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心理学实验中的变量及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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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握变量含义

学习重点

2 理解自变量的本质

及操纵方法

3 掌握因变量的本质

及控制方法

5 掌握实验的效度和信度

的本质及影响因素

4 领会额外变量的含义及

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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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性质、数量上可以变化、操作或测量的条件、现象或
特征

• 心理学中，常指两种或两种以上取值的事件或行为
• 例如：

• 性别为变量时，有男和女两个水平
• 智商作变量时，可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

1 变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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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变量间关系的性质
• 相关变量、因果变量

• 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
• 主体变量、客体变量

• 根据对变量是否可直接测量
• 直接测量变量、间接测量变量

• 根据对变量主动操作的程度
• 操作性变量、非操作性变量

2 变量的种类



• 根据变量间关系的性质
• 相关变量、因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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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性变量、非操作性变量

2 变量的种类



• 根据变量间关系的性质
• 相关变量：研究中存在相关关系的变量，在发展变化方面和

数量大小方面存在一定关系，但不确定哪一个是因，哪一个
是果

• 因果变量：研究中存在因果关系的变量，前一个变量是后一
个变量变化的原因，后一个变量是前一个变量变化的结果

2 变量的种类



• 根据变量间关系的性质
• 相关变量、因果变量

• 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
• 主体变量、客体变量

• 根据对变量是否可直接测量
• 直接测量变量、间接测量变量

• 根据对变量主动操作的程度
• 操作性变量、非操作性变量

2 变量的种类



• 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
• 主体变量：存在于研究对象主体身上的变量，如性别、年龄、

教育水平等
• 客体变量：存在于研究对象主体以外的各种变量，如文化特

征、他人行为等

2 变量的种类



• 根据变量间关系的性质
• 相关变量、因果变量

• 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
• 主体变量、客体变量

• 根据对变量是否可直接测量
• 直接测量变量、间接测量变量

• 根据对变量主动操作的程度
• 操作性变量、非操作性变量

2 变量的种类



• 根据对变量是否可直接测量
• 直接测量变量：研究者可直接测量到的变量，如年龄、身高、

体重等
• 间接测量变量：研究者无法直接测量，但可间接观测到的个

体内部心理变化，如兴趣、成就动机、态度等

2 变量的种类



• 根据变量间关系的性质
• 相关变量、因果变量

• 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
• 主体变量、客体变量

• 根据对变量是否可直接测量
• 直接测量变量、间接测量变量

• 根据对变量主动操作的程度
• 操作性变量、非操作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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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研究者对变量主动操作的程度
• 操作性变量：研究者可主动加以操作的变量，如刺激呈现时

间、学习条件、奖赏次数等
• 非操作性变量：研究者无法主动加以操作的变量，如年龄、

生理成熟水平、性别等

2 变量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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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者所操纵且对被试反应产生影响的变量

• 自变量的变化水平完全取决于实验者的操纵

• 自变量的代名词是“处理”或“处理变量”

1 自变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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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自变量的操作水平划分
• 操作性自变量
• 选择性自变量

• 根据自变量的来源划分
• 作业或任务自变量
• 环境自变量
• 被试自变量
• 暂时性被试自变量

2 自变量的种类



• 根据自变量的操作水平划分
• 操作性自变量
• 选择性自变量

• 根据自变量的来源划分
• 作业或任务自变量
• 环境自变量
• 被试自变量
• 暂时性被试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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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自变量的操作水平划分

• 操作性自变量：研究者可直接操纵的变量，即自变量可很好地被量

化并可控制的

• 例如：记忆实验中，学习的次数是研究者可很好地操纵的自变量

• 选择性自变量：被试自变量

• 例如：智商、性别、民族、气质等

2 自变量的种类



• 根据自变量的操作水平划分
• 操作性自变量
• 选择性自变量

• 根据自变量的来源划分
• 作业或任务自变量
• 环境自变量
• 被试自变量
• 暂时性被试自变量

2 自变量的种类



• 根据自变量的来源划分

• 作业或任务自变量：在实验中，将作业或任务中的某个特征当做自

变量来操纵

• 例如：在配对联想任务中，根据词频，可将词表中的词分为高频和低频词

• 环境自变量：发生改变的环境特征，如温度、湿度、亮度等。最常

使用的环境自变量为时间

• 例如：启动实验中，自变量是启动刺激到目标刺激之间的时间间隔

2 自变量的种类



• 根据自变量的来源划分

• 被试自变量：被试的一种持久性的特质

• 例如性别、年龄、视敏度

• 暂时性被试自变量：通过改变被试的特征使其与自然状态不同而产

生的

• 例如：采用双耳分听法，让被试的两只耳朵同时听到不同的内容

2 自变量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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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自变量操纵的

严密性
自变量的水平数

自变量的数量

3 自变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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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变量应具备的条件

• 本身是能够变化第一

• 能够引起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心理现象

或行为发生变化
第二

• 研究者能够直接操纵第三



• 操作性定义概念！（重要）

• 最早由美国物理学家布里奇曼提出：一个概念的真正定义不

能用属性，而只能用实际操作来给出。

• 原因：概念的定义其实非常困难，且不精确。不同的人对同

一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

4 自变量应具备的条件



• 举几个栗子：

• 1、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里的天地是指？

• 2、白马非马是怎么回事？

• 3、如何界定“色情”这一概念？

4 自变量应具备的条件



4 自变量应具备的条件



• 斯图尔特大法官：i know it when i see it！

•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4 自变量应具备的条件



• 科学上的名词或者概念，如果想要避免含混不清，必须以“我

们所采用的测量它的操作方法”来界定。需要我们详细地描述

变量的操作程序和测量指标。

• 智力是一个含混的概念

• 智商分数则相对清晰

4 自变量应具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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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纵自变量引起被试做出的某种特定反应
• 研究者感兴趣的行为指标

• 能够观察到的外显活动，及体内的任何生理、情绪和意识活动

1 因变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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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变量的种类

客
观
性
程
度

客观性因变量

主观性因变量

反应正确性

反应的难度

反应的速度

反应的幅度和强度



• 因变量的数量：
• 单因变量：只测量被试的一种反应

• 例如：利用眼动仪记录读者阅读理解句子时，只记录被试阅读句子的时间

• 多因变量：同时测量被试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反应
• 例如：研究动作技能形成的实验中，研究中记录被试学会通过镜子来描画五

角星用了多长时间，还记录了被试在描画五角星时所犯的错误

2 因变量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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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4 可靠性

数量化有效性ly.

客观性y.

01

3 选择因变量指标时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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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控制
• 被试反应确实发生在研究者感兴趣的因变量上

• 通过指导语控制

• 避免出现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
• 通过实验设计来避免出现极端反应

• 进行预实验

4 因变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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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无关变量，实验过程中除自变量以外任何能对因变量产生

影响的变量

• Y代表因变量，X代表自变量，EV代表额外变量，n代表额外变

量数

1 额外变量的含义

),,,,,,( 4321 nEVEVEVEVEVXfY 



• 例如：智商（IQ）与工作记忆能力（WM）的函数关系可用方

程式表示为

• 但工作记忆除受被试的智商影响外，还受被试的年龄（EV1）、教育

水平（EV2）、材料的性质（EV3）等因素的影响。方程变为：

1 额外变量的含义

)(IQfWM 

),,，( 321 EVEVEVIQf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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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外环境变量包括实验室的噪音水平、分心物和的温度等
• 最常见形式：由环境的物理特征引起

2 额外环境变量及控制



• 控制额外环境变量的常用方法
• 消除法

• 恒定法

• 平衡法

2 额外环境变量及控制



• 控制额外环境变量的常用方法
• 消除法

• 恒定法

• 平衡法

2 额外环境变量及控制



• 消除法：将影响实验结果的无关环境变量消除掉
• 例如：将实验放在具有隔音功能的实验室进行

• 缺点：完全消除额外变量很困难

2 额外环境变量及控制



• 控制额外环境变量的常用方法
• 消除法

• 恒定法

• 平衡法

2 额外环境变量及控制



•恒定法：尽可能将各种额外变量保持在相同的水平上
•例如：所有被试都在同样颜色、光线的实验室中完成实验

•缺点：
•实验结果不能推广到额外变量的其他水平上

•可能会存在自变量与被恒定的额外变量间的交互作用

2 额外环境变量及控制



• 控制额外环境变量的常用方法
• 消除法

• 恒定法

• 平衡法

2 额外环境变量及控制



•平衡法：将额外变量的影响平均分配给所有组以达到组间平衡
•例如

如在额外变量上，两组得到平衡，那么研究者能暂时得出：两组间的

差异由自变量引起

2 额外环境变量及控制

第一组 第二组
处理A

额外变量1
额外变量2
额外变量3
额外变量4
额外变量5

处理B
额外变量1
额外变量2
额外变量3
额外变量4
额外变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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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实验结果的两个重要社会变量
•要求特征

•实验者偏差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影响实验结果的两个重要社会变量
•要求特征

•实验者偏差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要求特征：
•含义：指实验中被试自发地对主试的目的产生某种假设，然后以满

足该假设的方式做出反应。

•好被试现象：被试在实验中根据自己对实验目的的假设努力使自己

的行为符合实验者的要求，成为一个好被试。

•一句话总结：被试的期望导致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要求特征（安慰剂和霍桑效应）
•控制要求特征的方法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2 掩饰情节

1 单盲实验

被试不知道其接

受的是何种处理

研究过程中对实验程序进行似

是而非的解释，不告诉被试真

实的实验假设

把握好伦理原则



•要求特征（安慰剂和霍桑效应）
•阅读书上的补充

•举一个安慰剂效应的例子

•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安慰剂是不是一定“不好”？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                                    by 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心理咨询具不具备“安慰剂效应”？

•临床上的“反向安慰剂效应”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更多关于安慰剂的知识，哈佛大学Ted Kaptchuk专门研究安

慰剂。

•研究一：80个肠易激综合征，一组吃安慰剂并明确告之，一组

不吃安慰剂。

•研究二：97个慢性背痛，事先培训15分钟安慰剂效应”没有

药物成分但是有效“。一组常规治疗，一组安慰剂。

•研究三：三组被试，一组吃止疼药，二组吃安慰剂并接受培训，

第三组告知安慰剂。（1=2>3)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安慰剂类似于”仪式感“，信则灵！

•基因研究发现部分人群对安慰剂更敏感（多巴胺水平）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影响实验结果的两个重要社会变量
•要求特征

•实验者偏差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实验者偏差的含义
•实验者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与自变量的作用混淆在一起。

•例如：实验者说：“光点在圆形轨道上运动的速度比在正方形轨道上运动的

速度更快还是更慢。”实验者在说到“更快”时，不仅眼睛稍微睁大，而且

说话的声音也高了一些。此时，大多数被试报告说，光点在圆形轨道上运动

速度更快

•罗森塔尔效应

•一句话总结：主试的期望导致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实验者偏差
•控制实验者偏差的方法：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盲实验

双盲实验

被试和研究者都不知道当下

进行的实验的目的或假设

如真正的双盲无法做到

1给被试标准化的指导语

2将指导语放给被试听

3如果要亲自读，要提前练习，

确保每次的发音、语气相同



•一类比较极端的实验者偏差：

•聪明汉斯效应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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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者的特征及控制

•被试的特征及控制

4 额外个人特征变量及控制



•实验者的特征及控制

•被试的特征及控制

4 额外个人特征变量及控制



•实验者的特征及控制
•受被试喜欢的实验者能够改变被试的反应

•控制
•使用多个实验者，并确保每个实验者在每种实验条件下施测的被试同样多

•减少实验者与被试面对面接触的机会

•整个实验过程，严格遵循实验程序

4 额外个人特征变量及控制



•实验者的特征及控制

•被试的特征及控制

4 额外个人特征变量及控制



•被试的特征及控制
•被试的特征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系统地变化，可能对实验的内部效度

产生影响

•控制
•随机化法：采用随机取样和分组来平衡被试间个体差异因素

•统计控制法：采用统计技术控制额外变量

•删除极端数据

•协方差统计法：被试的一些特征，如身高、体重等，可能会对实验结果产

生影响，但在具体实验中很难控制

4 额外个人特征变量及控制



额
外
变
量
及
控
制

   1 额外变量的含义

   2 额外环境变量及控制

   3 额外社会变量及控制

 4 额外个人特征变量及控制

   5 额外情境变量及控制



•额外情境变量：出现于因实验需要而创设的程序之中
•两种类型

•被试选择实验 

•实验者选择被试                               

5 额外情境变量及控制



•额外情境变量
•两种类型

•当被试选择实验时

•两点需决策

•被试想参加实验时，实验者有时间吗？

•让他们参加哪一个实验

•实验者可能告诉被试中性的实验名称

5 额外情境变量及控制



•额外情境变量
•两种类型

•当实验者选择被试时

•最好使用实验者不太认识的人当被试

•将被试安排到每种实验条件也可能有一些缺陷

•如：可能将更具攻击性的被试安排到容易的条件下

5 额外情境变量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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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效
度与信度

   1 实验的效度

   2 实验的信度



•打靶

•称重

两个直观的例子



实验的效
度与信度

   1 实验的效度

   2 实验的信度



•效度：实际实验方法达到实验目的的程度（有效性)
•四种实验效度

•统计结论效度

•构想效度

•内部效度

•外部效度

1 实验的效度



•统计结论效度
•统计结果揭示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关系能真实代表自变量与因变

量间关系的程度

•影响因素
•数据的特点：数据的类型、分布等，决定了应该使用何种统计分析方法来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检验的假设：进行统计分析之前，要检查数据特征是否满足统计检验的

假设

1 实验的效度



•构思效度
•实验研究假设和测量指标的理论构想及其操作的有效性

•重要性
•要求研究问题的来源具有合理性、独特性

•在逻辑上严谨，并有一定的层次

•要求研究者给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严格的操作性定义

1 实验的效度



•内部效度
•实验中因变量的变化确实由自变量的变化引起的程度

1 实验的效度



历史

1

仪器

3

统计回归

5

被试折损率

7

成熟

2

测验经验

4

被试选择

6

选择交互作用

8

1 实验的效度

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



•外部效度
•实验结果的普遍性和适用性

•近年来，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验的生态效度来描述外部效度

1 实验的效度



•外部效度
•评价维度

•用其他的被试人群，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吗？

•采用其他类型的实验材料，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吗？

•采用其他不同类型的测验，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吗？

•采用不同的实验处理方式和自变量操作方式，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吗？

1 实验的效度



•外部效度
•影响因素

•被试间的概括性

•物种间的概括性

•情境间的概括性

1 实验的效度



•外部效度
•提高方法：

•综合：

•被试综合

•刺激或实验情境综合

•多次试验或机会的综合

•多次测量的综合

1 实验的效度



•外部效度
•提高方法：

•多变量设计

•优点：

•实验效率高于只有一个自变量

•实验控制更好

•从多变量实验中得出的结论比尚待概括的资料更有价值

•可以研究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1 实验的效度



•外部效度
•提高方法：

•非反应性测量：在实验中减少被试的反应可提高实验的外部效度

•现场实验：提高实验结果外部效度最好的方法是在实验室外进行研究

•需要事先操作一些条件，并严格控制某些额外变量

•自然观察：自然观察的结果与实验研究结果可以相互补充

1 实验的效度



实验的效
度与信度

   1 实验的效度

   2 实验的信度



•信度
•实验结论的可靠性和一致性程度(稳定性）

•种类
•评分者信度：不同观察者之间观测结果的一致性

•重测信度：用同一工具对被试的反应进行过两次测量，其测量结果的一致性

•项目间信度：用测验、问卷或其他工具来测量相同的变量时，其不同项目所

得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2 实验的信度



•信度
•影响因素

•样本量的大小：如实验中被试是随机选择的，样本容量越大，实验结果就

越可信

•统计检验

•被试的同质性影响（补充，但重要！）

2 实验的信度



本章要点

心理
学实
验中
的变
量及
其控
制

 1 变量定义及种类

 2 自变量定义及控制方法

 3 因变量定义及控制方法

 4 额外变量定义及控制方法

 5 实验效度、信度定义、种类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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