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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意识情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评价自我或被他人评价时产生的情绪 ,也是个体

根据道德自我认同标准 ,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或行为倾向时产生的道德情绪。自我意识情绪以自我认知为基

础 ,具有独特性。其中 ,内疚、羞耻、尴尬以及自豪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且有反馈、激发动机

以及协调人际行为等道德功能。因此极有必要开展自我意识情绪的本土化研究 ,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

实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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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人类情绪划分为基本情绪和复合情绪两类 ,那

么 ,自我意识情绪 ( self - conscious emotions) 属于复合情绪的

范畴 ,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评价自我

或被他人评价时产生的情绪 ,如内疚、羞耻、尴尬、自豪等。

由于这种情绪的复杂性和丰富内涵 ,通常又被称为自我意识

评估情绪 ,社会情绪或道德情绪等 [1 ] 。许多研究者 [2 , 3 ] 认

为 ,自我意识情绪不仅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生存能力 ,而且

影响着个体的道德行为发展和道德品格的养成 ,对于社会的

稳定与和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 ,长期以来 ,无论在自

我领域还是道德领域 ,自我意识情绪都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

够重视。在自我研究领域 ,研究者关注自我意识情绪的发生

发展及其特点和影响因素 ;在道德研究领域 ,则主要从认知

角度探察道德推理对道德决策和道德行为的影响 [4 ] 。直到

20 世纪末 ,研究者才开始关注自我意识情绪的研究 ,而自我

意识情绪和道德关系的研究 ,抑或从道德角度对自我意识情

绪的探讨 ,这是近几年才引起研究者越来越多关注的课题。

1 　自我意识情绪的特征
作为复合情绪的自我意识情绪 ,是情绪的高级表现形

式 ,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情绪 ,具有独特性。

111 　自我意识情绪以自我认知为基础

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 ,婴儿出生半年后就可以表达大多

数基本情绪 ,如生气 ,害怕 ,厌恶 ,悲伤等情绪。而自我意识

情绪比基本情绪出现得晚 ,是在个体具有一定的自我认知能

力基础上 ,自我意识和稳定的自我表征能力形成之后产生

的 [5 ] 。有研究发现 ,对于 15 个月的儿童 ,当他们成为别人注

意的目标如被过分夸奖或当众表演的时候 ,可以观察到他们

产生了显露性尴尬情绪 (exposure embarrassment) ,即显露性自

我意识情绪。这说明儿童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 ,但是尚没有

发现此年龄段儿童形成自我评估能力 [6 ] 。

随着个体认知能力的不断发展 ,大约到了 3 岁左右 ,儿

童开始形成一系列的内化标准、规则和目标 ,并根据这些标

准、规则和目标进行基本的自我评估。如果实际的自我表征

和相关标准一致 ,会激发出正性自我意识评估情绪 (如自

豪) ,反之则可能产生负性自我意识评估情绪 (如羞耻、内疚

或评估性尴尬) [7 ] 。有研究者发现 ,33 个月的儿童在出现错

误行为的实验情境中 (如把娃娃弄坏了) 会表现出内疚情绪

反应 [8 ] 。

因此 ,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是个体自我觉察 ,将注意集

中于自我 ,激活自我表征 ,并将当前的自我和个体认同的相

关标准 (如理想的自我表征) 进行比较评估的过程。一言以

蔽之 ,自我认知是自我意识情绪的基础。

112 　自我意识情绪具有认知复杂性

和基本情绪相比 ,自我意识情绪具有认知的复杂性。一

般地 ,基本情绪只有少量的认知加工过程卷入 ,如面临危险

时 ,个体只需要评估当前事件威胁着其生存目标即会体验到

恐惧情绪 ,不需要拥有复杂的认知能力 ;而自我意识情绪则

是依靠认知参与的情绪 ,个体必须有能力形成稳定的自我表

征 ,并且反思自己的行为 ,对自己是否达到了认同的目标 ,实

际自我和理想自我表征是否一致进行评估 ,从而会体验到羞

耻、内疚、自豪等自我意识情绪 [2 ] 。

Leary[9 ]认为 ,人们体验到自我意识情绪 ,并不仅仅是把

自己的实际行为和理想自我表征或相关标准进行比较评估

的简单过程 ,而是对这种比较评估进行分析推理的复杂认知

过程。例如 ,个体感觉羞耻、内疚、尴尬或自豪 ,是因为他们

从真实别人或假想别人的角度来评价自己。在以往研究中 ,

611

2009 年 心理发展与教育 第 2 期



Stipek[10 ]测查了 59 个年幼儿童 (13～39 个月) 对成功情境的

反应 ,实验者对儿童演示一个可明确观察到结果的任务 ,如

滚动玩具球去撞倒塑料保龄球 ,然后要求儿童自己完成这个

任务 ,并比较儿童在自己成功和看到实验者成功两种条件下

的情绪及行为反应。结果发现 ,儿童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出现

最多的反应是微笑或抬头看实验者。在两种成功情况下 ,所

有年龄组的微笑次数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抬头看实验者

的行为反应 ,22 到 39 个月的儿童自己成功条件下的反应次

数显著多于实验者成功条件下的次数。研究者指出 ,微笑没

有差异表示儿童因结果而快乐 ,而不是引发积极自我评估或

自豪所特有的反应。在自己成功情况下 ,儿童出现了更频繁

抬头看实验者的行为反应 ,说明儿童自己成功后会对别人的

评价更感兴趣 ,他们最初的自我评估是建立在他人评估的基

础上的。因此 ,年幼儿童首先需要能够内化成人的标准 ,并

且可以站在别人的观点上进行思维 ,才能产生自我意识情

绪。

Miller [11 ]指出 ,和个体的自我评估相比 ,这种对别人怎样

评价自己的分析推理和自我意识情绪的产生有更大的联系。

当个体面临别人不认可、不欢迎的情境时会体验到尴尬情

绪 ,尽管他知道别人对自己的知觉并不准确 ;或者 ,他并没有

知觉到自己做错什么 ,但是面对别人的不良评价时候 ,仍会

体验到羞耻或内疚。这些都足以说明自我意识情绪需要复

杂的认知过程 ,不仅包含自我评估过程 ,而且蕴涵着对他人

怎样评估自己的认知和推理过程。

113 　自我意识情绪是自我内部归因的产物

归因在自我表征和情绪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2 ] 。在引发

情绪的诸多事件中 ,个体的自我表征被激活后 ,会根据一系

列认同的标准、规则、目标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估 ,并对评估

结果进行自我归因 ,判断引发事件的原因究竟是来自个体内

部还是外部。如果个体把引发情绪事件归因为内部 ,他需要

为事件负责的时候 ,就会产生自我意识情绪 ;而把引发情绪

事件归因为外部 ,则会产生基本情绪 ,如快乐 ,生气等 [12 ] 。

因此 ,自我归因影响着自我评估过程并受到自我评估过程的

影响 ,在自我意识情绪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已有研究 [13 ]证明 ,稳定性和整体性归因和不同类型的

自我意识情绪状态有关。很多研究者 [2 , 5 , 11 ] 提出 ,从稳定性

和整体性两个维度进行归因 ,可以区分不同种类的自我意识

情绪。如果个体将成功事件归因为稳定的、整体的内部自我

原因 ,则产生自夸取向的自豪 ,如“我是个有能力的人”;如果

归因为不稳定的、非整体的内部自我原因 ,则产生成就取向

的自豪 ,如“我这件事情做得很棒”。在失败事件中 ,如果个

体归因为稳定的、整体的内部自我原因 ,则产生羞耻情绪 ,如

“我是个没有能力的人”;而归因为不稳定的、非整体的内部

自我原因 ,则产生内疚情绪 ,如“我这件事情没有做好”。研

究表明 ,在公众场合 ,如果个体将注意力转向“公众自我”时 ,

激活了相应的“公我意识”,并评估自己的认同目标和公众的

目标不一致 ,且将不一致归因于自我内部原因 ,会产生尴尬

情绪 [14 ] 。

2 　自我意识情绪的道德属性
自我意识情绪是以认知为基础的情绪 ,是个体通过认知

自我、认知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对事件进行评估以及归因于

内部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当个体内在的特定目标、

行为或期望违背了社会准则时 ,随之产生的自我意识情绪会

帮助个体识别和改正错误 ,约束个体行为 ,因此 ,自我意识情

绪又被研究者称为道德情绪 ,意谓违背道德规范时所产生的

情绪 (如“羞耻”“内疚”) ,或是用以促进道德行为的情绪 (如

“自豪”) [4 , 15 ] 。可见 ,个体的自我意识情绪具有鲜明的道德

属性 ,对个人道德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幸福有着重要作

用。

211 　自我意识情绪和道德自我的关系

诚如前述 ,自我意识情绪作为道德情绪 ,通过自我意识

将个体和社会联系起来。然而 ,自我意识由许多不同的自我

部分或自我认同组成 ,其中有些认同在整个自我认同层级中

的位置非常显著 ,并引导着个体的行为 ,个体的道德自我认

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6 ] 。Stets 等 [17 ] 研究者指出 ,个体的

道德自我认同处于整体认同层级的较高水平 ,是自我认同的

核心 ,影响着个体的其他认同 ,如角色认同和群体认同 ,并引

导着个体的道德行为。人们的实际行为或行为期望如果和

道德自我认同存在差异 ,就会产生消极的自我意识情绪。

从这个意义上 ,自我意识情绪是个体根据道德自我认同

标准 ,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或行为倾向时产生的道德情

绪 [18 ] 。换言之 ,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 ,会对各种自

我认同进行道德评价和自我证实 ,对道德自我的证实和证伪

都会产生自我意识情绪。如果个体的行为及其倾向违背了

道德自我认同标准 ,个体不能证实道德自我的时候 ,会产生

内疚、羞耻等情绪 ,个体会通过道歉或其他补偿行为修复道

德自我。而且 ,道德自我认同在个体认同层级中的地位越

高 ,这种证伪所唤醒的消极情绪就越强烈 [17 ] ;反之 ,当个体

行为及其倾向和个体道德认同标准一致时 ,个体会产生积极

自我意识情绪和其他道德情绪 ,如自豪、崇高等 ,并通过继续

产生正确行为来证实道德自我 [18 ] 。因此 ,道德自我和自我

意识情绪的相互作用 ,促进了个体的社会发展 ,提高了其社

会适应和人际交往的水平 ,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和谐与稳

定。

212 　自我意识情绪的类型

21211 　内疚和羞耻

当人们违反某些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 ,导致对他人或群

体造成伤害的结果时 ,就会引发内疚情绪 [18 ] 。内疚作为典

型的自我意识情绪 ,与道德密切相关 ,并具有高度的亲社会

性 ,会驱使人们去补偿自己对他人或群体造成的伤害 ;如果

无法补偿受害者 ,也会以各种方式去弥补自己心中的愧

疚 [12 ] 。在情绪体验方面 ,有研究指出 ,感受内疚的个体不会

否定整体自我 ,也不会影响个体对道德自我的核心认同 ,而

是对自己的特殊行为感到懊悔 ,反省自己的错误 ,并对自己

将来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19 ] 。因此 ,完全可以说内疚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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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属于具有良好适应性的、建设性的道德情绪 ,它有力提升

了个体的道德行为 ,大大促进了人际交往。

羞耻是一种痛苦的、强烈持久的情绪体验。当个体评估

自己的核心自我有缺陷或错误 ,不符合社会标准或道德标准

时通常会产生羞耻情绪 [20 ] 。在情绪体验方面 ,研究表明 ,感

受羞耻的个体会否定整体自我 ,对违反社会标准或道德标准

进行整体的消极自我评估 , 从而产生被贬低和无价值

感 [21 , 22 ] 。羞耻情绪体验比内疚体验更痛苦更强烈 ,它使个

体更加关注别人的评价 ,产生逃避、退缩 ,或敌意和反击行为

倾向 ,恶化了个体的人际关系 [23 ] 。

然而 ,有些研究者并不认为羞耻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情

绪 ,适当的表达羞耻可以获得旁人的宽恕和同情 ,缓解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 [2 , 3 ] 。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 ,羞耻体验对于学

业学习和努力动机的影响和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有关。对自

己的学习能力充满自信的个体 ,会由于考试失败体验到羞耻

情绪而激发调整学习策略、努力学习的动机。而学习不良儿

童由于较低的自我效能感 ,羞耻情绪不容易给他们带来积极

地改变 [24 ] 。可见 ,羞耻虽然易使个体出现偏差行为 ,然而羞

耻情绪并不总是具有破坏性的消极情绪 ,在某种条件下它也

可以促进个体自我调节 ,引发积极的行为改变。

21212 　尴尬

和羞耻、内疚情绪相比 ,尴尬和道德之间的联系要相对

小些。个体违背了社会习俗规则 ,或者是因为事件或行为超

出了自己的控制时 ,会体验到尴尬情绪 [25 ] 。有研究者认为 ,

羞耻、内疚来自于更严重的失败或对道德规范或道德准则的

侵犯 ,而尴尬则是对社会常规的轻微侵犯。羞耻和内疚有着

更多的道德暗示 ,个体认为自己是不道德的 ,行为是不可原

谅的 ,感觉对自己有更多失望 ;而尴尬的个体感觉他们并没

有犯严重的道德错误 ,这种错误可能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

自己只不过是环境的牺牲品 ,使自己显得非常笨拙可笑 [25 ] 。

一般地 ,感觉到尴尬的人 ,倾向于服从和支持他人行为 ,有助

于个体以更适合的方式待人处事、为人行事 ,来赢得别人的

赞成和认可 [15 ] 。

21213 　自豪

自豪是长期被忽视的正性道德情绪 ,个体把自己评估为

对群体对社会有价值的人会产生自豪情绪 [15 ] 。自豪有两种

类型 :一种是自大的自豪 (hubris pride)或α自豪 ,另一种是真

实的自豪 (authentic pride) 或β自豪。这两种自豪恰好和羞

耻、内疚两种负性情绪相对应。羞耻和自大的自豪来自于个

体的内部、稳定、不可控的自我归因 ,个体否定或肯定的是整

体自我 ;而内疚和真实自豪来自于内部、不稳定、可控制的归

因 ,个体否定或肯定的是自我某方面的特殊行为 [26 ] 。

一般地 ,自大的自豪是适应不良的情绪 ,个体倾向于不

择手段地去提升自己 ,从而导致了人际关系问题。研究者认

为 ,自大的自豪和自恋行为联系密切 ,会导致系列侵犯和敌

对行为以及人际关系冲突 [27 ] 。而真实的自豪有着良好的适

应功能 ,体验自豪的个体通过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成就信息 ,

有利于提升社会地位 ,并会产生提升自尊 ,和别人良好沟通、

交流的行为动机 [28 ] 。

可见 ,和自大的自豪相比 ,真实的自豪是一种道德自豪 ,

有着明确促进个体道德发展的意义 ,个体对道德自我的评估

符合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期望 ,就会体验到这种自豪感 ,这种

情绪反过来又促进了个体的自我提升。而自大自豪和不正

常的自恋行为相联系 ,既不是违背道德规范时所产生的情

绪 ,也没有促进道德行为的动机 ,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不属

于道德情绪范畴。从自大自豪和羞耻的归因模式完全相同 ,

是对整体自我的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 ,我们似乎可以推定 ,

自恋倾向者可能是通过表达和体验自大的自豪来压抑自己

的羞耻感和内心深处的自卑。

3 　自我意识情绪的道德功能
毫无疑问 ,自我意识情绪中包括两种类型的道德情绪 ,

一种是负性的 ,它来自于消极的自我评估 ,如羞耻、内疚和尴

尬 ;另一种是正性的 ,它产生于积极的自我评估 ,如真实的自

豪情绪。无论是正性还是负性情绪 ,对于个体的道德行为以

及道德人格的养成 ,形成更高层次的道德自我都有着积极意

义。

311 　道德反馈功能

自我意识情绪是由自我反省或自我评估唤起的情绪 ,自

我是自我意识情绪的主要目标。个体在评价现实的道德自

我是否符合内化的道德标准时 ,会产生自我意识道德情绪 ,

而这种情绪的结果为个体是否被社会道德标准所接受提供

了重要的即时反馈 ,通过反馈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惩罚、

弥补或强化 [1 ] 。例如 ,当个体侵犯了他人利益或有了过失和

错误 ,会立刻产生令人厌恶的内疚、羞耻或尴尬情绪 ,这些情

绪反馈具有自我道德净化的作用 ,促使个体审视道德上的理

想自我 ,并进一步调整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距离。当

个体做了有利于他人或社会的事情 ,积极的自我肯定及自豪

情绪就会产生 ,从而强化个体再次产生类似行为。因此 ,自

我意识情绪不仅是对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关系的重要情绪

反馈 ,而且会激发个体提升现实自我的动机。

312 　道德动机功能

研究者 [29 ]认为 ,人们的道德决策和道德行为动机取决

于道德认知、道德推理和道德情绪。其中 ,个体对道德情绪

体验的能力对其行为倾向的影响要更大、更直接。在面临道

德问题时 ,个体会根据以往的自我意识情绪经验决定采取何

种行为 ,如有内疚经验的个体会产生利他动机 ,把移情作为

内化的道德取向 ,抑制了侵犯以及反社会行为冲动的表达 ;

有适度羞耻经验的个体 ,会根据社会标准约束自己的道德行

为选择和道德价值取向 [30 ] 。随着时间的增长 ,这些自我意

识情绪体验所形成的有意识的积极行为倾向 ,会使人表现出

道德的敏感性 ,从而形成社会责任感和无意识的行为动机 ,

按照社会标准或道德准则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可见 ,自我意识情绪对道德行为有着动机功能 ,尽管这

些行为不一定总是发生 ,但是自我意识情绪可以让个体进入

某种动机以及认知状态 ,增加了个体从事相关行为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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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4 ] ,协调着个体的人际关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

313 　行为调节功能

自我意识情绪在人际行为的自我调节中有着重要作用。

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个体服从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有时

候甚至需要个体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服从群体或别人的利益。

研究发现 ,体验到内疚的个体 ,会由于后悔、自责而产生承认

错误 ,道歉等补偿行为 [29 ] ;体验到适度羞耻的个体 ,羞耻情

绪可作为内部控制机制 ,使个体维持对别人的义务产生和谐

人际关系 [23 ] ;体验到尴尬情绪的个体 ,可能会以轻松诙谐的

方式消除尴尬 ,以赢得别人的赞成和认可 ;体验到自豪的个

体 ,会通过继续努力去追求自我价值 ,以维护自己在同伴中

的地位和良好人际关系 [28 ] 。相反 ,在可能诱发羞耻、内疚和

尴尬情绪的情境中 ,如果个体不能体验到这些自我意识情

绪 ,则不能处理好他们的人际关系 [3 ] 。如此种种 ,无疑说明

自我意识情绪确实具有行为调节功能。

此外 ,自我意识情绪体验还可以有效激发亲社会行为。

如自豪感可以强化利他和适应性的亲社会行为 [28 ] ,内疚可

以促使个体做出补偿性的亲社会行为等。Tangney 等人 [29 ]对

五年级儿童内疚、羞耻倾向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纵

向研究。8 年后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 ,当初具有羞耻倾向的

个体可以预测八年后的药物滥用、被拘留、关押以及自杀等

危险性行为 ;而当初有内疚倾向的儿童更倾向于从事社团服

务等亲社会行为。

4 　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研究者对自我意识情绪越来越多的兴趣和关注 ,自

我意识情绪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然而研究者大多关注的

是不同类型自我意识情绪的内部心理结构、现象学差异以及

行为倾向等方面内容 ,将其作为一种道德情绪从道德角度来

探察自我意识情绪、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等之间关系的研究

却很少。将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考察自我意识情绪在道德不

同领域中与道德认知、道德行为及道德标准之间的关系 ,培

养有益于社会发展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 ,并对道德教育、

司法公正以及社会政策的制定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此外 ,自我意识道德情绪的研究要重视不同文化背景的

差异。西方自我意识情绪研究根植于西方文化背景和价值

体系 ,以人的发展为中心 ,注重独立自我 ;中国文化以集体自

我为主 ,强调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文化的差异使个

体拥有不同的自我概念 ,其自我意识情绪具有不同的表达方

式 [31 ] 。对中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情绪研究就说明了这一

点 ,他们在某些情境下体验到的自豪程度以及对自豪情绪的

表达上都存在着差异。美国人更喜欢因个人成就而积极表

达自豪情绪 ,中国人则会当自己的成就有益于他人时 ,才产

生自豪感 [24 ] 。

在以往自我意识道德情绪的研究中 ,羞耻情绪也是备受

争议的道德情绪。国外很多研究者认为羞耻是破坏性情绪 ,

个体过度关注别人的评价 ,认为自己毫无价值 ,激发回避和

退缩行为倾向 [32 ] ;个体为了避免羞耻所带来的痛苦体验 ,会

将羞耻转化为对外界的愤怒、厌恶和憎恨 ,引发攻击行为 ,恶

化人际关系 [29 , 33 ] 。我国研究者 [34 ]则发现 ,羞耻感发生时 ,个

体并没有产生无价值感 ,而是强烈希望能弥补自己的过错。

这些研究结果差异和东西方文化有关。在西方文化中 ,羞耻

体验是一种极端的痛苦和社会耻辱感 ,说明个体违背了道德

规则 ,其行为以及核心自我存在着道德缺陷 [4 ] 。而东方文化

被认为是羞耻取向的文化 ,“知耻”成为衡量人们道德水平的

一个方面 ,使羞耻感具有了积极的含义。正如孟子所说“羞

恶之心 ,义之端也”;荀子所说“人不知羞耻 ,乃不能成人”以

及目前我国倡导的“八荣八耻”教育 ,无不寄希望于羞耻能够

作为积极的道德情绪在道德教育中发挥作用。

因此在将来研究中 ,我们既要吸收外来研究成果 ,又要

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现状和实践需要出发 ,开展自我

意识情绪的本土化研究 ,提出自己的理论设想 ,将考证国外

理论和吸收我国传统心理学资源结合起来 ,尝试在中国文化

背景下进行本土化创新 ,使自我意识情绪在人类进步和社会

发展中发挥道德上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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