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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该研究调查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共情、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方法：以359名大学生为研

究对象，采用分裂型人格问卷、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亲社会行为量表进行了调查。结果：独立学院大学

生的分裂型特质水平与共情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187, p < 0.01)，共情能力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

正相关(r = 0.611, p < 0.01)。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水平通过共情来预测其亲社会行为。结论：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以共情为中介影响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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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chizotypy, empathy, and pro-
social behavior in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359 independent college stu-
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Schizotyp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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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and the Prosocial Behavior Scale. Resul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level of schizotypy and empathy in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r = 0.187, p < 0.01), and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r = 0.611, p < 0.01). The level of schizotypy in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predicted their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empathy. Conclusion: Empathy mediates the influence 
of schizotypy on prosocial behavior in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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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而出现的一种独特办学模式，

具备鲜明的特色[1]。在这种背景下，独立学院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尤其在焦虑、抑

郁、强迫等心理问题方面，往往比其他高校大学生更为突出[1]。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调查显示，抑郁症

的发病率高达 27.2%，这一心理问题已成为该群体面临的挑战[2]。在后疫情时代，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心

理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因为这不仅事关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校园生活，也可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行为

表现，关系校园氛围与安全。 
亲社会行为指的是个体自愿给他人带来利益和好处的行为，这些行为符合社会期望但对自身没有明

显的收益[3]。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亲社会行为往往伴随着攻击行为的降低[4]，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在

工作环境中，研究发现护士的亲社会行为还有助于提升工作表现和护理质量[5]。在大学校园里，亲社会

行为也会影响到人际交往、校园环境氛围等诸多方面。因此，研究大学生的亲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目前对独立学院大学生这一群体的亲社会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相对不足。 
共情指的是一个人分享、理解和对其他人情绪经验做出反应的能力，共情一般分为认知共情和情感共

情两个成分，认知共情涉及到对他人情绪的识别和理解，而情感共情则侧重体验到对方的情绪和是否受到

他人情绪的影响[6]。良好的共情能力影响到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7]。研究表明，共情是亲

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8]，那些能够设身处地体会和感受他人的内心世界，能够切切实实感受到与他人

相似的情绪体验的个体更加容易自发地帮助他人或做对他人有利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提升个人的共情

能力是促进其展现更多亲社会行为的可能途径。事实上，研究也表明医护人员的认知共情可以正向预测其

亲社会行为[9]。而在大学生群体中尤其是独立学院大学生中是否存在类似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共情作为一种社会认知能力，会受到个体分裂型特质的影响[10]。分裂型特质(schizotypy)是一种人格

特征，表现为个体具有较高的精神分裂症易感性或倾向[11]。Clardige 等人提出，分裂型特质与特质性焦

虑相似，可以同时出现在健康人群与精神病患者中，且在所有人群中呈正态分布。然而，分裂型特质被

认为是精神分裂症和其他情感障碍的预测指标，具有极高分裂型特质的人通常更易发展为精神疾病[12]。
与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紊乱症状类似，分裂型特质也分为对应的三个维度[10]。研究表明，

分裂型特质较高的个体通常会表现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类似但较轻微的共情缺陷[11]。这些个体往往会

经历轻度的快感缺失、动机不足和社交回避等行为表现，同时，他们也更难以准确推测他人内心的想法、

意图和情感，进而影响其共情能力。目前已有研究探讨了分裂型特质与共情之间的关系，但研究结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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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统一[10] [13] [14]，且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大学生群体，而对独立学院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相关研究仍

较为匮乏。目前也尚缺乏分裂型特质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 
综上所述，个人的分裂型特质水平影响其共情能力，进一步带来亲社会行为的变化，共情在分裂型

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可能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共情在分裂型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

的中介作用不仅弥补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而且可以构建起分裂型特质到共情再到亲社会行为的关系链

条，进一步深化对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因此，本研究想要以独立学院大学生为被试考察独立学

院大学生的共情在分裂型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增加独立学院在校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

促进积极的校园氛围建设提供证据支持。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以发放在线问卷的形式采用便取样法抽取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361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其中有效数据 359 份，有效率为 99.45%。在所有样本中男生 99 人，女生 260 人。被试平均年龄 19.18
岁，标准差为 1.04。 

2.2. 研究工具 

2.2.1.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的共情能力，共 4 个维度 22 个条目，其中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 PT) 5 个

条目、共情关注(empathy concern, EC) 6 个条目、想象力(fantasy, FS) 6 个条目、个人痛苦(personal distress, 
PD) 5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0 = 非常不恰当”到“4 = 很恰当”)，得分越高说明

共情能力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02。 

2.2.2. 分裂型人格问卷 
采用分裂型人格问卷测量被试的分裂型特质水平[15]。SPQ 包含阳性、阴性、紊乱型分裂型特质三个

维度，共 74 个项目，采用“是”或“否”计分。分数越高说明分裂型特质水平越高，具有较高的发展为

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51。 

2.2.3. 亲社会行为量表 
采用张庆鹏和寇彧编制、修订的问卷，包括 4 个维度：利他性、遵守公益性、关系性、特质性，共

21 个项目[16]。该问卷采用 7 级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7 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个体

的亲社会行为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61。 

2.3.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研究对象的分裂型特质、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得分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其中中介效应检验采用非参数 Bootstrap 法，运用 Hayes 开发

的 SPSS PROCESS 宏程序 4.1 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了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亲社会行为、共情的相关关系，结果如

表 1。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与共情存在正相关(r = 0.87, p < 0.01)，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正相关

(r = 0.611, p < 0.01)，分裂型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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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初步揭示了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亲社会行为、共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其中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与共情存在显著正相关，意味着分裂型特质比较高时，共情表现也会较高；

相反，分裂型特质低的大学生则伴随着更低的共情能力。而共情亲社会行为的正相关则意味着那些共情

能力比较高的独立学院大学生往往具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与亲社会行为

不相关可能意味着这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并不排除通过中介变量产生联系，如共情。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chizotypy, prosocial behavior, and empathy among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表 1.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亲社会行为、共情的相关分析 

 M ± SD 分裂型特质 亲社会行为 共情 

分裂型特质 24 ± 14.964 1   

亲社会行为 89.153 ± 14.982 −0.078 1  

共情 73.078 ± 10.587 0.187** 0.611** 1 

注：**p < 0.01。 

3.2. 中介效应分析 

运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PROCESS 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使用非参数 Bootstrap 法进行显著性检

验(重复取样设定 5000 次，置信区间设置为 95%，选择模型 4，其中分裂型特质是预测变量，亲社会行为是

结果变量，共情是中介变量)。由表 2 可知，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不能直接预测亲社会行为，独立

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显著正向预测共情(β = 0.187, t = 3.579, p < 0.001)。加入中介变量共情以后，独立

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显著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 = −0.199, t = −4.816, p < 0.001)，共情显著正向预测亲

社会行为(β = 0.649, t = 15.679, p < 0.001)。表 3 为具体的中介效应分解结果。从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来看，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并不直接预测他们的亲社会行为，而是以共情为中介来预测其亲社会行为。 
 
Table 2.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chizotypy, prosocial behavior, and empathy among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表 2.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亲社会行为、共情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亲社会行为 共情 亲社会行为 

 t β t β t β 

常量 60.946***  67.216***  6.320***  

分裂型特质 −1.476 −0.078 3.597*** 0.187 −4.816*** −0.199 

共情     15.679*** 0.649 

R2 0.006 0.035 0.412 

F 2.180 12.941*** 124.752*** 

注：***p < 0.001。 
 
Table 3. Decomposition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chizotypy, prosocial behavior, and empathy among independent college 
students 
表 3.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亲社会行为、共情之间的中介效应分解 

 效应值 置信区间(95%) Boot SE 

总效应 −0.078 (−0.181, 0.259) 0.053 

直接效应 −0.199 (−0.281, −0.118) 0.041 

间接效应 0.121 (0.036, 0.203)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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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探究了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共情、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独立学院

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负向预期其亲社会行为，共情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共情，即分裂型特质水平升高，共情能

力可能相应升高。这一结果能够得到近期研究的支持[17]。由于被试群体属于心理健康的一般大学生，而

非住院病人或门诊精神疾病患者，他们的总体功能较好，分裂型特质水平的提升并没有带来共情能力的

降低，即不会直接损害共情能力。独立学院大学生分裂型特质与共情的正相关可能反应了分裂型特质影

响了共情的个人痛苦成分，分裂型特质升高，个体共情能力有所提升，但在共情过程中会伴随更多的个

人痛苦和不适，如果这些痛苦持续下去，未来甚至可能会损害共情意愿和共情能力。 
本研究发现，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共情水平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共情水平能显著正向预测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18]。这个部分可能涉及到共情的情感成分，

当独立学院大学生看到他人正在遭受痛苦，会引发自身的人际的烦恼，出现共情关心，这两者都是情感

共情的组成部分，从而进一步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动机，增加亲社会行为[19]。从认知共情的角度上来讲，

独立学院大学生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设身处地的想象他人的情绪和想法，这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

他人的需要和痛苦，也会使其亲社会行为增加。 
本研究没有发现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与亲社会行为存在相关，这一结果与预期不一致。目

前尚缺乏研究在独立学院大学生群体中探究分裂型特质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高分裂型特质伴随着更高

水平的怀疑、猜忌、不信任，或者更明显的动机缺乏、情感淡漠，这些都有可能带来亲社会行为的减少。

但考虑到研究群体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高功能群体，他们可能能够一定程度规避分裂型特质带来的不良影

响。分裂型特质主要是带来思维和情感上的变化，比如轻微的幻觉与妄想，情感淡漠和快乐感受缺失等

[18]，属于心理过程，而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外显行为。当分裂型特质不明显的时候，不一定会带来行为的

变化。因此分裂型特质升高可能不一定直接带来亲社会行为的减少。基于这个角度，可以考虑共情作为

中介因素的影响。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也可能以共情为中介来影响到亲社会行为。本研究发现高分裂型特质

有更高水平的共情，这一反直觉的结果可能因为研究群体都是大学生，其属于学习、生活、表现等相遇

良好的高功能群体，高水平的分裂型特质更多带来共情过程中的主观痛苦和不适，并不会直接影响观点

采择、共情关心等共情要素，所以没有观察到共情水平的相对降低。而共情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的人际痛

苦，就更能够去感同身受地理解、体会他人的处境，从而愿意表现出更多无偿的、不求回报的亲社会行

为。除此之外，分裂型特质被认为与谷氨酸等大脑中的兴奋性神经递质有关[10]，共情在分裂型特质与亲

社会行为中的中介作用可能反映了谷氨酸的兴奋性影响，即分裂型特质升高伴随着谷氨酸水平的相对升

高，带来共情能力和共情活动的相对增加，进一步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增加。 
然而，本研究亦存在局限性。首先，未探讨其他可能的中介机制，如社交焦虑、社交技能缺陷等，这

些因素可能在分裂型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扮演重要角色。其次，亲社会行为的评估主要依赖于自我报

告，可能受到社会期望效应和个人主观感受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考虑采用观察法或情境模拟等更客观的

方法来测量亲社会行为。为了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考虑使用纵向设计或实验设计，并辅

之访谈研究、行为观察，增加研究完整性和可靠性。最后，为增强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未来研究可在更

大范围的样本中、多中心开展，或者运用新兴的复杂网络分析技术[20]，进一步揭示分裂型特质各维度与

亲社会行为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模式。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独立学院大学生分裂型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探明了共情在其中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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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作用，构建起分裂型特质到共情再到亲社会行为的关系链条，进一步深化对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

的认识。本研究有助于考察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分裂型特质和共情如何影响其亲社会行为，有助于增加独

立学院在校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促进友善的校园环境，提升学生幸福感。 

5. 结论 

本研究结论为：(1) 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共情水平在分裂型特质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2) 可以通过针对分裂型特质、共情的干预和课程来提升独立学院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促进校园人际关

系，建设友善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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