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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 中假设
产生的策略和方法

朱新秤

心理学 的研究一般包括两个过程
,

假 设

的产生和假设的检验
。

它们都是科学研究方

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假设 的检验保证科 学研

究的严密性
,

假设 的产生是科学研究 的 创造

性部分
。

然而
,

在心理学的方法课程和教科书

中至少百分之九十篇幅花在假设检验的程序

上
,

例如测量
、

实验设计
、

操纵和控制变量
、

统

计分析等
,

却极大地忽视 了假设的产生问题
。

实际上
,

假设的产生更为重要
,

如果一个假设

没有创造性
,

就不值得花费精力去检验它
。

假

设的产生是 科学研究 的核心
。

本文在联系以

往一些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
,

探讨 了心理学

研究 中假设产生 的策略和方法
。

归 纳起来
,

心

理学研究中假设产生 的策略方要共有五类 十

四种方法
。

一
、

自然经验分析

这类策略要求研究者培养一种注意观察

丰富 自然经验的习惯
,

对经验保持敏感性
,

注

意那些意外的或不明显 的关系
。

根据其复杂

性和 目的性程度
,

这类策略可分为以下 几种

方法
。

偏离分析法
。

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认识和分析生活 中

或研究中的一些偏离现象
。

首先考 虑对一般

趋向的偏离
。

在研究过程 中
,

许多人往往只注

意一般 的趋 向和 规律
,

忽视 了与一般规律相

违背的例外情况
。

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找出

那些不明显 的例外
,

思考这些偏离的情况
,

梳

理变量间的关系
,

就能产生新 的假设
。

例如
,

心理学研究表明
, “ 强化能够增强行为习惯

” ,

那么为什么部分强化抵制 习惯消退 的效果 比

完全强化的效果好 呢 思考这一问题能得 出

一些新的中间变量
,

产生新的假设
。

其次
,

要

考虑一般趋 向本身异常性
。

在 日常生活 中
,

对

一些现象太熟悉往往使人们难 以看 出它们违

背常理
。

例如
,

人们对悲剧
、

感伤歌曲
、

恐怖电

影的喜欢
,

就明显违背了快乐原则
。

悲剧 和恐

惧在现实中 也许不 能避免
,

但人们为什么要

疯狂地追求它们呢 对这一 问题的思考使弗

洛伊德修正 了他的快乐原则
。

内省 自我分析法
。

虽然内省作为一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存

在许多缺陷
,

但仍不失 为一 种产生假 设的技

巧
。

通过 回忆分析 自己过去在某种情境下如

何行动和为什么这样行动可 以获得一些新的

领悟
。

弗洛伊德早期心理分析中的许多假设

都是通过 自我分析得到的
。

这种方法的另一



变种是角色扮演法
。

它不需要研究者实际经

历某种情境
,

只需要 做思想实验
,

想象情境变

量 以 及 自己 在这种情境下会如何行动
,

从而

找到在这 种情境下 导致行 为变化 的关键 因

素
。

回顾 比较法
。

这一方法要求超越 当前 的观察去进行 回

忆或 比较
。

它包括 迁移
,

就是把过去解决

某种 问题 的方法运用 到当前研究 的问题 中
。

例 如
,

霍 夫 兰 德 在 探 索 劝 导 过 程 中 的

时就受 到 了 自己

研究机械记忆过程 中发现的 一

启示
。

并列
,

就是把 目

前研究 的问题和看似相反 的问题放在一起
,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

例如
,

解决高血压患者

中存在 的不按时服药 问题
,

可 以把这个问题

和一些高血压患者过度服药的问题放在一起

考虑
。

这是一个矛盾 的两个方面
,

一部分人受

着疾病 的折磨不服他们需 要 的药
,

而另一 部

分人浪费金钱服用有害身体的药
。

对某个问

题产生原 因的理解和解决方法的发现必将促

进另一个 间题的解决
。

有 目的的观察法
。

这种方法要求有 目的有计划的对所研究

的问题进行观察
,

以产生新的观点和看法
。

它

包括个案研究
、

参与观察
、

调查等
。

这些方法

介绍较多
,

这里就不详述了
。

二
、

简单的概念分析一直接推理

这类策略需要对概念进行简单的直接操

作
,

形成思想实验
,

产生一些新的假设
。

这种

通过直接概念推理产生假设的方法主要有 以

下三种
。

命题转换法
。

这是一种产生创造性假设 的方 法
,

它要

求研究者在头脑 中对一些常见假设的关系进

行 思想转换
,

产生新的假设
,

它包括 猜测

一个命题相反 的假设关系也存在
。

一个命题

即使有广泛 的生 态效度
,

相反 的例外情况在

某种情境下也可能存在
。

思考这些相反 的关

系往往揭示 出原有假设忽 略 了的 中间变量
,

修改原有的假设
。

例如
,

一般认为“ 劝导信息

的 来 源 越 令人 喜 欢
,

则 态 度 的 改 度 就 越 明

显 ” ,

运用这一方法
,

可产生相反 的假设“ 在某

种情境下
,

令人不喜欢 的信息来 源将 更具有

说服力
” ,

社会心 理学研究就表 明
,

在 要求严

惩罪犯时
,

犯人 的说服比警察更有效
。

颠

倒假设的因果关系方向
。

例如
,

把“观看暴力

电视会增加观众的侵犯性
”
转变为“ 观众的侵

犯性增加 了观看暴力 电视的倾 向
” ,

把 “ 态度

的改变导致行为的改变
”
转变为

“
行 为的改变

导致态度的改变
”
都是运用 的这种方法

。

把一个合理的假设推向极端
。

例如
,

心理学研

究表 明
, “

谈话 过 程 中眼 睛的接触 能增加 喜

欢 ” 。

在谈话 的 过程 中
,

眼 睛 的接 触 时 间从

增加到 时
,

眼睛的接触被解释为有

兴趣 和喜欢 自己
,

从而 导致对对方 喜欢的增

加
。

运用这一方法
,

新的假设是“ 谈话过程中

眼 睛 的接触 时 间 过 长 时
,

会 导 致 喜 欢 的 减

少
” 。

研究也表明
,

当眼睛接触的时间从 肠

增加 到 时
,

喜欢 趋 向于减少
,

因为 长时

间的审视往往意味着敌意
、

病态和侵犯隐私
。

概念分割法
。

这种方法要求从心理上操纵原有假设的

变量而不是变量之间的关系
。

心理学研究 中

的主要变量有 自变量
、

因变量
、

中间变 量
、

控

制变量等
,

通过语义分析和 内容分析 划分 出

变量的组成部分
,

增加变量关系
,

揭 示变量间

的相互作用
。

例如
,

在态度和行为关 系的研究

中
,

把态度划分 为认知
、

情 感 和 意 向三 个部

分
,

探讨它 们和行为的关 系
,

加深对态度和行

为之间关系的理解
。

注意焦点转移法
。

在 心理学研究 中
,

一 个人往往 由于思维

的习 惯化
,

知识和认知风格 的限制
,

对一个问

题难以产生新的看法
。

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

试着改变 自己 的思维 习惯
,

调整注意的焦点
,

从 自变量转到 因变 量
,

从深 度转 到广度或从

行为的代价转到行为的益处等
。

例如
,

在说服

阻止海洛 因滥用 的过程 中
,

宣传海 洛 因的消



极 效果 生 理损害
、

失 去对生 活 的控 制
、

违 法

等 往往效果不大
,

因为这些消极 的效果 已经

为大多数瘾 君 子所共知
,

并没有阻止他们 服

食海洛因
。

运用这一方法可 以把思维转到另

一极
,

不考虑吸食海洛因的害处
,

而是考虑吸

食海洛 因对这些 人 的好处
,

理解他们服食海

洛 因 的原 因
,

再 采取 相 应 的对 策
,

可 能更 有

效
。

三
、

复杂的概念分析一中间推理

这类策略需要运用更加复杂的中间类型

的概 念 分析
,

使最初 的假设与另外 的命题相

对照
,

以产生一些新 的领悟
。

它 主要包括 以下

几种方法
。

演绎推理法
。

这种方法要求对一般的命题或结论作演

绎 推理
,

其主要方式有 对一种关 系或结

果作多种解释
。

逻辑经验主义认为
,

科学的假

设应孕 育于广 阔的理论解释之 中
,

而不应 囿

于某种孤立 的诊断
。

例如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进行 的军 队信仰灌输研究 中
,

霍夫兰 德

对 一
,

不 仅

提 出 了线索折扣 的解 释
,

还提 出了一些 其他

新颖的解释
,

像敏感作用
、

一致性作用 等
。

然

而
,

这个 领域后来 的一些研究差不 多把注 意

力都放 在线索折扣 的研究上
,

忽视 了其他 的

解释
。

近来有人从其他的解 释 出发
,

产生 了一

些新的假设和研究
。

交替运 用归纳和演绎

推理
。

对某种关系可 以归纳 出几种原理加 以

解释
。

例如
, “

当人们听到有的人被营救脱险

的好消息后会变得更愿意帮助别人
” ,

对这 种

现象
,

可 以用情感原理 由于听 到好消息而导

致 好心 情从而促进 了助人行 为 和认知原理

人们认识到 只有 相互帮 助才能脱离危险而

变得更愿助 人 加 以解释
。

归纳 出这些原理

后
,

再把方 向从归纳转向演绎
,

从这些原理推

论出一些新的假设
。

通过反复的归纳和演绎
,

去探索利他行为是如何通过情感和认知的相

互作用而产生 的
。

结构思维法
。

这种方法运用概念 的结构化去产生 多样

化的观念
,

常用的方式有 列思维清单
。

研

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列一个思维的清单能够使

考虑的问题更加明确
。

例如
,

健康心理学家在

提 出一 个促进公众健康的计划时
,

可 以根据

人 的需 要提 出相应 的措施下 面
,

又包括一 些

小的要求
。

这样就可 以既掌握全局
,

又注意一

些特殊的方面
。

建构思维清单是扩大创造性

的工具
。

不过
,

在运用这种方法时
,

应防止僵

化刻板地硬套
,

否 则会限制而不是促进思维

的多样化
。

把思维清单转换成更精美的结

构
,

例如把思维清单转变成输人 输 出模 型
、

树型 图或流程图
。

例如
,

就根

据人性的不 同观点绘制了一个
‘
的模型

,

用

它来解释说服过程中的动机作用
。

图式化 的

思维往往促进创造性观念 的产生
。

元理论分析法
。

这种方法鼓励研究者运用元理论去产生

新的假设
。

心理学中常用 的元理论有 适

应范式
。

来 自于进化构想的功能适应
,

是指导

心理学家进行研究的最常用的元理论
。

适应

分析通常产生一些看 似明显 的原理
。

例 如
,

“ 人们按照过去得 到酬赏 的方式行动 ” ,

但从

这一平常的命题 出发
,

霍 尔却产生 了 许多新

的假设
。

当然
,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
,

并不是所

有的适应原理都是明显 的
。

例如
,

行 为强化 的

原理就必须有其他相 对应 的原理来补充
,

像

反应性抑制和 自主恢复
。

类 比
。

类 比是一

种概念的转移
,

经常用于创造性假设的产生
。

心 理 学 家 用 生 物 接种 作 类

比
,

进行 了信仰 防御机制的研究
。

生物接种是

一 个生 物学的概念
,

指为 了对某种病毒产生

免疫力
,

让有机体先稍微接触一些病毒
,

这些

病毒能激起免疫 系统的活动
,

但不 能 战胜 免

疫系统
。

把持有某种信仰的人放到

一种环境 中
,

在这 里 能接触 到一些攻击其信

仰的言论
,

这些 言论 强 到能激起而不会 战胜

他的信仰防御机制
。

这一类 比产生 了许多对

说服引起抵抗作用的假说
。

一些类 比在一定

时期被一 些研 究者广 泛运 用
,

例 如
,

世纪



早期生物学中的反射概念
,

年代开始计算

机科学中的信息加工概念在心理学中的运用

就是如此
。

四
、

重新解释过去的研究

这类策略需要研究者有一定的心理学研

究背景
,

能够创造性地运用某一领域 的研 究

文献
。

其主要方法有
。

个案探究法
。

这种方法对某个问题的有关研究文献重

新进行探索
。

主要方式有 分解复杂的关

系
。

一个人的某些偏爱
,

例如
,

对简单性的追

求
,

能起到促进创造的作用
。

当发现两个变量

之间有复杂的功能关系时
,

把它们看成是 由

多个简单的 中间关系组成 的
,

并试 图把这种

复杂的关系分解成几个线性的关系
。

一个简

单的方法是把变量之间的功能关系分解成

个中介过程
,

是变量之间功 能关 系转

折点的数 目
。

例如
,

心理学家在研究视觉中的

亮度 和亮度的最小觉差 △ 时
,

对 和 △

之间复杂的关系是通过一系列 的概念分解过

程而逐渐加以考察的
。

首先
,

对视秆和视锥的

加工过程分开加 以考虑
,

发现 了两条负加速

曲线 然后
,

提出特殊 的加工假设去分析在很

高和很低两个极端的亮度水平时观察到的奇

特关系 最后
,

用对数和其他数学转换使 △

的 曲线关 系分解 成 一 系 列 的 水平线 性 关

系
。

当代的科学研究对关系的简单性探索有

一种强烈的偏好
。

寻找倒 型关系
。

在心

理学研究 中
,

自变量 和 因变量之间常能发现

一条倒 曲线
。

这种关系是两个相反的中间

过程合成的结果
。

例如
,

发现

可 说服性 和 许 多人格变量之 间的倒 关 系

就 是两 个相 反 的过 程合成 的 如
,

自尊通 过
“
理解 观点

”

这一 中介 过程提 高说服力
,

通过
“ 接受观点

”
这一 中介过程降低说服力

。

整合发现法
。

这种方法要求对 多个过去的实验研究进

行整合以产生新的假设
。

主要方式有 调

和冲突的研究结果
。

心理学家都有这样的经

历 实验的结果不能重复
,

甚 至相同的研究 出

现相反的结果
。

这是一种有趣的失望
。

如果

对某个问题的一 系列 的冲突结果进行分析
,

比较它们在定义
、

测 量程序和样本方 面 的差

异
,

可揭示忽略了 的 中间变量 和相互作用 变

量
。

在这方 面
,

元分析方法有特别重要 的作

用
,

它能用来查 明影 响变量 间关 系的相互作

用变量
。

探索互补性研究
。

这是一种 比较

困难的方法
,

因为发现互补 比发现 冲突更 困

难
。

在心理学 中至少有五种互补的研究类型

调 节型
,

像 服从 权 威 的

研究与旁观者效应 的研究 平行 型
,

如 把记忆的原理运用 到催

眠现象 分化型
,

把 以

前混为一 团的研究分开
,

例如感觉和运动的

易受暗 示性 中介 型 像

态度改变 中的 中心 加工 和 外周加工 标签

型
,

像印象整饰 中的得寸进尺

效应和进尺得寸效应
。

综述
。

对一个研究

的问题进行综述和评论
,

需要组织和综合一

系列不 同的研究
,

在这一 过程 中常出现一 些

新 的想 法 和假设
。

社会 心 理学 家 费斯 汀格

就是在写一篇关于谣言的综述时发现

认知不协调理论的
。

五
、

搜集新的资料

这类策略对专业 的要求更高
,

它要 求搜

集新的数据
,

至少要重新分析旧 的数据
。

其 主

要方法包括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法
。

质的分析法
。

这种方法 的 目的是要 了解所研究的问题

的性质
,

增加理论方 面 的指导
。

在这 一 过程

中
,

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在 内容分析时
,

允

许被试开放 的反应
。

在搜集揭示 问题性质 的

数据时
,

允许被试有更多的反应余地
。

在对某

些 问题 的研究过程 中
,

由于 一些熟悉 的操作

和反应性量表不 断被运用
,

研究者往往 囿于

传统框架的束缚
,

难 以产生新的突破
。

典型 的

例子是关于人类记忆的研究曾长期采用无意

义材料
,

自我概念 的研究 常常仅限于 自尊的



研究
。

反 应性的测量虽然 比较经济
,

但被试只

能在研究者选定 的范围 内作 出反 应
,

在 很 大

程度上不 能提供被试在某种情境下实际会如

何行动的 重要信息
。

如果提供一些探测性 问

题
,

有 利于对问题进行 内容分析
,

发现一些被

忽视 的维度
,

对 问题的性质 会有更全 面 的 了

解
。

紧跟 当前的研究时 尚
。

也就是用当前

一些时髦 的概念
,

术语
,

方法去分析心理学 中

各种 问题
。

这是一种 听起来荒谬但十分有效

的方法
。

例如
,

运用信息加工的概念 去分析人

格 和社会心 理现象
,

利用磁共振 的方法探 索

各种 心 理活 动 的脑机制
,

都得 到不少新 的研

究成果和发现
。

量 的分析法
。

这种 方法要求 比较高的定量研究的理论

和方法方 面的知识
。

常用 的方法有 多变量

分析
。

这种方法能够搞清楚一些 变量
,

如 自

尊
,

是一种 单一 的特质
,

还是由外表
、

智力
、

社

会承认等一些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特征

构成的
。

它也常被用于对一些大的杂乱的领

域的研究
。

例如
,

当开始一个关 于非言语行为

的研究计划 时
,

可 以把大量 的非言语行 为通

过多变量分析转变为几个能够处理的变量
。

这样不仅经 济
,

也能发现一 些基本 的潜在 变

量
,

如 亲密
、

发音的流 畅性 等
,

它们调节着非

言语线索对其他变量的影响
。

一些分析性的

程序
,

如 因素分析
、

结构方程等不仅能够检验

理论
,

也是发现新关系的方法
。

控制或消

除某些变量的作用
。

在某些研究中
,

有时一些

强有力的
,

组织很好的中间变量的影响太大
,

掩盖 了其他一些 更有趣的 中间变量 的作用
,

去掉或减少这些强变量 的作用 如通过运用

人工概念
,

有利于弄清楚其他中间变量的作

用
。

例如
,

霍夫兰德 在概念学习 的研究

中通过减少肯定例证和否定例证实际包含的

信息量
,

发现仍然存在 的差异是 由于 人们对

等量 的肯定 和 否定 信息 的不对 称加 工 造成

的
。

计算机模拟
。

计算机模拟是一个发现

的过程
,

它越来越 多地运用 于一些不适宜 于

用数学和语言分析的问题
。

例如
,

就通过计算机模拟探索 了儿童如何通

过联想而不是通过规则学习掌握规则和不规

则的英语动词形式的
。

数学模拟
。

数学模

型不仅能够检验假设
,

也是促进假设 产生 的

方法
。

不管是简单的模型 像信号检测论 还

是复杂的模型 如结构方程式 除能解释变量

间关系的丰富涵义外
,

还能促使更多新 的假

设和推理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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