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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我概念和心理结构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差异显著，西方

社会文化崇尚富有男性特质色彩的个人主义，东方社会文化则崇尚富有

女性特质色彩的集体主义。本文目的是探讨不同性别和性别角色对自我

的概念和心理结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实验构想为先用《贝姆性别角色

量表》选取不同性别和性别角色的被试，然后给被试一些特征词，让其

分别判断特征词是否可以描述自己，母亲和他人，记录被试的反应时，

分析三种条件下的反应时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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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过去近二十年的文化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人类的心理过

程和行为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心理
和行为的许多方面差异显著，如注意[1]，分类[2]，思维风格[3]，归
因[4]，自尊[5]，自我调节[6]，对未来的预测[7]，选择和动机[8]，情感
[9]以及主观幸福感[10 11]等等。近年来也涉及到了自我的概念及心理
结构的文化差异，已有的研究表明[12]，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自我
在行为水平上是独立或分离的，在认知水平（记忆）的作用与母
亲的作用也是分离的，自我的表征与母亲的表征在神经水平上也
是分离的；然而，在东方亚洲文化背景下，在行为水平自我是连
接的，在认知水平（记忆）自我的作用与母亲的作用重叠，在神
经水平表征与母亲的表征重叠。也就是说，西方自我在行为、认
知（记忆）、与神经水平上都表现出分离性，而东方自我在这三
个水平上表现出联结性（互依性）。而从性别角色的角度来看，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在，西方崇尚个人主义，东方崇尚集体主
义[13]，前者强调个体的独立、能动性和果断自信等富有男性特质
色彩的特质，而后者强调个体间的相依性、集体性、关系和谐等，
这些基本属于女性特质的特质范围之内，换言之，男性化特质能
促进个体对西方文化的适应从而在西方社会得到鼓励和推广，女
性化特质能促进个体对东方文化的适应而在东方社会中得到鼓
励和推广。上世纪 60 年代后, 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倾向越来越
明显, 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体独立性, 个体越来越关注自我、追求
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等，而和个人主义文化盛行的西方相比，中
国无疑仍属于集体主义文化国家，对和谐关系的强调、对集体的
注重等仍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一切无疑都会促进个体女性化
特质的发展。可见，东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
质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良好地适应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需要有不
同的特质。就性别角色而言，男性特质更能促进对西方文化的适
应，女性特质更能促进对东方文化的适应。由此可推测，不同性
别的被试自我概念和心理结构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不同性别角色
的被试的自我概念和心理结构会有显著性差异。 

2.实验方法 
2.1 选被试  用《贝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对西南大学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在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四个维
度上选取比例适当的被试。初步设定选取 120 个被试。本实验为
2（男性、女性）×4（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和未分化）×3
（自己、母亲、他人）三因素实验设计 

2.2 对被试进行行为实验。具体实验流程如下： 
 
 
 
 
 
 
 
 
 
 
 

如图所示，每个特征词呈现 2 秒，被试的任务是分别判断特
征词是否可以描述自己、母亲及他人（如，刘翔），记录反应时。 

2.3 整理并分析数据。实验预期：不同性别的被试在三种条
件下反应时差异不显著，而不同性别角色的被试在三种实验条件
下反应时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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