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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标自动激活模型认为，目标是行为满意状态或结果在个体头脑中的表征，它能够通过相关情境自

动激活。无意识目标的激活方式有语义激活、工具激活和人际激活。无意识目标追求与有意识目标追求在目

标实现、目标投射和动机特征方面相似，但其行为产生机制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应该对无意识目标的机制及

其具体应用进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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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我管理兴趣的增加，目

标设置和目标追求成为心理学重要的研究课题。有

些研究者认为，成功的目标设置和目标追求需要意

识的参与，个体制定和管理目标的过程是有目的、

有意图的[1]。此过程中，个体根据各个目标的价值、

难度等仔细地选择，并使用认为最佳的方式有目的

地追求目标。目标也被定义为个体预期自己行为所

达到的结果[2]。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目标都是有意识的。但是

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个

体可以自动地、无意识地采纳和追求目标，目标的

自动激活对社会评价、社会行为和主观经验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3, 4]。1990 年，Bargh 提出了目标的自动

激活模型（auto-motive model）。模型指出，尽管很

多目标都是个体有意识选择和考虑的结果，但有意

识选择并非目标激活和操作的必要条件[5]。与社会

态度、建构、刻板印象和图式等一样，目标在个体

头脑中也是有所表征的。既然建构和刻板印象能够

被相关环境刺激自动激活，目标表征也应该具备这

种能力。如果个体在一定社会情境下长期重复、一

贯地追求某个目标，该目标就会在个体头脑中自动

与相应情境表征建立关联。如此一来，环境中的情

境特征也就可以自动激活该目标。自动激活的目标

反过来又可以自动激活目标计划，从而使计划与环

境中的目标相关信息建立关联并得以实施。目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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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和操作的整个过程可以在个体意识不到的情况下

发生。总之，目标自动激活理论认为，目标是行为

满意状态或结果在个体头脑中的表征，此表征中包

含有目标、目标追求情境和目标追求手段[6]。目标

可以通过相应情境线索自动激活，并在个体意识不

到的情况下指导目标导向行为。研究者往往通过启

动技术激活被试的无意识目标（nonconscious goal
或 unconscious goal）。之所以称为“无意识”，是因

为研究者是向被试的意识或潜意识里呈现刺激而使

被试追求相应目标的。被试并非有意识地选择了目

标，而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采纳或追求了目标
[7]。 

自动激活模型提出以后，心理学研究者围绕目

标的无意识追求进行了大量实证考察，得出了一些

有价值的结论。本文拟对以往研究进行总结，考察

无意识目标激活的手段和无意识目标的追求，以及

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探

讨无意识目标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2 目标的自动激活及其无意识追求 

2.1 目标的自动激活 

目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无意识地自动激活。

Bargh 及其同事通过目标与语义相关词之间的关联

成功激活了目标，这种激活方式被称作语义启动

（semantic goal priming）。除此之外，研究者发现目

标与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或目标与他

人之间的关联也可以激活目标，这两种激活方式分

别被称作工具启动（instrumental goal priming）和人

际启动（interpersonal goal priming）。下面将分别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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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这三种目标激活方式。 
2.1.1 语义启动 

社会认知研究者往往使用无关学习范式研究目

标的无意识启动[8]。实验者告诉被试，他们将进行

两项毫不相干的作业。实际上，第一项作业是引导

被试思考或使用某研究概念以使其得到激活。比如，

要激活“诚实”概念，研究者会使被试在造句任务

中见到“诚实”的同义词。假设被激活的概念能够

在被试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持续激活一段时间，那么

它就会对随后的信息加工过程产生影响，而被试也

不会意识到这种影响[5]。 
Chartrand等人就使用了无关学习范式考察目标

表征能否以同样的方式激活[9]。实验者首先要求被

试完成一系列句子测验（Scrambled Sentence Test），
测验所用的单词中含有“印象形成”（impression 
formation）或“记忆”（memorization）的近义词。

被试做完句子测验后，再进行另一项表面上毫无关

联的任务（如阅读故事）并回答问题，最后完成回

忆作业。结果发现，印象形成组比记忆组的记忆效

果更好，并且他们对行为信息的记忆也具有更高的

主题组织性（thematic organization）。曾有研究者使

用明确的指导语做过相同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

论[10]。Mc Culloch 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印象形成目

标”激活的被试对人物行为做特质推断的速度更快，

也更可能在记忆中构建行为和特质之间的联系[11]。 
总之，目标的确能够通过相关语义启动得以激

活，并且产生与有意识目标追求同样的结果。大量

研究发现，许多目标都具有相似的效果。比如，激

活“成就”目标可使被试在言语作业中取得更好的

成绩，激活“合作”目标可使被试在协商任务中更

为合作[12]。 
2.1.2 工具启动 

除了目标同义词可以直接激活目标概念外，环

境特征也可以自动激活与之关系紧密的目标。自动

激活模型的假设认为，目标可在现实世界中自动激

活，呈现个体追求目标时经常所处环境的特征即可

以激活目标[13]。也就是说，只要个体在特定环境中

频繁而一贯地追求目标，目标表征就可以自动与该

环境建立较强的关系[4]。 
如果个体经常在特定情境下和特定的人一起做

特定活动时追求特定的目标，目标就可以与这些情

境、人或活动间建立联系。这些情境、人和活动统

称为目标实现的工具[14]。目标和工具间关系的紧密

程度并非取决于目标和这些工具之间的语义关联，

而是取决于个体对目标与工具间功能关联的知觉，

即个体认为该工具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目标的实

现。目标与工具之间的功能关联越强，个体看到工

具时越可能自动激活目标[4]。物质启动（material 
priming）就属于工具性目标启动的一种。研究者发

现，物质可以与特定的社会语境建立关联，并在创

建不同的场景、传递相关行为规范方面起重要作用
[15]。但环境特点对启动效应起调节作用，在结构化

较低、较模糊的情境中启动效应更大。只有在新奇

的、模糊的社会情境下，个体的判断和知觉才会受

到环境物质线索的影响。比如，看到与“生意”相

关的图片和事物可使被试建构出更多的竞争相关

词，在模糊社会交往中知觉到更多的竞争信息，并

在“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中做出竞争

性选择[15]。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此时缺乏清晰的认知

脚本，需要其他的认知资源维护方式。除了情境以

外，工具的特征也会影响其激活目标的能力，其中

包括工具对焦点目标以外其他目标的实现有多大的

帮助。如果该工具也为其他目标服务，则目标就不

易激活[13]。目标的工具启动研究使得人们对自我管

理更加乐观。研究发现个体周围环境中往往有很多

追求目标的工具或手段，可以使相关目标逐渐成为

个体注意的中心，从而增强个体的目标承诺[13]。 
2.1.3 人际启动 

目标追求另一重要而常见的启动源是他人，特

别是重要他人。重要他人是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形

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父母、兄弟

姐妹、朋友、同事等，与他们的交往会对个体的情

绪和生活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16]。研究者认为，随

着人际关系的深入，人们会形成更详细的关系表征，

即关系图式[16]。关系图式中包含自我图式、他人图

式以及关系脚本，而人们对重要他人的心理表征中

包含有与重要他人一起时经常追求的目标。激活个

体的关系图式就可以激活相应的人际关系目标，进

而导致个体无意识地追求该目标，且此目标正是个

体在重要他人在场时所经常追求的目标。 
Fitzsimons 和 Bargh 通过一系列实验证实了重

要他人表征在激活无意识目标中的重要作用。在美

国一家大型机场进行的现场研究中，实验者要求被

试完成有关朋友或同事的问卷，以启动其朋友或同

事表征，随后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后续实验[16]。

结果发现，启动朋友表征的被试更愿意参加后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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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者用人际“帮助”目标的激活来解释此现

象，即想到朋友就激活了个体的助人目标。后来的

几项研究中，实验者启动被试多种重要他人的心理

表征，然后提供追求重要他人相关目标的机会。结

果发现，虽然重要他人并没有出现在实验现场，但

几乎所有的被试都采纳了重要他人相关的目标。启

动母亲表征后，经常让母亲“骄傲”的被试在言语

能力测验中的成绩明显高于控制组。但是，如果被

试和母亲一起时追求友好、助人等目标，启动母亲

表征则对言语能力测验成绩无影响。另外，如果不

启动母亲表征，那些让母亲“骄傲”的被试与控制

组的成绩也无差异。因此，母亲表征的激活以及母

亲与高成绩目标间的习惯性、自动性联系都是个体

追求成绩目标的必要条件。即使重要他人不在场，

个体也可以如同他们在场陪伴一样地行动。实际上，

仅仅瞥见墙上或桌子上重要他人的照片，就可以使

个体想到该重要他人，并用实际行动追求相应目标。

Shah 也对重要他人表征的目标激活效应进行了考

察。结果发现呈现重要他人的名字可以激活该他人

为自己设置的目标，并促使个体自动地追求该目标
[17]。呈现那些希望自己表现优秀的重要他人的名字

能够使被试在字谜测验中坚持的时间更长，成绩也

更高。此研究还发现，任务目标对重要他人的重要

性以及被试与重要他人关系的亲密程度对激活效应

起调节作用。激活关系亲密他人的表征更可能使个

体自动追求这些人希望自己追求的目标。 
由此看来，启动重要他人表征的确可以激活相

应目标，从而使个体自动追求该目标。但是重要他

人表征对个体的影响远不止激活目标、增强目标承

诺那么简单。重要他人也可以自动抑制目标的激活，

从而降低个体的目标承诺[17]。它们也会无意识地影

响个体对目标的评估和看法，从而对目标追求过程

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重要他人表征会影响个体对

目标难度和价值的知觉、目标追求方式的选择以及

个体对目标追求成败的体验[18]。另外，个体的特质

性逆反（trait reactance）及其对他人的知觉也会影响

目标启动效果。如果个体认为重要他人是控制性的，

则会无意识地选择与重要他人相反的目标，并向相

反目标方向行动，个体的特质性逆反在此过程中起

调节作用[19]。特质性逆反低的个体更可能自动追求

重要他人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特质性逆反高的个

体则更可能追求与重要他人所设目标相反的目标。 
不仅重要他人会影响个体的目标追求，非重要

他人也可以激活个体的目标。目标蔓延理论（Goal 
Contagion）认为，个体会无意识地采纳从他人行为

中推断出的目标[20]。观察他人的目标导向行为可以

激活相应的目标心理表征，从而导致个体追求该目

标。一项研究中，实验者仅仅让被试接触到他人的

目标行为信息，并提供在其他情境下以其他方式追

求该目标的机会[21]。结果发现，被试自己的行为也

开始服务于相同的目标，并具备目标导向性质，即

行为受到目标强度影响，目标追求表现出时间上的

持久性，当情境与目标吻合时个体更欣然地追求目

标。本研究还发现，如果他人的目标追求是不合适

的、不被社会所认可的，被试就会对这些目标自动

免疫。也就是说，如果个体认为他人的目标追求没

有吸引力或令人不快，就不会发生目标蔓延。 
2.2 目标的无意识追求 

目标既然能够自动激活，个体能否无意识地持

续目标追求呢？已有研究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无意识目标研究完成后，实验者会简要介绍实验并

要求被试回答一系列问题，以考察被试是否意识到

实验期间追求了特定目标。结果发现，当实验者告

诉被试他们已经无意识地追求了特定目标时，大多

数被试都感到怀疑或惊讶，只有少数被试意识到了

实验期间所追求的目标[4]。Chartrand 和 Bargh 的研

究发现，“印象形成”启动组和“记忆”启动组的被

试在报告是否尽力形成目标人物印象或记忆目标人

物信息方面并无差异，并且几乎没有被试意识到自

己在阅读目标人物行为时追求了特定目标[9]。在美

国机场进行的现场研究中，当实验者告诉被试回答

有关朋友的问题使他们更愿意参加后续研究时，大

部分人都不相信[16]。 
Bargh 的另一项实验为目标的无意识操作提供

了更为有力的证据[14]。实验者对一部分被试启动是

否“与协商对方合作”的目标，而明确告诉另一部

分被试与对方合作，以比较目标的有意识追求和无

意识追求。研究发现，被明确告知要合作的被试比

没有被告知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同样，

目标启动组的被试也比无目标启动组的被试表现出

更多的合作行为。实验完成后，实验者要求所有被

试对自己的“合作”程度评分，并把每个被试的评

分和他人观察到的实际合作行为评分进行比较。结

果发现，明确告知合作组被试的自我报告的确反映

了其实际行为。他们的自我报告和实际行为相关很

高，那些报告自己尽力合作的被试实际上也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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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的合作行为。但是，目标启动组被试所报告

的合作程度与实际合作行为不相关。即便人们成功

追求了启动目标，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目标追

求行为。 

3 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的比较 

3.1 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的相似性 

大量研究表明，无意识目标追求与有意识目标

追求会对思维、记忆和行为产生相同的影响[5]。不

管是加工社会信息、进行智力作业，还是与他人交

往，目标启动组被试和明确告知目标组被试都表现

出明显不同于控制组的行为。无意识目标追求与有

意识目标追求的相似之处表现在目标实现、目标投

射和动机特征三个方面。 
3.1.1 目标实现 

有研究者指出，目标实现与个体如何将目标付

诸行动无关[22]。不管以何种方式激活目标，目标都

会根据相关信息操作，引导思维和行为朝向满意的

状态。无论目标何时实现，个体都会体验到积极的

自我评价，如感到骄傲、期盼他人称赞等。而积极

自我评价又会使个体产生积极的情绪。除此之外，

实现目标也会促使个体追求更具挑战性的目标。 
Chartrand设计了一系列实验验证有意识目标与

无意识目标在目标实现后效方面的相似性[22]。研究

者通过启动操作引导被试无意识地追求目标，并控

制结果的成功或失败。在一项实验中，实验者激活

一部分被试的“高成就”目标，然后要他们做字谜

作业。有些字谜很容易，有些字谜无法解决。实验

者通过字谜难度控制被试能否成功进行无意识目标

追求。被试在完成字谜作业后进行情绪或言语能力

测验。情绪测验主要测量个体在目标实现后自我评

价的情绪结果，而言语能力测验则测量个体的主动

性目标奋斗情况。研究结果发现，无意识目标追求

与有意识目标追求有相同的目标实现后效。无目标

组的“高成就”目标没有得到激活，因此字谜作业

难度并没有对其情绪和言语能力测验结果产生任何

影响。然而，字谜作业成败对“高成就”目标启动

组被试的情绪以及言语能力测验成绩影响很大。字

谜容易组被试明显比字谜困难组被试更高兴，言语

能力测试成绩也更加突出。既然“高成就”目标是

自动激活的，被试意识不到目标的追求过程，因而

个体的情绪及其对更具挑战性目标的追求都是受到

了无意识目标追求成功与否的影响。无意识目标奋

斗与有意识目标追求对目标实现有相似的效果。 

3.1.2 目标投射 

“投射（projection）”这一概念是弗洛伊德首先

提出来的。个体通过投射这种防御机制把无意识冲

动归为是别人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23]。Holmes 认
为，投射是个体把人格特质、性格特征和动机归于

他人身上的过程[24]。也就是说，个体所能投射的包

括特质和动机，而且动机冲动投射应该比特质投射

更易察觉。 
Kawada 等人通过一系列实验对无意识目标和

有意识目标的投射效果进行了验证[25]。在一项研究

中，实验者通过指导语明确告诉一部分被试要“竞

争”（有意识目标组），而运用诸如单词造句技术激

活另一部分被试的“竞争”目标（无意识目标组）。

然后实验者要求所有被试阅读一段有关“囚犯两难”

游戏的故事，并对目标人物的竞争取向评分。结果

发现，与无目标控制组相比，有意识目标组与无意

识目标组被试所给出的评分值更高，不管是有意识

目标还是无意识目标都会发生投射现象。Kawada
的另一项研究中，实验者给被试提供成功或失败的

反馈，并以此改变有意识目标和无意识目标的强度。

结果发现，给予成功反馈后，目标投射现象消失。

这说明，被试的确是把竞争目标而非竞争特质投射

到了他人身上，内隐激活的目标和外显分配的目标

都可以投射。 
3.1.3 动机特征 

除了有相同的目标实现效果和目标投射性质

外，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也具有类似的动机特

征，即目标实现的持续激活（sustained activation），
个体遇到障碍时的坚持（persistence），以及任务打

断时的恢复（resumption）。 
Bargh 的研究验证了无意识目标的动机特征

[12]。实验者首先启动（或不启动）被试的“成就”

目标，然后让一部分被试马上进行下一个任务，而

另一部分被试过 5 分钟后再进行下一任务。任务的

类型各不相同：有些被试进行社会知觉任务，即阅

读一则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的成就取向是模棱两可

的；另外一些被试进行言语作业任务，即尝试在一

串字母中找出尽可能多的、不同的单词。研究结果

发现，对于无时间间隔组而言，两种类型的任务都

有启动效应。成就目标启动组被试要么认为目标人

物具成就取向（判断任务组），要么找出了更多的单

词（言语作业组）。但是，时间间隔对知觉任务和作

业任务有明显不同的影响。知觉任务中，启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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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分钟的时间间隔后消失；但是言语作业中，实

际启动效应在 5 分钟的时间间隔后却显著增强。这

说明，目标启动操作的确激活了与知觉、非动机建

构相对的动机状态，目标能够保持激活。 
另一项研究中，实验者激活被试的“成就”目

标后让他们进行单词查找任务[12]。然后实验者告诉

被试自己要去另一个房间做其他研究，任务时间到

时，她会通过对讲机发出终止任务的信号。被试所

不知的是，终止信号发出时或发出后，房间里安装

的隐蔽录像机会记录他们的行为表现。而研究的因

变量则是终止信号发出后被试的行为表现，即他们

是继续查找单词以获得高分，还是在面临“终止”

这一成绩障碍时停止作业。结果发现，信号发出后，

目标组有 50%以上的被试会继续查找单词，而无目

标组仅有 20%多的被试继续查找单词。由此看来，

无意识目标组个体遇到阻碍“高成绩”目标的障碍

时，更可能采取行动消除或绕过障碍。正是 “高成

就”目标的自动激活才使被试更加关注成绩，并努

力坚持争取更高成绩，因而他们会在终止信号发出

后仍秘密地继续作业。对无目标组被试来说，这可

能仅仅是一个实验，并非什么重要的任务，因而他

们也表现出很低的持续工作倾向。 
此外，Bargh 还对目标启动组被试在面临更具

吸引力的选择任务时的表现进行了研究[12]。研究中，

实验者在激活一部分被试的成就目标后，让所有的

被试都进行单词查找任务。但任务进行到一半时，

电源突然人为断电，所有的被试都不得不停止作业。

5 分钟后电源通电，实验者告诉被试剩余的时间已

经不足以完成两项实验任务。被试可以自由选择是

接着做第一项任务还是直接进行另一项卡通有趣度

评定的任务（实验前的试测结果显示，卡通评定任

务的确比单词查找任务更有趣）。研究的因变量是目

标启动组与无目标组中选择放弃卡通评定而继续单

词查找任务的被试所占的比例。结果不出所料，目

标启动操作引发强烈的动机状态。目标启动组

（66%）比非目标组（35%）更多地选择继续做未

完成的任务。 
3.2 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的区别 

尽管无意识目标与有意识目标有很多相同之

处，但目标追求的过程机制并非相同。对有意识目

标而言，个体在采用目的和策略之前都会有意识地

评估目标状态的重要性。而无意识目标则利用行为

状态表征的情感效价自动指导个体目标追求的努力

程度[26]。动机理论认为，与行为状态相联系的积极

情感具有动机性质，与积极情感相联系的刺激或状

态能够成为有机体活动的动机。如果将积极情感与

原本中性的行为状态建立联系，则会引发目标导向

行为，机会来临时有机体也会表现出强烈的目标实

现动机。 
Custers 等人的研究发现，具体行为目标表征与

积极情感间建立联系会导致行为目标的无意识操

作，而与消极情感间建立联系则不会导致类似结果

的出现[26]。与控制组被试相比，行为目标与积极词

同时呈现的被试更愿意实现相关目标。而消极词对

目标无任何影响，消极词组与中性词组之间无结果

差异。如此看来，并非所有的目标启动都会对个体

产生影响。当目标概念是满意的状态或已经在头脑

中存在时，个体会自动判断目标概念的情感价值。

这时个体才可能拥有更强烈的目标追求意愿，并表

现出实现目标的动机性行为[27]。在此过程中，个体

实现目标意愿的大小对行为表现起调节作用，即积

极情感对意愿弱的个体影响更大[26]。Aarts 等人的研

究也发现，个体认为目标状态是积极的时会付出更

大的努力以实现目标；当目标与消极信息同时启动

时，个体追求目标的动机则消失[28]。无意识目标的

激活之所以会增强个体目标导向的动机行为，可能

是由于积极词的启动增加了目标的可及性，抑制了

其他目标的干扰，从而促使个体付出更多努力以增

加目标实现的机会。当目标词和消极情绪词的呈现

在时间上接近时，个体对目标追求的愿望则降低，

目标启动效应也消失。由于研究者对消极情绪词的

作用还存在争议，因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4 小结及展望 

自我激活理论提出以来，心理学研究者围绕无

意识目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的确可

以自动地、无意识地采纳和追求目标。不管是目标

语义相关词、有助于实现目标的工具，还是与目标

相关的他人表征都可以自动激活个体的目标，并使

个体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追求该目标。尽管如此，

无意识目标追求对思维、记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却

与无意识目标追求相似，这表现在目标实现、目标

投射和动机特征三个方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

意识目标追求的过程机制不同于有意识目标追求，

无意识目标更可能根据情感效价对个体行为产生影

响。总之，无意识目标研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

论，极大地推动了目标研究的发展。但是现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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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完善。 
首先，无意识目标追求的机制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还仅局限于情感效价对目标追求的影响方面，

并且研究者对消极情感的影响也存在着争议。有研

究发现，目标追求的结果反馈会影响个体的目标承

诺和成绩。消极反馈使个体设定更低的目标，而积

极反馈使个体设定更高的目标，情绪则在反馈与目

标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29]。但是此类研究都是通过

给被试提供明确的指导语来实现的。无意识目标追

求会不会和有意识目标追求一样也受到结果反馈的

影响呢？至今无人回答。 
其次，虽然已有研究发现重要他人表征可以激

活相应的目标，但其对目标启动的影响可能并非那

么简单，其他变量可能也会影响个体对无意识目标

的追求。Chartrand 等人指出，个体的特质性逆反对

无意识目标追求起调节作用[19]。特质性逆反低者更

可能自动追求重要他人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特质

性逆反高者则更可能追求与重要他人所设目标相反

的目标。除特质性逆反外，其他个体差异和环境变

量也可能影响无意识目标追求。比如，如果个体认

为重要他人相关目标与自己不相干，即使个体和重

要他人的关系非常亲近也不会去追求该目标。另外，

社会赞许性高或自我监控性高的个体更可能采纳重

要他人的目标。今后的研究要进一步探讨人格变量

在无意识目标启动中的作用。另外，无意识目标研

究主要在国外进行，国内却很鲜见。由于不同文化

对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同，因而本土化研究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最后，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无意识目标的激活

方式及其与有意识目标的异同，而对无意识目标在

实际生活和理论研究中的应用却很少见。由于日常

生活中人们往往同时追求多个目标，因而有效的自

我管理对目标追求有着重要的意义[30]。人们如何处

理多个目标之间的关系，决定目标的优先选择权，

解决目标冲突以保证多个目标的成功实现？鉴于语

义启动、工具启动和人际启动都可以激活个体的无

意识目标，因而无意识目标研究对多目标管理必然

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无意识目标也可以应用

于科学研究中。自陈量表是常用的心理学研究工具，

但当量表内容涉及到隐私或道德问题时会出现社会

赞许性。这时，被试往往做出不符合实际的反应，

或拒绝回答问题。Rasinski 指出，研究者可以通过

激活被试的“诚实”目标达到降低社会赞许性的目

的[31]。由此看来，不管是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

多目标管理还是对于心理研究中社会赞许性的降

低，无意识目标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后的研

究需要将目标的自动激活及其无意识追求应用于日

常生活和理论研究中，以最大可能地发挥无意识目

标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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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uto-motive model, goals are represented mentally, and as representations, should be 
capable of automatic activation by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The present article reviews recent research on 
nonconscious goals, and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nonconscious goals and conscious goals. It focuses on research 
examining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goals may be automatically brought to mind in everyday settings and how such 
goal priming may affect individuals’ deliberate goal pursuits. Besides, although nonconscious goals and conscious 
goals are similar in their effects, they may have different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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