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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威脅性、關係親近性與謙虛取向對大

學生橫向傑出成就之人際歸困的影響

韓貴香

淡江大學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木研究肯在檢視大取生對 1'1身成就的人際伽俐)j""t私i師閃勤儉 ，是受，成就司Wl'本身的類型 (M

向你H ~ .較!r舊社會比較意制 )或人際關係的特的(可WI 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 ) 1版響，同時探討

成就者的師l正l方式是否受Jt內化的謙攝取向澎釋 ﹒ 4:研究以新~b \î一所私立大煦的 200 (世太早

生為對象 ， 同收有效|肖卷計 1 92 份 。 研究採們J克1'1驗法﹒以哥們二成辛辛性與關係親近們一1:t t ~巨變

頃，哎計制|劇的紛向傑出成就怕境 ﹒ {血變項為測[!Ì研究參與倚在談情境下的人際fM因)J式和師俐

勤儉 ， 並ìftlJ益共謙虛取向科皮 。 採卡方分析的研究結果擻，扒 拉鬥己的成就會戚紛到對芳，研

究參與有多將成就帥|大|於外在關系(迎氣): '，'且成就不會戚會對方 。 研究參與倚重J成紋的的俐 ，

則受雙}j l:糾係的主\t近程度影響 • 'i1;'NJìl謝謝係親泣俏 ，傾向將成紋的肉於內在1&，話(努力 能

)J) : 1ï;'tlh億非關係親近，齒，則μ;待tt< i忱的川於外在因素(運氣) 。 採 r 考驗吾1::rrt li有 lfil向分傲的

分析發'>1 ' 大學生扒手J在自已的成就不向1Jíl1l"1到INJJ 可立和對方為1蚓係親近齒I恃 H'1I成就採

I^J .f:t或外紅的人際制i朴方式J 不IJf川人的總1iiì. lfilló'J分1以打1#.1 ﹒ 在此的況下， JI!i/.fiì取 lílJ 5士敏]iiJ向南

愈傾向採外在閃業歸因臼已的成就 。

關縫詞 :人際歸因 、 事件成脅性、續向傑出 、 謙虛、關係親近性

一、研究動機

過去對於大學生對白身成就會由11何進行人際歸國的探討 ， 有以成就事件的類別是縱向{提出成橫向傑

l-I. Jr來分析， ~;f;觀點是認為此兩類不同的成就部件本身具有的社會比較意涵並不相同，因此成就有會採內

在IZSI來或外在因主持來向他人歸因自己的成就﹒是受到不同成就類別的影響 。 另一積觀點自IJ~哥[眼於人際互

動的的境特性，認為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別立在不是影響成就-討會採內在或外在師困的」及1原凶 ﹒而是成就

'J~件對此πillIJ對象是否具有威脅性，以及此互助J對象平[戚就者木身的關係親近世如何 ， 才足影響成就有一

• -1官又;主li訊方式 jessyhan@mai l.l ku.ed 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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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採內在或外在因素解釋自己成就的王要原因 。 自1~此兩種觀點強調影響大學生對自身成就做人際歸因

的變項並不相同，此容易造成相關理論的混淆 。 因此 ， 本研究擬進一步檢視大學生對自身成就的人際歸

因方式(內在歸因或外在歸因)和歸因動機，是雯，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型(橫向傑出，較無社會比較意涵)

或人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翻係親近性)影響，同時探討成就者的歸因方式是否和其內化的謙虛

取向強度有關 。 相信研究的結果 ， 對於以此兩種不同的理論觀點來預測l大學生對自身成就會採何種歸因

方式的適用性 ， 可以有更進一步的澄清 。

二 、 文臘探討

長久以來，西方的研究即發現:人們在解釋有關自我成就的原因時，會有自利偏誤的現象( self-serving 

bias ) ( Zuckerman, 1 979 ) 。 也就是說，對於自身的成就個人會傾向做內在歸因.反之，對失敗事件則是

做外在歸因 。 內在歸因的內容包括了個人的能力和努力，外在歸因則主要是指環境因素，例如逮氣或作

業的難度等 ( Weiner， 2000 ) 。 就歸因的型態上來說，成就歸因可以簡單分為。 「 自我歸因」

( self-attribution ) ，指個人私下對自己的成就做歸因 . r 他人歸因 J ( other-attributi on ) ， 指個人對他人的

成就做歸函 ， 以及「人際歸因 J ( interpersonal-attributi on ) ，指個人對他人解釋自己成就的原因( Hewstone, 

1989 ) . 不管是哪一種歸因型態 ， 在概念上，將成就歸因於自己的內在因素(能力、努力) ，都被視為是

一種自我增進( sel f-enhancing )的策略，可以增進個人的自尊或自我概念 : 反之 ， 將成就歸因於夕惜自

己無法控制的因素(運氣 ﹒ 作業容易) ， 此在私下自我歸困的情況，被視為自我貶抑( sel f- effacing ) ，因

其否認自己與成就之間的直接關聯 ( Miller & Ross , 1975; Zuckerman, 1 979 ); 但如果是在人際歸因的情

境，對自己的成就做外在歸因則被視為「謙虛 J '因其可能是受到人際互動。!育境中 ， 個人想給對方留下

好印象，或其他的情境相關因素影響所表現出來的客氣說法 ( Bauffie時間， 1982 ) 。 本研究所探討大學生

對橫向傑出成就的歸因方式，即是指人際歸因」而言， 且特別著眼在人際互動情境中，該成就是否會

威學者到對方(覺得被比下去) ，以及成就者和此歸因對象的關係親近做此兩因素可能具有的影響效果 ﹒

相關研究顯示，西方的個人在自我的因其成就峙，會傾向採能自我增進的歸因方式，亦即將成就歸

因於自己的能力或努力 ， 強調自己才是事件成功的原因 ( Miller & Ross, 1975; Zuckerman, 1 979 ) 。 雖然

對自己的成就做自我歸因，在概念上和個人會如何對他人解釋自己成就的人際歸因不同 。 但t:l在西方文

化下成長的個人而言，由於個人主義強調個體的獨立自主與內在一致性，個人為維持其自尊或正向自我

觀，偏好以正向的方式來肯定自己( Markus & Kitayaffia, 199 1 ) 。 此外，社會冒贊許的自我呈現方式 ， 亦鼓

勵個人表現自信 ( Helmre仙， Aronson ， & LeFan, 1 970 ) ﹒ 因此，在西方的文化中，對自己或對他人解釋自

己的成敗 ， 一般而言，並不會有明顯的不一致，因為兩者均是採「自我增進」 的方式進行 。 而此， 和華

人在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就峙，常常表現出謙虛的現象 ( Bond, Leung, & Wan, 1982; Crittenden, 1996 ) , 

則有明顯的不同 。

雖然西方學者認為 : 維持正向自我觀的需求，具有人類的普同性 ( Leary， 1999; Steele, 1988; Taylor & 

Brown, 1988; Tesser, 2000 ) 。 但持文化自我觀( cultural-self perspective ) 的心理學者，則有不同的看法，

其認為:西方個人主義文化所建槽的 「獨立我」自我概念 ( independent selιconstrua l ) 強調自我肯定 、

競爭和獨立自主 ， 在此文化下成長的個人自然重視對自我能力的評價和自尊的維持 ﹒ 相對地，東方集體

主義文化下所建構出來的「相依我」自我概念( interdependent se lιconstn叫 ) ，強調的則是為他人設想和

人際關係的和諧 。 在此文化下成長的個人在意的則比較是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和評價，而非西方文化所強

調的自尊( Heine, Lehffian, Mark肘， & Kitayaffia, 1999; Markus & Kitayaffia, 199 1 ). 相關的研究的確顯示，

華人不管是對自己的成就表現做歸因或自我評盒，都傾向謙虛和保守，而不若西方人般地自詩和自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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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獎景立 、 鄭伯嘿， 1997; Bond et 訓， 1982; Farh, Dobbins, & Cheng, 1991 ) 。

(一)華人對成就的人際歸因

由於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華人對自己的成就謙虛，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道德人格的追求。 所謂

「卑以自牧 ， 自養莫德 J ' 藉由對自己成就的自謙 、 自貶，可以反映自己永遠有待改進的態度(市]金生 、

黃希庭 ， 2006 )。而此落實在和他人的日常互動時 ， 便慢慢地成了個人對自己成就自表的一項社會規範 。

所謂 「謙受益 ， 滿招損 J '在此「不讚己長」的社會規範影響下，華人傾向對自身的成就低調、保守 ，

並認為此是個人良好教養的表現 (王晴巧、孫穗立[1 ' 2007 ) 。 也因此，華人在和他人互動時，不若西方

人偏好以內在因素來歸因自己的成就 。

除了 「不讚己長」社會規範的遵守 ， 另一個常被拿來解釋華人對自己成就謙虛的觀點則是保護他人

的面子 g 由於儒家社會互動的重心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 ， 個人在為人處世方面需處處小心，以保種對方

的面子(彭1四清， 1993 :楊國樞， 1992 : Leung, 1 996 ) 。因此，當個人的成就隱含著互動對方的失敗時，

基於同理對方的感受，華人常會以運氣來解釋自己的成就，並據此安慰對方不是自己的能力或努力高過

對方 ， 而是外在不可控制的因素「運氣」使然 。

周欣樣 ( 2002 )的研究即發現:雖然在如大學甄試的人際競爭情境中，台灣的大學生會將自己的學

業成就歸因於自己的努力，但在和同學相處的人際和諧情境，則是傾向將自己的同一學業成就歸因於運

氣 。 也就是說 ， 華人大學生對於自身成就的歸因 ， 常受到當時所處的情境影響，當情境需要個人強調能

力以爭取有利的結果，貝iJ謙虛並非合於此情境的適切反應 : 相對地，在人際和諧的情境 ， 基於對人際關

停泊維持，謙虛便成為一強而有力的社會規純 。

不同於周欣樺 ( 2002 )研究操弄的情境，是個人為了獲取想要的資源(大學入學甄試) ，因此會自

我增進地對成就做內在歸因(努力) ; 反之，在人際和諧的情境，則是為了避免自己的成就威脅到他人

而謙腹地將成就做外在歸因(運氣) 。 韓貴香(20 10 )的研究則是以大學學測的表現為研究情境，探討

大學生在競爭獲勝後，如何對不同的他人歸因自己的成就以及其背後的動機有無不同 。 其研究所分析的

人際關係特性有兩髓，其一為成就事f牛對歸因對象是否具有威脅性(同一競爭中的失敗者) ;其三為此

歸因對象與成就者之間關係親近的程度 。 其研究結果顯示 當個人的成就會威脅對方時，則不管和對方

關係親近與否(好友 vs 同學) ，研究參與者基於「體貼對方感受 j ，都是以外在因素的「運氣」來解釋

自己的成就 。 當此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時，研究參與者對成就的歸因 ， 才受到與互動對象關係親近程度

的影響 。當對方為關1系親近者(父母) ，基於和對方「榮耀分享 J ' r努力」是最常被提及的理由 ﹒ 但如

果對方為非關係親近者(鄰居) ，則基於遵守「不讚已長」 的社會規範，研究參與者選擇的主要歸因方

式則是 「 運氣」 。 值得注意的是 ， 此和成就事件對對方具有威脅性峙，個人也是將成就歸因於運氣的情

況並不相同，因為在後者個人對自己的成就謙虛，是基於 「體貼對方」的同理心 。 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

即使是在強調人際和諧的情境中 ， 華人大學生也和西方人一樣，都有可能表現出強調自己優點的自我增

進行為 m 只不過由於儒家社會的氛圍並不鼓勵自誇，因此，自我增進的人際歸因方式儀表現在關係親近

者之間 。

(二)縱向傑出與橫向傑出

延續 Tafarodi 、 Marsha ll 以及 Katsura ( 200 1 ) 的研究將集體主義社會所追求的生活目標，分為 「縱

向傑出」與「橫向傑出」兩大類的想法 。 Hwang 、 Chen 、 Wang 與 Fu ( in press ) 認為儒家社會亦同樣存

在縱向傑出與橫向傑出兩種成就目標 。 縱向傑出的成就目標是指社會大眾所普遍認可的成就，例如考上

好的大學、上理想的系所，個人獲致這類的成就，通常可以得到整個社會的肯定和讀美;橫向傑出的成

就目標則是指個人基於自身的興趣而追求的成就，例如在歌唱比賽或球類競賽中表現突出 ，獲致這類的

成就雖然可以得到擁有相同興趣者的肯定 ， 但其他的人對此成就可能就不會太在意 。 根據前述 H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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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對此縱向傑山與橫向傑出所提的觀點，個人從致這兩類不同的成就，對於其互動的同儕而言，應該

具有不同的最i會比較意i函 ， 因此，成就者對這兩類不同的成就會採不同的人際歸因方式 。

與縱向傑出手日橫向傑tJj的概念接近，陳舜，文 ( 2005 )認為華人的成就目標可以概分為 「制會成就目

標」和「個人成就目標」 。 社會成就自樣是指內固體或社會電視的目標，且由內閻健(如父母)設定表

現目標與標準:而個人成就目標則是指基於個人興趣， 1~3個人自行設定表現的目標與樑準 。 由於個人獲

致社會成就目標的成就可明顯會對互動的他者造成被比下去的社會比較效果 ， 因此個人會傾向以外在歸

因 (iili氣)的方式，來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就 。 反之 ，個人成就目樣的成就則因不是社會普通追求的成

就 ， 而相對較無，ïtl 會比較的意涵 ， 因此，個人可以大方地以1月在歸因的方式(努力) ，來對他人解釋自

己的成就 。 其研究的確發現華人大學生對於成就事件的歸因方式，要視成就事件的類型而定 ， 對於「社

會成就目標J 如果歸因的對象是自己，研究參與者傾向歸因於 「努力 j ' 其次是 「運氣 j : 重[陳飾困的對

象是朋友 ， 則是傾向將成功歸因於「運氣」 。 不過，如果成就事件的性質是屬「個人成就目標 j ，則當歸

因的對象是自己 ， 研究參與者會同時將成功歸因於「努力」和I r能jJ j' 但如果歸因的對象是朋友，則

主要是將成功歸因於「努力」其次才娃 「運氣 」 。

(三)關係親近性與事件成脅性

前述韓貴香 ( 20 10 ) 研究操弄的成就事件(大學學現1)) ，應是屬陳舜艾 ( 2005 )所分類的 「社會成

就目標」以及 Hwang 等人( in press ) 所提的「縱向傑出 j. 若就研究的結果來看，雖然兩個研究的結果

相似 ， 成就者在人際歸因時多會對自己的成就謙虛 。但針對此兩個研究比較，可以發現其不同之處在於

1 陳舜艾的研究並未探討成就者和互動對象之間的關係親近性 . 以及 ， 2 陳舜艾的研究立論粘在不同

類型的成就事件(社會成就目標 vs 個人成就目標)具有不同的社會比較意涵，而韓貸香的研究則直接

以成就事件是否對互動對象造成威脅(被比下去)來操弄社會比較的效果 @ 先就與互動對象關係的ií'Jl近

性對成就者如何歸因自己成就的影響來看，過去的研究習慣以「類化他人」為比較棟的來探討與個人「自

我增進」有關的行為( Krueger， 1998; Taylor & Brown , 1 988 ) 。 嚴格說來，對著~個人主義思考模式的西

方文化而言，這樣的比較可能是適當的 ， 因為 r 1也人」相對!ß自己來說都是他者，人際間的關係!旺悅耳並

不娃那麼電耍 。然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華人制會，卻是一個以關係導向為主的社會( relationship-dominant 

society ) ，處於不同關係情境中的個人，其適當的行為表現是依互動對象和自己的不同關係而定 。 Ho

( 1998 )則]強調在探討華人的社會行為時， 11啟採I校方法上的關係主義 (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 lis l11 )來

採討個人面對不同關係對象峙的反應 ‘ Gao ( 1 99 8 ) 的研究即指出對華人而言，關係親近者是我們可以

分享成就喜悅和真質表達自我的問己人 ( ins ide rs ) 。 與自己人互動時，如果過於見外和客套，反會讓人

有~1ll偽和矯情的不舒服感受 。 若此，在面對關係親近者H寺，對自己的成就採內在歸因(能力、努力〕不

做可以增進個人的自我感受 ， 也可以突顯與這些關係親近者共旱的 r r筒子」榮光 ， 反之 ，對非關係親近

者，由於雙方關f系的情感基礎':1丘沒有深厚釗可以任意;表現出真質的自我 ( Hwan皂 ， 1 98 7) 。 因此 ， 不自

誇這種受社會規純約束的歸因方式，自然成7個人向這些對象描述自我成就峙的過切行為 。 循此，我們

似乎可以合理地認為﹒要*論成就者會如何對他人歸因自己的成就 ， I!IE將此互動對象的關係親近性納入

-r;l.J~L 
抖，于且生 。

此外，以成就事件的社會出跤效果(威脅性)來看， Hwang 等人 ( in press) 與|揀哥哥，文 ( 2005 )主史

是認為「縱向傑出(社會成就目標)j 與「橫向傑出 (憫人成就同標) J 這兩類成就在本質上並不一樣，

其造成的社會比較效果強度也有別 。 所以在與他人互動時，對較衛社會比較效果而可能威脅到他人的縱

向傑出成就應採外在歸因，但對較無社會比較色彩與較不具威脅性的橫向傑出成就則可以採內在歸因 。

此不同於韓質脊 ( 20 10 )的研究觀點， 是直接以成就事件對互動對象是否具有兩 1:會比較的威脅性來分析 。

才可依特質香的報點，則不管是橫向{來的或縱向傑出的成就，只要此成就威脅到對方，成就者應該都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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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歸因 ( j草紙)的}J式，來向對方解釋自己的成此而表現山謙虛，而此行為背後的原因，則是同迎世I

7f1'l(J必笠';1(;.給對方街面子 。 相對地，在甜甜史事件不會威特到對方的，依串串;r.脊的研究發現，成就，許會

主n{111向互iJtiJ對象歸凶口己的成就，安視此對象和!成就者之間|親係的親近程反而且三 。 前對方為|錯l係親近者

"手. (1 1;1人起J/~榮f的土亭的目劫機 ， 會傾向將成就歸因於臼己的能力和努力 反之，立11*對方為非|拼l係親近

者.I1 IJlc4於不讚己長的兩j 會~>!鈍，個人會將成j忱的i肉於迎氣， Jlt也娃的íj述韓1ï:香與1*病，父;研究不一樣的

地方 。 凶此木研究的第一個 IIÉI守，將以航向傑山 ( (世人臼標)的成)zt事件(歌唱比好) ，重新檢驗推人

大學午對!可身成就的人際歸因方式，是受成就事件木身的類型(橫向傑山，較!R(ijU:~可比較起:打倒)﹒或人

際關係I'I(J!恃|令 ( 'H件威脅性~nJ~屁!俯\k~ti丘'It. ) :扳平常i . l ，iJ U:i探討成就者在做人i燦歸凶的同峙，是何i步泣不同

的動機 。

( 四 ) 謙虛取向的影響

雖然西方的學者認為，個人對們身的成就傾向做內收師凶，對失敗 'JJ仲則做外星上的凶的現象 I~ì出

於1間Al弓了約持正向向毛12視rvr產品l 的IJl)J機 1'1 偏說 ( Greenwa ld ， 1 9日。可 Stee l e， 1988; Z uckenn an. 1 979 ) 。 然

而，對在儒家文化正在陶下成長的大校生而言 ，內』守在Jl:成長的過科 '.1' 、 個人;1((不被鼓勵j對肉已的成就成

ÎiUJ作過皮的吹捧( Cai. Brown, Deng, & 0拭目， 2007‘ Kurman ， 200 1, 2003 ) ，因此 ， 在千守所成就|時， ，'，然

也不若~i方人般俗易表達對自己的正面評價 。 正晴巧與孫倚如 ( 2007 )則J.t白山， 華人特有的負向自我描

述，直LI鬥祿等，其貨可視為華人從1μ印象楚飾的策略之一，個體並~ I二如其立稱地認為臼已完， rf月是也!裂

獲f~J他人控制自己站個合教養恆的正，10詳償 。 凶此，在人際不'11諧的們境中﹒基於兩|會謙臨別純的約束力，

宣告人傾向將肉身的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II~是一合理l (J(J妳論 。 不過，這樣的抑論卻和韓缸子寄( 20 1 0 ) 的研

究耕生!!:不盡l吻合， 1λl為該研究的主!w結果發現基於「不讚己長」社會壓力而表現H:.lr來的謙庫，不安hl

表現和面對非洲係親近者的悄坡 。 在互動對象為親近他人|峙 ， 其研究參與的大學生對成就的主要歸[互l方

式是能彰顯自我的 r Íî~)J J 干11 r 努力」 然|川 ，他得ìt意的是 ，你貴香的研究品Ji果亦發現:自|月史在成就

事件不會成仟到|圳系親近，而 ( 父母 ) U奇，仍有超過三成的研究參與者選擇做外在師凶(運氣和題目簡單 ) 。

在這樣的情況下 ， f史以市i侖站凹的甘約束JJ來解釋， l!IJ可能過於簡單 。 。口的所述，在自己的成就針對方不

具威脅時 .;Jt舵 、制1三對內己人的通切反應 ，換言之 ， 柳枝規給干1:此情境下應不只拘束7J!!x，不適用 。 如此，

則有沒街可能士在這些「過度」 74於對向己的成就謙Jlin苦，是因其在成長的過程巾 ， 不得也學會遵'.J'謙虛的

社會m鈍，比 11 '村|絞於將成就做|扑在歸|封者|λl化了更強的謙虛信念，而使謙且在成了自己的一種行為傾

向和 !特質，此11 1J!:主斗;研究怒，l儉驗的第三 (1/;1研究議題

三 、 研究問題

綜合的:i!!t對 「縱向傑川 ( 而|會成就鬥標)J 與「橫向傑，'1\ (憫人li!Z，，'tt H練) J 成就事1'1 類別的而 | 會比

較效果(陳孫玄， 2005 : H wang et a l 、 in press ) ， 以1/1.悔貨脊 ( 20 1 0 )以成就事it1才互動對象是汗具1 1威

脅悅和雙:1Jï#J1那兒jfl性的分析觀點 。 木研究將以橫向傑1 1'， (11叫人們標)的成就事1'1阱(歌唱比接) ，檢驗

兩個啊?峭的研究問題

(一)大學生對自身成就的人際的國方式 ， 是受成就哥m4'身的類型(橫向傑出，較無社倫比較思:

惱 ) 衫響，或人際關係的特性 (ι jç件威脅性與憐!係親近性)影縛 。

( 二 )成就者在的不同關係對象做人際歸因時，其1J'1:主J:Ë i笠涉泣不|叫的動機 。

此外，的投香 (20 1 0 )的研究結梨發現即使是t成就事件不會!凶手帶到關係親紅布阱，仍有超過三成

的研究參與者~何?此外布歸因，此可能和個人內化的謙虛取向強度不同fi翩 。 閃此，本研究針對此提山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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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互動對象為關係親近者，且此成就並不會威脅到此對象時，對自己的成就仍傾向採外在歸

因者的謙虛取向分數高於將成就做內在歸因者 。

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參與者為選修「心理學導論」與 「社會心理學」課程的學生，本研究共發出二百份問卷(四種

版本各五十份) . 回收的有效問卷一百九十二份，除一位沒有填答性別外，其中男性九十七人 (50.5%) , 

女性九十四人 ( 49%) 。

二、研究設計

採情境質驗法，利用故事建構操弄實驗情境，自變項有兩個 一為事件威脅性 ， 設計為「會 J 和 「不

會 」 威脅到互動對象，另一為關係親近度，分為 「關係親近」和「非關係親近J' 因此是一個 2 (事件

威脅性﹒會 vs .不會) X 2 ( 關係親近度 : 關係親近 vs.~~關係親近)的二因子設計 。 為了避免不同的問

卷情境並陳容易讓研究參與者猜到真正的研究目的 ， 因此採受試者問 ( between-subjects) 設計，每位參

與者僅填答一種情境問卷 。 依變項則是研究參與者對該成就事件的歸因理由和動機，同時也測蠶研究參

與者的謙虛取向分數 。

三、研究工具

(一)成就事件的選擇與設計

在設計情境時，為兼顧成就威脅性和關係親近性的操弄是在同 種人際關係基礎上，並可以直接與

|凍舜文 ( 2005 )的研究結果做比較，因此選擇其研究所採用的歌唱比賽為情境故事背景 ﹒ 情境的主要內

容敘述故事主角 「王盟主」 是一位大學生，由於喜愛唱歌因此參加某一電視歌唱比賽 ， 經過幾次激烈競爭

後，主墮果然以優異的成績獲勝 。 接下來情境使操弄王墮歌唱比賽獲勝之後 ，對不同關係對象歸因

自己比賽獲勝的原因 ﹒

( 二) 關係親近度與事件威脅性

關係親近度主要是操弄有成就者和互動對象之間「親近 J vs. r 非親近」的關係，而事件的威脅性則

是操弄圭墮歌唱比賽的優異表現「會J vs. r 不會」威脅到此互動對象 。 茲將此四穫對象在問卷中的描述

摘錄於下，問卷中除了這部份的操弄描述外，其餘均保持一致 。

l 關係親近/有威脅王墮在班上有一個同樣喜愛唱歌的好友兼死黨里盤，這次的歌唱大餐車且也

報了名 z 可是，車撞在進入決賽前因表現不理想而遭到淘汰

2 關係親近/無威脅﹒主墮在班上有一個好友兼死黨里1.!且，旦起雖然不愛唱歌，但很鼓勵王墮參加

這次的歌唱大賽

3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里且是王墮班上的同學，不過主墮和亞1.!且並不是特別熟識，私下的互動也

不多 。 在比賽時王墮發現這次的歌唱大賽亞且也報了名，可是，盟主且在進入決賽前因表現不理想而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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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

4 非關係親近/J!在威脅 -里且是王墮班上的同學 1 不過圭墮和車過謗，不是特別熟識 ， 私下的互動也

不多

(三)情燒操弄的有奴性

為E直認前述情境對於「關{萍、親近13!' J 和「事件威脅性」 兩變項操弄的-fî效性 ， 先以 60 位選修「心

理學導論」的大學生(每種情境 的 人)進行操弄檢核 。 參與者在讀完情境故事後 ， 需想像自己是故事

主角主監，並回答故事後附的操弄效果儉核題目 。 其一為需F量圭鹽和互動對象的關係親近程度 ， 題目的

設計為「王墮與亞盟的關係親近程度直叫可? J 研究參與者須依 9 點量表 ( 1 一點都不親近 ;9 非

常親近)評量該對象與主監的關係親近度其二為評壘王墮歌唱比雙獲勝對對方的威脅性如何，題目的

設計為「主墮歌唱比2苦的優異表現會不會讓亞h旦有被比下去了的感覺。」研究參與者同樣須依 9 點量表

( 1 一點都不會 ;9 非常可能)回答此問題 。 針對回收的 60 份情境操弄檢核問卷(男性 3 1 份 ，

女性 29 份) ， 以 I-test 檢驗參與者對關係親近者與非關係親近者的親近性評量，結果顯示其間有顯著差

異 ( M = 7.23 • SD = 1.22 VS. M = 3 的 ， SD = 1.35 • I ( 58 ) = 22 .28 ' p < .001 ) 。 以同樣的方法檢驗事件

威脅性操弄的效果，結果同樣顯示有威脅與你威脅的操弄兩者之間有顯著差異 ( M = 6 .03 ' SD = 1.90vs

M = 3.46 . SD = 1 郎 . I ( 58) =7.03 ' p < .OOI ) 。 此結果顯示，前述研究設計的情境，對於關係親近度

和事件威脅性的操弄是有效的，並可將之用來當作正式施測的質驗情境 。

(四)有效樣本的檢駿

正式施測所用的情境是採上述已絃〈檢驗過操弄效果的情境 。不過為了確認研究參與者的確注意到情

境故事所操弄的細節，正式施測時，仍婆求參與者在讀完情境放事後回答故事後附的檢核題目 o 題目之

一為你認里盟和王墮的晶晶係 。 其二為1偏在且且是否有參加歌唱比贅 。 如果研究參與者答錯檢核題，表示

情境的操弄並不成功或嗔答者在回答問卷I時1在不用，心 。 因此，在分析資料時會將這些問卷排除 。

(五)歸因理由

問卷在設計時，參考 Weiner ( 1986 ) 、 Yan 與 Gaier ( 1 994 ) 、 陳舜文 ( 2005 )以及韓貴香 ( 20 1 0 )

等相關研究對成就歸因的分類方式(努力、能力 、 運氣 、 作業難易皮等) .配合本研究歌唱比賽的情境

來設計可能的理由 。 由h~ Weiner 1:.王提出成就歸困的「能力」因素時 ， 是著H偎在他人天生的能力和天份

此一內在但卻非個人可以控制的部份 。 而在本研究所設計的情境，對於參加歌唱比賽的業餘歌手而言 ，

設計「故有歌唱能力」的對自似乎沒有「我有歌唱天份」貼近日常生活上的對話 。 因此 ， 本研究將可能

回答的歸因理由投計為 l 我很努力l嘛 :2 我迷氣好H悅 ; 3 我有天份啊 ; 4. jjfl首歌剛好很容易日昌 ， 以

及 5 其他(論說明) 。 而選項 3 我有天份在此研究中僅是天生能力的替代性表達 a 研究參與者在讀完

情境故事後，示:想像如果自己是故事主角圭墮'在面對上述不同關係對象峙 ， 會選擇l哪一種歸因理由(單

選) 。

(六)歸因動機

仿韓貨香 ( 20 10 ) 質化研究所分析的三種歸因動機(謙虛規純、榮耀分享早日體貼對方) .同時考量

研究參與者選擇以能力和努力為解釋成就的理由時，也有可能和在西方文化中成長的人一樣，是為7維

持「正向自拔觀 J .因此加入 「如果自己很棒，就應該說出來」的選項 ﹒ 此外，再增加一 「其他」的

選項以避免這凹種動機仍有不足 。 問卷中的選項描述為 l 和對方分享自己歌唱比賽優勝的喜悅 ;2 體

貼對方的感受並保護對方的前子 3 如果覺得自己很棒，就ff!!i該說出來 ;4 做人不可以驕傲，所以不

I!在該誇口自己的成就 ; 5 其他(請說明) 。 研究參與者在選擇完人際歸困的理由後，接下來須由上述的

不同動機中，挑選一項自己之所以這樣向對方解釋自己歌唱比贅獲勝的原因(動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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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論虛取向量表

雖然謙虛在華人社會中是個普遍的概念 ， 可↑昔目前I仍未有針對華人設計和發展的中文謙虛量表 。 因

此， 本研究參考 Kunnan ( 200 1, 2003 ) 比較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文化個人謙虛取向差異之謙虛取向壘表 。

此宣表原文為英文 ， 自研究者先爾譯成中文 ， 搏精一位英文系的老師回翻成英文，以路{呆題目沒有偏離

原來的題意 。 由於原量表的二十一個題目有些在題意上過於接近，因此， 刪除相類似的題目例如 「我想

自哥哥是一件沒有禮貌的事」與「即使是真的很優秀，我還是覺得過度誇口自己的成就是很不論貌的」之

後保留十個題目，研究參與者需依六點查表( 1 代表非常不符合 :6 代表非常符合) 國選適合惜述自己

的數字 。 此外， 為確保此十個題目的確是測暈同一揹念 ，研究者採最大估計法針對此 10 個題目進行因

素分析，結果顯示只有一個比較大的因素 (Eigenva1ues = 4.29 ) ，且此因素佔 49%的變異壘 。 此顯示

依j遍惹來看，此 10 道題目的確是測盆謙虛這一個稱念 ﹒ 在尚無針對華人設計的謙虛量表的情況下，此

益表應該是一適當的測量工具 ﹒ 此十個題目在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 .76. 分數分布在 22 - 54 

分之間 ﹒

四 、 研究程序

本研究是以情境問卷為研究工具， 採團體施測的方式在研究者任諜的班級進行 ﹒ 自於1研究的四種情

境是採雯，試者問設計 ， 因此在分派問卷以前 ， 先以隨機的方式將四種不同的問卷版本加以混合，每位研

究參與者僅回答一種情境問卷 ﹒

五、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育境問卷在回收後，研究者先將答錯檢核題、答題不完發以及歸因理由無法分類的間卷排

除 。 之後再將問卷的資料鍵入個人電腦 ，並利用 SPSS I4 . 0 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 分析方法如下

(一)以卡方同質性和卡方適合度考驗法 ， 檢驗在不同情境研究參與者對不同歸因理由和歸因動機

的人數分佈有無差異(研究問題 1 ;f口 2) 。

( 二 )以 f 考驗檢驗在不同情境中(特別是在關係親近/無威脅 ) .採內在歸因或外在歸因者的謙虛

取向分數有無差異(研究問題 3 ) 。

結果

研究共發出二百份情境問卷，回收兩百份 ， 在回收的問卷中有五位研究參與者-答錯檢核題，一位回

答問卷不完整，因此在分析時直接將這些問卷排除 。 此外，有兩位填答者圈選的歸因理由為 「其他 J ' 

其中一位說明自己會回答「謝謝你，然後微笑」。另一位表示會回答「都是因為有你的加油 J . 由於無法

將這兩份問卷歸類，因此將之排除 。 最後研究分析的有效問卷共一百九十二份 (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96% ) 0 其中關係親jJJj無威脅的問卷為四十七{)}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的問卷四十七份 ， 關係親近/有威脅

的問卷為五十份，以及非關係親近11，限威脅的問卷貝iJ為凶十八份 。

在開始分析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之前，先檢驗研究參與者對成就事件所選蟬的歸因理由有無性別效

果 ， 結果發現性別和歸因理由之問並攸關聯 (!(3 . N = 1 9 1 ) = 2 . 59' p > .05 )' 因此，後績的分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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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排除性別效祟的考址 。

一 、 歸因理由的檢驗

絃j侍四種版木的研究參與者選擇的歸因理由和ffi1Jl幾整理於表 l 。 需先說明的是在進行卡方分析峙，

倘遇到自由度 ( d.f) = 1 而且理論次數(不是觀察次數)叉小於 5 的時候，必須進行耶茲氏校正( Yate 's 

correction for continuity ) (林清 I Li' 1 992 ) 。 經檢查表 l 雖然有幾個細格的觀察次數小j~ 5 .但此研究在

檢驗其研究rgJ組時所進行的持方分析，並沒有!可lJý于同時吻合上述這兩種情況者(有 o ()';)細絡 SPSS 內鍵

的程式會自動忽略JI 不計算臼由度) .因此本研究是直接採未校正過的卡方值來判讀其顯著性 。

為回答研究的第一個問題，華人對自身 「橫向傑出」成就的人際歸因，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 |生質(個

人成就日標) .或人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劍係親近性)影響 。 在分析時先以/同質性考驗法 ，

檢驗研究參與者對四種不同關係對象所做的歸因有無顯辛苦差異 。 結果發現 ，參與者對不同關係對象選擇

的歸因程EICJ的略有差與c!阱 .N= 1 92 ) = 73. 80 ' p < .OO I ) 。 進一步以/適合度考驗法檢驗 ， 發現在

「關係親泣/其l\威脅 J 的情境中，研究參與者選擇的歸因理由雖然四種都有.{I:!其間的差與達顯著c!

C3 'N= 47l = 1 8 鉤 'p < .OO I ) . 其中 「努力 ( 4 1 %川來I r 連氣(38% )J 同是主要的歸因理由 ， 其

次是「天份( 19% )J ' 至1快「歌的容易 ( 2%)J 則是最不fJJiJID1機者 。 至於在「關係親泣/有威脅 J 、 「非關

係親逝/有威脅 」 以及 「非|懿!係親近/無威脅J 的情境，絕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都是選擇 「遐氣」為主要

的歸因方式(分別為!(2.N=50 ) = 53.56'p < .OO I :!(2 , N= 47) =57.49 ' 1' < .001 以及計 ( 2 ' 

N= 48 ) = 5日 63 ' p < . OOI ) 。

表 l 研究參與者對不同關係對象所選擇的人際歸因理由和動機之次數分布

弋是立 織係親近/無威脅 關係親近l有威脅 4f.關係親近1有威脅 $1 關係親近嘸威脅

歸因理由
(" =47 ) (11 = 50 ) ( 11 =47) ( 11 = 48) 

社會m範

努 髓口自對Jj 19 3 4 
力 正向白我 (41%) ( 6% ) ( 2% ) ( 8%) 

榮耀分亨 13 

社會規純 。
天 想H站對方 9 

份 正向自我 ( 19% ) 

榮耀分享

社會規純 10 25 

運 體貼對fj 18 41 33 40 26 41 

氣 正向自攻 ( 38% ) (82% ) (85%) (86%) 

榮耀分享 II 

社會規範 。
空手 槍貼對方 。 6 6 3、

易 正向自我 (2%) ( 12% ) ( 13% ) (6% ) 

榮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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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歸因動機的檢買車

同樣先以/同質性考驗法 ， 檢驗研究參與者對四種不同關係對象所選擇的歸因動機有無不同 。 結果

發現其間的確有差異c!阱 'N = 192 ) = 95 .76 ' p < . 001 ) 。 進一步以/適合度考驗法檢驗，發現在 「關

係親近/無威脅」的情境中，研究參與者選擇的主要動機是「榮耀分享 JC!(3 ' N = 47 ) = 40 . 57 ' p < .001 ) 。

在「闕係親近/有威脅 」 和「非關係親近/有威脅 」 的情境，研究參與者選擇的主要動機都是 「體貼對方」

(分別為! (3 , N = 50 ) = 70.48 , p < .OOI 以及!( 2 .N = 47 ) = 1 8.17 ' p < .001 ) 。 至於在 「非關係

親近/無威脅J 的情境，絕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則是選擇「謙處規範」為主要的動機c! ( 3 . N = 48 ) 

28.83 • p < .00 1 ) 。

三 、韓虛取向買賣果的被驗

本研究要回答的第三個問題是 ， 在特別是成就事件不會威脅到關係親近者的情況下，仍選擇對自己

的成就做外在歸因(運氣和題目簡單)者 ， 相較於將成就做內在歸因(努力和天份)者內化了更強的謙

虛信念，因此其謙虛取向分數應會較高 。 在分析之前，先將研究參與者在此量表十個題目的得分加總為

其謙虛取向總分，再將「運氣」 和「歌曲容易」合{并為外在歸因， r努力 」 和「天份」 合(并為內在歸因 。

茲將不同情境的研究參與者選擇內在歸因和外在歸因右的人敏 、 謙虛取向平均數和標準差整理於表二。

歸因對象
\\ 

歸因動

內在歸因

外在歸因

表 2 不同情境選擇內在歸因 vs 外在歸因者的謙虛取向平均數

關係親近/無威脅 關係親近/有威脅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 非關係親近/無威脅

n = 28 n = 3 n = 1 17 = 4 

M = 33.93 M = 34.00 M = 33.00 九1 = 33 .25 

SD = 4.05 SD = 3.61 SD =O.OO SD = 3.50 

n = 19 n = 47 17 = 46 n = 44 

M = 37.68 M = 35.06 M = 33.73 M = 34. 11 

SD= 4.24 SD = 4.30 SD = 4.7 1 SD= 4.51 

在分析時，直接以 (-te5t 針對關係親近/無威脅這一情境的研究參與者， 比較其選撐內在歸因和外在

歸因者的謙虛:反應分數有無差異 ， 考驗結果顯示此兩組之間的謙虛分數有顯著差異，內在歸因組的謙虛

取向分數低於外在歸因組(內在歸因組 M= 33 .93 , SD = 4.05 ' N = 2 8 ; 外在歸因組 M = 37.68'SD = 4.24 ' 

N = 19; 1( 45 )= -3.06 ' p < . 01 ) 。 至於其他三種情境由於人數差異過大 ， 因此沒有太多比較的實質意義，

且採 l-te51 分析的結果 ， 內在歸因組在l外在歸因組的謙虛分數都無顯著差異(分別為關係親近/有威脅

I ( 48 ) = 0.96 ' p > 的，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 t ( 45) = 0.2 16 • p > .05 ; 非關係親近/無威脅 ; I ( 45 ) = 

0.89 ' p >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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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研究以歌唱比賽為研究情境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 即使是對較不具社會比較效果的「橫向傑出」

而言 哥 研究參與者對此成就的人際歸因理由亦不儘然就是努力，而是要看互動對象是「誰」而定 。 當對

方為關係親近自此成就叉不會威脅到對方Il寺 ， 基於「榮耀分享」的動機， r努力」和「運氣」的確都是

研究參與者主要的歸因理由 。 不過，當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峙 ， 研究參與的大學生基於體貼對方的

感受，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值得注意的是，當事件不會威脅到對方但和對方並不熟悉且寺 ， 參與研究的

大學生仍是將成就歸因於迎氣，不過動機則是基於「社會謙虛規範」的影響 。 此外，研究還發現在面對

闕係親近且自己的成就叉不會威脅，對方時 ， 會將成就做外在歸因者，其謙虛取向分數明顯高於採內在目前

因者 ，

討論

整體而言 ，本研究採歌唱比婆為研究|背境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大學生在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就事

件，會採內在歸因〔努力、能力)或外在歸因(運氣、作業容易)，基本上和成就事件本身的性質是 「橫

向傑I出/個人成就目標 」 或 「縱向傑出/社會成就目標 J (陳勢，文 ， 2005 ) 無闕 ， 而是受到該成就會不會威

脅到對方，以及互動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親近程度而定(總貴香， 20 1 0 ) 。 在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

不管雙方的關係親近與否 ， 研究參與者都是傾向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特別是運氣)。當此成就不會

威脅到對方時 ， 如果互動對象是~I 關係親近者 ， 研究參與者基於謙虛規範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 ， 不過，

當此對象為關係親近者，個人在歸因自己的成就時則可以比較隨性，分析研究所收集到的資料(表 1 ) 

發現，多數的研究參與者會將成就歸因於自己的內在因素。研究同時以謙虛取向量表檢驗在此情境中( I調

係親近Ií!限威脅 ) ，個人對其成就會歸因於內在因素或外在因素是否受其內化的謙虛信念影響 ， 研究結果

支持這樣的想法，草了I成就歸閃於外在因素者之5鞋底取向分盟友顯著高於將成就歸因於內在因素者 。

本研究的結果也發現，當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的自我，以及事{，1咬住不會威脅到對方但和對方並

不熟悉l時，研究參與者都是傾向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特別是運氣 ) ，不過在其成就「會 」 或「不會」

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 ， fJ成就謙虛的動機其實很不一樣 。 在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對方， 謙虛的動機是基於

骰恤對方的感受 ， 此是一種同思己、的表現 ， 謙虛不但可以給對jj保留面子，也可以維護雙方之間關係的

和諧(彭潤清 . 1993 ; 楊國樞， 1992 ) ; 在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但和對方文不是太過熟識時 ， 將成就

歸因於外在因素的運氣，則是基於「社會謙暉，規範 J 1而表現出來的教養行為，並可藉此得到互動對方正

面的評價(王晴巧 ‘ 孫稱去日， 2007 ) 。

過去的研究顯示華人大學生在向外歸因自己的成就峙 ， 會謙腹地將自己的成就歸因於運氣 ( Bond et 

a l. , 1982; Stipek, Weil間， & Li, 1 989 ) 。 本研究則更進一步發現，即使是在人際和諧的情況下 ， 華人大學

生也可能和西方人一樣採可以自我增進的方式歸因自己的成就，而不一定總是表現謙虛 。 只不過自於經

倒是l 會規範的氛圍強調「不讚己長 J '因此，強調自己努力或能力的自我增進行為，比較是表現在關係

親近者之間，而且是在此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此和韓貴香 ( 20 10 )的研究結果一致 包 就缸l

Gao ( 1 998 ) 所言，情感生隊l係是我們分享成就喜悅，也是可以真實表達自我的對象 ， 與之互動時如果

過於見外和客套 、 反會議人有虛偽和矯情的不舒服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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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本研究的理論和實務貢獻

本研究的結果對於理論和質務上都有其價值和資獻 。 在理論方面， Hwang 等人( in press ) 認為 ，由

於 「縱向傑出 J (社會成就目標)涉及內閣體或社會重視的目標，而「橫向傑出 J (個人成就目標)則-是

個人基於興趣所設立的目標 。 由於此兩種傑出所代表的社會比較意涵並不一樣，因此，個人在對他人歸

因此兩種成就峙，對屬縱向傑出的成就(學業)，會以「運氣」來解釋但對屬橫向傑出的成就(唱歌) , 

則會歸因於努力(陳舜文， 2005 ) 。 然而 ， 本研究針對橫向傑出的歌唱比賽操弄成就事件會與不會威脅

到互動對方的情境，結果顯示只要此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研究參與者已就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 ﹒也就是說，

成就事件的類型雖然具有不同的社會比較意義，但木研究所探討的該成就是否會直撥威脅到此互動的他

者，對預測大學生在有所成就時會不會採謙虛的人際的因方式，應該是更有意義和有預測力的因素 。

在質務上，本研究的結果則有益於對真質人際互動的理解 。 以採取有效手日有利於維持人際關係的行

為 。 在個人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 ， 不管此讓美自己的他者和自己的關係親近與否可華;1.泠向型心

的考;星，此時成就者適當的圓臉方式是謙虛，甚且，互動雙方在成就者回應謙虛之後，此一主題的社l 會

互動就應該結束，或轉移另一個話題 。 因為至此雙方都盡 f彼此社會互動的義務，讚美者已經表達了佩

服的風度，而成就者也回應了同理的謙虛 。 但在自己的成就並不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貝iJ成就者回應

了謙虛之後 ，此社會互動並未停止 。 依 Han ( 20 11 )採謙虛腳木 ( modesty script ) 的觀點來看可此時成

就者表現的謙虛其實是開啟了 個社會互動的胸l本 1 成就者謙處之後 ， 期待的是互動的對方能否定自己

的謙虛並更進一步的稱讚自己 ， 如此，可以增進成就者的自我價值 ， 並維持成就者和i贊美者之間的人際

關係之和諧 e 也就是說，雖然成就者在間對不同的人際關係峙，都可能對自己的成就採外在歸肉，但其

謙虛背後不同的動機，其質意調著之後不同人際互動的適當性，特別是在此成就對個人並木具威脅性的

情況下，對此成就者不吝多讚美幾旬，可以有效維持雙方之間彼此的關係 。

二 、 本研究在方法上的限制

本研究在探討大學生的成就歸因時，是採 Wei ner ( 1986, 2000 ) 的四種分類 : 能力、努力、連氣w

作業難易度 。 Joîíï兩項通常被合併視為內在歸因(i ntema l attribut ion) ， 因為不管是能力或努力都意謂著個

人本身是事件成功的主要因素，後兩項則被稱為外在歸因(extema l attribution) .因為不管是運氣或作業

容易，都是外在於個人的因素 。 雖然直接將成就的歸因方式做此凹極分類略嫌簡單，對成就歸困的因素

是否只有 Weiner 所提的這凹個因素也有不少人質疑 。 但相關的研究搜集各種可能的成就歸因內容後，

再以因素分析的方法檢驗，則發現不同的歸因內容，最後其質多是反映上述 Weiner 的四種分類(Meyer，

1980; Weiner, 1 986) 。 也因此，以能力與努力(內在歸因)、運氣和作業容易(外在歸因)來探討成就歸

因，是一被普遍接受的概念(Arkin ， Cooper.、& Kolditz, 1980; Campbell & Sed ikides, 1999; Mullen & Ri ord訓，

1988; Yan & Gaier, 1 994) 。

本研究不J]過去相關的研究在方法上不同之處 ， 在Jß:過去的研究是要求研究參與者;同時許量問模不同

歸因理由(能力 ‘ 努力、運氣、作業難度)的可能性(重複靈敏) ，在分析時則同時比較此四個理由，

此時碰到的難題常常是運氣(外歸因 ) 和努力(內歸因)同H守都被評量為高分，因此在區辨其究竟為謙

!拉或自我增進的行為時就不是那麼有說服力(周欣縛， 2002 ; I凍舜女， 2005 ) 。 因此，;zf(研究在依變頃

的處理，是將四種不同的歸因理由當成單選題，參與研究的大學生在讀完情境故事後需由此凹項理由

中，選出一項自己會對互動對象(依情境版本不同而與)解釋自己成就的理由，如此，則可以很清楚地

區分內在歸因和外在歸因的效果 。 這樣的測盡方式，雖然忽略成就者可能同時考量不同歸因理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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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但卻也提供相關研究採拈~Fn角度來11.華人對成就iJltE臨的表現 。 此外 ，由於此研究娃採俏皮質驗法 ，

單選逝的投計~n立更貼近真實的人際互動 ﹒ 因為成就者在面對他人的讚美l時 ， 同 ffi!(對方自己成功的理由

常常心一敕惚概附式的表達 ， 例如 r jlli氣l啦」成 「我很努力l啊 J 。 會一項~J頁針對「能)J J 、 「努力 」 、 「 運

氣 J ;f[J r 作業容易皮」分別作評益，貝IJ I!!!(該娃發生在成就者私下分析自己為什 股份成功的情況 。 因此，

取選!泌的設計 IIIfj6更適合木研究所採的↑肯放11!!0法，以採討其賢人際互動時成就者~[們對他人W~科冉己

成功的原闕 ， [1的共缺點是可能限制{大學生對自身1&就歸因內容的想法和表達 。

雖然本研究是採紙筆測量的情境質驗法，研究所獲得的結果，佳能看成是研究參與者在!最擬悄坡下

的想像反M\ ﹒ 然而，以情境故事編製的研究)j法，干了其d上施illtl和資料分析峙的方便之處'.R透過設身處

地的悄境地.l像，研究參與者其實、1ft不會隨志為L答 。 例此，依此方法所獲致的結果﹒單位是屬於對相|劍情境

!!~(該由IlfuJ凶腔、的怨像 。但仍應具有前的可推論悅 。 不過，不可否認的，以情境1'r驗法來進行研究也街其

|奴制，特別站為什吏研究結果rYj jj時 ， 1j1; 'li~會刻;吉、jl)ifli IJj撥弄的情境，使之盡可能單純 ﹒ 但這餘的情燒殺計

翎J，.'r能干IJ真質生前中人們的，員際互5日J何所卅入 . j)iIJ~[1真質生前巾可能不像研究技言|惱述的只而對好友一

人的單純俏況，而是碰到!好友時還混有其他非|蚓係親近右，在場或者是雙方的互動布非私下，而士是多人

在一起的公1m悄坡 。 在這類真貫的恥于可互助1)'1\';境'1' . 成就者表現出來的歸因方式和的閃動機，可能航空鞋

扯到.\l;!紋絲的心JljjJH料 . 1(1 1需要再做進一少的研究分析和探討 。

三、未來研究的建議

總品出來說，木研究的蚱，束，到f可以有助於fX們給消過去文獻對華人大學生在公開表述自拔的成就

阱，先ZE是rl政增進或謙虛的?論，但仍I!怨言主j上立的是此研究是以「個人 J (r-JffJJ支出發，來探討大學生

的甜苦I不'，il的|州系對象|峙，會如何對自身的成就做歸閃 固 然而，由於儒家交化不幸有西方文化足以個人獨

立的 「 自我 」 為界線， 11ri是常常將和自己親近的他人納進內己的「大政」巾(令且是枝， 1 993 ) 。 因此，

個人的成就常常不做你是個人的成就，也hl可以納入此「大政」巾的他人的i苗子之所繁 。 例此，煥個角

度來恕 ， 大我'_1-'的成員(父母)在和別人77.iI日1) 1待 、 'M於家人(子女 ) 的成就是祥同樣會表句~謙虛，則是

個有趣的湖泣， ii有1月未來的研究再做進一步的保，N o

)J- )j肘 ， 本研究認為華人人﹒學生雖然習J~N口己的成J此表現謙!耘 ， 個此相不忘話?又不會或不需要

[' 1依附進以提7lr:.J我的感受， friï士是這和狀況必須是在面對情感親近的家人成好b:.之間 。 然而，可以了耳進

步加JI闊的是正如拒難道是來方社會的專利?i!)，防火化巾的倒人難道就不會表現謙[起?未來的研究可以

針'l-JW 、阿文化下成長的個人在面對不|可人際關係對象H幸 E 對冉己的成就會、 fT表現謙攏，以及生ljf後

的動機紅JI口jf![!心和社會規飽的約米效果街jl\月不同。做進一步的比較和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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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how college students' imcrpersonal attribution for their success was affected by the 

type of achievem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s we ll as their modesty orientation. Two 

hundred undcrgraduate students panicipatcd in this study and 192 va 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doptin自 scenano

experimental method , t仙hi昀5 study rnanipu叫lat扭ed the variab l e目s 0叫l''、l" ‘‘" t

t恤arget" in an achiever口menl of horizon叫.ta剖1 d副. s針tin ctiveness. The dependent vari阻ablε臼5 were pa口 .c叫Ipant臼s' choice of attribu叫11 0凹Il al

reason and motivat ion, in add帥n， their 11l0desty scores were measured as well. The results of I analyses showed 出at when 

the success was a threat to the interacting target , pa口lClpants 、.vould attribute their success to “luck" 、:v ìth a mOlivation of 

“ empathy". When the achievement was not a threat, participants would attribu叫』此te t血he口1汀rs凱u比cc臼es臼s t岫o ‘“‘冶et白:lòr阿tγ" and “、ab蚓i li山i此ty" wìth 、
1川n叫11圳!lma叫te臼s 、W]t山h a 111可11 0叫t1 va叫t.的on of “s咄h祖a盯ring glor可γγ.弋 but t岫o "Iu時ckι‘刊呵 wll吭h a缸cquam叫tances with mo叫tivation of “obeying social modest 

norm". Moreover. the results 01' r-test revealed that when the success was 110t a threat to the intimate, the modesty orientation 

scores of those who attributed their success to extema l factors were signilì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ho anributcd thcir 

success 10 internal factors 

KEY WORDS: c10seness of relationship, horizontal distinctiveness, interpersonal 

atiribution, modesty, threat of ev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