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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自控诉阅读技术和内隐记忆测验法 ,探索了刻板印象对印象形成过程中信息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 ,在印象形成

过程中 ,刻板印象会促使观察者把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不一致性信息 ,这一趋势在低认知资源下非常明显 ;在认知资源缺乏时 ,

刻板印象虽促进了一致性信息的概念编码、却会抑制其知觉编码 ;刻板印象虽抑制了不一致性信息的概念编码、却会促进其知

觉编码。这与“灵活编码模型”的预期相一致 ,而与“图示过滤器模型”和“联想网络模型”的预期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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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刻板印象是指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职业等进
行社会分类 ,形成的关于某类人的固定印象。刻板
印象一旦形成就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阻碍人们接受
新事物 ;但它同时也有助于简化社会认知活动 ,提高
信息加工的效率[1 ,3 ] 。研究表明 ,刻板印象的激活会
促进刻板印象特征以及其它相关特征的识别、编码、
表征和提取[4 ] 。

然而 ,对于刻板印象影响信息加工的方式则存
在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 ,运用刻板印象是为了避
免深思熟虑 ;而有的研究者认为 ,运用刻板印象是为
了提高有限认知资源的利用率。即 ,可把运用刻板
印象节省下的认知资源转而用于其它同时进行的认
知活动[5 ] 。关于刻板印象影响信息加工的方式 ,存
在以下几个模型。

图式过滤器模型 (Schema filter model)

此模型认为 ,刻板印象提供了一个具有过滤作
用的心理图式 ,促进一致性信息的加工 ,同时过滤掉
不一致性信息 ,从而节省下大量认知资源。相对于
不一致性信息 ,一致性信息存在加工优势。在认知
资源缺乏时 ,这一趋势更加明显[4 ] 。

联想网络模型 (Associative Network Model)

此模型认为 ,在高认知资源条件下 ,刻板印象使
得人们进行“不一致性解决”,不一致性信息会比一
致性信息得到更充分的加工 ;但当认知资源缺乏时 ,

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不一致性解决”,又因刻板印
象为一致性信息提供了概念流畅性 ,此时一致性信
息的加工反而优于不一致性信息的加工[6 ] 。

这两个模型都认为 ,低认知资源条件下 ,对一致
性信息的加工优于对不一致性信息的加工。然而 ,

Sherman 等人在 1998 年提出的“灵活编码模型”则持
不同的观点。

灵活编码模型 ( Encoding Flexibility Model)

此模型认为 ,在低认知资源条件下 ,刻板印象会

为一致性信息提供概念流畅性、易化其理解 ,从而节
省下认知资源 ;同时 ,不一致性信息具有很高的信息
价值 ,它会自动、快速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于是节
省下的认知资源就会转向于不一致性信息的加工。
即 ,刻板印象会促使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不
一致性信息。

此模型还认为 ,一方面 ,刻板印象会为一致性信
息提供概念流畅性 ,促进其概念编码 ,相应地抑制其
知觉编码。另一方面 ,观察者把更多的注意力分配
给不一致性信息 ,但是没有相应的图式对其进行解
释 ,于是采取自下而上的加工、对不一致性信息进行
更充分的知觉编码 ;然而 ,由于与刻板印象相矛盾 ,

不一致性信息的概念编码会受到抑制。即 ,刻板印
象虽促进一致性信息的概念编码却会抑制其知觉编
码 ;刻板印象虽会抑制不一致性信息的概念编码却
会促进其知觉编码[4 ] 。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澄清刻板印象影响信息加工
的方式 ,并在方法上进行了新的尝试。首先 ,以前的
研究只是把对一致性信息和不一致性信息的加工进
行对比 ,不能区分刻板印象的作用来自于对一致性
信息的促进、还是对不一致性信息的抑制。而本研
究增加无关信息作为基线水平 ,以澄清促进和抑制
效应。其次 ,刻板印象不仅影响信息的编码而且影
响信息的提取 ,本研究通过系统变化刻板印象的激
活时机 (“事前激活”和“事后激活”) ,来分离出刻板
印象在信息编码中的作用。在“事后激活”条件下 ,

刻板印象只影响信息的提取 ;而在“事前激活”条件
下 ,刻板印象在信息的编码和提取阶段都会发生作
用。于是 ,综合考虑“事后激活”和“事前激活”条件
下的结果 ,就会显示出刻板印象在信息编码阶段的
作用[7 ] 。本研究包括三个实验 ,实验 1 探索刻板印
象对一致性信息和不一致性信息注意力分配的影
响 ;实验 2、3 分别考察刻板印象如何影响信息的知
觉编码和概念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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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一

　　本实验的目的在于考察印象形成过程中 ,刻板印象
对信息注意力分配的影响。以性别刻板印象这一社会
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为例探讨其作用。
2. 1 　方法
2. 1. 1 　被试
　　48 名山东师范大学本科生 ,男女各半 ,被试视力
或矫正视力正常。
2. 1. 2 　材料

与女性典型行为、男性典型行为、以及与性别无
关的句子描述各 10 个。为了保证这些句子确实描
述了相应的行为特征 ,事先让 48 名本科生对描写女
性行为、男性行为、及与性别无关的句子 (每类各 30

个句子) 在九点量表上进行评定。根据评分最终选
出 10 条女性行为描述 (A) ,10 条男性行为描述 (B) ,

10 条与性别无关的行为描述。在印象形成任务中 ,

如“目标人”是女 ,A 属于一致性信息、B 属于不一致
性信息 ;如“目标人”是男 ,B 属于一致性信息、A 属于
不一致性信息。这样依据“目标人”的不同 ,每个句
子既可以作为一致性信息又可以作为不一致性信
息 ,从而防止了“句子本身的不同”与“信息类型”这
一自变量的混淆。
2. 1. 3 　设计
　　2 (认知资源 :高 ;低) ×2 (信息类型 :一致 ;不一
致)两因素实验设计 ,前者为被试间因素 ,后者为被
试内因素。
2. 1. 4 　程序

被试以自控速的方式阅读句子、并形成对“目标
人”的印象。自动记录每个句子的阅读时间作为因
变量。

把被试随机安排在“目标人为女、低认知资源”、
“目标人为女、高认知资源”、“目标人为男、低认知资
源”、“目标人为男、高认知资源”条件下。在此 ,“高
认知资源”是只进行单项任务 (印象形成) ;“低认知
资源”指同时进行两项任务 ,即在进行印象形成的同
时不断地识记一个含有 8 个字母的“字母串”。
2. 2 　结果与分析

依照 Gilbert 和 Hixon 的标准 ,只有当被试报告
出的字母数大于或等于 4 时 ,才说明他们在积极地
识记字母串。结果发现 ,高认知资源组的被试都报
告出了 4 个以上的字母。

进行 MONOVA 分析发现 :信息类型的主效应
显著 , F(1 ,38) = 8 . 21 , p < 0 . 01 ;认知资源与信息类
型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 F (1 ,38) = 22 . 14 , p <

0 . 001 (见图 1)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高
认知资源条件下 ,一致性信息和不一致性信息的阅
读时间没有显著差异 ;而在低认知资源条件下 ,不一
致性信息的阅读时间显著地长于一致性信息的阅读

时间 , F (1 ,38) = 10 . 94 , p < 0. 01。

图 1 　认知资源与信息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

　　可见 ,当有充分的认知资源时 ,对一致性信息和
不一致性信息的注意分配没有显著差异 ;而当认知
资源缺乏时 ,刻板印象会促使被试把更多的注意力
分配给不一致性信息、而不是一致性信息。这与“灵
活编码模型”的预期相一致 ,而与“图式过滤器模型”
和“联想网络模型”的预期相矛盾。

3 　实验二

　　实验 1 表明 ,在低认知资源条件下 ,观察者会把
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不一致性信息。随后两个实验
试图进一步探讨 ,注意力分配的差异对信息的知觉
编码和概念编码的影响。

实验 2 的目的在于 ,采用“内隐的材料驱动测
验”考察 ,低认知资源条件下刻板印象对信息的知觉
编码的影响。
3. 1 　方法
3. 1. 1 　被试
　　49 名山东师范大学本科生 ,男生 25 人 ,女生 24
人 ,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3. 1. 2 　材料

印象形成阶段的材料与实验 1 相同。“词汇辨认”
测验中的目标词包括“一致性词汇”、“不一致性词汇”、
及“无关词汇”各 10 个。三类目标词分别是位于“一致
性信息”、“不一致性信息”和“无关信息”中的双字词 ,

目标词与相应的句子只存在表面特征上的联系、而无
内在意义上的联系。随后 10 名本科生的评定结果表
明 ,目标词确实是按标准从句子中提取出的。测验词
还包括 40 个填充词。前 10 个词汇全是填充词 ,随后
的 60 个词汇出现的次序随机排列。
3. 1. 3 　设计

2 (激活时机 :事前激活 ;事后激活) ×3 (词汇类
型 :一致 ;不一致 ;无关) 两因素实验设计 ,前者为被
试间因素 ,后者为被试内因素。
3. 1. 4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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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包括两个阶段 :“印象形成”和“词汇辨
认”(word identification) 。49 名被试被随机编入刻板
印象事前激活 (在印象形成之前告诉被试目标人的
性别)和刻板印象事后激活 (在印象形成之后、测验
之前告诉被试目标人的性别) 条件下。在印象形成
阶段 ,所有被试都处于低认知资源 (即 ,在印象形成
的同时识记一个字母串) 条件下。每个句子都在微
机屏幕上呈现固定的时间 (2 秒钟) 。

在“词汇辨认”阶段 ,让被试辨认短暂呈现的词
汇 (30 毫秒)是否是一个真词。记录词汇的正确辨认
率为因变量。
3. 2 　结果与分析

因有一名被试忘记识记字母串 ,其数据被删除。
其他被试都报告出了四个以上的字母 ,结果分析以
这 48 名被试的数据为基础。

MONOVA 分析发现 ,词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

F(2 , 92) = 11 . 85 , p < 0 . 001 ,对一致性词汇的辨认
成绩显著地差于对无关词汇的辨认成绩 , F (1 ,92) =

4 . 91 , p < 0 . 05 ;对不一致性词汇的辨认成绩显著地
优于对无关词汇的辨认成绩 F (1 , 92) = 7 . 02 , p <

0 . 05。词汇类型与激活时机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显
著 , F (2 ,92) = 15 . 13 , p < 0 . 001 (见图 2) 。进一步
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事后激活条件下 ,对各类词
汇的辨认成绩无显著差异 ;而在事前激活条件下 ,对
各类词汇的正确辨认率存在显著差异 , F ( 2 , 92) =

24 . 25 , p < 0 . 001。

图 2 　激活时机与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

　　上述结果表明 ,在刻板印象事前激活条件下 ,对
不一致性词汇的正确辨认率显著地优于对无关词汇
的正确辨认率 ;对一致性词汇的正确辨认率显著地
差于对无关词汇的正确辨认率 ;而在刻板印象事后
激活条件下 ,对各类词汇的正确辨认率无显著性差
异。可见 ,刻板印象对信息加工的影响确实表现在
信息的临场编码阶段。这与“灵活编码模型”的预期
相一致 :刻板印象抑制了对一致性信息的知觉编码 ,

同时促进了对不一致性信息的知觉编码。

4 　实验三

　　实验 3 的目的在于 ,采用“内隐的概念驱动测
验”考察低认知资源条件下 ,刻板印象对信息概念编
码的影响。
4. 1 　方法
4. 1. 1 　被试
　　48 名山东师范大学本科生 ,男生 24 人 ,女生 25

人 ,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4. 1. 2 　材料

实验材料与实验 2 基本相同 ,不同之处是测验
中目标词的选择标准。目标词与相应的句子描述只
存在内在意义上的联系 ,而无表面特征上的联系。
即 ,每个句子描述所表达的“目标人”的特点用一个
“双字词”概括 ,并且此双字词未在句中出现过。
4. 1. 3 　设计

2 (激活时机 :事前激活 ;事后激活) ×3 (词汇类
型 :一致 ;不一致 ;无关) 两因素实验设计。前者为被
试间因素 ,后者为被试内因素。
4. 1. 4 　程序

实验 3 与实验 2 的程序完全一致。以各类词汇
的正确辨认率为因变量。
4. 2 　结果与分析

所有的被试都报告出了 4 个以上的字母。对实
验数据进行 MONOVA 分析 ,结果表明 ,词汇类型的
主效应显著 , F (2 , 92) = 28 . 74 , p < 0 . 001。激活时
机与词汇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显著 , F (2 ,92) = 5.

65 , p < 0 . 001 (见图 3)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 :在事后激活条件下 ,对各类词汇正确辨认率的差
异在 0 . 05 水平上显著 , F (2 , 92) = 4 . 55 , p < 0 . 05 ;

在事前激活条件下 ,对各类词汇正确辨认率的差异
在 0 . 001 水平上显著 , F (2 ,92) = 21 . 05 , p < 0 . 001。
虽然在两种激活条件下 ,词汇类型的效应都达到显
著性水平 ,但是事前激活条件下对各类词汇正确辨
认率的差异明显地大于事后激活条件下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清晰地分析刻板印象的提取效应和
编码效应 ,对两种激活时机下的数据分别进行方差
分析。事后激活条件下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 :词
汇类型主效应显著 , F(2 ,46) = 6. 16 , p < 0 . 01 ,对一
致性词汇的正确辨认率显著地优于对无关词汇的正
确辨认率 , F (1 ,46) = 6 . 15 , p < 0 . 01 ;对不一致性词
汇和无关词汇的正确辨认率无显著性差异 , F (1 ,46)

= 5 . 31 , p > 0 . 05。事前激活条件下的单因素方差
分析发现 :词汇类型主效应显著 , F (2 , 46) = 23 . 66 ,

p < 0. 001 ,对一致性词汇的正确辨认率显著地优于
对无关词汇的正确辨认率 , F (1 ,46) = 24 . 00 , p < 0.

001 ;对不一致性词汇的正确辨认率显著地差于对无
关词汇的正确辨认率 , F ( 1 , 46) = 6 . 34 , p < 0 . 05。
把事后激活和事前激活条件下的方差分析结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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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可知 ,前者的 F 值明显地大于后者相应的 F 值 ,

刻板印象确实会影响到对信息的编码。

图 3 　激活时机和词汇类型的交互作用

　　综合刻板印象事前和事后激活条件下被试对各类
词汇的辨认成绩 ,可见 ,刻板印象促进了对一致性信息
的概念编码 ;同时抑制了对不一致性信息的概念编码。
这与“灵活编码模型”的假设相一致。而“图示过滤器
模型”和“联想网络模型”只是笼统的预期刻板印象会
促进对一致性信息的编码 ,却没指出是对何种信息的
编码 ,更没有指出刻板印象的抑制作用。

5 　总讨论

　　本研究三个实验探索了 ,印象形成过程中刻板
印象影响信息加工的方式。结果发现 ,在低认知资
源条件下 ,注意力的分配有利于不一致性信息 ;刻板
印象会从不同的维度同时促进和抑制对一致性信息
和不一致性信息的编码。即 ,刻板印象虽促进了对
一致性信息的概念编码 ,却抑制了对它的知觉编码 ;

刻板印象虽抑制了对不一致性信息的概念编码 ,却
促进了对它的知觉编码。这一结果与“灵活编码模
型”的预期相一致。从本研究的结果 ,我们得到以下
启示 :

5. 1 　刻板印象的稳定性和灵活可变性
首先 ,灵活编码对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认知活动

有重要启示意义。当观察者同时遇到与刻板印象一
致和不一致的行为时 ,由于概念编码的差异 ,他会很
容易地理解一致性行为的意义而难于抽象出不一致
性行为的意义 ;同时由于知觉编码的差异 ,观察者对
一致性行为的细节记忆模糊 ,在别人劝说时会极易
相信目标人表现出了该种行为 ,尽管实际上这些行
为并未发生 ,而此“虚报”现象却很少发生在细节记
忆清晰的不一致性行为上。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 ,

观察者会相信自己看到更多的刻板印象行为 ,于是
刻板印象会变得更加牢固。

但从另一角度讲 ,虽然观察者当时不能很好地
理解不一致性行为的意义 ,但却能清晰地记住它们

的细节。以后随着此种信息的不断积累 ,就能逐渐
总结出其意义 ,对刻板印象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可
见 ,灵活编码活动不仅促进了刻板印象的稳定性 ,同
时又保证了刻板印象的灵活可变性。
5. 2 　刻板印象强度与编码的灵活性

在刻板印象形成的起始阶段 ,刻板印象比较微弱 ,

只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设、而不是一个牢固的“预期”。
此时 ,刻板印象还只是以具体范例的形式存储于记忆
中[3 ] ,从而不能为一致性信息提供足够的概念流畅性。
然而 ,随着人们群体经验的增加 ,刻板印象的强度也逐
渐增加 ,并以抽象表征的形式存储于记忆中[3 ]。它能
够提供概念流畅性、易化一致性信息意义的理解 ,从而
节省下认知资源用于不一致性信息的知觉编码 ,信息
编码的灵活性也会更明显。

从以上分析可见 ,刻板印象的强度越高就越容
易被改变。这一结论看似自相矛盾 ,却与先前一些
实验研究相一致。例如 ,强印象消失的速度快于弱
印象消失的速度[4 ] 。即 ,强预期比弱预期更容易被
改变。然而 ,这一现象是否确实存在于刻板印象领
域中 ? 如果存在 ,编码的灵活性又在其中起什么作
用 ? 这些问题都有待将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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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积极作用甚至延缓对句子的理解。因而头脑并没

有激活物体这些特征的知觉符号。这些结果更加说

明言语信息的语义表征是一个具有灵活性的知觉表

征的动态加工过程而非机械组合过程。但是实验结

果对于一些细节问题还未能给出很好的解释。实验

2 中匹配与不匹配反应时间差异不显著的原因仍有

其他可能性。倘使我们能够在加工过程中采用实时

探测技术对实验项目进行探测 ,就能进一步确定知

觉符号产生的时间和条件。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

采用眼动技术进一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人们在语言理解过程中能够

激活与阅读理解有关的事物及其特征的知觉符号。

并且进一步验证了知觉符号的激活是一个策略性加

工过程。客体特征所对应的知觉符号是否会被激活

取决于激活对当前理解是否有意义。只有当激活有

利于理解时客体特征所对应的知觉符号才会被激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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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mplied Shape of Objects on Picture Recognition

L i Yi ng , W ang R ui m i ng , Mo L e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 510631)

Abstract 　The moving window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presentation and activation of information in the brain in text2
reading.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shape of an object in the picture was consistent with that in the sentence ,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were divided into consistent and inconsistent versions. Experiment 1 was to verify the perceptual symbol theory in Chinese conditions.

Experiment 2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activation of perceptual symbols was strategic or passive. The recognizing time of the pic2
ture with Paired2Samples T Test was analyzed. In experiment 1 , the time in the consistent version was much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inconsistent version.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cognizing time of the two versions. So it sup2
ported the perceptual symbols theory and showed that the activation of perceptual symbol was a strategic process.

Key words : representation of knowledge , perceptual symbol , strategic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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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tereotype on Information Encoding in Impression Formation
L i Xiaoqi ng1 , 　Q uan Chaol u2

(1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101)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 Jinan , 250014)

Abstract 　The self2paced reading technique and implicit memory test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tereotype on the encod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mpression formation. It was found that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stereotype , more at2
tention was allocated to stereotype2inconsistent information , which was evident when cognitive resources were scarce. It was also found

that when resources were limited , stereotype facilitated the perceptual encoding of inconsistent information and inhibited that of consis2
tent information ; meanwhile stereotype facilitated the conceptual encoding of consistent information and inhibited that of inconsistent

information. Those results provided supports for the“Encoding Filter Model”, but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s of the

“Schema Filter Model”and the“Associative Network Model”.

Key words : stereotype , cognitive resources , perceptual encoding , conceptual 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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