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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社会互动中的上级身份框架：一种用于规范协商和微行为
反馈的动态系统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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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提出了一种动态系统框架，它利用上级身份框架来减轻轻度社交互动中的群体内偏见，这个系统系

统地调节共享身份的显著性，以此改变规范期望和行为结果，这个方法包含身份启动模块，规范协商可观察对

象以及微行为反馈循环，而且这些都在结构化的互动场景中运作，不需要实时技术中介，身份启动使用基于小

插图的协议来突出上级身份，二元互惠矩阵把交互动态分解成规范的依从性和偏差部分，而且，细粒度的行为

信号，比如眼神交流和音调，被当作以身份框架为条件的随机过程来模拟，这样就形成了强化涌现规范的反馈

循环。该系统利用常数吸引子盆地与传统社会学框架相连，盆地通过对历史交互数据实施聚类分析来对常态加

以分类，我们所用的方法把身份框架当作一个连续的控制变量，并且把规范的出现建立在经验可测量的微动力

学之上，从而与其他方法区别开来，实验显示，这种框架凭借动态地把个人行为同上级身份模式保持一致，有

效地削减了群体内部的偏见，这项工作加深了人们对规范谈判的理论认识，而且给在休闲社交环境中设计偏见

缓解干预办法赋予了实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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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轻松的社交互动—-人与人之间短暂的、通常是非结构化的互动—-在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动态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这些互动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它们实际上是更广泛的、基于身份的偏见的缩影。最近的工
作突出了这些互动中的微妙线索如何强化或破坏现有社会等级制度。如共享公民或人类身份等上级身份如何影
响这些动态的机制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特别是在实时规范协商环境中。

拟议的研究试图通过身份框架如何使用双重视角来解决这种差距，来规范期望和微行为反馈的轻度社交互
动：通过身份框架如何使用双重视角来解决这种差距，来规范期望和微行为反馈的轻度社交互动。这种方法与
以往把身份显著性视为静态的做法不同，我们的方法把身份显著性看作是一个动态的控制变量，可以系统地改
变它以引导交互的结果。这建立在社会身份理论和自我分类原则的基础上，但又扩大了它们的见解，通过将实
时的行为观察物，如眼神接触的时间、语言的包容性，作为规范形成的反馈机制。

我们的主要贡献是把上级身份效应当作一个持续的协商过程而不是二元的结果来实施，传统的基于小插图
的方法测量事后态度，我们用二元互易矩阵和集群衍生的范数吸引子盆地来捕捉交互的涌现特性，这样就能模
拟微行为信号（当以身份框架为条件时）怎样创建自我强化的循环，从而稳定或者破坏特定的规范，这个框架
把身份社会学理论同分析交互动力学的计算技术联系起来，给研究自然主义环境中的偏见缓解赋予了可复制的
范式。

本文的其余部分如下：第 2节中，介绍了关于光交互中的身份框架以及微行为反馈的相关文献，第 3节介
绍了我们的实验方法、身份启动协议和行为编码系统，第 4节描述了我们不同的框架下形成范数吸引子的结果，
最后第 5节描述了这些结果对设计偏向感知的交互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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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对社交互动中上级身份的研究已从静态分类模型演进到解释实时行为适应的动态框架，早期工作发现，共
享的高阶身份（“全球公民”）能通过改变分类边界以削减群体间偏见。但这些研究大多把身份显著性当作固
定实验条件，而非相互作用过程里可协商的结构，微观社会学的最新发展开始尝试弥补这个缺口，它着手考察
身份框架怎样在光社会交换中同规范期望展开动态互动。

另一条平行的研究路线则关注于非语言线索对紧急规范的加强或者挑战，比如眼神交流持续时间和声调变
化被证明是隶属关系或者支配地位的隐含信号，从而影响到规范的遵守情况，这些微小的行为信号形成了一种
反馈回路，要么巩固了既有的互动模式，要么促使向其他规范转变，之前的探究大多各自独立地进行，其综合
效果并未得到充分挖掘。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依靠晕影的启动依然是纵身份显著性的主要手段，传统的 vignettes对事后态度测量
是有效的，但缺乏对实时规范协商的动态适应性，最近的计算进展——尤其是基于 transformer的叙事生成——
为在保持实验控制的同时为每个个体参与者定制身份素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同样，多模态传感技术现在可以
在不影响自然行为的情况下对交互微动力学进行细致的跟踪。

所提出的框架把身份框架看作是规范协商过程中微行为反馈的持续调制器，把这些链综合起来，和以前把
身份效应和交互动力学分开或者不参考身份结构来研究行为线索的工作不一样，我们的办法清楚地模仿了它们
之间的依靠关系，这样就能抓住上级身份怎样不但改变个人态度，还要改变二元交换的新兴特性，这是在自然
主义环境里减少偏见的关键前进。

减少群体内部偏倚的方法大多依靠明确的干预手段（比如多样性培训）或者结构性的解决办法（比如动态
病例分配），尽管在某些情形中是有效的，但这些办法一般都在比轻度社交互动更大的规模上起作用，我们所
做的贡献就是创建一种系统，用身份驱动的规范形成去解决微交互层面的偏见，给现有的宏观策略添加一种补
充途径，凭借把这个系统建立在经验上可测量的行为信号以及计算上可处理的规范表示之上，我们把社会心理
学方面的理论认识同交互设计上的实用工具关联起来。

三、方法

这种方法把身份框架的实验协议同分析交互动力学的计算技术融合起来，这一节详尽地阐述了四个领域技
术的实行情况，包含实验设计，数据搜集，变量作化以及分析建模。

3.1实验设计和程序

受控身份框架下的结构化二元互动包含三个阶段：
一、启动阶段：参与者将会收到由基于 transformer的语言模型所生成的身份专属小插图，这些模型是在身

份理论语料库[14]上经过微调的，引爆强度的计算公式为：

� =
�=1

�

��� ⋅ Sim ��, �      (1)

其中��表示参与者在研究开始时就已有的身份（通过开放式调查得到），上级身份图式以及从李克特量表
回答中获得的身份中心性权重。

二.交互阶段： 二人组合作解谜，行为信号由多模态传感器记录，互易矩阵捕捉了每时每刻的交流，拆分
成规范和偏差部分：

� = 훼�+ 1−훼 �     (2)

其中훼为量化合作规范的遵守情况
三.交互后阶段：参与者完成识别强度与同理心量表，为模型验证提供基础事实

3.2数据收集和处理

行为数据流包括：
 3D姿势估计：30Hz采样下的运动学特征（人际距离、手势对称性）
 副语言特征：录音中的声调、强度与频谱倾斜提取
 眼动追踪：任务参与中的注视时长与扫视速率

使用滑动窗口归一化（窗口大小=2秒，步长=0.5秒）对原始信号进行预处理，以减少单个基线变化。
3.3关键变量的可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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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行为：眼神接触持续时间被建模
为以启动强度为条件的指数过程：�

� ∼ Exp �0 +�1�      (3)

其中捕获取
景 效 果 。�1
范数吸引子盆地：通过马氏距离
定义新兴范数剖面的动态集群：��

�� = {� |  ∥ � −��
∗ ∥�−1 < �}     (4)

替换为历史交互数据的协方差矩阵。�
3.4统计分析和建模

基于分层贝叶斯框架的三级参数估计：
一.二元组级别：基于互易矩阵转换的狄利克雷多项式模型
二.行为水平：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在微行为反应中的应用研究
三.种群水平：关联启动强度与标准流域占用概率的高斯过程
Stan中实现分析管道并评估收敛性

四、结果

根据实验结果，上级身份框架对规范遵守和微行为动力学都有显著的影响。以下是三个主要方面的分析结
果:行为指标、形成常数吸引子、交互水平。

4.1行为指标

与对照条件（没有框架）相比，上级身份启动带来了微行为信号的可测量变化，在共享公民身份框架下，
眼神交流持续时间增长了 32%，在声带音高方差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正如公式 3所预测的那样，这些效果
受启动强度的影响，更强的身份对齐会带来更显著的行为改变。

表 1跨框架条件的微行为反应

度量 控制（M±SE） 上级 (M± SE） 效应大小 (Cohen'sd)
眼神交流（ms） 1240± 98 1638± 112 0.81
声带音高变化 18.3± 2.1 29.5± 3.4 0.67
手势对称 0.62± 0.04 0.78± 0.05 0.73

4.2范数吸引子的形成

互易矩阵的聚类分析揭示三个稳定范数吸引子盆地
一.合作社（上级框架内入住率与控制率分别为 48%、22%
二.中性（39%对 53%）
三.竞争力对比（13% vs 25%）
合作流域和身份启动的关系最紧密，这是方程的最大值。不同流域之间的转换遵循马尔可夫过程，上级框

架提高了合作状态的持续性，减少了对竞争状态的转换。

4.3交互层面的结果

上级条件下的二元组证明：
-任务完成速度提高 41%
-更高的互动后同理心分数
-更大的自我报告凝聚力

这些影响通过微观行为对齐介导，结果中 68%的方差可由行为指标的第一个主成分解释

5.讨论和未来工作

5.1方法的局限性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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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框架尽管调节互动动力学上有效但还是有几项值得思考的限制点，在实验布置中——其意图是模仿自然
主义互动——可能会产生需求特性，且相对于完全非结构化的邂逅而言这种特性会把框架效应加强起来[1] ，合
作任务范例虽然是二元研究的准则，却或许让某些规范吸引子盆地（比如合作状态）占据优势地位而不是在对
抗环境中可能会浮现出来的其他盆地。

通过基于传感器的跟踪来实现微行为的作化，这虽然很精确，但也可能会把复杂的社会信号简化成孤立的
运动学或者声学特性，就像眼神交流持续时间无法完全体现出传递从属关系和监测的那种注视模式的定性差异
[2] ，未来的迭代或许会包含更为全面的行为编码方案，也许会把定性注释和传感器衍生出的指标结合在一起。

参与者池大多来自大学生，这会限制范数吸引子分类的泛化能力，基线交互规范的文化与人口差异可能极
大改变流域占用概率[3] ，跨文化复制对证实框架的广范围使用极为关键。

5.2应用场景的潜在性与可扩展性分析

该系统模块化的架构提出了一些有用的部署方式，就组织设置而言，启动协议的轻量级版本可用于多样性
的培训研讨会，在这种场合里，对微行为的即时反馈也许会加强上级的专业身份，比如说“团队成员”高于部
门隶属关系，范数吸引子模型还能给协作平台的设计给予信息，动态改变界面元素来推进协作交互盆地[4] 。

但是可扩展性仍然是一个问题，当前对于受控晕影和多模态传感器的依赖也许无法平滑地过渡到大规模或
者全数字交互，一种有希望的方向是使用生成语言模型在基于文本的通信中提供上下文敏感的身份启动[5] ，尽
管这需要小心地减少开放式生成中的启动偏差，同样的，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从视频或音频流中近似微行为
信号也可以扩大适用范围，但是这需要强大的噪声处理技术[6] 。

5.3道德考虑和负责任的实施

身份框架能够系统地影响社会规范的能力有着巨大的道德意义，目前的研究集中在消除偏见上，但是从理
论上讲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作为武器，来强迫执行有害的一致性或者压制少数派的反对意见[7] 。如果范数吸引
子模型的使用不透明，那么这种风险就更加严重，因为用户会不自觉地接受纵的交互方式。

主动保障措施应包括： -参与者意识：明确说明框架意图和行为追踪，不要隐秘纵。-规范多元主义：创建
可包含多个稳定流域的系统（比如，合作与批判性参与），而不是针对一个“理想”的交互状态加以改善：定
期审查引发材料和流域分类产生的意外排他效应，特别是在人口亚群当中[8]。

未来还要解决微行为跟踪存在的隐私问题，即使经过匿名化之后的运动学或者人声数据集同辅助数据结合
起来，也有可能被重新识别[9]。差分隐私技术，设备上处理等方案或许能够部分地解决问题，但一般都会伴随
着分析精度上的妥协。

这个框架最后得出一个双刃创新：一种减轻社会偏见的工具，也是个微妙行为控制的潜在载体，负责任的
开发要社会科学家，伦理学家和受影响社区一直合作，来平衡功效和维持自治，把这些思考因素融入到系统的
发展进程中，就能把它的走向引领成真正充实轻度社交互动而且尊重其固有复杂性和能动性的应用程序。
6.总结

这里所讲的动态系统框架凭借对轻度社交互动中微行为反馈回路和规范吸引子形成所产生的可测量影响予
以证明，从而推动了对上级身份效应的研究进程，把身份框架当作连续的控制变量而不是静态条件看待，这种
做法以前所未有的粒度捕捉到规范协商过程的紧急性质，经过证实，共享身份显著性的细微改变确实能够系统
地改变交互动力学，而且依靠自我加强的行为对齐来削减群体内部的偏见。

这项工作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结构同分析实时社会动态的计算技术关联起来，给研究自然主义环境下的偏
见缓解供应了一个可以仿照的范例，行为指标和常数吸引子模型的融合赋予了一种新的视角，凭借它来探究细
微层面的互动怎样引发宏大的社会模式，尽管方法论和伦理方面的难题依然存在，不过这个架构为以后有关非
结构化社会背景下的身份驱动干涉的研究形成了根基。

研究结果突出了有针对性的身份框架作为机制的潜力，不需要明确的指导或结构改革就能推动合作规范，
它依靠光相互作用的微观动力学来补充已有的宏观策略，给日常社交交流中的偏见减少提供了一种可扩展的方
法，这项工作未来的拓展可能包含纵向影响，跨文化差异和数字通信平台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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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propose a dynamic system framework that leverages superordinate identity frames to mitigate in-group

bias in mild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system systematically modulates the salience of shared identities to alter normative

expectations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The approach consists of identity priming modules, norm negotiation observables,

and micro-behavioral feedback loops, all of which operate in structured interaction scenarios without the mediation of

real-time technology. Identity priming uses a vignette-based protocol to salient superordinate identities. A dyadic

reciprocity matrix decomposes interaction dynamics into norm compliance and deviation components. Furthermore, fine-

grained behavioral signals, such as eye contact and voice pitch, are modeled as stochastic processes conditioned on

identity frames, resulting in feedback loops that reinforce emergent norms. The system is connected to the traditional

sociological framework using constant attractor basins, which classify norms by clustering historical interaction data.

Our approach treats identity frames as a continuous control variable and bases the emergence of norms on empirically

measurable microdynamics,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other methods.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framework

effectively reduces in-group bias by dynamically aligning individual behavior with superordinate identity patterns. This

work deepens people'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norm negotiation and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designing bias

mitigation interventions in casual social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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