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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情景中依恋类型与人际特质的匹配研究

薛  雯, 赵守盈
¹
, 何  飞 º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 ]  在具体的情境下考察不同人际特质和依恋类型的合作互动情况, 基于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到三点结论: ( 1)合

作情景中的男女人际特质匹配基本符合 Leary的人际环状模型结构; ( 2)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人

际风格倾向; ( 3)不同依恋类型的男女配对的合作满意度不同, 其中以双方都是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的合作满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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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际特质匹配是指在一对个体 ( dyads)的交往互动中,

如果其中一方给出一个行为, 那么这个行为将会限制或引出

对方给出一个与之相匹配的行为。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某种

程度上去调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他人。人际互补性特质匹

配可以用人际环状模型 ( IPC)进行假设预测 ,并用一致性指

数 ( C I)对该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 IPC[ 1]由宜人性和主

导性这两个维度划分成八个部分。按字母顺序排列依次是

自信主导的 ( PA ), 傲慢精明的 ( BC), 冷漠无情的 ( DE ), 内

向含蓄的 ( FG ), 优柔顺从的 ( H I), 谦逊朴实的 ( JK ), 热情

宜人的 ( LM )和外向合群的 ( NO )。目前,国外已将人际特质

匹配结合人格 [ 2], 亲密关系,同伴关系 [ 3]进行研究分析。

图 1 人际环状模型 ( IPC )

  依恋最早的界定主要针对母子依恋, 是婴幼儿与父母

及抚育者之间一种积极的、充满深情的感情联系。随着依恋

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证实早期的依恋风格将影响到个体的成

人依恋风格,如 / Bow lby和 A insw orth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提

到过早期依恋经验对成人情绪、情感方面的影响0; 而个体的

依恋风格又将进一步影响到个体在人际交往中 (如婚恋关

系,同伴关系中 )的表现形式 [ 4, 5]。

关于人际关系的研究在社会以及发展心理中居于核心

地位,是个体适应社会的重要标志。心理学研究表明, 两个

个体通过交流、互动, 到建立亲密关系, 双方的气质和人格特

点将会影响这段关系的持久性和可行性。因而探讨人际双

方的人际特质和依恋类型对他们的相互关系的影响, 是一个

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  研究一 合作情景下陌生男女的人际特质匹配研究

(一 )研究目的

Stack# Su llivan认为 :人格和社会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要

测量人格,就要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下去检验它。其后, 为了

更好地探讨个人人际风格及其人际发展的相互关系, 国内外

心理学工作者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实证研究模型, 如相似性模

型和互补性模型。因此,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拟采用

实验情景结合问卷的方法, 检验合作情景下 Leary的人际环

状模型对人际互动解释的有效性。

(二 )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贵州师范大学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共 50名, 采用随机

配对的取样方法,将被试对象进行男女配对。男女生比例为

1: 1。



2、实验材料

电脑呈现一款网络上流行的侦探推理游戏,该游戏在电

脑上以 F lASH 的形式呈现。

3、研究程序

将陌生男女进行配对组合后, 打开该推理游戏的界面,

然后要求配对男女根据提示共同完成游戏任务,时间为 3到

5分钟。在被试开始试验后,主试就利用他人评分量表 RBQ

( R iverside Behav ioral Q- so rt)根据实验中两名配对男女的

表现行为对他们的人际特质进行评定。在实验结束后, 主试

再发放中文版依恋自评量表 RQ和 ECR让被试填写, 以对被

试的人际依恋类型进行确定。

(三 )结果与分析

根据人际环状模型的预测, 模型中成 45b夹角的两个部

份的相关系数应该大于成 90b夹角的两个部份, 成 90b夹角

的两个部份的相关系数应该大于成 135b夹角的两个部份。

利用 RANDALL软件分析 RBQ测得的数据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利用 RALLDALL测试得到的 RBQ量表的一致性系数

人数 预测值 实际符合值 一致性指数 CI P

男 25 288 209 0. 46 0. 01

女 25 288 179 0. 25 0. 07

  一致性系数 C I的取值范围为 1(完全符合 )到 - 1(完

全不符合 ),从表 1可以看出翻译校订后的 RBQ量表是基本

符合环状模型分布的。

根据 Carson的理论, Lea ry对人际环状模型中的八个部

分进行了配对 (见图 2)。Leary使用箭头标注了模型中为互

补行为的两个部分。根据预测 ,如果在合作情景下的男女双

方对对方的行为没有做出相应的行为回应, 那么他们在

RBQ各个分量表上得分的相关系数应该为零。通过 pea rson

相关检验, 我们发现各个部分都能找到与之相关显著的匹配

部分, 范围是从 r= - 0. 423* 到 r= 0. 628* * , 根据图 2的预

测, PA和 H I的相关系数应该大于 PA和 LM 及 NO的相关

系数, BC和 FG的相关系数也应该大于 BC和 DE, H I的相关

系数, 依次类推。要进一步检查这种匹配是否符合 Leary的

人际环状模型我们可以利用 RANDALL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

见表 2。从表 2看, 合作情景下的人际匹配与 Leary的人际

关系环状模型相符合。

图 2 Leary的人际环状模型

表 2 合作情景下的人际匹配与 Leary的人际环状模型的符

合程度

人数 一致性指数 CI 拒绝假设概率 P

Leary的人际环状模型 50 0. 72 < 0. 001

三  研究二 合作情景下陌生男女的人际依恋类型匹配研究

以往的研究表明依恋不仅仅是一种联结还跟个人气质

有关 [ 4] ,也和个体的人际风格密切相关 [ 6] ;而不同依恋类型

结合的婚姻生活和谐状况存在差异。因此, 我们在研究中将

人际双方的依恋类型以及合作关系和合作满意度结合起来,

研究其依恋类型和个人人际风格特质的相互关系, 并针对个

体及他人的人际风格和依恋类型提出良好的合作建议。

(一 )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在人际环状模型中的分布

利用被试在实验结束后填写的自陈式量表 RQ和 ECR

确定 50名被试的依恋类型, 其中安全型依恋的被试有 24

人,恐惧型依恋的被试 6人, 矛盾型依恋的被试 9人, 冷漠型

依恋的被试 10人。再将被试的依恋类型与被试在 RBQ八

个分量表上得分最高的部分进行相关分析, 我们发现: 安全

型依恋的被试在合作情景中主要表现出谦逊朴实 ( JK ), 热

情宜人 ( LM )和外向合群 ( NO )三种人际风格; 恐惧型依恋

的被试主要表现出内向含蓄 ( FG )的人际风格; 冷漠型依恋

的被试则主要表现出傲慢精明的 ( BC ), 内向含蓄的 ( FG )

和谦逊朴实的 ( JK )的人际风格。

(二 )不同依恋类型的男女配对在合作情景中的合作满

意度

利用方差分析得相伴概率 Sig= 0. 018 < 0. 05。可以看

出不同依恋类型的配对之间至少有一组存在显著差别。从

平均数图像上来看,双方都是安全型依恋的合作满意度得分

最高,其次是安全型依恋与不安全依恋的配对, 双方均为不

安全依恋的配对比其他两种配对的得分要低。

图 3 不同依恋类型匹配的合作满意度得分均值图

  注: 1依次为双方均为安全型依恋类型; 2安全型依恋与不安全

依恋的配对; 3双方均为不安全依恋类型

四  讨论

(一 )人际匹配的测量工具

对于人际风格的测试,国外通用的量表主要是人际描述

量表 ( IAS- R )。它是自陈式量表, 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研究

开始引入了他人评价量表, 如由 Funder等人编制而成的

RBQ,但是由于对于人际风格的测试往往要依赖于被试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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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人际关系情况, 因而他人评价量表往往带有评价者的

主观成分, 但是在情景实验中却很有效。在 Leary人际环状

模型的基础上, 许多研究者在以往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互补

性匹配模型 , 如 Myllyniem ,i S trong等。研究结果表明, 在合

作情景下, 陌生男女的互动行为是基本符合 Leary的环状互

补性结构的。

(二 )依恋和人际风格的关系

不同依恋类型的人确实在实验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

人际反应取向, 这就多少会左右对方的人际行为方式,而造

就双方合作满意程度的不同。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的个体

在人际互动中更多地表现出热情, 友好的人际风格, 而当对

方出现主导性行为时, 他们也能以顺从谦逊的行为方式回

应, 有利于增进彼此好感。而恐惧型依恋的个体则在宜人性

维度表现较低, 这跟其在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的得分均较高

可能有关, 因而在人际交往中, 他们往往选择回避的反应模

式, 对他人有消极的评价模式, 这可能会造成双方的合作满

意度降低。

(三 )不同依恋类型的男女的合作关系

通过开放式问卷调查, 我们发现无论和任何依恋类型的

人合作, 安全型依恋的人倾向于圈选较高的合作满意度, 这

可能跟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本身具有较积极的自我和他人评

价模式有关。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希望再见到对方并且进

一步交往等选项。在三种配对中,双方均为不安全依恋的配

对的合作满意度最低。大多数被试,无论依恋类型是安全还

是不安全依恋,都倾向于勾选 /性格不合0, 其次是 /其它因

素 (如相貌 ) 0, 极少数被试勾选 /游戏中合作不佳0。因此,

合作满意与否并不是决定深入交往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在合

作中发现彼此性格的不合拍而导致不能交往的可能性。

四  结论

基于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到三点结论: ( 1)合作情景中的

男女人际特质匹配基本符合 Leary的人际环状模型结构;

( 2)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在人际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人际

风格倾向; ( 3)不同依恋类型的男女配对的合作满意度不

同,其中以双方都是安全型依恋的个体的合作满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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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 ent Styles and InterpersonalTraitsM atching in Cooperative Situation

XUEW en, ZHAO Shou- y ing, FU L i- ping, et a l

(Guizhou N orm al Un iver sity, Gu iyang 550001, Ch ina)

Abstrac t:  The study exp lores how the dyads w ith d ifferent interpersona l tra its and attachm ent sty les behave in coopera tive situa-

tion. The re are three conc lus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 is study: ( 1) The interpersona l behav io rs of the dyads in different sex w ere

genera lly m atched w ith the comp lem enta rity of Leary s' interpe rsona l c ircum plex; ( 2) Indiv idua ls of different attachm ent styles in inte r-

persona l interaction have show n different trend of interpersonal sty les; ( 3) The dyads in d ifferent sex o f d ifferent attachment types show

d ifferen t sa tisfaction in cooperative s ituation, in w hich dyads o f secure a ttachment sty le have the h ighest satisfaction.

K ey words:  in terpersona l tra its;  attachm ent;  in terpersona l relationsh ip;  ma 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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