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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使用内隐联结测验、序列递减任务以及中国情绪图片系统 (CAPS)中的情绪图片为实验材料 ,比较了负性情绪诱发

情境下 ,不同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个体的情绪体验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态度的个体 ,在负性情绪诱发情

境下 ,会自动化的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对情绪调节持消极内隐态度的个体 ,则未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自动化的控制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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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调节是人类早期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方面 ,同
时也是个体适应社会生活的关键心理机制之一[1 ] 。
有关情绪调节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 ,在他
的相关论述中已经可以看到对情绪调节的形式以及
功能角色的探讨[2 ] 。然而 ,情绪调节真正作为独立的
研究领域出现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心理
学[3 ]。目前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4 ]。

尽管在弗洛伊德的论述中 ,情绪调节在很大程
度上是无意识的[2 ] ,也有研究者提出 ,情绪调节的过
程既包含意识的过程 ,同时也包含无意识的过程[5 ] 。
但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情绪调节发展
的研究还是过程的研究 ,研究者都将主要精力放在
主动的或有意识的情绪调节研究上。这在很大程度
上忽视了情绪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动化的情
绪调节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6 ] 。

自动化情绪调节包含两大类过程 ,一是自动化
的情绪调节行为[7 ] ,另一方面则是个体对情绪调节
的内隐表征[8 ] 。作为个体对情绪调节内隐表征的重
要组成成分 ,个体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 (implicit atti2
tude to emotion regulation)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所
谓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是指个体无法内省识别 ,或者
无法精确识别的对情绪调节本身的评价 ,这种无意
识的评价可以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这一心理过程的
喜好、思考和行为[9 ] 。

根据态度的积极程度 ,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
情绪调节内隐态度。一种认为 ,情绪调节是积极的 ,

应该对情绪加以调节和控制。另一种态度则认为 ,

对情绪的调节和控制是不应该的 ,情绪应该得到自
然的表达。Mauss 和 Gross 最早对情绪调节内隐态
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他们采用情绪调节版的内隐联
结测验 ( ER - IA T)区分出两种不同情绪调节内隐态
度的个体 ,并通过设置愤怒诱发情境 ,考察被试的情
绪表现。研究结果表明 ,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态

度的个体表现出较低程度的愤怒体验[8 ] 。最近的研
究也再一次证明 ,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态度的个
体 ,会自动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10 ] 。

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 ,在 Mauss 和 Gross 等人的
研究中 ,研究者是通过被试主观报告的方式了解其
情绪状态。在这里有一个因素未能得到排除 ,那就
是被试对情绪的反思和再认。根据 Izard 的观点 ,情
绪体验本身并不涉及认知系统 ,而情绪体验一旦进
入认知系统 ,就意味着情绪已经被调节[11 ] 。脑成像
研究的结果同样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Beauregard

等人[12 ]和 Ochsner 等人[13 ]采用脑成像技术研究发
现 ,对情绪本身的注意会激活调节过程 ,从而影响产
生情绪脑区的激活程度。在这种情况下 ,被试最终
情绪体验主观报告的差异 ,一方面可能是在情绪诱
发情境中的调节控制差异造成的 ,另一方面则有可
能是在被试报告过程中的认知调节差异造成的。
Mauss 和 Gross 等人的研究无法有效分离出这两种
差异。我们认为 ,只有在研究中排除主观报告的影
响 ,才能很好地说明 ,个体究竟是在报告之前进行了
无意识地调节 ,还是在报告过程中因为认知的调节 ,

从而降低了个体的情绪体验。
此外 ,在 Mauss 和 Gross 等人的实验中 ,研究者

设置的是一种愤怒诱发情境 ,这种情境所诱发的愤
怒情绪从分类上来看属于高激活的负性情绪范畴。
那么 ,对于激活程度相对较低的负性情绪 ,情绪调节
内隐态度是否也会发挥同样的作用 ? 本研究拟就上
述问题进行探索和探讨。

2 　方法

211 　被试
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 109 人 ,其中男 45 人 ,女

64 人。被试的总体年龄处于 18 到 20 岁之间。所有
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均自愿参加本研究。研
究结束后 ,每人获得一份纪念品。
212 　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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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 　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测验 :

采用 Inquisit 软件编制情绪调节版内隐联结测
验 ( ER - IA T) 。IA T 中目标词的选取基本参照
Mauss 等人[9 ]的研究材料 ,并结合汉语的语法习惯
进行了修正。

情绪表达目标词为 :宣泄、释放、表露、奔放、情
绪化、激情。

情绪控制目标词为 :克制、忍耐、冷静、忍让、容
忍、理智。

积极属性词包括 :光荣、珍贵、舒服、美丽、健康、
优秀。

消极属性词包括 :悲惨、可怕、残忍、恶心、羞耻、
肮脏。

测验采用标准的七部分程序[15 ] ,其中 1、2、3、5、
6 部分为练习部分 ,第 4 和第 7 部分为相容和不相容
测验部分。分类错误时给予错误的反馈 ,在被试纠
正错误后才能继续进行分类反应。电脑记录被试每
一次反应的时间和正误情况。

为了避免顺序效应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学号为
偶数的被试在第四部分进行的是情绪表达与消极属
性词的联合辨别反应 ,在第七部分进行的是情绪表
达与积极属性词的联合辨别反应。学号为奇数的被
试则相反。
21212 　序列递减任务 :

参照 Cosenzo 等人研究中所采用的序列递减
(serial subtraction) 任务诱发被试未激活的负性情
绪[14 ] 。任务要求被试从 1000 开始 ,依次递减 7。我
们对程序进行了计算机化处理 ,被试计算的结果直
接报告在电脑上。程序的指导语为 :“下面要进行的
一项任务对大部分大学生来讲都非常的简单 ,通常
会很快完成 ,而且很少出错。任务要求 :从 1000 开
始依次减 7。请将计算的结果通过键盘输入电脑屏
幕中央的方框中。”预研究结果表明 ,97 %的被试报
告有不同程度的受挫和郁闷情绪的产生。
21213 　情绪状态投射程序 :

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 (CAPS)中选取第 007 号图
片 (如图 1 所示) ,要求被试对图片的愉悦程度打分 ,打
分范围从 1 至 9。本阶段实验的指导语为 :“一会儿在
电脑的屏幕中央将会出现一张图片 ,你的任务是迅速
判断自己看完图片后的愉悦程度。我们提供了 9 个
选项 ,其中 9 代表愉悦程度高 ,1 代表愉悦程度低 (也
就是自己感到不愉快) 。具体来说 ,有趣、赏心悦目、
满意、充满希望代表愉悦 ;心情不好、厌恶、忧伤、恐惧、
愤怒等情绪代表不愉快。请在看完图片后 ,然后根据
自己真实的感受用鼠标进行打分。”
213 　实验程序
　　正式实验采用个别施测的方式进行。实验共分
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进行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测定。测试采

用个别施测的方式进行 ,每个被试单独居于一个独
立的实验室。主试在讲完实验基本要求后离开房
间 ,被试自行按照指导语的提示完成测试 ,计算机记
录被试每一次揿键反应的时间和正误。

图 1 　情绪状态投射程序所用材料

在 ER - IA T 测验之后 ,将所有被试的 IA T 测验
结果导入 SPSS 进行统计检验 ,将错误率超过 20 %

的被试删除。将相容测验部分反应时显著小于不相
容测验部分反应时的被试选取出来 ( t 检验 , p <
105) ,定义为情绪控制组 ;将相容测验部分反应时显
著大于不相容测验部分反应时的被试选取出来 (t 检
验 ,p < 105) ,定义为情绪表达组 ;最终获得情绪表达
组有效被试 15 名 ,情绪控制组有效被试 17 名。

第二阶段间隔一周之后进行 ,所选取的 32 名有
效被试完成序列递减任务后 ,马上完成情绪状态投
射程序。测验一间小房间里进行 ,测验采用单独施
测 ,在计算机上完成。主试在讲完基本要求后离开
房间 ,被试自行按照指导语的提示完成测试 ,计算机
记录被试的反应。

3 　结果

311 　数据的预处理
采用 Greenwald 提出的 D 值[15 ]计算 IA T 效应。

由于本研究中的 IA T 程序要求被试必须对错误反应
进行纠正 ,并且所记录的反应时是从刺激开始出现
一直到被试做出正确的按键反应为止。因此 ,参考
Greenwald 等人的研究 ,本研究中的 IA T 效应采用
D-biep 指标 ,即纠错式 D 值 (D measure with built -

in error penalty) 。Greenwald 等人编制了标准 SPSS

统计计算程序 ,我们根据本研究对程序进行了修订 ,

采用 SPSS 1110 统计软件自动计算 D 值。
D 值的计算方法 :数据来自第 3、4、6、7 部分的按

键反应时。剔除其中大于 10000ms 的反应时和小于
400ms的反应时。对错误按键的反应时进行纠正 ,以
其所属的联合部分的平均反应时加上 600ms 或 2 个
标准差代替。以相容部分和不相容部分的平均反应
时之差比上所有数据的标准差作为内隐联结的指标。
312 　两组被试情绪调节内隐态度的差异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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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控制组被试和情绪表达组被试 D 值的描述
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被试 D 值的描述性统计

组别 N M SD

D 值 情绪表达组 15 - 0167 0130

情绪控制组 17 0161 0121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两组被试的 D 值存
在极其显著的差异 , t = 14109 , p = 0100。
313 　两组被试情绪状态投射程序得分的差异性检
验

将被试打分的结果输入电脑 ,采用 SPSS1210 进
行统计分析。两组被试打分情况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被试愉悦程度打分的描述性统计

N M SD

情绪表达组 15 6167 1199

情绪控制组 17 7194 1144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两种类型被试在愉悦
程度上打分的差异。检验结果表明 ,二者存在显著
差异 ( t = - 2110 , p = 0103) ,情绪表达型被试的打分
明显低于情绪控制型被试的打分。

采用 Z 检验考察两组被试的打分与图片标准参
数之间的差异 ,检验结果表明 ,情绪控制组被试的打
分与标准参数不存在显著差异 ( Z = 0147 , p >

0105) ,而情绪表达组被试的打分则显著低于标准参
数 ( Z = 3105 , p < 0101) 。

图 2 　不同情绪调节内隐态度被试愉悦度打分

及其与标准参数的比较

4 　讨论

　　Mauss 和 Gross 等人的研究表明 ,对情绪调节持
积极内隐态度的个体 ,在经历情绪诱发情境时 ,会自
动化的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从而表现出较低程
度的情绪体验。然而 ,在他们的研究中 ,研究者是采
用被试主观报告的方式了解被试的情绪体验 ,因此
很难判断个体究竟是在情绪诱发过程中自动地调节
自己的情绪 ,还是在回想和再认自己的情绪时 ,因为
认知的参与 ,从而调节和弱化了自己的情绪体验。
在本研究中 ,我们试图排除主观报告的影响 ,采用情
绪状态投射的方法反应被试当时的情绪状态。

从研究的基本过程来看 ,被试经历一次负性情
绪诱发情境 ,紧接着完成情绪状态投射任务。在这

过程中 ,如果被试自动化地、即时地调节和控制了自
己的负性情绪 ,那么其对情绪状态投射材料的打分
应该处于比较自然的水平。反之 ,如果被试没有对
自己的负性情绪进行即时地、自动化的调节 ,那么其
对情绪状态投射材料的打分则会受之前情绪状态的
影响 ,出现偏消极的情况。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 ,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
态度的个体对情绪状态投射材料的打分显著高于对
情绪调节持消极内隐态度个体的打分。通过与标准
参数的比较可以看出 ,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态度
个体的打分处于比较自然的水平 ,而对情绪调节持
消极内隐态度的个体 ,其打分则显著低于自然水平。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 ,我们认为 ,是因为对情绪调
节持积极内隐态度的个体 ,在序列递减任务过程中 ,

对自己的情绪状态进行了调节和控制。考虑到整个
实验过程中 ,研究者并未要求被试主动地调节自己
的情绪 ,这种调节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和自发产生
的。也就是说 ,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态度的个体
在情绪诱发情境下 ,会自动地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
和有意识的情绪调节不同 ,在这一过程中 ,个体不需
要耗费过多的认知资源 ,因此可以有效地避免有意
识情绪调节所需付出的种种代价[16 ] 。

这种自动地调节作用是如何实现的呢 ? 我们认
为 ,情绪诱发情境中的某些线索会自动激活个体头
脑中情绪调节相关的知识结构 ,其中包括对情绪调
节的内隐态度。而如果个体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是
积极的 ,那么情绪控制就会成为其自动化的目标。
个体会采用一系列主动或无意识的行为对自己的情
绪进行调控 ,从而更好的适应环境。当然这一假设
是否成立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证实。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对情绪调节持积极内隐态度
的个体 ,在负性情绪诱发情境中 ,会自动化的调节和
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对情绪调节持消极内隐态度的
个体 ,则未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自动化的控制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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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he Implicit Attitude Towards Emotion Regulation on Individual
Emotion Regulation

L i u J unsheng1 , S ang B iao2

(1 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234)

(2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 y , Shanghai , 200062)

Abstract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 the Serial Subtraction Task and pictures from 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 CAPS)

were used to test the effects of the implicit attitude towards emotion regulation on individual emotion regu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bjects with positive implicit attitude towards emotion regulation could automatically control their emotion in the negative e2
motion2eliciting context , but the subjects with negative implicit attitude towards emotion regulation would not control their emotion in

this kind of context . Implicit attitude towards emotion regul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individual emotion regulation.

Key words 　Emotion Regulation , Implicit Attitude , Serial Subtraction Task , 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C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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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 inear varieties of similarity and rivalrousness
of category features on feature predictions

Zheng Haiyan [ ,2 , Mo L ei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31)

(2 (Centre of Curriculum Studies in Basic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 y ,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Two experiments were designed to explore how the relation between new items and category members influenced feature predictions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double categories. 62 freshmen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s. In experiment 1

the subjects were provided the category label , but in experiment 2 they were not. We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number of diagnostic fea2
tures on feature predict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he linear varieties of similarity and rivalrousness of category features affect feature predic2
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number of diagnostic features had the same influence on feature predictions , which also

meant that linear varieties of similarity and rivalrousness had the same influence on feature predictions.

Key words 　feature predictions , similarity , rivalrousness ,features’prob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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