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人际传播中印象形成机制的实验研究

张 放

内容提要 本文以实验方法探 索网络人 际传播

中印象形成机制 " 实验以线索 (强/弱 ) 和图式

(强/弱 ) 为自变量 , 采用 2 x 2 析因设计 , 并以

启动效应对图式的强弱程度加以控制 , 最后通

过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探明两个 自变量因

素对网络人际印象形成产生的影响 "12 0 名被试

分为4 组参与了实验 "实验结果揭示了图式对线

索的效应并非简单的补偿 , 而是在印象形成的

不同维度有不同作用" 实验结果还提供 了对网

络人际传播 中印象形成过程的描述 , 提 出了网

络印象形成双因素三段式模型 "

湾学者吴筱玫称之为线索补偿论 (cue s co m pen -

sa tio n) "1.2如果承认线索补偿论是对线索消除进
路的发展 , 那么一个问题就会很自然地被提出

来: 在网络传播条件下 , 究竟是什么补偿了被

消除的线索 , 以至于出现网络传播的超人际效

果? 或者说 , 在线索消除的基础上 , 网络传播

的超人际效果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二 ! 理论假设与研究假设

一 ! 研究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早期网络人际传播研究认为 , 网络媒介环

境会消除大量有利于印象形成的交际线索 , 由

此而形成了包括交际在场感理论 ( soc ial pre s-

enee theo叮) 和交际情境线索缺失假说 (hypoth-

esis of lack of soeial eontext eues) 等理论的线索
消除论进路 (eues filtere d一out即pro aeh) "[ .2

然而 , 互动社会语言学 (inte ra etional soeio-

linguisties) 中的不确定性削减理论 (uneert ainty

re duetion theo耳, URT ) 1.2指出 , 在人际交往中 ,

人们总是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对他人形成

印象 ) 即对他人的个性做出一些判断或是根

据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来对其做出判断 "7.2有学者

据此提出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soc ial info rm a-

tion pro eessing , Slp ) 和超人际模型 (hype印er-

so na l m od el )川等有别于原先具有技术决定论取
向的线索消除进路的理论模型 , 在承认部分交

际线索在网络传输过程 中被阻碍的前提下 , 认

为传播参与者能够主动搜集其它可利用的信息

对缺失的线索进行替代 , 同样能够达到甚至超

越面对面传播的效果水平 "这一进路被我国台

在持线索补偿观点的理论模型中 , 有一个

独具特色的理论模型 , 即 SID E (soeial identity

m odel "f de一individuation effe ets) "该模型并未明
确指出网络人际传播中的参与者通过主动搜集

其它可利用的信息来对缺失的线索讯息加以替

代和补偿 , 但其前所未有地重视 了社会认同

(Soeialidentity ) 在网络人际印象形成中的关键

作用 , 并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 , 即

传播参与者自身的刻板认知与交际线索结合并

共同发生作用之后对印象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

响 "模型认为 , 线索的缺乏一方面导致强烈的群

体认同 , 另一方面又导致个体摆脱社会规范或群

体规范约束的去抑制行为 (uninhibited behavi or) ,

即身份认同极化 (pol丽zat ion of eommun icat ors .

记en tit y) "这是模型所概括的行为结果 , 但却只

是一个延伸的结论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造成身份

认同极化的原因 ) 去个院化效果 (de 一ind ivi du a-

tio n effe ct ) 的产生 "sI D E 将之归因于社会刻板印

象 (soc ial ,te re ot 即e ) 的形成 , 并认为后者是计

算机网络媒介的过滤之下仅剩的交际线索所触发

的 "换言之 , 该模型认为网络人际传播中所形成

的印象是由少量的交际线索所触发的刻板印象 ,

而非真实准确的印象 "

追溯 SI D E 的理论来源不难发现 , 社会心理

学的社会认同与自我归类理论 (soc ial iden tit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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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r- eategohzation the "叮)[/]是其重要基础 "该理

论认为个体在对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存在认 同

感的情况下 , 倾向于将自身归属于该社会群体 "

根据这一理论 , 网络传播条件下 /线索的相对

缺乏使得传播参与者更加依赖于社会归类 (s"-

ei欲 "ategodzat ion ) 来对可得信息作出解释 , 以

便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交际情境 0 1.2"当传播者

将印象目标进行社会归类之后 , 便会把该社会

类别的所有典型特征赋予对方 , 从而形成刻板

印象 "这就意味着 , 在网络人际印象形成过程

中 , 可能存在着图式加工[s] "

在先前的网络人际传播 中印象形成效果的

实验研究 (以下简称网络印象效果实验) 中 ,

我们发现了人际印象形成的网络正向晕轮效应 ,

并推测该效应可能是由其中携带信息的交际线

索和作为信息理解 ! 阐释框架的互动者的认知

图式两个因素所带来的 , 且后者对前者可能存

在一种完形机制 "1.2这与 sI DE 中隐含的图式加

工观点具有一致性 , 故本研究不妨作出如下理

论假设: 在网络传播条件下 , 正是传播者本身

所具有的认知图式介入了印象形成 , 并提供了

本应由被消除的交际线索提供的信息 , 从而使

得网络人际印象形成的过程得以完成 , 即存在

图式对线索的补偿效应 "

这一理论假设包含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 ,

线索是网络人际印象形成的基础 , 对于网络印

象的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影 响; 第二 ,

图式是线索的补充 , 也会对网络印象的各个方

面产生影响 "

概括而言 , 即网络人际印象形成是线索与图式

共同作用的结果 "根据先前的网络印象效果实验中

提出的网络人际印象形成的测量指标体系 , 我们仍

然从鲜明度 !全面度 !好感度和失真度4 个维度对

其进行考察 , 并可以形成如下研究假设:

H l 网络传播条件下 , 线索与图式共同影响

印象鲜明度 "

H2 网络传播条件下 , 线索与图式共同影响

印象全面度 "

H 3 网络传播条件下 , 线索与图式共同影响

印象好感度 "

H4 网络传播条件下 , 线索与图式共同影响

印象失真度 "

三 ! 研究方法

对于控制实验研究而言 , 一个操作上的难题

是对图式如何实施控制 "认知图式形成的基础是

个体的个人经验 , 而现实中每个个体的经验千差

万别 , 所存储的图式也就各不相同 "再者 , 根据

社会认知学者的研究 , 图式的激活与调用与其使

用频度 !上一次激活时间间距 ! 观察目的 ! 动机 !

情绪等多个因素有关 , 即便在特定的情境下 , 面

对特定的认知 目标 , 感知者所使用的图式也具有

很大的随意性 "那么 , 如何才能让感知者按照实

验的安排来激活和调用记忆中的图式呢?

启动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

行的操作方案 "苏珊 #菲斯克 (Sus an T. Fi ske )

和谢莉 #泰勒 (She lle y E. Tay fo r) 将启动效应

(pri m in g effe ct s) 定义为 /先前的背景对其后解

释信息和提取信息的影响 01./2"启动效应的存在

使得哥侈艺者能够通过启动的方式把感知者记忆中的

一个持定的认知图式转移到记忆结构中最容易被联
结或复制的位置 , 并保证感知者在接触到目标刺激

之后能够以最大的概率将其调用到对目标的认知加

工过程中 "研究者已经证明 , 在特定的晴境下让个

体事先接角蜂J相应的特质 (trai ts) 能够让处于不同

情境中的州 门刁欢口不觉地改变看待社会认知对象的

方式 "[川相关的研究被称之为 /特质启动研究 0

(trai ts一州而ng stu 街) "

因此 , 本研究拟采用启动的方式来激活相

应的图式 , 从而实现在实验中对图式强度水平

的控制 "

(一)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 x Z (二因素二价 ) 析因设计

(fa etod欲desi, ) , 以认知启动 (强/弱 ) 和交际

线索水平 (强/弱 ) 为 自变量进行匹配 (见表

1) , 然后通过方差分析和简单效应检验探明两

个因素对网络人际印象形成产生的影响 "

表 1 2 K 2 设计 自变量安排表

强强启动动 弱启动动

强强线索索 弱线索索 强线索索 弱线索索

第第 1 组组 第2 组组 第 3 组组 第4 组组

从四川大学选取 120 名本科 二年 级学生

(其中男性 60 名 , 女性 60 名) 成为实验被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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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给小礼品作为实验酬劳 "严格保证被试在

实验之前未接触过实验材料及相关信息 "按照

完全随机分配的原则将被试分配到前述相等的4

个组 (每组 30 人) 中 , 分别呈现不同的启动刺

激材料和交际线索材料 "

本实验中用到 的强线索材料将使用同时

包含资料线索 ! 语言线索 ! 内容线索 1.2] 的对

话记录材料 ; 相对 的弱线索材料则使用仅有

语言线索 而缺乏资料线索和 内容 线索的对话

记录材料 "

本实验所使用 的启动刺激采用单极设计

(启动特质相同而刺激强度不同) , 启动形式为

评价启动 (让被试对启动刺激材料进行评价) ,

启动性质为测量某一特质的启动对于人们在对

目标 (靶子) 进行判断时使用该特质的倾向起

到何种作用的特质性 (deseriptive im plieation )

启动仁-, 2"实验在强 ! 弱启动条件下均采用前意

识启动方式 , 即将启动刺激单独呈现给被试 ,

同时确保被试认为启动刺激与其对印象 目标的

判断绝对无关 "实验不设定延迟时间 , 启动之

后立即对被试呈现线索材料 "一般而言 , 异常

启动比非异常启动对于印象形成有着更为强烈

的效果 , 所以通常负面信息对于道德和人格方

面的评判所产生的效果较为明显 ; 而正面信息

对能力方面的评判所产生的效果较为明显 "1-42尽

管本实验主要关注人格特征的评判 , 但由于并

不需要过度加强启动产生的效果 , 因而采用中

性的启动刺激 "综上 , 本研究拟对相应的启动

材料和启动过程作如下设计:

首先 , 启动材料是包含 5 组共 50 个形容词

的一道所谓的 /基本语言能力测试题 0"该测试

题要求被试将每组 10 个词中的 3 个通常用于直

接形容人的词挑选出来 , 填入指定的表格中 "

强启动材料中应当被选出的 巧 个词均为描述 目

标特质的启动词; 弱启动材料中应当被选出的

巧个词中有 ro 个为描述目标特质的启动词 , 另

外 5 个为削弱启动效果的干扰词 "

其次 , 在实验的主体程序实施之前要求被试

完成启动材料中关于基本语言能力的 /预测试 0,

并告知被试此 /预测试 0 的目的在于测验实验参

与者的语言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 , 以防稍后的实

验在结果上出现较大的误差 , 若 /预测试通过 0

方能进入正式的实验程序 "对于采用强启动的分

组 , 在被试完成 /预测试 0 之后 , 还需将预先做

好的 /标准答案 0 发给其自行对照 , 以加强启动

效果 ; 对于采用弱启动的分组则不设这一程序 "

整个 /预测试 0 结束即为启动完成 "

(二) 实验程序

采用强启动条件的分组的实验程序如下:

首先告知被试 , 为了避免稍后的实验在结果上

出现较大的误差 , 在实验进行之前需要测试其

基本的语言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 , 然后发给被

试启动材料 /基本语言能力测试 0, 让被试按照

材料上的要求完成填答 "填答完成之后将启动

材料收回 "随后将 /基本语言能力测试答案 0

发给被试 , 由被试自行对照判分 "判分完毕并

获得被试分数之后 , 告知被试 /你的测试已通

过 , 你具备参加本实验的基本条件 0, 并按分组

将相应水平的线索材料和 N E O 五因素形容词评

定量表发给被试 , 请被试按要求仔细阅读材料

之后填写量表 "完成之后回收量表 "

采用弱启动条件的分组的实验程序如下 :

首先告知被试 , 为了避免稍后的实验在结果上

出现较大的误差 , 在实验进行之前需要测试其

基本的语言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 , 然后发给被

试启动材料 /基本语言能力测试 0, 让被试按照

材料上的要求完成填答 "填答完成之后将启动

材料收回并判分 , 继而告知被试 /你的测试已

通过 , 你具备参加本实验的基本条件 0 , 并按分

组将相应水平的线索材料和 N EO 五因素形容词

评定量表发给被试 , 请被试按要求仔细阅读材

料之后填写量表 "完成之后回收量表 "

(三) 因变量的设置与测量

本实验的因变量为网络人际印象效果 , 因

此将沿用网络印象效果研究所使用的四个测量

指标 , 即印象鲜明度 (intensity of im pression ) !

印象全面度 (bre adth of im pre ssion ) ! 印象好感

度 (valenee of im pre ssion ) 和印象失真度 (erro r

of im pre ss io n ) , 以及每个指标相应的操作定义和

测量方法 "1.52

四 ! 实验结果

(一) 印象鲜明度

从分析结果 (表 2) 中可以看到 , 虽然启动

因素 ( F ( l , 116 ) = 2.734 , 51吕 = 0.102 >

0.05) 和线索因素 (F (1 , 116 ) 二0.246 , 51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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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 1 > 0.05 ) 均未表现出显著的主效应 , 但两个

因素的交互作用过倒 了显著水平 (F (1 , 116) 二

6.525 , 519. = 0.012 <0.05) "故需利用 SPS S 作出

其线索一启动二次交互作用图解 (图 1) "

表2 印象鲜明度的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组间效应检 验结果

因变量: 印象鲜明度

来来源源 第三类类 自由度度 均方方 F 值值 显著性性
平平平 方和和和和和和

校校正模型型 1.卯2 (a))) 333 .65777 3.16999 .02777

截截距距 376.86999 lll 376.86999 1.817E333 .00 000

启启动动 .56777 lll .56777 2.73444 .10111

线线索索 .05 111 lll .05 111 .24666 .62111

启启动 * 线索索 1.35444 lll 1.35444 6.52888 0 1222

误误差差 24.05666 11666 , 207777777

总总数数 40 2.89666 12000000000

校校 正后 总数数 26.02777 11999999999

明度 , 启动强度越强 , 激活的图式就越明晰 ,

所形成的印象就越鲜明 "
(二 ) 印象全面度

分析结果 (表 3) 显示 , 启动和线索两个因

素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F (1 , n 6) =

4.201 , 519一 0.以3 < 0.05 ) "其中 , 启动因素

未对 印象全面度产 生显著 的主效应 , F ( 1 ,

116) 二0.07 1 , 519. = 0.790 > 0.05 ; 而线索因

素却对印象全面度呈现出显著的主效应 , F (1 ,

116 ) = 5.759 , 519. = 0.018 < 0.05 , 说明线索

是造成印象全面度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 "利用

sPss 作出其线索一启动二次交互作用图解 (图

2) "

表 3 印象全面度的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组 间效应检验 结果

因变量: 印象全面度

R 平方 = .076 (调整后 R 平方 = .052)

印象鲜明度

) 强线索 - #一 弱线索

来来源源 第三类类 自由由 均方方 F 值值 显著著
平平平 方和和 度度度度 性性

校校正模型型 42 .23 3 (a))) 333 14.07888 3.35444 .02111

截截距距 20540.83333 lll 20540.83333 4.893E333 .加OOO

启启动动 .30000 lll .30000 .07 111 .79000

线线索索 24 .30000 lll 24 .30000 5.78999 .01888

启启动 * 线索索 17.63333 lll 17.63333 4.20111 .04 333

误误 差差 486.93333 11666 4.198888888

总总数数 2107 0.5X2000 12000000000

校校正后 总数数 529.16777 11999999999

R 平方 = .080 (调整后 R 平方 = .056 )

印象全面度

强启动 弱启动
) 强线索 - #一 弱线索

p勺

口O

图 1 印象鲜明度的线索一启动二次交互作用图解

从图中曲线可以看出 , 在线索充分的情况

下 , 启动强度对印象鲜明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

强 !弱启动二组的独立样本 t检验的结果对此也

予以了证实 : t (58 ) = 0.723 , p > 0.05 , 519#

(2 一tailed ) = 0.473 > 0.05 ; 而在线索相对不足

的情况下 , 启动效果的变化能够强烈地影响印

象鲜明度 (t (55 ) = 一2.692 , p > 0.05 , 519#

(2 一tailed ) = 0.009 < 0.01 ) "这就是说 , 线

索 一启动的二次交互效应是在线索微弱的水平

上呈现出来的 "且启动强度正向作用于印象鲜

强启动 弱启动

图2 印象全面度的线索一启动二次交互作用图解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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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显示 , 在线索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 启动

强度的增加只对印象的全面度有些许影响 , 独立

样本 t检验的结果也表明 , 此时两个启动水平下

印象全面度的均值差异是不显著的 (t (58 ) =

一1.058 , p > 0.05 , 519. (2 一tailed ) = 0.294 >

0.05 ) "而在线索水平较高的情况下 , 强 !弱启动

水平下的全面度均值经独立样本 t检验显示差异

是显著的 (t (44 .以7 ) = 2.148 , p > 0.05 , 51 9.

(2 一ta ile d) = 0.03 7 <0.05 ) , 此时较强的启动反

而会明显阁 氏所形成印象的全面度 "

以上分析说明 , 图式对印象全面度这一指

标的影响发生在线索水平较高的条件下 , 且呈

反向变化 "

(三) 印象好感度

对于印象好感度 (表4 ) , 启动和线索两个因

素的交互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 (F (1 , 116)

r.464 , 519一 0.229 > 0.05 ) "其中 , 启动因素

的主效应 (F (l , 116 ) = 0.036 , 519. = 0.849 >

0.05 ) 不显著 ; 而线索因素的主效应则体现出

一定显 著性 ( F ( 1 , 116 ) = 6.168 , 519 # =

0.01 4 < 0.05 ) , 说明线索是引起印象好感度变

化的影响因素 "

(四) 印象失真度

对于印象失真度 (表 5) , 启动和线索两个因

素的交互作用为 F (l , H 6) = 2.26 2 , 51 9一

0. 13 5 > 0.05 , 仍然未达到显著水平 "启动因素

的主效应同样不显著 (F ( l , 116 ) = 0.019 ,

51 9. = 0. 89 1 > 0.05 ); 而线索因素却呈现出强烈

的主效应 , 其 F (l , 116 ) = 14.610 , 519一

0.000 < 0.01 , 这意味着网络人际印象形成的偏

差大小主要取决于线索的充足程度 "

表 5 印象失真度的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组 间效应检验 结果

因变量: 印象失真度

来来源源 第三类类 自由度度 均方方 F 值值值
平平平方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显显显显显显显著性性

校校正模型型 2.肠l (a))) 333 .88777 5.63000 .00 111

截截距距 431.42444 lll 431.42444 2.739E333 .5XX)))

启启 动动 .00 333 lll .00 333 .01999 .89111

线线索索 2.30111 lll 2.30111 14.61000 .5X刃刃

启启动 * 线索索 .35666 lll .35666 2.26222 .13555

误误 差差 18.27444 11666 .158888888

总总数数 452.35999 12000000000

校校 正后 总数数 20 .93444 11999999999

表4 印象好感度的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组 间效应检验 结果

因变量: 印象好感度

R 平方 = .127 (调整后 R 平方 二.105)

来来源源 第三类类 自由度度 均方方 F 值值 显著性性
平平平方和和和和和和

校校正模型型 15.758 (a))) 333 5.25333 2.55666 .05999

截截距距 16.87555 lll 16.87555 8.21222 .00 555

启启动动 .07555 lll .07555 .03666 .84999

线线索索 12.67555 lll 12.67555 6.16888 .01444

启启动 * 线索索 3.00888 111 3.00 888 1.46444 .22999

误误差差 238.36777 11666 2.055555555

总总数数 27 1.00000 12000000000

校校正后 总数数 254.12555 11999999999

R 平方 = .062 (调整后 R 平方 = .038)

利用 SPSS 计算线索因素的边际均值 , 得到

线索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印象好感度的均值为M =

一0.70 00 ; 而线索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印象好感度
的均值为 M = 一0.05 00 , 这表明线索水平对于印

象好感度的影响是正向的 , 线索水平越高感知

者对印象目标的好感就越强 "

利用 SPSS 计算线索因素的边 际均值 , 得

到线索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印象失真度的均值为

M 二2.0345; 而线索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印象失

真度的均值为 M 二1.7576 , 线索水平的提升能

够显著降低印象失真度 , 即增加所形成印象的

准确性 "

五 ! 解释与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 网络人际印象形成过程中 ,

图式主要在特定的线索水平下对印象鲜明度和

全面度产生显著影响; 而印象好感度及失真度

则基本依赖于交际线索的水平而与 图式无关 "

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

(一) 线索与图式对印象鲜明度的影响

分析数据显示 , 图式对于印象鲜明度的强

烈影响主要在线索缺乏的条件下产生 "这说明 ,

当交际线索不足之时 , 网络互动者若要形成关

于对方的印象 , 必须激活和调取相关的图式 ,

一旦图式参与印象形成的信息加工 , 最终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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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印象会非常鲜明 "这一结论充分验证了假

设 H l 的判断 "

随着个体相关经验的增加 , 会不断地对图式

进行修正和提炼 "在这一过程中 , 图式就会带上

或多或少的典型特征 , 由于这些典型特征是经过

了许多次的积累和抽象所保留下来的 , 因而在个

体的记忆中会得到特别清晰的表征 "一旦个体在

认知他人的信息加工过程中运用相关的图式 , 那

么图式所具有的相应的典型特征就会被赋予到印

象目标身上 , 从而使得所形成的印象也变得非常

鲜明 "但如果印象形成过程中线索本身较为丰富 ,

感知者调用的图式成分较少 , 那么对印象形成的

鲜明程度的影响将会削弱 "

如果进一步联系之前的网络印象效果实验

结果就会发现 , 之所以网络传播形成的印象比

面对面更为鲜明 , 很有可能是因为网络人际印

象形成过程有更多的图式成分参与其中 "不仅

如此 , 既然交互作用显示图式对于鲜明度的强

烈影响主要存在于交际线索缺乏的环境下 , 那

么完全可以形成如下合理推断 , 即网络传播中

交际线索的确是较为缺乏的 "线索消除论在这

里再次得到确证 , 而且更加明晰化的一点是 ,

线索消除论恰恰是超人际模型成立的理论前提

和基础 , 两者在逻辑上是互洽的 , 而非传统技

术决定论的线索消除论所认为的 , 线索消除进

路必然导致去人际效果 (im pers onaleffe ets) 论 "

(二) 线索与图式对印象全面度的影响

实验结果的分析数据表明 , 图式和线索对于

印象全面度有达到0.05 显著水平的交互作用 "这

一交互作用的含义是: 在线索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

启动的增强几乎不会影响印象的全面度; 而在线

索水平较高的情祝下 , 较强的启动反而会明显降

低所形成印象的全面度 "假设 H2 也得到了支持 "

然而 , 这一结果却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社会

认知研究中的 内隐人格理论 "内隐人格理论

(im plieit peo onal ity theow , IPr ) 提出 , 人们总

是认为他人的人格特质之间是存在关联的 , 具

有某些特质的人必定具有另一些与之相关联的

特质 "1.62所以在人际感知过程中 , 感知者就可能

将一些关联特质赋予印象 目标 , 从而扩大对印

象目标特质的判断范围 "这就是说 , 在交际线

索不足的情况下 , 感知者会形成自己对印象 目

标 /了解比较全面 0 的错觉 "既然如此 , 实验

结果是否与内隐人格理论相矛盾呢? 我们认为

需要进一步分析 "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 , 内隐人格理论不是心

理学家的人格理论 , 而是普通人对人的基本特

性 (hum an attri bute , 如智力 ! 品德和人格特征

等) 持有的基本认知图式或朴素理论 "1-72随着近

年来对内隐人格理论研究的深入 , 研究者已经

发现其实际上包含了两种迥然而异的认知模式 ,

即实体论者 (entity theorist) 模式和渐变论者

(inerem ental theorist) 模式 [.8] "而原始的内隐人

格理论属于前者 "不仅如此 , 研究者还发现了

内隐人格理论的跨文化差异 , 即与西方人不同 ,

东方人倾向于整体性的具体关系思维和辩证思

维 , 因而在对人的认识上也更倾向于渐变论 ,

少犯基本归因错误 "[.92

所以 , 当线索不足时 , 图式只能对提升印

象全面度起到很小的作用 , 这一结论并不与内

隐人格理论冲突 "对于内隐人格理论的渐变论

者而言 , 如果没有线索作为基础 , 图式很难帮

助感知者延伸出其它毫无蛛丝马迹的特征判断 "

若要进一步形成更为全面的印象 , 只能是依靠

更多更丰富的线索 "
那么 , 当线索充分时 , 为什么较强的启动

会明显降低印象的全面度呢? 按照图式加工的

一般原理 , 在进行人际感知之时 , 若线索较为
充分 , 那么毋需借助图式即可形成一个较为全

面的印象 "但必须注意到 , 此种情况下的图式

实际上处于一个较弱的水平 "借助 SPS S 进行统

计可以看出 , 若图式处于较弱的水平 , 充分的

线索足以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印象 (弱图式的

两组全面度均值为 M = 13 .1333 , 理论最大值为

15 ) , 说明本研究中图式与线索对全面度的交互

作用是符合图式加工的一般情况的 "然而 , 一

旦条件改变 , 若由于某种原因 (如深刻的联想 !

强烈的主观预断或顽固的偏见等 , 在本实验中

是强启动的设置) 而存在较强的图式激活和调

用 , 同时线索依然充分的话 , 两者在不一致的

细节上就会发生冲突 , 反而会使感知者对印象

目标的判断失去原有的把握 "此时图式对于印

象形成起的是负面作用 , 这就是线索充分的情

况下强启动明显降低印象全面度的主要原因 "

(三) 线索与图式对印象好感度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图式与印象好感度无关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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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对后者是正向影响因素 "假设 H 3 未得到

支持 "

在马丁 #里 (M arti n Le a) 和拉塞尔 #思皮

尔斯 (Russell Spears) 1992 年的经典研究 5网

络传播中的副语言与社会感知 6[z0 2中 , 有一个研

究结论与图式对印象好感度的影响问题有一定

的关联 "该结论如下: 在群体身份较为突出的

情况下 , 去个性化 (de一inaiviauat ion )[.-]能够强

化个体对群体认同的感知 "群体身份的突出会

导致社会刻板印象的形成 , 而社会刻板印象则

是认知图式中较为典型的一种 , 那么此处 的

/群体身份突出 0 这一条件实际上就是对图式的

调用 "另一方面 , 个体对群体认同的态度 , 在

实验中的操作定义恰恰正是好感度 (hke ab ili ty )

的数值水平 , 好感度高即为认同感强 , 好感度

低即为认同感弱 "实验结果表明 , 两者的相关

系数为 r = 0.63 , 伴随概率 p < 0.05 , 相关关系

成立 "那么 , 该研究结论至少意味着图式中的

一类 (群体刻板印象) 在一定程度上与感知者
对感知对象的好感度存在共变关系 , 这与本研

究的结果是不符的 "

然而 , 马丁 #塔尼斯 (M artin Tanis) 和汤

姆 #王白斯特默斯 (Th m postm es) 2003 年的研

究 =川却未能对里和思皮尔斯的结论提供支持 "

在其实验中 , 同样设置了印象 目标的群体身份

这一自变量 , 用以激发感知者的刻板印象 (图

式) , 但实验结果却显示 , 印象目标群体身份的

变化对于包括印象正面度 (po sit ivi ty ) 在内的两

个因变量指标都没有影响 (既不存在显著的主

效应也不存在更高阶的交互效应) "这一结论与

本实验关于图式对印象好感度的影响的数据分

析结果相同 , 但却与里和思皮尔斯的研究得到

的结果不一致 "

如果对两个实验的细节进行全面比较 , 可

以发现后者的结论更具有参考价值 "因为前者

的好感度 (认同度) 是针对群体而设置的 , 即

测量的是感知者对群体目标而非对个体 目标的

好感度; 而后者的印象正面度指标是针对个体

目标而设置的 , 与本实验的设定相 同" 因此 ,

本实验在印象好感度维度上的结果验证了塔尼

斯和拍斯特默斯研究的结论 , 再次提供了图式

与印象好感度无关的证据 "

但是对比先前的网络印象效果实验的分析

结果 , 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 "网络印象效果实

验证明网络传播条件下的印象好感度显著高于

面对面条件 , 而前者由于线索消除使得线索的

丰富程度不如后者 ,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推断:

线索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印象好感度更高 "这与

本实验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 "目前尚没有足够

的证据对此加以解释 , 但考虑到面对面情形下

的交际线索与网络传播中基于文本符号的交际

线索在类型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 我们可以据此

尝试性地提出一个假设 , 即线索水平对印象好

感度的影响可能与线索类型有关 , 以待今后的

研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

(四) 线索与图式对印象失真度的影响

对于印象失真度 , 线索因素呈现出强烈的

主效应 , 而图式的影响却不显著 , 二者之间也

不存在交互效应 , 这意味着 , 网络传播条件下

所形成的印象的偏差大小主要取决于线索的充

足程度 , 假设 H4 未得到支持 "

但若从常理上 推断 , 由于依靠认知启发

(eognitive heuristies)[0 2进行图式加工的过程是

一个认知加工的 /捷径 0 , 那么必然不可能在细
节上实现非常准确的加工 , 而只能是在追求效

率的基础上满足形成印象的基本要求 "如此一

来 , 在网络印象形成的特定情境下所调用的人

物图式 (pers onal sehem a) 往往并非高度匹配的

/模板 0, 而只是与印象目标有着非常有限的关

联性 , 于是会导致印象形成产生较大的认知偏

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呢?

其实 , 图式会带来认知偏差并不必然推导

出图式一定会对印象的准确程度产生显著影响

的判断 "在通常情况下 , 互动者之间总是通过

有限次数的互动对对方形成印象 "从理论上讲 ,

感知者永远都无法对印象 目标作出一个完全准

确的特征判断 "更何况 , 在大多数网络人际传

播实验中均采用的是一次性互动 (其实在涉及

到面对面或电话传播的实验中也是如此 ) , 就更

不可能形成完全准确的印象 , 甚至连相对较为准

确的水平都达不到 "换言之 , 在信息不够充分的

情祝下 (事实上信息充分到能够完全准确地把握

对方的各项特征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 , 无论感

知者所激活和调用的图式的强弱水平如何 , 他都

无法得到一个完全准确的关于对方的印象 "因此 ,

图式的强弱变化最多只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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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改变印象的失真程度 , 或者说 , 使印象从一个

偏差水平变到另一个偏差水平 , 而不可能做到让

印象从某一个偏差水平发展到完全准确 "而这个

印象的失真程度因受到图式影响而改变的区间

(偏差水平的差异) , 实际上正如实验结果所揭示

的 , 是一个还达不到显著差异水平的变化区间"

若要大幅度提升印象的准确性 , 让其失真的程度

明显图 氏, 只能依靠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才能实

现 "这就是为什么线索因素对于印象失真度呈现

出强烈的主效应 "所以 , 所谓的悖论只是一个主

观上的错觉而已"

当然 , 线索才是真正显著影响印象失真度

的因素这一结论的得出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先

前的网络印象形成效果实验中对印象失真度的

考察表明 , 网络传播条件下所形成的印象明显

不如面对面条件下的准确 , 结合本实验研究的

结果可以推断 , 网络传播中互动者所获得的关

于对方的线索的确要少于面对面的情形 , 这直

接导致了印象偏差的增大 "这一论断也再次为

网络人际传播的基本研究进路 ) 线索消除论

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

六 ! 结论

在对网络传播条件下所形成印象的4 个指标

的测量结果加以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 , 线索与

图式对印象各个维度的影响已初步明晰 , 如表 6

所示 :

表6 网络传播条件下线索与图式对网络

印象不同维度的影响

网网络印象维度度 线索与图式的作用用

鲜鲜明度度 线索缺乏时图式具有正向影响响

全全面度度 线索充足时图式具有负向影响响

好好感度度 线索独立影响 , 与图式无关关

失失真度度 线索独立影响 , 与图式无关关

从表6 的结果来看 , 网络人际印象形成过程

中的确存在图式对线索的补偿效应 , 但该效应

主要集中体现在印象形成的鲜明度这一维度上 ,

而非如预设的那样在印象形成的所有维度上都

有所体现 "而在印象形成的全面度这一维度上 ,

体现了与假设完全相反的效应 , 即图式对线索

的削弱效应 "而在印象形成的好感度和失真度

上 , 图式对线索是零效应 "

综合以上结论可以描述出一个包括三个阶

段的网络人际传播中印象形成的变化过程 :

第一阶段: 线索极度缺乏阶段 "在网络互

动的初始阶段 , 线索极度缺乏 , 此时互动者调

用的图式会增强所形成印象的鲜明度 , 也就是

说 , 对方会给互动者留下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

但图式对印象的其他维度几乎没有影响 "而由

于线索的缺乏 , 互动者对对方的好感度较低 ,

基本持负面评价 , 互动随时可能 因此而中断 "
随着网络互动的进行 , 线索讯息量逐渐增加 ,

增加到一个在网络传播条件下相对充足的水平

时, 2, 图式不再影响印象的鲜明度; 同时负面

评价和失真程度均有所降低 "
第二阶段: 线索相对充足阶段 "此时线索相

对充足 , 图式转而影响印象形成的全面度 , 对方

给互动者的印象开始由相对比较全面逐渐地变得

集中于几个显著特征 "在这一过程中 , 随着线索

水平的继续提升 , 互动者对对方的好感也在增加 ,

同时所形成印象的准确程度也渐趋改善 "

第三阶段: 线索趋于稳定阶段 "当线索水

平趋于稳定之后 , 好感不再增加 , 印象的准确

程度也停留在一定的偏差上 "最终 , 基于较长

时间的互动之后 , 网络互动者对对方形成一个

在部分人格特征上较为鲜明且存在一定偏差的

良好印象 "

以上可以称之为网络印象形成双 因素三段

式模型 "当然 , 这一模型还有很多细节函待完

善 "正如前文探讨中所提到的 , 结合 网络印象

效果实验和本实验的结果来看 , 很可能存在不

同类型线索对网络人际传播中印象形成的不同

影响 , 这是下一步值得进行探索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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