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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讨不同情绪易感性人群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对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实验在 G% 名大学生中挑选出了 $G
名符合要求的被试，分成情绪易感和不易感两组。实验采用 "（ 情绪易感性：易感、不易感）J "（ 情绪效价：正性、负

性）J "（任务难度：简单、复杂）I 个因素混合实验设计，用视频材料诱情绪，用短时记忆扫描及心理旋转任务测量信

息加工速度。结果表明：$）情绪对不同难度的任务有不同的影响，任务越难，情绪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情绪易感性

能够影响人们对于负性刺激的情绪诱发的结果；I）情绪易感性高的人比情绪易感性低的人，在情绪对信息加工速度

的影响结果中差异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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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认知和情绪的关系一直以来被人们广泛研究，

它们之间在很多情况下被证明存在交互作用，而这

种交互作用又与个人的人格特质有很大的关系［$］。

有的人在大难临头时仍然可以临危不乱，准确对周

围环境信息进行信息整合加工，作出正确的决定。

但也会有人在面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时，产生激

烈的情绪反应。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

不同的人格特质。

一直以来，情绪被视作影响认知活动的一个重

要因素。但是情绪对认知活动的影响问题研究者们

有自己不同的观点。N/?O5: 等人于 $L*L 年提出的

“认知资源占用说”，他们认为无论是正性情绪还是

负性情绪都会引发无关思维活动，这些思维活动会

占用有限的认知资源，从而影响认知任务的执行［"］。

另一观点则认为正性情绪能够增大注意广度，并且

能够促进多巴胺分泌，因此有助于提高反应灵活性

和创造力［I］。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负性情绪对认知

任务的影响取决于任务的难度和资源占用程度。在

负性情绪下，一方面有助于注意聚焦提高认知灵活

性，一方面会占用认知资源。当任务难度足够大时，

负性情绪对任务的干扰效应占主导地位。信息加工

是认知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形式，常常被用于探讨情

绪对认知影响的研究中。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把信

息加工速度解释为人在接触到信息后，对各种信息

进行获取、加工、整合，然后进行反应的速度，是认知

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

另一个与情绪和认知关系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情

绪易感性，它是近几年才被明确提出的一个十分重

要的概念。研究者认为，如果一个个体情绪易感性

较高，那么在执行认知任务时，个体就更容易受到个

人情绪影响，而情绪易感性低的个体则受到情绪的

影响相对较小［+］。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将情绪易感

性界定为认知活动过程中，个体受情绪影响程度的

人格特质，强调该特质在个体认知活动中的影响。

情绪易感性作为针对情绪的一种重要人格特质，常

常用卡特尔 $GPQ 中的“ 敏感性”这个维度进行测

量。

总结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首先，在情绪对于认

知活动的影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同时，也很少

有研究直接探讨情绪对于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其

次，以往研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时，均没有考虑人的

情绪易感性差异。

本研究采用信息加工速度的反应时范式，并且

区分不同的情绪易感性人格特质，来探讨不同情绪

条件下对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另外，加入对情绪

易感性的研究，可以表明不同情绪易感性的人在不

同情绪条件下对信息加工速度的反应，可以弥补以

往研究中对所有人一概而论，忽略情绪易感性的个

体差异而使其在研究情绪对各种认知活动的影响时

所带来的误差。

! 收稿日期："#$$F #+F "#! ! 修回日期："#$$F #EF #%! ! 网络出版时间："#$$F #%F #*! $$R $%R ##

作者简介：朱亿萧，女，本科学生，研究方向为测量与人力资源。

网络出版地址：2<<S：H H TTT) ?.O5) .:< H O?7; H U:</5( H E#) $$GE) 6) "#$$#%#*) $$$%) ##I) 2<7(



! 研究方法

!" ! 被试

实验选取了 #$ 名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大学生，

年龄 !% & ’( 岁。采用卡特尔 !#)* 量表中情感性这

一维度得分筛选被试，% 分以上为易感，+ 分以下为

不易感。最后选出了 !# 名符合要求的被试，其中情

绪易感的 $ 人，不易感的 , 人。两组被试在年龄、专

业、上基本匹配。

!" ’ 研究设计

采用 ’ - ’ - ’ 两因素混合设计。

自变量：启动视频的效价，分为两个维度，正性、

负性。情绪易感性水平，分为两个维度，情绪易感性

高组，情绪易感性低组。任务难度分为两个维度，心

理旋转和记忆扫描。组间变量为被试的情绪易感

性，组内变量为情绪视频的效价和任务难度。

因变量：被试的信息加工速度。通过测量记忆

扫描和心理旋转两个任务的反应时作为指标。

!" + 实验材料

情绪诱发材料，采用视频诱发情绪。研究表明，

情绪通常可以通过动态的刺激来诱发，这些动态的

刺激材料综合了视觉、听觉等刺激材料的特点，能更

好地诱发情绪［.］。电影与录像等多媒体材料在情绪

研究中十分常用［#］。两段视频，诱发正性情绪的材

料为 ’((%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小品《 火炬

手》的片段，诱发负性情绪的材料为中央电视台“ 讲

述”栏目中关于汶川大地震的片段。为了保证情绪

诱导效果，先选取了 +( 名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学生进

行了预实验［$］。经评定，这两段视频诱发的情绪有

显著的差异。

!" / 实验过程

实验采用短时记忆扫描和心理旋转任务来检测

信息加工速度。整个实验用 01234546 +" ( 编程实现。

实验程序为，被试观看情绪诱导视频（长 + 741），然

后进行短时信息扫描任务，完成后再进行心理旋转

任务。根据 89:; 等人的研究，为克服被试的准备状

态、练习和疲劳等因素影响，任务从易到难排列［%］。

每项任务中按照注视点、刺激物、空屏的顺序呈现。

在进行足够长的休息及情绪平定后，再进行另一组

情绪诱发的实验，试验程序与第一个相同。实验环

境安静、舒适。将被试随机分成两组，分别先进行负

性或正性实验。

’ 研究结果

’" ! 描述性统计结果

实验中各个条件下的反应时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见表 !。不同情绪易感性人群在不同任务下的反应

时的差异比较见图 !。

表 !< 各种处理条件下反应时平均值与标准差

正性情绪

记忆扫描 心理旋转

负性情绪

记忆扫描 心理旋转

不易感 $#+" ’! = .+" ., $,/" ,! = !,," ’/ $%$" $! = !.," (( $.$" ’, = !’," .,

易感<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 不同情绪易感性人群在不同任务下的反应时的差异

从表 ! 和图 ! 中可以看出，总的来说，心理旋转

任务所需反应时大于短时记忆扫描任务所需的时

间。不易感人群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完成相同任务的

反应时相差不大，而易感性人群在不同情绪状态下

完成相同任务的反应时有较大差异。因此以下的数

据分析中，将从两种任务难度差异的比较、两种情绪

状态下反应时的比较、不同情绪易感性人群在不同

情绪条件下反应时的比较等 + 个方面进行。

’" ’ 不同情绪易感性人群、不同任务在不同情绪条

件下的比较

对该实验短时记忆扫描数据进行 ’ - ’ - ’ 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时，其结果如表 ’ 所示。其中，

任务难度差异显著，!（!，!/）> !," !$，" ? (" ((!。

表明心理旋转任务显著难于短时记忆扫描任务，这

表明了两任务的选择是有区分度的，可以很好地保

证以后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表 ’< 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自由度 均方 ! #

情绪易感性 ! /%. (/(" (% $" ,#!< (" (!/

情绪类型 ! !,$ %(," /+ ." ++! (" (+$

情绪易感性 - 情绪类型 ! ’’! #/’" .# ." ,$! (" (’%

任务难度 ! /,$ ,#(" ’’ !," !$!!! (" ((!

情绪易感性 - 任务类型 ! /,/ +.(" (. !," (+!!! (" ((!

情绪类型 - 任务类型 ! .( /.%" .% ." (,! (" (/!

情绪易感性 - 情绪类型 - 任务难度 ! !’! (+’" ., !’" ’!!! (" ((/

< < 注：!" ? (" (.，!!" ? (" (!，!!!" ? (" ((!，双尾。

’" ’" ! 情绪对于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 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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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类型的差异显著，!（!，!"）# $" %%，# & ’( ’$，表

明在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下，被试的反应时有显著

差异。

进一步检查交互作用时发现，情绪类型和任务

难度存在交互作用 !（!，!"）# $" ’)，# & ’" ’$，表明

在不同情绪类型条件下，任务难度的变化程度不一

致。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简单任务

时，!（!，!$）# !" *)，# # ’" +’!，在复杂 任 务 时，

!（!，!$）# +" ),，# & ’" !’$，结果表明，两者的显著

性存在差异，在复杂任务时，受到情绪的影响更大。

+( +( + 情绪易感性在情绪对信息加工速度影响中的

作用 - 结 果 显 示，情 绪 易 感 性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 *" ).，# & ’" ’$。表明在不同的情绪条件

和任务难度的情况下，不同情绪易感性的人在信息

加工速度上有显著的差别。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不同情绪易感性的被试在正性情绪条件下，

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 ’" %,，# / ’" ’$，但

是，在负性情绪条件下，不同情绪易感性被试的反应

时却存在显著差异，!（!，!$）# ," )$，# & ’" ’!。结

果表明，在负性情绪条件下，情绪易感性高的人的信

息加工速度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

情绪易感性、情绪类型、任务难度 % 者之间的交

互作用显著，!（!，!"）# !+" +!，# & ’( ’!。进一步进

行简单简单效应研究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 在简单任务下情绪类型和情绪易感性的交互作用

图 %- 在复杂任务下情绪类型和情绪易感性的交互作用

结果显示，简单任务条件下情绪类型和情绪易

感性交互作用不显著，!（!，!"）# ++" !%，# / ’" ’$，

但是在复杂任务条件下，情绪类型和情绪易感性交

互作用显著，!（!，!"）# !%" )$，# & ’" ’!。数据结果

显示，在复杂任务情况下，情绪易感性在情绪对信息

加工速度的影响上有更加明显的作用。

% 讨论

本研究讨论不同情绪易感性人群在不同情绪条

件下对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情绪易感

性在情绪类型对于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有很大的作

用。在负性情绪条件下，高情绪易感性和低情绪易

感性的信息加工速度差异尤其显著。同样，在复杂

任务情况下，情绪易感性在情绪对信息加工速度的

影响比在简单任务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简单效应

检验发现，负性情绪下不同情绪易感性的人群反应

时差异显著。

%( ! 不同任务在不同情绪条件下的比较

通过分析发现，不同任务在不同情绪条件下并

无显著差异，简单任务（ 短时记忆扫描）和复杂任务

（心理旋转）在不同情绪下均无显著差异。按照认

知资源占用说［)］，情绪会占用一部分认知资源，导致

在高难度任务下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但是本实

验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是任务难度的界定

不够准确。虽然心理旋转任务显著地难于短时记忆

扫描任务，但是可能都没有达到能够使情绪效应显

著的难度。短时记忆扫描在不同情绪水平下的显著

水平 # # ’( +’!，而心理旋转在不同情绪水平条件下

的显著水平为 # # ’( !’$，由此看出，虽然没有达到

统计上的显著水平，但是两者间的差异的趋势是存

在的，任务越难，不同情绪类型对于任务的影响差异

也更明显。

%( + 情绪易感性对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及其机制作

用

通过研究发现，情绪易感性主效应显著，表明了

情绪易感性在情绪任务中的关键作用。情绪易感性

的人群更容易被诱发出情绪，同样的情绪诱发材料

会让他们诱发出更强烈的情绪，因此可以更明显地

影响信息加工速度。

在实验中发现，情绪易感性和情绪的交互作用

显著，而且，在负性情绪条件下差异尤为显著。这表

明情绪易感性的人对于负性刺激更加敏感，和其他

人相比，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但是在正性情

绪下，两者差异并不显著。

实验结果还发现，在复杂任务情况下，负性情绪

比情绪易感性高的人更能影响认知任务的进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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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简单任务下并不存在这个效应。对于情绪易感

性低的人来说，差异并不显著。情绪易感性决定了

情绪材料的诱发效果，因此，可以把情绪易感性看作

是被试被诱发的情绪强烈的程度。负性情绪越强烈

的被试，其认知任务更受影响。负性情绪对于认知

任务的影响取决于情绪程度，情绪越强烈的被试，会

消耗掉更多的认知资源，而人的认知资源总量有限，

在简单任务时可能不受影响，但是在复杂任务时受

到影响的程度也就更大，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支持了

“认知资源占用说”。

!" ! 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研究者尝试将情绪易感性引入到情绪对信息加

工速度影响的研究中，由此得到了与前人研究不完

全一致的结果。不同情绪易感性的人群在信息加工

速度任务中表现出了比较大的差异。不同人格类型

的人在各种认知风格、信息处理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以后的研究可以

更加关注不同认知风格、信息加工方式在情绪、认知

方面的研究。

本实验还有很多不足，首先，由于符合情绪易感

性要求的被试非常难找，因此被试量比较少，虽然被

试在年龄、学历等无关变量上都能够很好地匹配，但

还是存在局限。以后的研究中应选取更大规模的被

试，得出更加完整的结论。

# 结论

不同情绪对不同难度的任务有不同的影响，任

务越难，情绪的影响效应越显著。情绪易感性能够

影响人们对于负性刺激的情绪诱发的结果。情绪易

感性高的人比情绪易感性低的人，更容易受到情绪

对于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尤其是在任务复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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