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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eung and Morris (2015)提出价值观、规范和图式驱动不同文化背景下行为差异的条件。基于以往有关

情境强度维度的理论，他们认为个人价值观在弱情境下对行为的影响要大于在强情境下的影响。根据这个

分析以及最近的两个文化严密-疏松模型，假定严密文化更多地产生强情境、而疏松文化则更多地产生弱情

境，我对于国家层面的效应进行了预测。采用二手数据考查了与集体主义有关的价值观以及感知到的描述

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与两个重要的因变量测量的关系：帮助陌生人和情绪调控。嵌入性价值观与帮助陌生

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文化严密性的负向调节（即高嵌入性在严密性的情境下更少地减弱助人行为），而嵌入

性与情绪调控之间的关系受到文化严密性的正向调节（即嵌入性在严密性的情境下更能增强情绪调控）。

进一步的发现表明，描述性规范对于助人行为和情绪调控都具有主效应，明显不受到严密性的调节。最后，

指令性规范与情绪调控之间的关系受到严密性的正向调节（即指令性规范在严密性情境下更能提高情绪调

控）。这些结果支持了国家层面的严密性与文件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之间的关联性，但这种效应的强度则取

决于如何对严密性进行操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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