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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时间洞察力是指个体对于时间的认知、体验及行动(或行动倾向),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和意义

感。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以 332 名大学生为被试,探究大学生时间洞察力的现状,以及社会阶层与时间洞察力

的关系。 结果发现:(1)中国大学生对过去的积极态度、过去的消极态度、未来的时间洞察力均高于美国常

模,而现在享乐和现在宿命时间洞察力均低于美国常模。 (2)社会阶层与大学生的时间洞察力存在显著相

关。 就过去时间洞察力而言,高社会阶层比低社会阶层大学生对过去有更多的积极态度,更少的消极态度。
就现在时间洞察力而言,高社会阶层比低社会阶层大学生有更少的宿命态度。 就未来时间洞察力而言,高社

会阶层比低社会阶层大学生对未来有更多的规划,更关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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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洞察力” 一词来自于英文中的“ time
perspective” 或 “ temporal perspective”,也被译为

“时间透视”“时间展望”“时间观”等。 我国学者

黄希庭将时间洞察力定义为个体的一种稳定的人

格特质,是个体对于时间的认知、体验及行动(或
行动倾向) [1-2]。 Zimbardo 等人认为时间洞察力

是个体的一种状态,通过它个人和社会的经验连

续流动被分配到时间框架中,有助于定义这些事

件的顺序、相关性和意义[3]。 他们进一步将时间

洞察力划分为过去时间洞察力、现在时间洞察力

及未来时间洞察力,并区分了五个维度:(1)过去

积极(past positive,PP),反映对过去富有情感和

快乐体验。 过去积极时间洞察力的人聚焦于“曾
经美好的日子”,他们可能保存相册、收集图片并

且希望庆祝传统节日。 (2)过去消极 (past nega-
tive,PN),表达对过去的消极、悲观态度。 过去消

极时间洞察力的人聚焦于过去出错的所有事物,
并且相信无论自己怎么做,他们的生活都永远无

法改变。 (3)现在享乐(present hedonistic,PH),
指对现在享受快乐的渴望与追求。 现在享乐时间

洞察力的人会以寻找快乐和新奇感受来生活,同
时逃避痛苦。 (4) 现在宿命 ( present fatalistic,
PF),指无法控制的外力决定命运的信念。 现在

宿命时间洞察力的人认为决策都是无意义的,因
为预定的宿命在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5)未
来(future,F),指实现未来长期目标的思考和计

划。 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人愿意为未来做计划并且

相信他们的计划将实现。
以往研究发现, 时间洞察力会影响幸福

感[4]403-415,[5]。 时间洞察力对幸福感的影响有两

种途径:自下而上的途径,即时间洞察力会通过影

响人们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幸福感;自上而下的

途径,即时间洞察力会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进而

影响幸福感。 马茜芝和张志杰的研究发现,时间

洞察力会显著影响高中生的生命意义感[6]。 因

此,研究大学生的时间洞察力及其影响因素对于

提高大学生的幸福感和意义感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阶层又被称为社会经济地位( socioeco-

nomic status),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和

家庭资源[7]。 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可通过收

入、职业和教育这些客观指标进行判断,也可通过

自我主观进行判断[8]。 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

(objective social status)的测量,研究大学生群体

时,研究者通常使用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

入和父母的职业三项作为测量的依据。 主观社会

经济地位(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则是个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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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感觉认知到的自身社会地位等级。 在现有的

研究中,国内外大多采用 MacArthur 阶梯量表[9]

作为测量工具,该量表是一个综合受教育水平、总
体收入水平和职业三项的十级阶梯,每层阶梯代

表不同水平的人,要求被试通过对自己的社会经

济水平进行定位来选择自己处于哪个阶梯。 根据

人们所选择的阶梯数,可以区分为高或低社会阶

层。
高社会阶层的个体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和社

会资源。 资源上的不平等会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个

体形成不同的自我[10]。 高社会阶层的个体有更

多的经济资本,更高的权力和地位,更多的选择机

会,因此形成独立自我,即将自我看成独立于其他

人和社会环境。 他们会表达自己的偏好,试图去

影响周围的社会环境,发展和探索他们自己与众

不同的兴趣。 与此相反,低社会阶层的个体经济

资本少,权力和地位低,选择机会也少,因此,有较

少的自由去表达自己,发展出相互依赖的自我,即
认为自我是与其他人和社会环境相互依赖的。 最

近的研究表明,社会阶层不仅会影响个体当前的

自我,还会影响将来自我(future self) [11]。 时间洞

察力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与自我关系密切。 据此,
不同社会阶层个体的时间洞察力也会存在不同。
Wang 和 Ford 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

员工的时间洞察力,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员

工会更关注短期,而减少未来导向的规划[12]。 因

此,本研究假设社会阶层与大学生的时间洞察力

存在显著相关。 具体来说,社会阶层越高的大学

生对过去的积极态度越多,消极态度越少;社会阶

层越高的大学生对现在的态度是更少追求享乐,
更少相信宿命;社会阶层越高的大学生的未来时

间洞察力越高,对未来有更多规划和期望。
本研究拟考察社会阶层与大学生时间洞察力

的关系,探讨高低社会阶层的大学生在时间洞察

力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有助于提高来自不同社会

阶层的大学生的时间洞察力,进而提高大学生的

幸福感和意义感。

　 　 1. 研究方法

1. 1 被试

选取 332 名大学生参与问卷调查研究,其中

男生 105 人,女生 227 人,平均年龄 20． 90 岁,标
准差 1． 15,年龄范围在 17 到 22 岁之间。

1. 2 测量工具

主观社会阶层的测量。 采用目前在心理学研

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主观社会阶层评定量表

“MacArthur 量表”(Adler et al. ,2000) [9]。 此量表

会呈现给被试一个 10 级的梯子,这个梯子代表个

体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梯子的最顶端代表社会

经济地位最高层,这些人生活境况是最优越的,他
们受教育程度很高、工作最体面、收入最高;梯子

的最低端代表社会经济地位最底层,这个阶层的

人生活境况是最糟糕的,他们受教育水平最低、工
作最不体面、收入也最低。 然后让被试思考自己

处于梯子的哪一层并做出选择。 在本研究中,我
们将在梯子量表中选择第 5 层以及以上的作为高

社会阶层;将选择第 5 层以下的作为低社会阶层。
时间洞察力的测量。 问卷采用王晨(2016)

翻译订正的 《津巴多时间洞察力问卷中文版》
(ZTPI-C) [13],修订后的问卷共包括 25 个题,共
分为 5 个维度,即过去消极(7 个条目)、过去积极

(6 个条目)、现在享乐(4 个条目)、现在宿命(3
个条目)和未来(5 个条目)。 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1 =非常不符合,5 =非常符合)。 问卷

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 72。
1. 3 结果与分析

1. 3. 1 大学生社会阶层与时间洞察力的现状

描述

大学生社会阶层与时间洞察力的描述结果见

表 1。 可以看出,大学生主观社会阶层的平均分

为 4． 64,说明总体上大学生主观认为的社会阶层

为中等略偏下。 时间洞察力的五个维度平均得分

依次是:过去消极 3． 15,过去积极 3． 96,现在享乐

2． 98,现在宿命 2． 12,未来 3． 80。 Zimbardo 等人

提供的美国常模中,平均得分依次是:过去消极

3． 00,过去积极 3． 22,现在享乐 3． 93,现在宿命

2． 33,未来 3． 38[14]。 通过与常模的比较发现,我
国大学生对过去的消极态度显著高于常模,t(331)
= 3． 58,p<0． 001;对过去的积极态度显著高于常

模,t(331) = 21． 51,p<0． 001;现在宿命低于常模,
t(331)= -5． 79,p<0． 001;现在享乐低于常模,t(331)
= -21． 43,p<0． 001;对将来的积极态度高于常模

t(331)= 11． 63,p<0． 001。 这说明,就过去时间洞察

力而言,我国大学生对过去的积极态度和消极态

度均高于美国常模。 就现在时间洞察力而言,我
国大学生的现在享乐和现在宿命均低于美国常

模。 就未来时间洞察力而言,我国大学生得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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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国外常模。
1. 3. 2 大学生社会阶层与时间洞察力的关系

大学生社会阶层与时间洞察力的相关分析结

果见表 1。 可以看到,社会阶层与时间洞察力的

其中四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过去消

极,r = - 0． 15, p < 0． 01;过去积极, r = 0． 19, p <

0． 01;现在宿命,r= -0． 14,p<0． 01;未来,r=0． 21,
p<0． 01;与现在享乐维度之间存在负相关,但是

相关不是很显著,r = -0． 10,p = 0． 07。 这说明,大
学生社会阶层越高,对过去的态度越积极,消极态

度越少,对现在的宿命论越少,对未来有更多的计

划和期望。
表 1　 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N=332)

M SD 主观社会阶层 过去消极 过去积极 现在享乐 现在宿命 未来

主观社会阶层 4. 64 1. 61 —
过去消极 3. 15 0. 77 -0. 15∗∗ —
过去积极 3. 96 0. 63 0. 19∗∗ -0. 12∗ —
现在享乐 2. 98 0. 80 -0. 10 0. 49∗∗ -0. 01 —
现在宿命 2. 12 0. 65 -0. 14∗∗ 0. 63∗∗ 0. 03 0. 51∗∗ —

未来 3. 80 0. 66 0. 21∗∗ -0. 07 0. 26∗∗ -0. 05 -0. 11∗ —

　 　 注: ∗∗p<0. 01,∗p<0. 05。

　 　 为了进一步分析社会阶层对时间洞察力的影

响,我们在控制性别、年龄的基础上进行了主观社

会阶层对时间洞察力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可以看到,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对时间洞察力的影

响之后,主观社会阶层可以显著负向预测过去消

极时间洞察力(β = -0． 15),显著正向预测过去积

极时间洞察力(β=0． 19),显著负向预测现在宿命

(β = -0． 15),显著预测未来时间洞察力 ( β = -
0． 21)。

表 2　 社会阶层对时间洞察力影响的回归分析(N=332)

过去消极(β) 过去积极(β) 现在享乐(β) 现在宿命(β) 未来(β)
性别 0. 02 0. 11∗ -0. 03 -0. 04 0. 04
年龄 -0. 05 -0. 01 -0. 09 -0. 14∗ -0. 01

社会阶层 -0. 15∗∗ 0. 19∗∗ -0. 10 -0. 15∗∗ 0. 21∗∗∗

F 0. 49∗∗ 5. 64∗∗∗ 2. 16 4. 87∗∗ 5. 10∗∗

R2 0. 63∗∗ 0. 05 0. 02 0. 04 0. 05

　 　 注: ∗∗∗ p<0. 001,∗∗p<0. 01,∗p<0. 05。

　 　 1. 3. 3 不同社会阶层在时间洞察力五个维度

上的差异分析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社会阶层在时间洞察力

五个维度上的差异,首先将社会阶层得分在 4 分

及以下的作为低阶层,得分在 5 分及以上的作为

高阶层,然后进行了 2(社会阶层:低、高)´5(时间

洞察力的五个维度)的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时
间洞察力五个维度之间的差异显著,F(4,1320) =
172． 22,p<0． 001,社会阶层的差异不显著,F(1,330)

= 0． 01,p>0． 05,社会阶层与时间洞察力五个维度

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4,1320)= 16． 22,p<0． 01,如
图 1 所示。

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过去消极,低社会阶层

显著高于高社会阶层,t(330) = 3． 12,p<0． 01; 对于

过去积极,低社会阶层显著低于高社会阶层,t(330)
= -3． 59,p<0． 01; 对于现在享乐,低社会阶层与

高社会阶层没有显著差异,t(330) = 0． 88,p>0． 05;

对于现在宿命,低社会阶层显著高于高社会阶层,
t(330)= 3． 58,p<0． 01;对于未来,低社会阶层显著

低于高社会阶层,t(330)= -4． 83,p<0． 01。

图 1　 不同社会阶层在时间洞察力五个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注: ∗∗p<0． 01

　 　 2. 讨论

时间洞察力对于幸福感具有重要的预测作

用。 本研究从社会阶层的视角考察了大学生时间

洞察力的现状及其与社会阶层的关系。
2. 1 大学生的时间洞察力现状

时间洞察力包含过去时间洞察力、现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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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力和未来时间洞察力。 积极的过去取向使人

们与祖先、传统、宗教等联系起来,给人们一种稳

定感。 现在时间洞察力使人们体验现在并完善经

历和表达情绪。 未来时间洞察力通过设想未来的

自我,使人们制定新的目标,寻求新的机遇与挑

战。 本研究发现,就过去时间洞察力而言,我国大

学生对过去既有积极态度,也有消极态度,对过去

的积极态度得分更高一些,二者均高于美国常模。
就现在时间洞察力而言,我国大学生的现在享乐

和现在宿命均低于常模。 就未来时间洞察力而

言,我国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常模。 这可能是与

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有关。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

维度理论,中国文化是长时间取向( long-term ori-
entation) 的文化, 而美国文化是短时间取向

(short-term orientation)的文化[15]。 也就是说,中
国文化更强调未来取向,未雨绸缪,中国文化也更

强调过去,有“慎终追远”的传统。 因此,中国大

学生在过去积极、过去消极取向和未来取向上得

分都显著高于美国常模,但是在现在享乐和现在

宿命上的得分却低于美国常模。
2. 2 社会阶层与大学生时间洞察力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对过去时间洞察力而言,高社会

阶层比低社会阶层大学生对过去有更多的积极态

度,更少的消极态度。 对现在而言,高社会阶层比

低社会阶层大学生有更少的宿命态度。 高社会阶

层的个体有更多的经济资本,更高的权力和地位,
更多的选择机会,因此形成了独立自我,即将自我

看成独立于其他人和社会环境。 他们会表达自己

的偏好,试图去影响周围的社会环境。 与此相反,
低社会阶层的个体经济资本少,权力和地位低,选
择机会也少,因此,有较少的自由去表达自己,从
而形成相互依赖的自我,即认为自我是与其他人

和社会环境相互依赖的[11]。 因此,高社会阶层比

低社会阶层对生活有更多的掌控感,对现在较少

持宿命观,对过去也持更积极的态度。 社会阶层

低的大学生则容易聚焦于过去出错的所有事物,
更倾向于相信无论自己怎么做,他们的生活都永

远无法改变,因此对过去持更消极的态度,对现在

更相信宿命。
本研究发现,就未来时间洞察力而言,高社会

阶层比低社会阶层对未来有更多的规划,更关注

未来。 这与本研究的假设是一致的。 有研究表

明,社会经济地位低会使个体处于不安全感当中,
对未来产生恐惧[16]。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倾

向于认为未来是可以控制的;相反,社会经济地位

较低的个体会更依赖于目前所处的环境,倾向于

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的[17]。 因此,社会

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未来时间洞察力相对较低,
对未来的关注较少。

　 　 3. 结论

(1)中国大学生对过去积极态度、过去消极

态度、未来的时间洞察力均高于美国常模,而现在

享乐和现在宿命时间洞察力均低于美国常模。
(2)社会阶层与大学生的时间洞察力存在显

著相关。 对过去时间洞察力而言,高社会阶层比

低社会阶层大学生对过去有更多的积极态度,更
少的消极态度。 对现在时间洞察力而言,高社会

阶层比低社会阶层大学生有更少的宿命态度。 就

未来时间洞察力而言,高社会阶层比低社会阶层

对未来有更多的规划,更关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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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Class and Time Perspective

ZHANG Feng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ime perspective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perception, experience and action (action tendency)
about time, which can influence his / her sense of well-being and meaning. Questionnaire method was used and
322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surveyed so as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ime perspective an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social class and time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scores of past positive (PP) attitude, past negative (PN) attitude and future (F) time perspective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American students, but their scores of present hedonic ( PH) and present fatality
(PF)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American students. (2)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social class is significantly re-
lated to their time perspective. In view of past time perspective, the higher social class has more positive atti-
tude, less negative attitude than the lower one. In view of present time perspective, the higher social class has
less fatalistic attitude than the lower one. In view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the higher social class has more
plans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future than the lower one.
　 　 Key words: social class; time perspective;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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