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二十四 神秘的气泡——个人空间圈 
 

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实验。选择一个面积为10米×l0米左右大小的空教室(或

大厅)，教室(或大厅)内不能有课桌等物。如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室内场所，也可

寻找一块同样大小的空地或小操场。但要注意，选择的场地不宜过大，否则会影

响实验结果。找到场地之后，再准备一把量程大于 2米的米尺。实验由 3人进行，

一人做主试，一人做被试，一人做记录员。主试和被试之间一定要不相识。但是

他们和记录员之间都是相识的。整个实验由记录员主持。实验前由记录员告诉被

试：“当主试在某一方向的 5米处向你慢慢走近，在你觉得不能容忍时，就叫‘站

住’。”并对主试说：“你听到‘站住’即停下。”记录员在记录纸上记下主试离被

试的距离(见表 1)。实验开始时，请被试站在场地正中心，由主试从相对被试的

8个方向(即：正前、左前、正左、左后、正后、右后、正右和右前)向被试靠拢。

靠拢时的步伐比平时走路约慢一半，步子呈小步。8 个方向先后的次序要打乱，

不要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有规律进行。8个方向都做完了，再做第二遍，做完

第二遍后再做第三遍。这就是说，每个方向共做三次。 

 

表 1 主试与被试间的距离(单位: 厘米) 

 
正前 左前 正左 左后 正后 右后 正右 右前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平均         

 

 

实验结束后，将各个方向的三次实验所得到的数据加以平均，最后将各个

方向的平均数绘制成类似于图 1的个人空间圈。你不妨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和图 1

进行比较，看看有何异同。 

 

方向 

序 



 
图 1 男对女、女对男、男对男、女对女四组人员对空间距离需求均数比较示意图 

（采自杨治良等，1989） 

 

那么，这个实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善于观察外界世界的细心人会发现：鸟

儿在电线上站成一排，互相保持一定的间隔，恰好使谁也啄不到谁；陌生的顾客

在餐厅里总是尽可能错开就座。这些都是我们司空见惯而又习以为常的现象。然

而 20 世纪 60 年代心理学家沙姆却做了个有心人。他通过生活中对这类现象所进

行的大量的观察，最早提出了个人空间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人的身体周围都存

在着一个既不可见又不可分的空间范围，对这一范围的侵犯和干扰将会引起人的

焦虑和不安，这个“神秘的气泡”随身体移动而移动，它并不是人们的共享空间，

而是在心理上个人所需要的最小的空间范围。心理学家把它称为个人空间圈。个

人空间范围的大小受到个人特点、社会习惯、文化、环境诸因素的影响。拿个人

特点而言，性别、年龄的影响尤为明显。例如，一般说来，女性比男性的个人空

间为小，这就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妇女比男子更互相靠近的缘故。你的实

验结果于这个规律是否一致？ 

以上介绍了关于个人空间圈的实验过程和背景资料，请试着把你的实验结果

和这些资料整理成一份正式的实验报告。实验报告可以参考本章介绍的格式来写。

当然，如果想要写出一份严谨的实验报告，这些资料可能还是不够的，你可以试

着通过检索文献来查找更多的资料。你可以从《心理学文摘》或它的光盘开始检

索；此外，图书馆中的参考资料也能帮助你确定检索策略。如果你的学校拥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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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数据库的使用权限，你也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进行检索。检索时，只需键入一

个能代表研究主题的关键词即可（比如，个人空间圈）。如果检索得到的文献太

多，那你可以通过限制搜索范围或缩小搜索内容等方法来缩小文章的数目。然后

你需要浏览文章的题目和摘要，从中找出你认为特别有价值的。之后你再到期刊

上查找它们的原文。记住：综述性的文章最有用，因为它们概括和评价了许多实

证文章。此外，你还可以使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键入一篇文章的

参考文献，就能了解到谁引用了它。通过这种方法，你可以了解该研究领域的近

期发展状况。 

 

（采自杨治良等，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