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因理论的历史
、

现状及发展趋势

刘 世 奎

作者对社会心理学归因理论的墓本思想
、

发展脉络
、

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及其

承继关系做了较系统的阐释
,

对发展趋势及其重 点研究课题进行了初步的学术考察 、

作者认为进入 80 年代
, “ 归因理论 ”

尚需深入研究
、

证实一些重要的理论假设
,

并

遇到了急需探讨的一些新问题
,

并就此提出了 自己的初步意见
。

作者
:
刘世奎

,

男
,

1 96 4年生
,

心理学硕士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人员

归因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

自它产生至今的几十年里
,

受到了社会心

理学家的广泛注意和深入研究
。

如今
,

归因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教育
、

儿童
、

工业
、 ,

管理和

临床心理等许多领域
。

一
、

归因理论的基本思想

归因理论最先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黑德 ( F
.

H ie d e r
) 提出来的

。

黑德认为
,

人们都有一

种理解
、
预测和控制周围环境的需要

。

为了满足这种基本需要
,

人们就根据各种线索对已发

生的行为或事件进行原因解
,

释
。 “

人们只有了解了行为和事件变化的原因
,

才能理 解这 个 世

界
,

才能预测世界 (包括环境和人 ) 的变化
,

从而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
。

在现实生活中
,

人

们如果缺乏对世界的理解
、

预测和控制感
,

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

所以
,

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上
,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归因活动
。

可以说
,

归因是我们对环境知觉的一部

分卯 “一个人只要对环境进行认识
,

它就会 自然发生
。 ” ① ( H

e i a
e r , 1 0 7 6 )

所谓归因
,

乃是人们关于行为 (包括他人和 白己的行为) 秘事件的原因的知觉和判断
。

归因理论就是研究这种归因活动的一个社会心理学领域
。

归因理斌认为
,

人们都是根据行为

的原因解释行为的
,

这种解释在决定人们对行为的反应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二
、

归因理论框架的建立与扩充

在归因理论发展史上
,

黑德是无可置疑的创始人
。

黑德最先对归因现象进行了研究
,

并创

立了
“
行动朴素分析

”

理论
。

在黑德的归因理论中
,

几乎包含了后来归因理论的所有理论问题
,

它为归因理论的发展构画了一幅蓝图
。

但是
,

黑德在其归因理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他本人并没

有完全解决
,

并且其中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详细探讨的间题
。

因此
,

归因理论在它产生后的

最初几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

只是到了 60 年代中后期
,

琼斯和戴维斯 ( E
.

E
.

oJ
n e s & K

.

K
.

D a v i s ,
1 0 6 5 ) 的

“

相应推断
”

理论以及凯利 ( M
.

H
.

K e l l e y , 1 9 6 7 )的协变理论出现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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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德所建立的归因理论框架才得到扩充和发展
。

从此以后
,

归因理论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
。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归因理论中的这三个开创性理论的观点
。

(一 )

黑德认
鲜
为犷

的产行动井嗦分析
”

~

理鸡 、
一 _

二在甘常生活中
,

普通人虽然没有受过科学心理学的训练
,

也不知道那些解释

人类行为的科学原则
,

但是他们仍然能够理解他人的行为
,

预测他人行为的变化
。

基于此
,

黑德宣称
,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朴素心理学家
,

每个人都具有关于人类行为因果关系的一般理

论观念
。

黑德由此建立了他的朴素心理学
,

旨在系统阐述没有经过训练的观察者 (或朴素心

理学家 ) 理解他人行动的过程
。

“
行动朴素分析

” 理论重点探讨人们如何对他人行为进行原因推断
。

黑德认为
,

人的行

为原因从其来源上可以分为个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 (或环境原因 ) 两种
。

内部原因包括人

的能力
、

努力
、

人格
、

品质
、

动机
、

情绪
、

态度私心境等 , 外部原因包括任务难度
、

运气
、

他人影晌等
。

人们通常根据这两种原因对他人行为进行原因解释
,

要么把它归因于他人内部

的原因
,

要么把它归因于环境作用
。

一个观察者对观察到的行为如何做出归因呢 ? 如果一个

人的能力被认为大于工作难度
,

并且他

个行为结果出现了
,

那么观察者就会把

因于行动者所处的环境
。

霎
意图方向上做出了努力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一

行为结果归因于行动者的内部原因
。

否则
,

就归

黑德的归因理论是开创性的理论
。

他对行为原因所做的内一外划分
,

一直是原因分析的

基础
,

其影响是深远的
。

黑德虽然在归因理论中提到了评估人的原因时意图的重要性 以及原

因
L

分析与实验方法之间的相似性
,

但是
,

他役能对这两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劝 琼斯和戴维斯的 ,’ 相应推断
”
理论

_

琼斯和戴维斯的 “相应推断` 理论扩充和发展了黑德的归因思想
。

他们的理论就是探讨

个体如何根据他人的行为意图相应推断他人的内在特质
。

琼斯和戴维斯认为
,

只是有意图的

行为才反映一个人的内在特质
。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越被认为有意图性
,

那么这个行为相应地

被观察者做内在特质归因的可能性就越大
。 -

凉斯和戴维斯认为
,

要对一个行为做内在特质归因
,
首先要判断这个行为是有意的

,

还是

偶然的
。

意图性的判断有两个标准
,

即行动者的认识和能力
。

如果一个行动者
“
知道” 他的

行为后果
,

并且有 咚能力 ,
’

导致那个结果
,

那么
,

这个行为就会被认为是有意图的
。

因此
,

我们就会相应地推断这个行为反映了行动者的个人特质
。 “

相应推断” 理论就是为了
“
建立

一个系统解释人们如何根据特殊行为进行原因推断的理论
” 石① “

相应推断
”
理论的一个中

心概念就是
“
相应推断

” 。 “
相应推断

”
也就是知觉者对行动者的行为是由一个特殊品质引

起或者与` 个特殊品质相对应的判断
。

因此
,

内在特质可以直接从行为中推断出来
。

一个简

单的例子就是
,

把某个人的攻击性行为归因于他的攻击性品质
。

“
相应推断

”
理论在

“
行动朴素分析

”
理论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有关知觉者如何

寻找意图和特质原因的理论方法
,

说明了人们如何做出
“
从行动到特质

” 的推断
。

因此
,

它

使归因理论在科
`

学性和合理性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三 ) 凯利的协变理论
,

凯利钓协变理论是继
“
相应推断

” ,

理论之后对黑德的归因理论的又一次扩充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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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理论是建立在黑德的这一归因思想之上
,

即人们对外部环境的理解是通过与实验方法相似

的原因分析的方式实现的
。

凯利认为
,

尽管行为的原因有很多
,

并且原因的作用方式也比较

复杂
,

但是
,

结果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
,

在特定的行为与导致这一行为发生的原

因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内在的
、

固定不变的关系
。

一般情况下
,

人们往往会把那种与特定行

为有着不变的
、

内在联系的条件看作是行为的原因
。

凯利把这种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相随共存
、

相应变化的关系称为协变
。

人们是如何根据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协变关系作出原因判断的呢 ? 凯利认为
,

人们往往是

根据存在 (或刺激 )
、

人和情景三个因素对行为进行归因的
。

存在
、

人和情景这三个因素可

构成一个原 因协变的基本骨架
,

凯利用一个立方体来表示
。

凯利认为存在
、

人和情景这三个

方面处在一种协变关系之中
,

这种协变的潜在逻辑与方差分析相似
。

这就是方差分析模式
。

在这个方差分析模式里
,

对这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归因都取决于行为的三种变量
:

1
.

人的方面
:

其他人对同一刺激是否以与行动者相同的方式反应 (一致性信息 )
。

2
.

存在方面
:
行动者是否对同类其它刺激也做出相同反应 (区别性信息 )

。

3
.

情景方面
:
行动者是否在任何情景和任何时候都对同一刺激做出相同的反应 (一贯

性信息 )
。

行为结果的归因取决于这三种变量在各种组合的相对值
。

如表 1所示
。

表 1 三种行为信息的协变与归因①

} 行 为 信 息

归 因 类
.

型 }

——
一—

—
—

—
一止聋二进只一竺后尘生一兰一{

,

三三一竺一兰一

—
一王一` 一 }— ` 竺一 - 一一卜一

少一
一 }一

-

`才愁` `一

一一 j i
一- 竺一一一卜一一且` ` 一

-

一

!— 一二` 一一卜̀ 一 -旦一一
一

一
娜舀生二型竺一一一 {二一一二旦一翩一一卜

~

竺
垦茎些里 一卜一

一追二一
`
一

情 境 ! 无显著作用 { 高一
,

} 低

一
~ , , - , , - - , - , - - - -

-凯利后来认识到他的协变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
`

·

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

知觉者缺乏足够的信息犷 或者没有时间
,

或者不想去搜寻三个方面的信息
。

在这种信息资料

不全的情况下
,

凯利认为归因是基子单方面的信息
,

运用因果图式而进行的
。

这些因果图式

就是关于某类原因如何相互作用而产生一种特殊结果的信念
。

它可以被看成是在方差分析框

架里资料不全的那种形式 、 人们往往根据这种因果图式对一干
…
特殊的行为结果迅速地做 出归

因
。

因果图式在人们的归因活动中被广泛地运用着
。

凯利对归因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归因过程的严密的逻辑分析模式
,

对少
、
们

的归因过程作了比较细致
、

,

合理地分析和解释
。

凯利理论的不定之处在于它过分强调原因分

析的逻辑性
,
从而使之成为了一个理想化的模式

,

脱离了普通人归因活动的实际
。

其实
,

普

通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

期望对其行为结果经济
、

迅速地做出归因
,

而并不象统计学家那

样对信息资料进行繁杂的分析
。

凯利后来提出的因果图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方差分析模式

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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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三
、

a o年代前归因研究的主要课题
之
冬

`

妇因题论从5。年代末

落沁变花过程琶
’

· ’
诚40 牟彻广生缈

。牟代籍
历了一个从扩充

、

发展
、

繁荣到衰

1

一
’

沐5。军代孟在社会心趣学中还是一致性趣ee 盛行的时期
,

与归因理论直接相关的研究很少
。

主要的研究是几个研究者检验了被试对依从决定因素 的知 觉 ( F
.

W
.

T h i b a
ut

`

& H
.

W
.

iR ec 七d 牡 9 5 5 ; E
.

E
.

J。云亡, & J
.

W
.

了h ib a ut ,1舫价 L
.

H
.

tS
r ic 划 a狂 d八弱 8 )

。

· , 一

名啤代早期
,

沙赫特和辛格 ( s丫跳、 ` 亡五王。云& 乞E一is o g o r , 1 9 6 2 ) 关于情绪体验的实

验缺究增加了归因思想的新维杯补错误归脚舒他们的研究发规
,

能够使个体把药物所引起的

内部激起妇因于似乎合理的粗突出的环境因氛 一
`在助年代中期

,
除了琼斯和戴维斯的

一

“
相应推断” 理论和凯利的协变理论之外

,
一

还有贝

姆 (D 声
.

B。透
,

19 65 ) 的自我知觉理论
` 贝姆认为

,
人们通常是根据行为来直接推断其行为

原因的
,

在行为变化上
,
不存在认知不协痴理论所说的那种内在的

`认知不协调
”
体验的作

用
。

从而对认知不协调现象提供了公种非动机性的解释
。

1, 66 年
,

在归因理论中出规了许多

饶有兴趣的应用研究
。

主要有尼斯彼特和沙赫 特 ( R
.

E
.

N i s s b e t t & S
.

S e h a e il t e r , 1 9 6 6 )

关于恐惧的错误归因的研究
。

这个研究成为后来错误归因研究的典范
。

瓦尔斯
一

特 ( E
.

W al 卜

, “ r , `” “ ” ) 对意外事件责任的归月分拆斜丹熟越和两募斯( M
·

J
·

L e r ” e r & C
·

H
·

S `m o n s ,

1 9舫 )
一

关于观察者对无故受害者的反应的考氛
`

为归因研究开辟了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

即探

讨动机因素在人知觉中的作用
。

60 年代后期和整个 70 年代
,

归因研究激增
。

有些研究者直接检验了琼斯和戴维斯以及凯

利的归因模式
。

另外有些研究者则利用了尼斯彼特和沙赫特的
“
错误归因

” 主题
。

并且还有

一些研究者则从事由瓦尔斯特和勒纳开创的动机因素方面的研究
。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
,

归因研究仍层出不穷
,

但已有些研究者开始对它产生厌倦情绪
。

不

少研究者抱怨说
,

此时已进入
“
后归因

”
时代

。

如刚刚兴起的社会认知过分依赖于从认知心

衅电秘巍趣论忌
想

,
而不是建立在土生土翩妇内碑玲蜘

之上
。

对归因研究的不满情

绪还因为归因研究的方法一
纸笔测验 , 以及它所测查的有限范围的主题

,
如

,
许多研究仅仅

评估人
-

情境这一归因维度
。

所以
,

在这个时期
,

归因研究基本上是处于徘徊不前的阶段
。

四
、

8。年代归国研究的复兴及发展趋势

进入“ 。年代
,

尽管归因研究的烛光仍然摇曳不彝
,

但是
, 一它不会熄灭

。

从且前已有研究

来看
,

可以乐观地禅
, 8啤代是归界研究的复兴时期

。

在这个时期
,
许多新问题得到 了 探

澎 一等新的应用得到了检验
, 实环归因领球的许多间题还有待解决

。

因此
,

归因理绪现在

又有了新豹进展
,

并且也表邓出一些新的发犀耸雄
,

_
.

厂

.1 控制
,

控制知觉作为归因模式帅, 个重要因素正在突出地表现出来
。

对习得无助
、

沮丧
、

拉制动树
、

自我障碍以及私己归因偏向的研究反映了这一趋向
。

控制也许会成为归因

文献中的一个综合性课题
。

2
.

个体差异 现在归因研究的另一个主要课题是归因的个体差异
。

归因凤格已成为

归因对社会问题的许多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人格因幸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
。

这方面

的研究除了可以增强我们的预测能力外
,

还能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归因的内在心理机制
,

犷 了寸 护



3
.

归因原因论 有些研究者开始探讨可能产生特殊归因现象的环境和厉史因素
。

人

们对归因
,

特别是对社会间题中的归因的发展或原因论的兴趣增加了
。

4
.

归因基本过程
_`

尽管把归因应用于 日常间题和情境的趋势有所增加
,

但是被称为

归因
“
基本过程

” 的研究的发展仍然迅速
。

80 年代
,

人们对归因过程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

5
.

原因维度 研究者发现
,

原因解释的传统维度 (内一外
,

稳定一不稳定 ) 已不适

合于描述 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各种归因
。

这种对原因解释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的认识
,

在一定程

度上促使归因研究进入了现实生活情境
。

6
.

领域的特殊性 对特定内容领域的深入探讨修改了归因推论的性质或过程
,

从而

导致归因
“
微型理论

” 的发展
。

这些
“
微型理论

”
模式仅仅适用于特殊问题和情景

。

这种趋

势已减少了归因文献中的整合倾向
,

但它却增加了这些模式本身的生态效度
。

7
。

动机因素 在过去的归因研究中
,

人们很少注意到情感和动机因素
,

而更多地强

调认知和理性在原因判断中的作用
。

虽然归因推断为理性思维所引导
,

但是
,

它们还是有可

能受到各种动机因素的影响
,

并因动机的作用而具有倾向性
。

最近的归因研究表明
,

实际上
,

认知和动机这两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
,

认知和动机过程总是同时影响原因知觉
。

8
.

自我表现因素 现在出现了一种趋势
,

就是人们对归因中的 自我表现或印象管理

越来越往意
。

研究表明
,

在公开场合归因可能是概念化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归因都是为了产

生一个 良好的形象
。

归因可能是为了服务于某种 目的
,

而不是为了帮助原因理解
。

这种
一

认识

因它强调归因中的社会情景的作用而受到重视
。

9
。

人际后果 人们开始注意到归因对人际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影响
。

这方面已出现了

对亲密关系
,

如夫妻关系的归因研究
。

进入 80 年代
,

归因理论可以说仍是社会心理学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

尽管归因理论

已得到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

但其中仍有一些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

如
,
归因理论认为

,

归因可以调节行为和情感等
,

但是归因研究一直没能证实这种假定的调节的存在
,

实际上
,

有时甚至出现了与这种假定不一致的结果
。

另一个间题就是
,

归因过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归因过程还附带产生了各种困难问题
,

即
,

归因过程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

是有意的还是无

意的
,
是自动化的还是深思熟虑的 ?

-

此外
,

在归因研究领域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急需探讨
众
如

,

认知和动机系统在影响归因

时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 亲密关系
、

群体关系和其它复杂社会系统中的归因如何阐明? 如何理

娜和测查表现在叙述和档案记录中的自然主义的归因? 如何设想和研究认知归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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