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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美术专业学生和普通大学生的感觉寻求人格特质发展差异。 方法：将 135 名美术专业大学生与

152 名普通大学生的感觉寻求特质进行比较，并在不同性别、年级和专业之间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美术专业

大学生的 ES、GEN 得分明显高于普通大学生，男性间差异不显著，女性间差异在 TAS、ES、GEN 上显著。 不同专业和

年级间交互效应在 ES、GEN 上显著，其中女性被试在 TAS、ES、GEN 上尤其显著，发展趋势存在差异。结论：美术专业

的学习有可能影响感觉寻求人格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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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rt major students and ordinary university students about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sensation seeking. Methods: 135 art major students were compared with 152 ordinary university students
about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sensation seeking, and analyed in different sexes, grades and majors by multi-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Art major students’ ES, GEN scores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ordinary university students’, but the
difference in males was not remarkable. The differences of TAS, ES and GEN in female were remarkable. Different majors
and grades’ interaction of ES and GEN was remarkable; the female’s was especially remarkable of TAS, ES and GEN,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was different. Conclusion: Art study has the possibility to affect the trend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f sensation se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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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具有适应的价值， 经常 成 为 美 的 首 选因

素 [1]，罗恩菲德在《创造与心智的成长》中说到：“艺

术能和谐地统整成长过程中的一切， 造就出身心健

全的人[2]。 ”艺术与感觉寻求水平发展的关系是一个

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3]。
感觉寻求量表(sss-v)是在感觉剥夺研究的基础

上由 Zurkerman 发展起来的。 中文版的感觉寻求量

表最初由张雨青等完成标准化工作 [4]。 近年来的研

究发现，在测查人们对艺术倾向性的选择中，感觉寻

求量表比 “大五” 人格维度更能有效地反映这种变

化： 不同艺术倾向的人在感觉寻求量表上的差异比

在大五人格维度的差异更大[５]。 发展趋势方面，横断

研究 [6-10]和纵向研究 [11]都发现 SSS 的总分呈现 随年

龄 增 长 而 下 降 的 趋 势 。 在 职 业 兴 趣 与 选 择 方 面

Pemberton[12]，Kish 等 [13，14]研 究 发 现 职 业 类 型 与 感 觉

寻求有一定的关系。 Farley 和 Dionne 发现感觉寻求

的得分与美学价值取向呈正相关， 与经济价值取向

呈负相关[15]。 Oleszkiewicz[16]，Van den Berg 等[17]以及

Feij 等人[18]研究发现职业选择与感觉寻求有着明显

的相关。 高感觉寻求者往往倾向于选择有新鲜感觉

和新异经验的、有挑战性的、更多样化、更有社会刺

激性、更加外向的工作。艺术是充满变化和刺激的职

业， 有研究发现艺术家的风格与感觉寻求量表具有

密切的联系[19]。 也有研究证明艺术学习能对人格特

质中的场独立—依存性的发展产生影响[20]。 那么，这

种影响在其他人格特质（如感觉寻求）中是否也存在

呢？
本研究将美术专业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的感觉

寻求得分进行比较， 旨在考察艺术学生的感觉寻求

水平及其发展特点， 探讨学习行为对艺术人格的影

响是否存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广东海洋大学中国国家歌舞团艺术学

院在校学生。美术专业大一至大三年级 135 名，平均

年龄 21.15±1.17 岁。 其中大一男性 30 名， 女性 18
名。 大二男性 19 名，女性 29 名。 大三男性 15 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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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4 名。 另取得该校文学院、理学院、水产学院、农

学院、外语学院等大一至大三年级学生 152 人，平均

年龄 21.32±1.36 岁。 其中大一男性 42 名， 女性 14
名。 大二男性 27 名，女性 18 名。 大三男性 32 名，女

性 19 名。
１．2 研究工具

采用感觉寻求量表中文版(SSS-V)[2１，２２]。 该量表

包括四个分量表：寻求激动和冒险(TAS)；经验寻求

(ES)；摆脱抑制(DIS)；对单调的耐受性(BS)。每个分量

表包括 10 道迫选题，每题一分。 四个分量表相加即

一般特征(GEN)。

２ 结 果

２．１ 美术组和普通组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在 全 体 被 试 之 间 性 别 主 效 应 在 DIS 上 显 著 [F
(1，212) =4.266，P =０.040]， 在 GEN 上 边 缘 显 著 [F
(1，212)=3.271，P=０.072]。专业主效应在 ES 上显著[F
(1，212) =9.004，P =０.003]， 在 GEN 上 边 缘 显 著 [F
(1，212)=3.232，P=０.074]。 性别和专业的交互效应在

TAS 上边缘显著[F(1，212)=3.715，P=０.055]，在 ES 上

边缘显著[F(1，212)=2.772，P=０.097]，在 GEN 上边缘

显著[F(1，212)=3.689，P=０.056]。 性别和年级的交互

效应在 TAS 上显著 [F (2，212)=5.048，P=０.007]，在

GEN 上边缘显著[F(2，212)=2.755，P=０.066]。 专业和

年 级 的 交 互 效 应 在 ES、GEN 上 显 著 [F (2，212)=
4.141，P=０.017; F(2，212)=3.309，P=０.038]，在 TAS 上

边缘显著[F(2，212)=2.591，P=０.077]。 专业和年龄在

TAS 上交互显著[F(6，212)=2.799，P=０.012]。 年级和

年龄在 TAS 上交互边缘显著 [F (7，212)=1.757，P=
０.098]。 见表 1。

男性被试中专业主效应不显著， 年级主效应在

TAS、GEN 上显著[F(2，124)=5.104，P=０.007;F(2，124)=
3.700，P=０.027]。 专业和年级之间交互效应不显著。
女性被试之间专业主效应在 TAS、ES、GEN 上显著

[F(1，88)=5.137，P=０.026; F(1，88)=13.691，P=０.000; F
(1，88)=11.548，P=０.001]， 专业和年级之间交互效应

在 TAS、ES、GEN 上 显 著 [F(2，88)=3.373，P=０.039; F
(2，88)=7.438，P=０.001; F(2，88)=6.701，P=０.002]。 专

业 和 年 龄 在 TAS、ES、GEN 上 交 互 显 著 [F (4，88)=
2.927，P=０.025; F (4，88)=3.159，P=０.018; F (4，88)=
3.342，P=０.014]。 年级和年龄在 TAS 上交互显著[F
(4，88)=2.828，P=０.029]。

2.２ 美术组的发展趋势和多重比较

单独考察美术组在性别、年级、年龄上的差异，
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性别差异除了 DIS 维度达到

边缘显著以外 [F(1，108)=3.457，P=0.066]，在其 他 维

度的得分差异都不明显。 年级差异在所有维度差异

不明显。 性别与年级之间在 ES 维度上交互效应边

缘显著[F(2，108)=2.596，P=０.079],在 GEN 上交互显

著[F(2，108)=3.304， P=０.040]。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男

性被试在不同年级、年龄间无差异。女性被试年级主

效 应 在 ES、GEN 上 显 著 [F(2，59)=4.367，P=０.017; F

(2，59)=4.035，P=０.023]，在 TAS 上边缘显著[F(2，59)
=2.906，P=０.063]。 年级和年龄在 DIS 上交互边缘显

著[F(3，59)=2.619，P=０.059]。
LSD 法对年级进行多重比较发现：TAS 得分 1

年 级 高 于 2 年 级 差 异 达 显 著 水 平 (MD=０.88，SE=
０.33，P=０.009)，ES 得分 3 年级高于 1 年级差异达边

缘显著水平(MD=０.78，SE=０.43，P=０.071)，DIS 得分 1
年 级 高 于 2 年 级 差 异 显 著 (MD=０.81，SE=０.40，P=
０.048)，BS 和 GEN 均无明显变化。

男性被试 1-2 年级 TAS 下降明显 (MD=1.17，

表 1 不同性别、专业、年级、年龄之间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注：*P<0.1，**P<0.05，***P<0.01； 其余交互效应不显著在此省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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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０.52，P=０.030),DIS 在 1-3 年级间下降明显(MD=
1.50， SE=０.67，P=０.030)。 女性被试 ES 在 1-3 年级

间显著升高(MD=1.44，SE=０.61，P=０.021)，DIS 得分 3
年级边缘显著高于 1、2 年级 (MD=1.02，SE=０.58，P=
０.082; MD=０.96，SE=０.51，P=０.066)，GEN 得 分 3 年

级边缘显著高于 1、2 年级 (MD=2.6970，SE=1.3573，
P=０.052;MD=2.1395，SE=1.2074，P=０.082)。 见表 ２。

表 ２ 美术专业女性被试 LSD 法方差多重比较结果

注：A=大一； B=大二； C=大三。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美术组的感觉寻求得分与普通组存

在一定的差异，在 ES、GEN 得分上美术组高于普通

组。 其中男性被试之间的差异较小， 女性被试之间

的差异较大。 普通人在性别上的差异在美术组内相

对较不明显，不同性别不同专业的被试在 TAS、ES、
GEN 上的交互效应呈边缘显著。 美术组男女之间的

差异在此 3 个维度上比普通人更小。与普通组比较，
其共同点在于 DIS、GEN 维度上男性高于女性，不同

点在于 TAS、ES、GEN 的得分在美术组的不 同性别

间趋于相似。
不同专业、 不同年级的交互效应在 ES 和 GEN

上显著、TAS 上边缘显著。 ES 得分普通组随年级增

加而减少， 美术组被试则随年级增加而增加。 GEN
得分美术组在 1、2 年级和普通人相似，3 年级与普

通人出现显著差异。 同时，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之间

的交互效应在 TAS 上边缘显著、在 ES 和 GEN 上都

不显著。 说明在美术组 ES、GEN 得分的提高上，年

龄不是主要因素， 而年级是主要影响因素。 而 TAS
的交互效应表明，美术组 TAS 随年级和年龄的增加

而下降的趋势与普通人不一致， 美术组要缓于普通

组。
美术女性组 内， 年 级 主 效 应 在 ES、GEN 上 显

著， 且 ES 在 1-3 年级间显著升高。 年级和年龄在

DIS 上交互边缘显著，DIS 得分 3 年级边缘显著高于

1、2 年级。 说明美术学习对女性的 ES、DIS、GEN 得

分有一定的影响。
ES 和 DIS 均与社会文化、思维方式、开放度、性

观念等有关，如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对性问题的开放

思想、对旅行的爱好、忽视道德规范或法律等。 美术

家相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具有更开放的性观念、 更前

卫的思想、对社会问题更敏感，如更关注贫富分化、
边缘群体、同性恋、女权主义、人权、经济与文化的发

展等，思维方式更灵活多样。这种特点在女性之中更

为明显。 女性艺术家往往显示出与传统女性之间的

最大差异。
美术组在 1-2 年级间，TAS、DIS 的下降是显著

的，但是在大 2 至大 3 阶段，5 个指标均未再出现显

著的下降。 其中 ES 的得分从大 1 开始就出现稳定

上升的态势。大 2 以后，美术专业学生结束了学科基

本课程的学习而转入专业阶段，多种艺术形式、设计

手段的开阔可能对于 ES、GEN 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

于美术组内部而言，年级差异在所有维度不明显，说

明美术组的得分随年级下降很少或基本没有下降，
甚至在女性内出现 ES、DIS、GEN 的提高。 美术学习

的影响似乎对女性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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