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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化病这一先天疾病从生物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而在所有的白化病中，眼

皮肤白化病因为其显著的外部特征而在长久以来饱受歧视，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

的中坚力量，他们对待白化病患者的态度值得探讨，人格特质是一个人对待外界

事物时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与其人格特质的关

系可以为以后的教育和帮助白化病患者融入社会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参考。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方法对大学生对白化病的外显方式及

其人格特征关系进行认识和分析，通过对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处于积极状态，三个维度得分由高到底的为尊重

-歧视、认知误解、乐观-人权。

1. 大学生对白化病外显态度与其人格特质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性，在五个

人格中开放性、责任心、外倾性和宜人性四个与对白化病态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2. 宜人性和开放性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

关键词：眼皮肤白化病；大学生；态度；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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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白化病这一天生疾病从人类诞生之初就一直相伴人类存在，在古时候由于人

们医疗知识的局限和对非同类的敌意，一直把白化病患者视为异类，排斥，甚至

杀害。直到最近两三个世纪，随着人类对基因技术掌握的不断加深，人们才逐渐

对白化病有了比较科学的认知，虽然现在对白化病患者明面上已经不排斥了，但

是白化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依然能碰到很多不公的行为，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

部分白化病患者也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多的被提及，

目前国内外却还没有很多研究是针对白化病患者的社会心理的，故本研究针对大

学生探讨他们对待白化病患者的外线态度与其人格特质的关系以求对白化病患

者的社会生活问题提供一些帮助和改善。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的目的

通过本研究了解年级，性别，专业因素对当代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态度的影

响，通过对态度与人格特质的关系进一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外显态

度与其人格特质的关联性，为今后改变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认识及态度起到一

定的帮助和推动作用。

1.2.2 研究的意义

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对白化病患者态度的研究，虽然有张治星、王奉娟等人对

我国大学生对残疾人的内隐与外显态度的研究[10] [23]，但是白化病患者其中有相

当一部分不属于残疾人，属于残疾人的白化病患者在生活、学习、工作上面临的

挑战也比一般残疾人更为严峻。所以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研究具有很好的现实意

义。对白化病患者态度与其人格特质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探讨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对白化病患者态度是积极的或消极的。在国内目前来说还是没有相关研究的，此

研究在国内还属首次进行，可以为以后对白化病患者心理相关的研究探讨提供一

定的思路和启发。因此，此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我国心理学领域的相关内容，也

能为普及白化病相关知识提出一些不错的方向。

白化病患者在我国发病率为 1/18000[3]，发病率虽不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

基数大，所以在我国的白化病患者并不少，由于他们存在皮肤、毛发和视力低下

等症状，导致他们在射虎生活中往往处于不利甚至受到歧视的地位当中，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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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就业、婚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虽然我国在初高中生物教科书中就

对白化病有所提及，现代大学的学生仍然不了解白化病，大学的学生是我们国家

的未来，他们是未来社会的希望，探讨他们对白化病患者的外显态度与其人格特

质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的教育部门对症下药地消除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错误

态度及偏见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可以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做出稍

微的贡献，进一步唤醒社会对白化病群体的关注，具有不错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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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白化病的研究

2.1.1 白化病的界定

白化病是一类因基因突变而导致黑色素细胞中黑色素生物合成完全缺失或

减少的遗传性疾病，患者临床表现为皮肤、毛发、眼部的色素减少或缺失，并伴

有惧怕光源、眼球震颤、视力低下等眼部症状。由于黑色素减少或缺失，白化病

患者极易受到紫外线辐射的有害影响，并有增加光损伤和皮肤癌的风险[1]。世界

范围内发病率约为 1/20000，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发病率甚至会高达 1/5000[2]，

在中国其发病率约为 1/18000[3]。

白化病所产生的显著表型特征，使之成为第一个被广泛研究的遗传性疾病之

一，对白化病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03 年[4]。白化病具有高度的遗传异质性。目

前，至少有 20 个基因发生了变化，这些基因与不同类型的白化病的发生有关[5]。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基因掌握的不断加深，更多能造成白化病的基因改

变正在不断被发现中。

2.1.2 白化病的分型

白化病一般根据色素位点缺失和其他系统异常的存在或不存在来分类，主要

是非综合征型白化病和综合征型白化病，非综合征白化病又可以再分为具有全身

症状的眼皮肤白化病（oculocutaneous albinism, OCA）和眼白化病（ocular

albinism, OA），前一个的患者全身的皮肤、毛发和眼睛都有色素缺失，后一个

则只有眼部色素缺失。综合征白化病除了全身性的白化症状还伴有其他系统异常

[6][7]。眼皮肤白化病按照致病基因的差异还分 OCA1-OCA7 等临床类型，均为常染

色体隐性遗传[5]。其中 OCA1 是所有分型中最为严重且常见的一种，皮肤呈白色，

对紫外线敏感，毛发白色或浅黄色，视力低下，大约占所有眼皮肤白化病患者的

50%左右[8]，此类白化病患者基本都可以通过医院评估为视力残疾，与残疾这个

定义的关系最为密切；OCA2 型言皮肤白化病患者占 OCA 中的 40%，此类患者一般

在出生时毛发和虹膜有少量色素沉淀，随着年龄的增加实力会有所恢复，部分患

者的皮肤也会出现颜色加深的现象，OCA2 型患者与残疾这个定义有一定的关系

但并不一定致残。OCA3、OCA4、OCA5、OCA6 和 OCA7 五个分型的占比较低，且症

状跨度较大，从很轻微的白化到与 OCA1 相近的白化症状都可能存在，有部分患

者致残，有部分接近正常个体。本研究选取非综合征白化病中眼皮肤白化病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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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因为目前发现的各种白化病中，眼皮肤白化病患者占据绝大部分。

2.1.3 白化病的研究现状

已知的病理调查资料表明，医学上目前尚无针对白化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国

内自 1998 年开始运用胎儿镜来直观的看胎儿毛发颜色进行产前诊断[9]，随着基

因技术的不断发展，基因诊断已成为确诊白化病最好的诊断。

但国内外对白化病的研究多是病理层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对白化病患者的社

会生活问题做过相关研究，希望通过此项研究了解到一些大学生对眼皮肤白化病

患者的外显态度，并从人格特质的角度分析是否具有关联性。为眼皮肤白化病群

体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做出一份贡献。

2.2 态度的概念

2.2.1 态度的界定

态度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近数十年间心理学家们就态度的概

念展开了长期的争论，但至今缺乏完全统一的概念，早期的定义是由奥尔波特提

出的，他认为态度是一种神经和心理上的准备状态，它是通过个人的经验所组织

起来，影响着个体对各种各样情景的反应。当前，学术界相比较而言被接受的观

点是由 Freedman 所提出的，他觉得态度是对特定的事物、想法或别人的一种稳

定且强烈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

我国的心理学起步相对于西方国家较为晚，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很多对于态

度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外的研究成果进行的，我国学者黄希庭，杨治良，林崇德在

《心理学大辞典》中对态度的定义：态度是个体基于过去经验对其周围的人、事、

物所持有的比较持久而一致的心理准备状态或人格化倾向，包括认知，情感和行

为意向三个成分[1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态度就是个体通过过去经验产生的对人或事物的，稳定

的、一致的心理准备状态，包括，知、情、意三个成分。

2.2.2 内隐与外显态度

Lindsey 等人提出了双重态度模型（Dual Attitudes Model)，认为人们对

于同一客体可以同时存在两种看法，其中一种看法是人们能够感知到，并同时也

能够自己报告出来的外显态度，另一种看法则是人们所感知不到的、自动激活的

内隐态度[13]。

目前对于内隐与外显态度的关系有同一论与分离论两种观点，同一论中有诸

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关系具有高度关联性，二者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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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是一致的；另一种观点分离论则认为二者的心理加工机制不一样，有各自

独立的不同的心理结构。

本研究以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的同一性理论为基础。笔者以为外显与内隐态

度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性，外显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内隐态度，因为缺乏

量表等客观因素，所以选择测量外显的态度。

2.2.3 外显态度的测量方法

目前外显态度的测量方法主要为自我报告法，按照格式分类大致有问卷、语

义差异评分、感觉量表、形容词评估和单项目测量量表。本研究采用问卷测量的

方式对外显态度进行测量。

2.3 人格特质的研究

2.3.1 人格特质的界定

人格这个词原本来源于古希腊拉丁文中的“persona”这个词，意思是古希腊

艺人所佩戴的面具，而面具的颜色不同体现着不同人物的特点。人格的定义尚未

得出统一的结论，但人格的基本性质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稳定性、独特性、功能

性和统一性。人格特质理论最早发展于 20 世纪 40 年代，是指个体在不同情况下

和不同时期的相对稳定的行为。

五因素人格特质模型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探索，是

目前人格心理学领域广泛接受的一个理论框架，Costahe 和 McCrae 将大五人格

特质模型分为开放性（智能）、责任心（工作）、外倾性（生理）、宜人性（人

际）、神经质（情绪）。虽然学界对人格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但是通过他们的共

同点我们还是能认识到人格特质是个体和他人在对待人或者事物的行为模式及

思维方式的区别之处。

2.3.2 人格特质与态度关联性

人格特质与态度在许多学者的论证下表明存在相关性，曹德冉、尹卫、 包

磊等认为 2型糖尿病患者的人格特质与对待疾病的态度存在相关性[20]。唐艺琳，

冯晓慧在大学生人格特质与自杀态度的关系研究的结果表明大学生人格特质与

自杀态度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关[21]。综上笔者认为人格特质与态度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

2.3.3 人格特质的测量

当前，人格特质的测量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陈量表式，二是开放性的

投射测验，三是问卷法。本研究在选用人格问卷上选用由王孟成等人编写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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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CBF-P1-B）[22]。其是以大五人格模型为基底本土化过的问

卷，其适用于 16 岁以上且拥有义务教育水平之上的个体，本研究又是对大学生

进行的，再者考虑到问卷总体的长度，担心问卷过长引起被试在填写过程中出现

不耐烦的情绪，所以问卷与本研究契合度很好。故选用此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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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设计

3.1 已有研究的不足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整理，目前发现对人格特质和态度这两个概念的研

究历史已相当悠久且成熟，但在定义和具体内容方面各个学派之间还存在很多争

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在白化病的研究上，随着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目

前国内外都已经越来越成熟，对白化病的病理机制掌握的也越来越多，但对白化

病患者的社会生活问题相关的研究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在进行的，目前的研究方向

还是以生理为主，对心理方面的内容基本没有。

3.2 研究被试

本研究采用调查法对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的方式收集

问卷，一种为线上的通过问卷星服务平台向全国大学生分发问卷，一种为线下的

由笔者向武汉文理学院的大一至大三学生发放纸质问卷并由笔者向学生解释问

卷的相关问题。

3.3 研究假设

基于对文献的整理和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提出假设：大学生对白化病患

者的态度是消极的；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外显态度与人格特质呈现高相关，宜

人性的人格特质对白化病患者的外显态度的影响更大，因为宜人性特质为亲近与

信任他人，对一个人与他人的相处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外显态

度与其性别、专业和年级存在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们可能会产生一些变

化。

3.4 研究工具

3.4.1 大五人格问卷

本研究将采用王孟成博士和戴晓阳教授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CBF–PI) ）的基础上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

式版（brief version, CBF–PI–B）测量被试的人格特质，经王孟成博士和戴晓

阳教授改编并已被证实在中国大学生中具有良好信效度[22]。该量表共有 40 道题，

分开放性、责任心、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五个维度，各个维度都为 8题。本

量表采用 6级计分，1至 6分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至“完全符合”。

3.4.2 对白化病患者态度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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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郑曦对残疾人态度问卷 (The Scale of Attitudes Toward

Disabled Persons,SADP）的修订版测量被试对白化病人的外显态度[24]。由于国

内对白化病患者态度的相关量表的缺失加上白化病患者与残疾人有许多共同之

处，故采用这份问卷，量表共 19 道题目，分为 3个维度：乐观－ 人权、行为

误解、悲观－绝望。量表采用 6级记分法，-3 为完全不符合，3为完全符合。最

终分数越高，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愈友好。

3.5 数据分析

在数据分析上本研究使用的软件为 SPSS26.0，首先我们分析了量表的信效

度，随后对所测项目进行描述性统计。证明本研究具有良好信效度后进行 t检验、

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对大五人格的各个维度与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各个

维度进行描述，进一步进行初步的相关分析，随后以相关分析为基底进行回归检

验，以推测二者的预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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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结果分析

4.1 人口学统计结果

问卷分为电子版和纸质版两部分发放，电子版以问卷星为平台，由笔者由网

络发放，供全国大学生填写，共收到电子问卷 151 份；纸质版由笔者向武汉文理

学院在校的大一至大三学生发放，由笔者向学生解释问卷的相关问题，共发放纸

质版 398 份，回收 374 份有效问卷，总回收率为 93.9%。剔除无效问卷以及答案

高度一致问卷后共有 525 个样本纳入本次研究分析。被试具体的结构参见表 4-1。

表 4-1 人口统计学结果（N=525）

4.2 大五人格

4.2.1 信效度

大五人格问卷在本次的施测中的信效度结果如下表 4-2、表 4-3：

背景变量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1.男 178 33.9

2.女 347 66.1

年级 1.一年级 149 28.4

2.二年级 129 24.6

3.三年级 143 27.2

4.四年级 104 19.8

专业 1 理学类 408 77.7

2 工学类 35 6.7

3 教育学类 31 5.9

4 文学类 23 4.4

5 医学类 7 1.3

6 艺术学类 7 1.3

7 农林 3 0.6

8 其它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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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问卷各个维度及总问卷的α系数

问卷的同质性信度

开放性 0.78

责任心 0.74

外倾性 0.76

宜人性 0.77

神经质 0.84

总问卷 0.81

经计算，本次测验中该问卷同质性信度(Kolonbach α 系数)为 0.81，表明

在此次的测试结果中人格问卷具有比较不错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

表 4-3 各个维度与总问卷得分的相关分析

注：*相关在 0.05 上显著，**相关在 0.01 上显著，***相关在 0.001 上显著，下同

结果显示，各个维度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都为显著，各维度之间的相关除

神经质与宜人性外也为显著，表明在本次施测中其具有比较不错的结构效度。

4.2.2 总体情况

通过对 525 名被试大五人格的整体情况以及 5 个维度上的平均数和标准

差进行统计。其中，最高为 6 分，最低为 1 分，具体结果见表 4-4。

开放性 责任心 外倾性 宜人性 神经质 总问卷

开放性 1

责任心 .334** 1

外倾性 .453** .223** 1

宜人性 .330** .300** .203** 1

神经质 -.139** -.157** -.237** -0.081 1

总问卷 .719** .595** .622** .606** .18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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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大五人格的总体状况

平均值 标准差

开放性 4.18 0.79

责任心 4.03 0.75

外倾性 3.60 0.88

宜人性 4.36 0.72

神经质 3.43 0.89

从表中可以看出，宜人性的平均分为 4.18，为五个维度中最高，神经质的

平均分为 3.43，为其中最低。大五人格各维度平均值总体上相差不大。

4.2.3 大五人格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1）年级

这一部分中我们采用了单因素方差检验考察了大五人格各维度的年级差异，

首先经方差齐性检验发现除开放性维度方差不齐外其余四个维度方差齐性，因此

开放性维度选用非参数检验，其余维度采用方差分析，结果如下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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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大五人格各个维度年级差异

维度 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F 显著性

开放性 大一 4.33 0.89 / 0.12

大二 4.13 0.73

大三 4.15 0.67

大四 4.08 0.86

责任心 大一 4.00 0.68 1.37 0.25

大二 3.98 0.64

大三 4.14 0.89

大四 3.98 0.75

外倾性 大一 3.64 0.90 1.42 0.24

大二 3.52 0.81

大三 3.70 0.98

大四 3.52 0.77

宜人性 大一 4.53 0.70 4.52 ＜0.001

大二 4.25 0.68 ***

大三 4.34 0.72

大四 4.26 0.74

神经质 大一 3.52 0.93 1.08 0.36

大二 3.45 0.85

大三 3.40 0.88

大四 3.33 0.88

由结果可知在宜人性维度上不同年级的被试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宜人性维

度进行事后检验，结果如下表 4-6：

表4-6 宜人性的年级差异事后检验

检验统计 标准误差 显著性

1.一年级 2.二年级 2.22 0.68 ＜0.01**

3.三年级 1.52 0.66 0.02*

4.四年级 2.14 0.73 ＜0.01**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年级与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在宜人性维度的平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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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差异，一年级显著高于其他年级。

（2）性别

在性别因素上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大五人格各个维度在不同的性别上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4-4。

表4-7 大五人格各个维度的性别差异

维度 性别 平均值 标准差 t 显著性

开放性 1.男 4.33 0.79 3.01 ＜0.01

2.女 4.11 0.78 **

责任心 1.男 4.02 0.70 -0.18 0.86

2.女 4.03 0.77

外倾性 1.男 3.68 0.85 1.53 0.13

2.女 3.56 0.89

宜人性 1.男 4.26 0.76 -2.14 0.03

2.女 4.41 0.69 *

神经质 1.男 3.31 0.91 -2.19 0.03

2.女 3.49 0.87 *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性别上大五人格中的开放性、宜人性、神经质三个维度

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开放性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宜人性与神经质男生的得

分显著低于女生。

（3）专 业

在专业因素上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大五人格的各

个维度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发现除了神经质以外

的四个维度方差均为齐性，所以四个维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只有神经质维度

方差不齐，因此使用非参数检验，结果见表 4-5。

表 4-8 大五人格各维度的专业差异比较

维度 专业 平均值 标准差 F 显著性

开放性 1 理学类 4.26 0.78 3.10 ＜0.01

2 工学类 3.99 0.92 **

3 教育学类 4.04 0.68

4 文学类 3.62 0.85

5 医学类 4.09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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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艺术学类 3.88 0.86

7 农林 3.67 0.38

8 其它 4.06 0.55

责任心 1 理学类 4.05 0.74 0.87 0.53

2 工学类 3.85 0.75

3 教育学类 4.06 0.79

4 文学类 3.83 0.83

5 医学类 4.30 0.96

6 艺术学类 3.80 0.84

7 农林 3.83 0.80

8 其它 4.15 0.53

外倾性 1 理学类 3.63 0.91 0.37 0.92

2 工学类 3.39 0.78

3 教育学类 3.54 0.75

4 文学类 3.57 0.89

5 医学类 3.59 0.68

6 艺术学类 3.50 0.71

7 农林 3.67 0.14

8 其它 3.59 0.68

宜人性 1 理学类 4.39 0.70 1.48 0.17

2 工学类 4.23 0.75

3 教育学类 4.34 0.69

4 文学类 4.13 0.71

5 医学类 4.79 0.71

6 艺术学类 4.27 1.27

7 农林 3.88 0.70

8 其它 4.06 0.83

神经质 1 理学类 3.45 0.90 / 0.34

2 工学类 3.39 0.83

3 教育学类 3.60 0.79

4 文学类 3.34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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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医学类 2.73 1.06

6 艺术学类 3.46 1.40

7 农林 3.25 0.13

8 其它 3.03 0.5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专业因素上，仅在开放性维度有显著差异，其余维度

差异均不显著，因此对开放性维度进行事后检验，结果见下表 4-9 所示：

表 4-9 开放性维度不同专业差异的事后检验

检验统计 标准误差 显著性

4 文学类 1 理学类 -5.11 1.34 ＜0.01**

3 教育学类 -3.40 1.72 0.05*

从时候检验可以看出，文学类与理学、教育学类存在显著差异。理学类与教

育学类开放性得分显著高于文学类。

4.3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

4.3.1 因子分析及信效度

本研究在对残疾人态度问卷基础上进行改编，将残疾人替换为白化病患者，

并进行因子结构分析如下：参与因子分析的项目有 19 个，项目间的相关特征用

Bartlett 球形检验分析， 结果表明，检验值为 2981.66 ，特征值极其显著

（P<0.001)。结果表明项目间有共享因子的可能，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同时采用

KMO 检验检测采样充足度，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89，说明取样的适当性很不错，

可以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依据原问卷抽取三个维度进行分析。采用凯瑟

（K.F.Kaiser）的“方差最大准则”（Varimax）正交旋转法对 19 个项目进行因

子分析。结果如下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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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项 1 2 3

1 0.129 0.072 0.746

2 0.287 0.086 0.717

3 0.417 0.102 0.453

4 0.257 0.012 0.367

5 0.392 -0.001 0.191

6 0.518 0.122 0.474

7 0.604 0.114 0.349

10 0.663 0.102 0.154

12 0.642 0.307 0.215

13 0.422 0.026 0.054

14 0.773 0.218 0.18

17 0.721 0.28 0.12

8 0.065 0.511 -0.002

9 0.394 0.564 -0.185

11 0.252 0.609 -0.041

15 0.31 0.701 0.261

16 -0.121 0.537 0.325

18 -0.136 0.608 0.266

19 0.313 0.665 -0.027

对这 19 个项目所做因子分析。主成分特征值的碎石图（图 1）显示，从第 3

个因子以后，曲线陡坡变得平缓。特征根大于 1 的三个因子，可解释总变异的

46.01 %。三个因子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各个因子负荷矩阵如下图 1、表 4-11、

4-12：



武汉文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图 1 主成分特征值碎石

表 4-11 各因子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方差累积贡献率

公共因子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F1 5.70 30.00 30.00

F2 1.81 9.52 39.52

F3 1.23 6.49 46.01

表 4-12 旋转因子负荷矩阵

项目 维度 1 项目 维度 2 项目 维度 3

T1 0.75 T5 0.39 T8 0.51

T2 0.72 T6 0.52 T9 0.56

T3 0.45 T7 0.60 T11 0.61

T4 0.37 T10 0.66 T15 0.70

T12 0.64 T16 0.54

T13 0.42 T18 0.61

T14 0.77 T19 0.67

T17 0.72

根据以上因子分析结果以及每一类包含项目的内容，笔者对这三个分量表的

命名如下：

维度 1为“尊重—歧视”。是指对白化病患者是否尊重。主要探究对白化病患

者态度的消极性。共计 4 个项目。如，“白化病患者没有能力承担道德责任”，“白

化病孩子不应该接受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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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2为“认知误解”，主要探究被试对白化病患者的是否存在认知层面的误

解，共计 8 个项目。如，“白化病患者会有怪异和反常的性行为”，“白化病患者

会表现出反常的人格特征”。

维度 3为“乐观－人权”，包括对白化病患者作为社会公民的生存和工作的权

利。共计 7 个项目。如，“白化病患者应当拥有平等的工作机会”，“白化病患者

的劳动报酬至少要达到本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

通过以上分析，最后得到 19 个项目组成的“对白化病态度量表”，包含乐观

－ 人权、认知误解、尊重—歧视三个分量表。“对白化病态度量表”的信度估计

使用 Alpha 信度系数来考察，正式量表的结构、项目分布和信度如下表 4-13：

表 4-13 “白化病人态度量表”结构、项目分布及信度系数

维度 包含题项 项目数 α系数

尊重－歧视 1、2、3、4 4 0.64

认知误解 5、6、7、10、12、13、14、17 8 0.82

乐观－人权 8、9、11、15、16、18、19 7 0.74

总量表 19 0.83

由此可看出，被试在三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在 0.64-0.82 之间。

信度系数随着题目数量的增加而提升，在别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测验的题目越

多，信度就越高；对于大样本施测而言，信度系数达到 0.60 以上就是可以接受

的。故考虑到各个分量表的题目数量较少，且样本量较大，所以本问卷各个分量

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总量表α系数达到了 0.83，信度达到了满意的状态。

效度分析使用分量表之间相关与分量表和总量表相关来表示，结果如下表

4-14：

表 4-14 分量表之间的相关及其与总问卷之间相关关系矩阵

从表中发可以看出，各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都显著且相关系数为

0.69-0.89 之间，各维度之间的相关也都显著，说明本问卷具有不错的结构效度。

分量表 1 分量表 2 分量表 3 总问卷

分量表 1 1.00

分量表 2 .545** 1.00

分量表 3 .302** .427** 1.00

总问卷 .694** .889** .7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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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总体情况

通过对 525 名被试对白化病态度 3个维度和总体量表的平均分和标准差进

行了统计。其中，最高为 6分，最低为 1分，具体结果见表 4-15。

表 4-15 被试对白化病态度的总体概况

平均值 标准差

尊重－歧视 5.29 0.74

认知误解 5.08 0.83

乐观－人权 5.04 0.71

总量表 5.14 0.61

从表上可以看出，总量表的平均分为 5.14；尊重—歧视维度的平均分为 5.29，

为其中最高；认知误解维度的平均分为 5.80；乐观—人权维度的平均分为 5.04，

为 3个维度中最低，但与认知误解维度相差不大。由此可见，大学生对白化病态

度总体来说是积极的，各维度平均值从大到小依次是：尊重－歧视、认知误解、

乐观－人权 。

4.3.3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1）年级

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检验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各维度的年级差异，首先进行

方差齐性检验，可知 3个维度的方差都呈现出不齐性，所以使用非参数检验，具

体结果见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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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各个维度的年级差异

维度 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K-W 显著性

尊重—歧视 大一 5.53 0.55 27.39 <0.01

大二 5.24 0.69 **

大三 5.28 0.72

大四 5.02 0.94

认知误解 大一 5.40 0.77 42.89 <0.01

大二 4.94 0.74 **

大三 5.14 0.72

大四 4.69 0.94

乐观—人权 大一 5.25 0.59 24.62 <0.01

大二 4.97 0.67 **

大三 5.01 0.68

大四 4.87 0.87

从表中可得知，在年级因素上，各个年级在 3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因此进行事后检验以确定哪些年级间存在差异，结果如下表 4-17：

表4-17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各维度的年级差异事后检验

维度 检验统计 标准误差 显著性

尊重—歧视 1.一年级 2.二年级 69.00 17.95 <0.01**

3.三年级 53.03 17.48 0.01*

4.四年级 92.74 19.08 <0.01**

认知误解 4.四年级 3.三年级 75.63 19.51 <0.01**

1.一年级 120.11 19.34 <0.01**

1.一年级 2.二年级 87.19 18.21 <0.01**

乐观—人权 1.一年级 2.二年级 67.20 18.19 <0.01**

3.三年级 57.68 17.71 <0.01**

4.四年级 77.52 19.33 0.01*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尊重—歧视”维度，一年级得分显著高于二三四年级；

在“认知误解” 维度，一年级显著高于二年级与四年级、三年级也显著高于四年

级；在“乐观－人权”维度一年级显著高于二三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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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别

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在性别上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各维度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结果见表 4-18。

表4-18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各个维度的性别差异比较

维度 性别 平均值 标准差 t 显著性

尊重—歧视 男 5.32 0.80 0.66 0.51

女 5.27 0.71

认知误解 男 5.02 0.92 -1.04 0.30

女 5.10 0.77

乐观—人权 男 4.98 0.86 -1.47 0.14

女 5.07 0.61

从表中可知，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各维度在性别水平上不存在差异。

（3）专业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大学生专业的区别是否会对白化病态度在各维度

存在显著差异，首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发现，各个维度方差都为不齐性，

因此使用非参数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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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各维度的专业差异比较

维度 专业 平均值 标准差 K-W 显著性

尊重—歧视 1 理学类 5.41 0.58 30.20 <0.01

2 工学类 4.87 1.15 **

3 教育学类 4.77 1.08

4 文学类 4.89 0.84

5 医学类 4.75 1.21

6 艺术学类 4.82 1.37

7 农林 5.08 1.15

8 其它 5.05 0.52

认知误解 1 理学类 5.21 0.72 36.14 <0.01

2 工学类 4.67 1.10 **

3 教育学类 4.43 0.93

4 文学类 4.71 0.91

5 医学类 4.13 1.14

6 艺术学类 4.89 1.19

7 农林 4.92 1.28

8 其它 4.85 0.88

乐观—人权 1 理学类 5.11 0.63 16.55 0.02

2 工学类 4.87 1.02 *

3 教育学类 4.59 1.07

4 文学类 4.84 0.63

5 医学类 4.73 0.71

6 艺术学类 5.14 0.95

7 农林 5.05 0.92

8 其它 4.82 0.57

从表中可知，在专业因素上，大学生在对白化病态度三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

差异，因此追加事后检验，以探究哪几个专业间存在差异，结果如下表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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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各维度的年级差异事后检验

维度 检验统计 标准误差 显著性

尊重—歧视 1 理学类 8 其它 98.97 45.62 0.03*

4 文学类 97.55 32.00 <0.01**

3 教育学类 88.18 27.81 <0.01**

2 工学类 72.23 26.30 0.01*

认知误解 1 理学类 5 医学类 164.66 57.71 <0.01**

3 教育学类 125.51 28.20 <0.01*

4 文学类 79.47 32.44 0.01*

2 工学类 72.51 26.66 0.01*

乐观—人权 1 理学类 3 教育学类 74.95 28.18 0.01*

4 文学类 71.41 32.42 0.03*

从结果可知，在“尊重—歧视”维度，理学类得分显著高于其它类、文学类、

教育学类、工学类；在“认知误解” 维度，理学类得分显著高于医学类、教育学

类、文学类、工学类；在“乐观－人权”维度理学类显著高于教育学类、文学类。

4.4 白化病态度高低在大五人格各维度的差异分析

将大学生对白化病的态度以平均值为界分为高分和低分，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白化病态度的高低在人格特质上是否有差异，结果如表 4-21

表 4-21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在大五人格各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维度 性别 平均值 标准差 t 显著性

开放性 1.低分 4.05 0.73 -3.46 ＜0.01

2.高分 4.29 0.82 **

责任心 1.低分 3.98 0.66 -1.49 0.14

2.高分 4.07 0.81

外倾性 1.低分 3.48 0.75 -2.93 ＜0.01

2.高分 3.69 0.95 **

宜人性 1.低分 4.09 0.62 -5.64 ＜0.01

2.高分 4.41 0.69 **

神经质 1.低分 3.38 0.82 -1.04 0.30

2.高分 3.47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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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人格特质上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高分的个体在开放性，

外倾性，宜人性上显著高于低分的个体。

4.5 大五人格与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4.5.1 相关分析

对大五人格和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各维度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

如表 4-22。从表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总分、“尊重—歧视”与“认

知误解”维度与大五人格除神经质外的四个维度均呈正相关，且相关关系显著，

“乐观－人权”维度与开放性宜人性显著相关。

表 4-22 大五人格和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各个维度相关

开放性 责任心 外倾性 宜人性 神经质

尊重—歧视 .156** .106* .091* .276** -0.084

认知误解 .210** .102* .127** .306** 0.006

乐观—人权 .107* 0.080 0.060 .264** 0.021

总分 .205** .120** .120** .357** -0.009

4.5.2 回归分析

依据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本文将进一步研究大学生大五人格对白化病态度

的影响，即能否通过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预测大五人格。

研究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对大五人格的影响，自变量选为大五人格除神经质

外的四个维度，因变量选为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使用逐步进入法（stepwise），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宜人性与开放性进入回归方程，检验结果见表

4-23。

表4-23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对大五人格的逐步回归分析

多元相关系数 R 决定系数 R2 F 显著性

模型一 0.357 0.127 76.13 <0.01**

模型二 0.368 0.136 40.863 <0.01**

步进回归过程中形成两个模型，模型一纳入宜人性，模型二纳入宜人性、开

放性，最后我们选取最终模型即模型二，模型二具体分析数据如下表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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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对大五人格的最佳回归方程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显著性 F

宜人性 0.325 7.53 <0.01** 40.863

开放性 0.097 2.239 0.03*

大五人格除神经质外的四个维度预测变量预测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时，两个

进入了回归方程的显著变量，多元相关系数为 0.368，标准化回归方程式为：

对白化病态度=0.33×宜人性+0.10×开放性

从该方程可以看出，宜人性与开放性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且

宜人性为主要成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宜人性与开放性更高的个体对白化病人的

态度越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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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讨论与分析

5.1 大学生人格特质

5.1.1 大学生人格特质总体状况讨论

人格特质在很大一部分上能决定一个人的思维与行动方式，但每个个体的人

格特质在经过了不同的事物以后也会产生改变，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大五人格的

测量发现大学生在宜人性上得分最高，在神经质得分最低。宜人性得分较高的个

体往往显示出亲近人的心态，关心别人、信任他人、包容大度[25]。高神经质的个

体在情感稳定性上会更差一点，在体验负性情感上会比较敏感。本研究结果表明

大学生较为良好的和他人相处的能力和更为稳定的情绪，大学这个环境相对单纯

善良，对人也较为友好，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生很容易就表现出亲近与信任他

人，故宜人性得分最高，作为一个成年的大学生，他们的心智也比较成熟，相对

稳定的情绪是大学生们基本都具备的，故神经质得分较低。

5.1.2 大学生人格特质在年级、性别、专业上的讨论

在年级因素上经分析，大一在宜人性得分上显著高于其他年级，笔者认为主

要因素是大一学生刚刚进入校园，对人对事物都处在相对陌生的状况，加之学生

们对学校生活又满怀着向往，所以都希望以良好的思维与心态去面对他人，而对

于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他们已经在校园中度过了一段时间，形成了自己的交友

圈舒适圈，所以他们对待除此以外的事物就没有像大一学生那样更亲近与信任他

人。

在性别因素上开放性男生得分高于女生，说明男生比女生更为有好奇的、积

极探索、非传统、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与王钊的研究成果并不相符，他

的研究中女生的开放性得分比男生高[16]。女生在宜人性和神经质方面的得分高于

男生，这表明女生在生活中更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同时也比男生更脆弱和敏感。

在专业上，理学和教育学在开放性上与文学存在显著性差异，理学和教育学

得分显著高于文学，这说明文学类专业的学生更为保守，不具有冒险精神，这也

与我们的一般认知相符合。

5.2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

5.2.1 总体情况

本研究通过改编的对白化病态度问卷对在校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进

行了测试，结果显示对白化病态度量表的平均得分为 5.14，远高于平均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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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维度尊重－歧视、认知误解、乐观－人权的平均分也在 5.04-5.80 之间，说

明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与最开始笔者的实验假设不符。说

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进步，大学学生在对待少数特殊群体时的态度越来越

积极了，当然也有可能是社会期望效应造成被试在填写问卷的时候填写一些符合

社会道德的答案，

5.2.2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在年级因素，通过非参数检验发现，各年级的三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从结

果可以看出，大一学生的分数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年级，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因

为大一学生是刚刚步入大学校园，对社会上的一切弱小的东西都充满了同情心与

好感，但是随着年级的增加，对社会上的冷漠有了更多的接触，相对的态度也在

主教变化，造成了与大一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性别因素上，发现男生女生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

男生女生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趋于一致的，性别对于态度没有太多的影响。

在专业因素上，通过非参数检验发现理学得分在三个维度上都显著高于其他

专业，造成这个情况的因素是笔者找了大量心理学专业的被试，心理学属于理学，

且在心理学教育中培养了心理学学生们的共情能力，他们对待特殊群体的态度无

疑是更为友好的，而心理学属于理学范畴，所以理学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专业类

别。

5.3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高低分在人格特质上的差异分析

经检验，大学对白化病态度高分与低分个人在人格特质中的开放性、外倾性

和宜人性上存在显著差异，高分组明显高于低分组，这与开放性、外倾性和宜人

性的定义是一致的，这三个特质高的个体更为亲近与信任他人，更易于接受新的

事物，更热情，敢于社交。

5.4 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相关和回归分析讨论

5.4.1 相关分析讨论

本研究对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外显态度和人格特质进行了调查，经过相关

分析发现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1.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总分、“尊重—歧视”与“认知误解”维度与大五人

格中除了神经质外的四个特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大学生的开放性、宜人性、

责任心、外倾性特性越明显，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的总分和“尊重—歧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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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误解”两个维度的得分越高，越友好。

2. 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乐观－人权”维度与开放性、宜人性显著正相关，

说明大学生开放性、宜人性特性越明显，在这个维度上得分越高，越友好。

3. 在对白化病态度总分和“尊重—歧视”维度上，虽然神经质与它们的关系

不显著，但还是存在细微的负相关，说明情绪不稳定，更为敏感的个体对白化病

患者的态度存在一定的负面性。

5.4.2 回归分析讨论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人格特质在他们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上有什么样的

影响，在上面研究的基础上对人格特质与对白化病态度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宜人性和开放性在大学生对白化态度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宜人性

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格特质对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总体解释为 43%，说

明宜人性和开放性越高的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更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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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与局限性

6.1 结论

1.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处于积极状态，三个维度得分由高到底的为尊

重－歧视、认知误解、乐观－人权.

2.大学生对白化病外显态度与其人格特质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开放性、责任

心、外倾性和宜人性人格与对白化病态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3.宜人性和开放性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

4.大学生对白化病患者的态度与其年级存在显著差异，大一学生在尊重—歧

视、乐观－人权两个维度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在认知误解维度，大一学生显著高

于大二与大四学生、大三学生也显著高于大四学生；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专业上理学与大部分专业存在显著差异。

6.2 局限性

本研究在研究的时候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地区变量设计中的错误使得该

变量几乎毫无用处，在问卷选择上，由于现有对白化病问卷的缺少，无法对被试

的内隐态度进行测试，只能测试被试的外显态度，这无疑使研究受到更多因素的

影响，被试的社会期望效应会让其填写问卷时趋于填写更好的选择，在被试的选

择上，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大部分被试都为心理学专业，这也给研究带来了额

外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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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附录

附录 1

关于白化病的调查问卷

各位同学：

本问卷旨在了解您对白化病患者的一般看法，请您就下面各项题

目，提供宝贵意见，以利于研究白化病患者的社会和教育问题！

眼皮肤白化病疾病描述：

眼皮肤白化病（Oculocutaneous albinism，OCA)，是由于调控黑色素合成的基因发生

遗传变异而导致眼、皮肤和毛发色素沉着减少或缺乏的一组疾病，常伴有畏光、斜视、中

度到重度的视力障碍和眼球震颤等。中国汉族人群发病率为1:18000。白化病具有高度遗传

异质性，目前至少发现19个基因与白化病发病相关，这些基因参与调节黑色素的合成和分

布，临床上可将其分为两组：非综合征型和综合征型。其中非综合征型大多仅有眼、皮肤

和毛发受累。根据遗传基础不同目前分为七种亚型：OCA1-7，其中中国人最常见的1、2、
4型的致病基因分别为TYR、OCA2、SLC45A2。眼皮肤白化病1型为TYR基因突变所致，

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一、基本资料 请在（）内填写您的答案代号或在 上打“√”

（ ）1 性别 1男 2女

（ ）2 年级 1 一年级 2 二年级 3 三年级 4 四年级

（ ）3 就读专业 1 理学类 2 工学类 3 教育学类 4 文学类 5 医学类 6 艺术学

类 7 农林 8 其它（请填写）

（ ）4 您学校所在的地区 1 华中地区 2 华北地区 3 华东地区 4 西南地区 5 西

北地区 6 东北地区7.华南地区

（ ）5 您填写问卷的方式 1 电子问卷 2 纸质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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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题有六个选项，阅读后请在题后的数字（3，2，1，-1，-2，-3）上画圈

以表示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三、下面是一些描述人们性格特点的句子，请根据每个句子与您的性格相符程

度在相应的数字上画圈。

例如：“在集体活动中，我是个活跃分子”非常恰当的描述您，那么请您在“6=完
全同意”上画圈，依此类推。每个人的性格各不相同，所以答案没有对错之分，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作答。

1=完全不符合，2=大部分不符合，3=有点不符合，4=有点符合，5=大部分符合，

6=完全符合

完 很 有 有 很 完

全 同 点 点 不 全

同 意 同 不 同 不

意 意 同意 意 同意

1.白化病孩子不应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3 2 1 -1 -2 -3

2.白化病患者没有能力承担道德责任 3 2 1 -1 -2 -3

3.白化病患者不应生育后代 3 2 1 -1 -2 -3

4.白化病患者康复治疗费用太高，无法实施 3 2 1 -1 -2 -3

5.白化病患者很多方面像小孩一样 3 2 1 -1 -2 -3

6.只需要合适的环境和机会，白化病患者就会形成并表达出犯罪倾向（表现） 3 2 1 -1 -2 -3

7.白化病患者成年后应由执行机关强制送往福利机构 3 2 1 -1 -2 -3

8.大部分白化病患者乐于工作 3 2 1 -1 -2 -3

9.白化病患者有能力适应福利机构以外的生活 3 2 1 -1 -2 -3

10.白化病患者应与其他有类似残疾的人生活在一起 3 2 1 -1 -2 -3

11.白化病患者应拥有有有偿工作的权利 3 2 1 -1 -2 -3

12.白化病孩子在普通学校学习会对其他孩子产生消极的影响 3 2 1 -1 -2 -3

13.白化病患者适合从事简单重复性的劳动 3 2 1 -1 -2 -3

14.白化病患者会表现出反常的人格特征 3 2 1 -1 -2 -3

15.白化病患者应当拥有平等的工作机会 3 2 1 -1 -2 -3

16.应颁布相关法律禁止用人单位歧视白化病患者 3 2 1 -1 -2 -3

17.白化病患者会有怪异和反常的性行为 3 2 1 -1 -2 -3

18.白化病患者的劳动报酬至少要达到本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 3 2 1 -1 -2 -3

19.白化病患者很有可能适应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 3 2 1 -1 -2 -3



武汉文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摘   要
	第1章引言
	1.1研究背景
	1.2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2.1研究的目的
	1.2.2研究的意义


	第2章文献综述
	2.1白化病的研究
	2.1.1白化病的界定
	2.1.2白化病的分型
	2.1.3白化病的研究现状

	2.2态度的概念
	2.2.1态度的界定
	2.2.2内隐与外显态度
	2.2.3外显态度的测量方法

	2.3人格特质的研究
	2.3.1人格特质的界定
	2.3.2人格特质与态度关联性
	2.3.3人格特质的测量


	第3章研究设计
	3.1已有研究的不足
	3.2研究被试
	3.3研究假设
	3.4研究工具
	3.4.1大五人格问卷
	3.4.2对白化病患者态度问卷

	3.5数据分析

	第4章结果分析
	4.1人口学统计结果
	4.2大五人格
	4.2.1信效度
	4.2.2总体情况
	4.2.3大五人格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4.3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
	4.3.1因子分析及信效度
	4.3.2总体情况
	4.3.3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4.4白化病态度高低在大五人格各维度的差异分析
	4.5大五人格与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相关和回归分析
	4.5.1相关分析
	4.5.2回归分析


	第5章讨论与分析
	5.1大学生人格特质
	5.1.1大学生人格特质总体状况讨论
	5.1.2大学生人格特质在年级、性别、专业上的讨论

	5.2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
	5.2.1总体情况
	5.2.2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5.3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高低分在人格特质上的差异分析
	5.4大学生人格特质与大学生对白化病态度的相关和回归分析讨论
	5.4.1相关分析讨论
	5.4.2回归分析讨论


	第6章结论与局限性
	6.1结论
	6.2局限性

	第7章参考文献
	第8章 致谢
	第9章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