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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医学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及其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方法选

取新乡医学院医学本科生及研究生共160 名为被试，使用内隐联想测验测量其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程度，以反应时作为其

测量指标。结果 ①相容任务组合和不相容任务组合反应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②不同性别、不同生源地被试

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③医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 ＜0． 01)。结论 医学生存在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随受教育程度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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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occupation and sex stereotype in medical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Methods 160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who come from Xinxiang Medical U-
niversi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complete，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 IAT) ． The study chosed reaction time as measure ontcome．
Ｒesults The results of IAT showed that ①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patibility task and incompatible task is extremely significant( P
＜ 0． 01)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P ＞ 0． 05) ． ②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enrollment place( P ＞ 0． 05) ． ③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edical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about undergraduate about implicit occupational － sex ster-
eotype( P ＜ 0． 01) ． Conclusion Implicit occupation － sex stereotype exists in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s，with the different level of
education，the occupation － sex stereotype is also different．
【Key words】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Implicit Occupation － sex stereotyp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 IAT)

职 业 性 别 刻 板 印 象 ( Occupation － sex Stereo-
type) 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延续，是指个人用固定、僵

化、单一或者过分简化的性别因素来了解职业，并以

此将职业分为男性和女性职业，就是对男性和女性

在专业、职业方面的期望、要求和一般看法［1］。职

业性别刻板印象作为刻板印象重要表现形式，从上

世纪 90 年代至今，一直是社会认知领域较为活跃的

研究方向。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一致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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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普遍存在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但对特定专

业、专业知识的灌输与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关系

的研究较少，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可改变性研究也

不多见。本研究通过内隐联想测验对医学本科生和

研究生两个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研究，探讨医学

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及其之间

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方法选取新乡医学院临

床专业大一学生 120 名，其中男生 60 名，女生 60
名; 新乡医学院临床专业研究生 40 名，其中男生 20
名，女生 20 名。所有被试均矫正视力正常，能熟悉

电脑操作且自愿参加实验。
1． 2 实验材料 从上述所选择对象中随机抽取

2011 级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

各 30 名( 男女各半) 参加问卷调查，从生活中较为

常见的 60 个较为典型的男女姓名中，各选取代表性

最高的 10 个男女姓名，如男性姓名: 张大彪、郭双豹

等，女性姓名: 吴丽丽、赵娇娇等。同样通过问卷调

查，得出有代表性的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各 10 个，

如男性职业: 飞行员、工程师，女性职业: 服务员、售
票员等。
1． 3 实验过程 本实验采用集体施测。本实验采

用 2( 性别: 男、女) × 2( 教育程度: 研究生、本科生)

× 3( 生源地: 城市、乡镇和农村) 多因素实验设计。
被试在实验室内听主试讲完实验基本要求后，自行

按指导语提示完成测试，所有相关数据均由电脑自

动记录［2］。在实验中，刺激词呈现在屏幕中央。类

别标签分别呈现在屏幕的左上方和右上方，要求被

试在看到刺激词后能尽快地按键对其进行辨别归

类。按“E”键表示刺激词属于左上方的类别，按“I”
键表示刺激词属于右上方的类别。本实验实际的内

隐联想测验 (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 共有七

步: 判别属性词、判别职业靶子概念、不相容的概念

－ 属性联合判别 ( 重复一次) 、判别职业靶子概念

词、相容的概念 － 属性联合判别( 重复一次) 。
1． 4 统计方法 对每个被试的实验数据进行以下

几个步骤的处理:①每一个步骤的前面两次反应数

据不进行统计; ②分析时去掉反应错误的数据 ( 占

0． 01% ) 和 极 端 反 应 时 的 数 据 ( ＜ 200ms 和 ＞
1000ms) ［3］。③数据导入至 EXCEL 表格，将错误率

超过 20%的被试的数据剔除，符合标准数据共 143
个;④对每一次反应时进行对数转化，再求平均数。
数据处理后导至 SPSS17． 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 1 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分析 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对相容任务组合、不相容任务组合

的反应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1)。见表 1。

表 1 医学生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分析( x— ± s，ms)

组 别 相容任务组合 不相容任务组合 t P

男生( n = 73) 6． 679 ± 0． 221 6． 943 ± 0． 219 32． 134 0． 000

女生( n = 70) 6． 658 ± 0． 147 6． 870 ± 0． 155 98． 710 0． 000

2． 2 不同性别、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生源地医学

生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比较 以性别、受教育程

度为自变量，相容任务组合和不相容任务组合的

IAT 效应值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

明不同性别被试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t = 1． 81，P = 0． 07 ) ，不同受教育程度被

试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29． 79，P = 0． 00) 。见表 2。

表 2 不同性别、不同教育程度的医学生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比较

组 别 IAT 效应值 t P

被试性别
男生( n = 73) 0． 264 ± 0． 174

女生( n = 70) 0． 212 ± 0． 150
1． 813 0． 072

教育程度
研究生( n = 36) 0． 347 ± 0． 153

本科生( n = 107) 0． 218 ± 0． 158
29． 791 0． 000

注: IAT 内隐联想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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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源地为自变量，IAT 效应值为因变量，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生源地被试的内隐

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F = 0． 01，P
= 0． 99) 。见表 3。

表 3 农村、乡镇、城市被试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方差分析

生源地 IAT 效应值 F P

农村( n = 87) 0． 235 ± 0． 179

乡镇( n = 28) 0． 235 ± 0． 138

城市( n = 28) 0． 240 ± 0． 102

0． 006 0． 994

3 讨 论

3． 1 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存在性分析 依照内

隐联想测验的假设，靶子词和属性词的关系与内隐

态度一致性越高，辨别归类加工的自动化程度也就

越高，反应时就会越短; 而不相容条件下，认知冲突

越严重，反应时就会更长。其间的差距就会更大，表

明内隐态度就越坚定［4］。连淑芳等［5］分别运用人

格测验中所使用的投射技术和自行设计的内隐联想

测验的纸笔测验，证实大学生被试存在显著的内隐

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在本 IAT 测验中，对于符合传

统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靶子词和属性词，即男性姓

名与男性职业、女性姓名与女性职业，被试能进行更

快的分类，且准确率较高; 而将男性姓名与女性职业

或者男性职业与女性姓名进行联系时，被试的反应

时长。表明被试在无意识的条件下，认为男性应该

从事传统观念的男性职业，女性应该从事传统观念

的女性职业。本研究证实了医学生被试内隐职业性

别刻板印象的存在，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6］。
3． 2 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生源地被试的内隐职

业性别刻板印象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男女被试

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孙艳

梅［7］的研究也证明大学生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

象不存在性别差异。说明来自于传统的社会文化因

素和历史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男女对职业的性

别印象。但这一结果与姜晓琳等［8］关于男大学生

在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大学生的

结果不一致，而且佐斌等［1］研究也发现，理工科的

女生表现出一定的反职业性别刻板效应。造成这一

结果可能与被试选取有关，另外内隐记忆与情绪有

关，正性和负性情绪状态可强化内隐记忆，性别职业

刻板印象可能也会受到情绪影响［9］。从大学生群

体中筛选出来的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的分类也可以

看出，男性职业一般属于专业技术型，而女性职业则

大多为服务类型。由此映射出这样一个问题，虽然

在当前社会体系下提倡男女平等的观念，但受根深

蒂固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历史根源的影响，男生

女生在内隐层面仍摆脱不了这种观念的束缚，认为

男女应各司其职，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

体也是如此。
农村、乡镇、城市三组被试都存在内隐职业性别

刻板印象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原因也在于不同

生源地的被试都同样的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

影响，而这种文化在不同地区差异性很小。刘美

桃［10］关于刻板印象的实验研究发现，职业性别刻板

印象随着个体所受教育的增加而呈现降低的趋势。
本实验结果表明，医学生研究生的内隐职业性别刻

板印象高于本科生被试。这与以往的类似研究略有

差异。原因可能是选取的医学研究生被试相比较本

科生被试，都多出了四年以上的医学专业知识理论

和实践的学习，随着医学知识的深入学习，被试已经

对自己的职业有了理性的定位，这种经过理智及全

面做出的职业定论变得愈来愈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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