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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
情绪面孔的知觉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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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不同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不同效价情绪面孔的敏感性,探寻心理素质与情绪知觉之

间的关系,本研究以不同效价强度情绪面孔为刺激材料,以被试对情绪面孔反应的正确率和反应时为指标,考

察高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情绪面孔的知觉偏向.结果发现: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正性情绪面孔识别

速度更快,对正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负性情绪面孔识别的准确性更高,对负性情绪

存在加工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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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感知是认知活动的起点,只有感知到的事物才能被注意,进而进行记忆、思维等更复杂细致的

认知加工.而对他人或周围环境所包含的情绪信息的感知,对个体的生存和适应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情绪刺激的快速加工,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环境中所包含的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反应,达到趋

利避害的目的.虽然,有研究认为人们对威胁性或消极情绪信息比积极或中性情绪信息加工的更

快,存在负性情绪加工优势[１Ｇ２].但是,也有研究发现,不同特质个体对情绪信息的感知能力存在极

大的差异.抑郁个体比社交焦虑和控制组被试需要更大的表情强度才能正确识别快乐面孔,但识

别悲伤面孔时阈值很低[３].孤独症儿童能够在生活中表达基本情绪,但无法对自我及他人的情绪

做出识别[４].边缘人格障碍(BPD)个体会显著高估愤怒、悲伤和愤怒、快乐的合成面孔[５].比起控

制组,临床焦虑个体能更准确地识别负性情绪面孔[６].但也有研究没有发现社交恐惧症患者和正

常人在面部表情识别的准确性上存在差异,且认为如果差异存在,这种评价偏差也是内隐的和自动

化发生的[７].总之,较多研究倾向于认为,心理健康程度较低的个体更易于表现出对负性情绪信息

的感知偏向.
心理素质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的,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的、基本的、内隐的,并具有基

础、衍生、发展和自组织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发展－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８Ｇ１０].心理

素质与心理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心理素质在心理健康机理中具有核心作用,是维护个体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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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重要条件[１１].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二者的关系是“本”与“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心理素

质水平高的人,心理常处于健康状态;相反,心理素质水平低的人则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心理常处

于不健康状态[１２].虽然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关系密切,但也无法从心理健康和情绪认知的关系简

单推测心理素质与情绪认知之间的关系.因此,为更好地了解心理素质和情绪感知之间的关系,本
研究以高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为被试,使用不同效价、不同情绪强度的简笔画情绪面孔图片为实

验材料,研究高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在情绪感知上的表现和差异.

Martin等提出使用情绪阈限这一指标对个体的情绪感知能力进行测量.实验中,使用速视仪

给被试呈现不同情绪面孔的图片,请被试判断图片中的情绪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被试的情绪感

知阈限就是正确识别情绪刺激时的最短反应时间.结果证明情绪感知阈限能作为测量情绪敏感性

的方法使用,间隔两周再测的相关系数是０．８,并且和当前情绪状态、自尊、非情绪化面孔判断任务

等均不相关[１３].这说明情绪感知阈限是不受情绪影响的稳定的特质,能测量基本的情绪感知能

力.Jovev等的研究中将对情绪面孔识别的敏感性和冲动性作为被试对情绪面孔感知敏感性的指

标,从两个角度对情绪感知能力进行了更细致的描述和测量[１４].本研究中使用不同情绪强度的简

笔画面孔为实验材料,以被试对情绪面孔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作为指标,分析心理素质水平的高

低是否会影响大学生被试对不同效价情绪面孔的感知.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积极情绪面孔反应的正确率更高,反应时更短,存在对积极情绪面孔

的感知偏向;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消极情绪面孔反应的正确率更高,反应时更短,存在对消极

情绪面孔的感知偏向.
(二)被试

在西南大学发放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７００份,请愿意参加后续实验的同学留下自己的联系方

式.两周后,根据问卷数据分析结果,从中筛选出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总分大于１２５分)和低心

理素质水平大学生(总分小于１００分)各７０名,逐一电话联系确定被试,最终３５名高心理素质水平

大学生和３５名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参与了正式实验.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正常、能熟练

操作电脑,且自愿参加本实验.
(三)实验材料

(１)大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由张娟,苏志强和张大均修编,该量表共３１道题,采用５级计分.
包含认知、个性和适应性三个分量表,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分别是０．８８７、０．７８４、

０．７４９和０．７８４.本研究中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分别为０．８７９、０．８３７、０．９０２和０．９４４.
(２)情绪面孔实验材料.积极、消极情绪面孔(简笔画)各６幅,中性情绪面孔１幅,面孔的情绪

强度是依次递增的,通过改变面孔上嘴巴、眼睛和眉毛的形状和位置,使中性表情变得看起来越来

越高兴或愤怒.本研究中的简笔画情绪面孔图片来自 Kolassa等２００９年实验中所用的图片[１５],具
体见图１.

(四)实验设计

采用２(被试类别:高心理素质水平,低心理素质水平)∗３(情绪性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中
性情绪)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类别为被试间变量,情绪性质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反应的

正确率和反应时.
(五)实验程序

正式实验前,被试先进行２０个trail的练习,熟悉实验程序和规则,以确保所有被试都明白规

则并能独立正确操作.正式实验中,每张面孔情绪图片重复出现１５次,随机呈现.被试的任务是



图１　情绪面孔图片

对呈现在屏幕中央的面孔情绪图片进行快速而准确的反应.如果被试没有做出反应,５０００ms后

自动进入下一次测试,全部测试完成后,屏幕提示实验结束.整个实验过程１５分钟左右,测量结果

由电脑自动记录各部分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实验完成后,每个被试给予适当的报酬.具体实验流

程如下:
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５００ms,然后呈现面孔情绪图片,看到图片请被试迅速判断图片中

人脸的表情,图片一直呈现在屏幕中央直到被试做出反应,如果５０００ms内被试没有进行反应,则
进入下一个trail.

三、结　果

(一)两组被试对情绪面孔判断的正确率

首先剔除反应时小于１５０ms、大于３０００ms和没有做出反应的数据,然后再删除平均数上下三

个标准差的极端数据,共删除４．５％的数据.

以两组被试对情绪面孔判断的正确率为因变量,被试类别和情绪类别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主效应不显著,情绪类别的主效应显著F(１,７０)＝５３．１６２,p＜０．０５.被试

类别与情绪性质的交互作用显著,F(１,７０)＝３．９１９,p＜０．０５.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高低心理素质水

平大学生在对消极情绪面孔判断的正确率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F(１,７０)＝１３．０１３,p＜０．０５,低
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消极情绪面孔判断的正确率显著高于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结果见表１.

(二)两组被试对情绪面孔判断的反应时

以两组被试对情绪面孔判断的反应时为因变量,被试类别和情绪类别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方

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主效应不显著,情绪类别主效应显著F(１,７０)＝３．９４７,p＜０．０５.在对积极

情绪面孔的反应时上存在显著差异,F(１,７０)＝４．０２７,p＜０．０５,高心理素质大学生对积极情绪面孔

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结果见表１:
表１　高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不同效价情绪图片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中性情绪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反应时
(X±SD)

低心理素质 ９２５．１２±３６８．５５ ９０１．４７±４２２．７５ ９０５．９０±４１１．６１
高心理素质 ９３９．２４±３８６．５８ ８７５．３４±４０３．００ ９０３．８９±４１６．０９

t －０．４７８ ２．１１１∗ ０．１５３

正确率
(X±SD)

低心理素质 ０．８２±０．３８ ０．７３±０．４３ ０．６９±０．４６
高心理素质 ０．８６±０．３５ ０．７４±０．４４ ０．６４±０．４７

t －１．２０９ －０．４６０ ３．４４５∗∗

　　　　　　注:∗p＜０．０５,∗∗p＜０．０１



四、讨　论

从正确率来看,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积极和中性情绪面孔反应的正确率都低于高心理素

质水平大学生,但是在对消极情绪面孔反应的正确率上高于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且存在显著差

异.从反应时数据来看,高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消极情绪面孔的反应速度没有差异,在对积极

面孔的反应速度上,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慢于高心理素质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结果支持

了本研究的假设,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正性情绪面孔识别速度更快,对正性情绪存在加工偏

向,低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对负性情绪面孔识别的准确性更高,对负性情绪存在加工偏向.
已有研究发现,高焦虑个体对情绪刺激(尤其是负性情绪刺激)具有较强的敏感性[１６].焦虑个

体在愤怒强度很低时就能正确识别愤怒情绪[３],而对于高兴情绪则易于将其识别为中性情绪[１７].
抑郁个体与控制组被试相比,需要更大的表情强度才能正确识别快乐面孔,但识别悲伤面孔时阈值

很低[３].为什么某些表情对某种特质的人来说更易识别? Becker等指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情绪

经常被接触或在日常生活中常被体验[１８].比如,有些人能优先识别快乐表情可能因为这些人的大

多数时间都是快乐的.而消极情绪较多的个体,大多数时间都是不快乐的,更常体验负性情绪,所
以对负性情绪的识别更容易.而且,具有积极情绪的个体会更多的注意到积极信息,而具有消极情

绪的个体会更多的关注消极的信息[１９].已有研究证明,心理素质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程度和情绪特

征有着密切的联系,心理素质对抑郁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效应,与积极和消极情绪也有显著

的相关[２０Ｇ２２].高心理素质水平个体有更多的正性情绪,低心理素质水平个体有更多的负性情

绪[２３].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因为有更积极的情绪状态,更多体验到正性情绪,影响了他们对相

应情绪的知觉.
另外,关于情绪弹性的研究发现,情绪弹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将中性情绪面孔判定为是积极情

绪,在面对不确定的情绪环境时表现出积极情绪偏向[２４].已有研究发现,高心理素质水平个体也

具有较高的情绪弹性水平[２３].高情绪弹性个体具有较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利于其更好地应对不利

情境[２５],并且,积极情绪能产生持久的个人资源,增强个体的意识、勇气、探索性的思想和行动,而
这些又反过来为个体提供更丰富的资源[２６],使个体实现对环境的有效应对,并从压力中尽快恢

复[２７].因此,同高情绪弹性个体一样,高心理素质水平大学生也具有更积极的情绪状态,对世界抱

有更积极的认知,也更易加工与其情绪状态和认知相一致的信息.这种对情绪信息的积极认知偏

向使高心理素质个体在看待世界时犹如戴上了一副“玫瑰色的眼睛”,使他们以更积极的方式对环

境中的信息作出解释.这也是他们保持积极情绪,能更快地从逆境中恢复,拥有较好的心理健康状

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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