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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量概述 1

1.1 变量的含义

变量是指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可变的事物的属性 [1]，

例如年级、年龄、身高、体重、智力、学习动机、学业

成绩、疲劳程度、刺激的强度和刺激的时间等都可作为

变量。相对于常量来说，变量反映了变动与差异。

1.2 变量的作用

作为心理学研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变

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莫雷等人将变量作为心理学研

究的出发点，以变量的变化方式、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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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变动方式为研究主线，将心理学研究设计与统计

检验分析方法整合与连续在一起，使整个研究体系更加

完整，便于初学者有条理有逻辑地梳理和理解知识点 [3]。

具体而言，变量有两种变化方式：一种是主动选择而变

化，这种变量在实证研究中无法进行操纵；一种是主动

操纵而变化，这种变量可以进行操纵。这样，根据变量

变化方式将其划分为不可操纵变量和可操纵变量，探索

不可操纵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相关研究，探索可操纵

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因果研究。同时，变量还有两种

变动方式，一种是类型变动，为类型变量；另一种是连

续变动，为连续变量。不管是存在变量还是引发变量，

既可以连续变动也可以类型变动 [4]。因此，在相关研究

和因果研究中，当只有一个预测变量或自变量时都能够

产生这样四种数据模式：类型变量→类型变量；类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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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两水平）→连续变量；类型变量（三水平）→连续

变量；连续变量→连续变量；而这四种数据模式又分别

对应不同的统计分析方法 [4]。

1.3 变量的常见类别

当前在国内外教材里，变量有多种多样，根据不同

的标准对变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根据变量是否可操纵划分为可操纵变量和不可操纵

变量或者引发变量与存在变量 [4]。不可操纵变量是指在

研究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从而在实验设计中无法变动的

变量，如智力水平、受教育程度，这些变量的水平在具

体被试上已经确定，无法变化。可操纵变量是指在实验

设计中能够施加不同处理水平到被试身上的变量，如词

频、刺激呈现的持续时间，词频可以有高低之分且两种

水平可以施加到被试上而不受任何限制。

根据变动方式可以将其划分为类型变量和连续变量。

类型变量是指变量在水平上是间断变动，从而用有限的

数值来表示某个变量在属性上的特征，如性别变量只能

分为男和女两个水平，中间不会再有其他数值，家庭人

口变量也是如此。连续变量是指变量水平是连续变动，

进而用无限个数值来表示变量在属性上的特征，如温度、

身高等变量都是连续变动的，理论上讲变量的水平是可

以有无限多个。

根据实验过程中的作用将变量划分为额外变量、自

变量和因变量。自变量是因果关系的原因，是研究者操

纵变化并同时对心理过程产生影响的变量，如性别、受

教育程度、刺激位置。因变量则是因果关系的结果，是

因为自变量而产生的个体心理或行为上的改变，是希望

测量、记录的指标，包括生理指示、行为指标等。额外

变量是指对实验研究的因变量产生影响会与自变量发生

混淆从而需要消除控制的变量，比如研究成绩动机对学

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时，智力水平、学习时长等就可以是

额外变量。

依据变量来源划分为被试变量和暂时造成的被试差

异、任务变量、环境变量 [5]。任务变量也叫刺激变量，

主要源于实验任务或刺激的某些方面，如光照里的强光

或弱光，在实验中主要是作为自变量。环境变量来源于

实验中的环境，如考场温度、室内湿度，通常作为额外

变量。被试变量也称为机体变量或个别差异变量，来源

于被试的特性，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通常作为

额外变量加以控制，当被试变量作为自变量时，实验中

必须还有一个可操纵的变量作为自变量。暂时造成的被

试差异是指能够人为改变的被试身上暂时特性，如学习

动机、疲劳程度。

根据设计中被试接受的处理水平分为组间变量和组

内变量。组间变量也称被试间变量，是指在研究过程中每

个被试接受不同水平的实验处理或固定为一个处理水平，

如年级、父母受教育程度，具体的每个被试上只有出现水

平中的一种；而组内变量也称被试内变量，是指被试接受

相同或所有水平的实验处理，如字词频率。组间变量和组

内变量都只属于自变量，组间变量既可以是可操纵变量也

可以是不可操纵变量，而组内变量只能是可操纵变量。

根据变量在因果模型中发挥不同影响和作用划分为

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中介变量是因果关系的作用机制，

我们通过中介变量可以知道是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

的具体作用机制。调节变量主要解释的是自变量在什么

条件下会影响因变量，什么条件下又不会产生影响，调

节变量确定了因果关系的条件，即什么情况下的作用最

大或最小。

根据变量数据是直接还是间接获得划分为潜在变量

和测量变量 [6]。潜在变量一般较抽象，在研究中实验者

不能直接观测的变量，需要通过一系列测量变量来间接

的体现，如气质类型、能力倾向；而测量变量就是比较

具体的、可以在研究中直接测量到的变量，如身高、体

重。通常是采用因素分析来确定潜在变量，具体包括验

证性因素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这些不同的变量划分标准彼此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

系？具有怎样的逻辑性和层次性？我们尝试在实证研究

的体系中分析各划分标准是如何体现的。

2、实证研究中的变量分析

2.1 存在变量与引发变量

心理学研究的实质就是探索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

而根据变量关系的性质分为相关关系研究和因果关系研

究两类 [4]。也就是说，如果是探索不可操纵变量之间的

关系，则是相关关系研究；若探讨可操纵变量之间的关

系，则是因果关系研究。相关关系研究通常是采用测验

法获得数据，因此也可称为基于问卷的实证研究；因果

关系研究则采用实验法获得数据，因此也称为基于实验

的实证研究。

2.2 类型变量与连续变量

与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不同，实证研究不是获得事实

材料，而是将概念操作化和数量化以获得数据材料，因

此需要统计检验。上文已提及，不管是不可操纵变量还

是可操纵变量，都有连续与类型这两种变动方式，都可

以既是类型变量又是连续变量。所以，相关研究和因果

研究，都可以有四种数据模式 [4]。相关关系研究更多是

基于问卷来获得数据，通常为“连续变量→连续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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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模式，从而选择相关、回归和路径分析等统计检

验方法；而因果关系研究通常是基于实验来获得数据，

进而获得“类型变量→连续变量”的数据模式，选择 t 检

验、F 检验等差异分析来对数据进行检验。

2.3 自变量、因变量和额外变量

心理实验是指在控制的情况下，改变自变量的实验

条件，然后对心理现象进行观察，进而确定实验条件与

心理现象是否有关。从这个概念的定义我们就可以看出，

心理实验与变量是分不开的，本质上就是先控制额外变

量，再操纵自变量，最后观测因变量。具体而言，心理

学实验就是使自变量发生变化，然后观测因变量是否随

之改变，即检验自变量不同处理水平上的因变量是否不

同；而控制的额外变量，就是为了百分百确定自变量是

因变量变化的唯一解释。

2.4 组间变量和组内变量

因果关系研究中必定会进行实验设计。传统观点认

为实验设计是一种模式，是对被试进行分组然后再接受

不同实验处理的模式或过程，主要就是关心被试在实验

过程中的安排情况 [7]。这种观点下实验设计有多种类型，

如被试间设计、被试内设计、完全随机设计、随机区组

设计、重复测量设计等，类型划分较多且复杂混乱。王

才康等人指出了这种实验设计的模式方法不足之处，同

时提出了实验设计的变量方法，即根据自变量本身的性

质或特点确定实验设计的基本内容 [8]。首先，根据被试

是怎样接受实验处理的，或者说处理是如何安排在被试

身上的，将自变量分为被试间变量和被试内变量，从而

将实验设计分为被试内间设计、组内设计和混合设计的

内容体系，利于初学者学习 [9]。

2.5 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相关关系研究本质上只能得出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

结论，但温忠麟等人认为实验中不能操纵的变量也可以

是原因，且非实验研究也可以验证因果关系。因此在满

足一定的逻辑前提下，基于问卷做的回归分析、中介分

析、调节分析的研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验证因果关系 [10]。

中介变量主要是之因果关系中的作用机制如何，通过中

介变量我们就可知道自变量是否会有作用以及如何对因

变量发挥作用的 [11]。调节变量用于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自

变量会影响或不影响因变量以及什么情况下影响最好或

最差，它规定了因果关系的条件 [12]。

3、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变量视角来理解心理学实证

研究。心理学实证研究究竟是属于相关关系还是因果关

系，这主要取决于所探讨的变量是否可操纵；数据分析

的统计检验方法取决于变量的数据模式，从而取决于变

量不同变动方式，即是类型还是连续；因果研究就是对

额外变量、自变量、因变量的控制过程；相关研究中为

了得到因果性的结论而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离不开中介

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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