表明 IAT 效应显著，表现出显著的积

极内隐联结（见表 2）。

表 2  不同材料下的D值 

Table 2  D value under different materials

材料 M SD df t
文字 0.09 0.09 31 3.92***
图片 0.07 0.10 31 5.69***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文字材料和图片材料上的 IAT 效应进行差异检验，结

果显示，文字材料与图片材料之间的差异不显著，t（62）=0.77，p ＞ 0.05，表

明大学生对以文字和图片为载体的中国象征符号的内隐情感偏好是一致的。

4  讨论

已有研究表明人类情感包括外显情感（explicit affect）和内隐情感（implicit 

affect）两种表现形式。外显情感是在意识层面进行的情感加工过程及其主观体验，

内隐情感是个体自动激活的对自身情感体验的认知表征，两种形式的情感具有

不同的神经生理基础。外显情感在意识层面对个体产生影响，而内隐情感则在

无意识层面影响个体的认知加工、动机方向以及行为选择［13］。

本研究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考察了大学生对中国象征符号的内隐偏好。根据

D 值的描述统计和单样本 t 检验可以看出：IAT 测量的 D 值显著大于 0，表明大

学生对中国象征符号存在极其显著的、积极的内隐偏好。这一结果反映了大学

生除具有外显的爱国情感体验外，还具有内隐的爱国情感反应。

心理学上的内化主要指将外部规则或者价值观内容转化成个体内心接受的

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个体会将这些规则和价值观转化为自己认同的，并整合

到自我之中［14］。基于此，内隐爱国情感即爱国情感的内化主要指将个体接

受到和感受到的祖国的自然风貌、人文实体以及经济与政治实体的教育、体验

以及熏陶逐渐地转化为个体认同的对祖国的情感，并且这种情感已经融合在自

我之中。本研究通过文字材料和图片材料均证实了大学生对中国象征符号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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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内隐情感偏好。

这种内隐的情感偏好可能并不完全表现在个体的主观意识中，但在一定的

条件和情境下可能会被激活，从而引发爱国行为。比如，在国内可能并没有觉

得自己很爱国，但是身处异国他乡，听到国歌、看到国旗时，却能激发强烈的

爱国情感体验。总结这些现象，我们认为外显的爱国情感和内隐的爱国情感并

不是一一对应的。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存在显著的内隐爱国情感偏好，这提

示我们，无论意识层面是否有爱国情感体验，大学生都已经将祖国的山川河流、

经济政治、人文精神等内化为自己内在的情感认同和偏好。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对中国象征符号存在显著的内隐偏好，表

现出显著的情感和认同。从内隐情感偏好视角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准确

地了解大学生的爱国情感特征，也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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