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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诱发方法及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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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情绪与认知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中, 诱发出持续、稳定而又可靠的情绪是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 也是实验

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详细评述了 7种情绪诱发方法的优缺点、论述了 2 种最新的情绪诱发方法的基础上, 从要

求特征、自我报告的偏差、积极和消极情绪强度的非对称性、个体差异、道德因素 5 个方面重点介绍了在情绪诱发

中应注意的共同问题及其应对方法, 并从情绪诱发材料的标准化、提高情绪测量的准确性等方面对完善和发展情

绪诱发方法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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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情绪与认知相互作用的研究中, 诱发出持续、稳定而又可靠的情绪是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 也是

实验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鉴于此, 有必要对过去( 20世纪 60年代末至今)来使用较为广泛的情绪诱发方

法进行回顾和评述. 情绪诱发是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以及通过一系列程序来诱发个体特定情绪状态的过

程[ 1] , 情绪诱发方法则是指/在非自然和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唤起个体临时性情绪状态的策略0 [ 2] . 过去四十

多年来许多学者对情绪与认知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在此过程中设计了一系列诱发临时性积极和

消极情绪的方法, 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方法有 Velten [ 3]、自传式回忆[ 4] 、想象[ 5]、图片[ 6-7] 、音乐[ 8]、电影

剪辑
[ 9]
情绪诱发法以及组合情绪诱发法

[ 10]
. 最近有学者将上述传统方法与互联网或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

设计出了生态效度更高的基于互联网的情绪诱发法
[ 11]
或虚拟现实情绪诱发法

[ 2]
.

1  主要的情绪诱发方法
11 1  Velten情绪诱发法

这种方法是由 Velten在 1968年提出 [ 3] , 该方法是通过让被试阅读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语句并体验语

句所表达的情绪意涵从而实现情绪诱发. 在 Velten最初的研究中, 为了考察情绪对认知或行为的影响, 他

将被试随机分配到 3个实验处理组(积极组、消极组、中性组)和 2个要求特征控制组(角色扮演) . 积极组

和消极组集中精力阅读 60句积极或消极的自我参照的陈述句, 与此同时设法体验句子所表达的情绪意涵;

中性组则阅读 60句即不指向自我也与情绪无关的陈述句, 这些句子的作用是用来控制阅读效应和实验参

与效应. 2个要求特征控制组的被试接受了要求特征的控制处理, 其中一组模仿积极组的行为, 另一组则

模仿消极组的行为. 后来的研究者对 Velten 情绪诱发法的施测方式、指导语的呈现方式、陈述句的数量、

实验组的安排作了调整, 但是整体结构或形式并没有作太大的改变. V elten 情绪诱发法因其操作简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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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实验室情绪诱发方法
[ 1, 12]

. 由于在 V elten情绪诱发法中情绪诱发材料为文字性语

句, 所以对语句意义的理解程度不可避免地受被试个人的文化背景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影响, 另外它也一直

因其潜在的要求特征而备受争议.

11 2  自传式回忆情绪诱发法

在情绪诱发时, 被试首先闭上眼睛, 然后回忆 3件自传式的能唤起悲伤、愉快或中性情绪的事件, 比

如为了诱发悲伤情绪, 被试闭上眼睛后回忆 3件悲伤程度逐渐加深的事情, 这些事件会让被试感到孤独、

感到被抛弃、感到被排斥、感觉受到伤害等, 随着回忆的进行, 被试会逐步变得悲伤或越来越不愉快[ 4] . 尽

管类似的方法早被作为阿德勒心理疗法的一部分广泛地运用于临床实践, 但是真正作为实验室诱发情绪的

方法是由 Brew er 和 Dought ie提出来的
[ 4]
. 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方法虽然能有效地诱发出目标情绪, 但是由

于它需要被试有意识的合作, 这就有可能导致要求特征的出现 [ 12] .

11 3  想象情绪诱发法

这种情绪诱发方法是由Wright 和 Mischel提出
[ 5]
. 被试首先在指导语的帮助下使自己放松, 随后把注

意力集中于将要播放的指导语, 接着想象一些悲伤、愉快或中性的情景, 这些情景既可以是想象的也可以

是过去生活中真实经历过的, 不过都要求对头脑中浮现的情景形成栩栩如生的景象, 然后身临其境般地思

考和感受这些景象. 有时为了能更有效地诱发情绪, 还要求被试将想象的事情或感受的情感写出或者是详

尽地口述出来
[ 12]

. 可以看出, 此方法与自传式情绪诱发法有相似之处, 只不过在想象情绪诱发法中被试可

以想象自己并没有真实经历过的情景, 因而它的不足之处与自传式回忆情绪诱发法相似[ 13] .

11 4  图片情绪诱发法

让被试观看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图片, 以产生所需要的目标情绪状态. 在情绪诱发过程中, 有的研究

者每呈现一张图片就让被试对自己的情绪变化进行评定, 但更多的研究者是在连续呈现积极、消极、中性

图片后再让被试评估情绪的变化. 近年来, 情绪图片诱发法被广泛地运用于情绪或情绪与认知的相互作用

的研究中, 部分原因是标准化情绪图片库的建立, 比如, 国际情绪图片系统( Internat ional Affect ive Picture

System, IAPS)
[ 6]
和中国情绪图片系统( Chinese Af fect ive P icture System, CAPS)

[ 7]
. IAPS 不但方便研究

者选择标准化的图片作为情绪诱发材料, 而且使不同的实验室或是不同的研究人员所做出的实验结果具有

更高的可比性, 也使实验的可重复性增强[ 6-7] . 但是它有一些明显的不足, 一是由于使用这种方法诱发出来

的情绪持续时间极其短暂
[ 6]
, 二是 IAPS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 所以我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对其进行了中国

化加工, 建立了 CAPS [ 7] .

11 5  电影剪辑情绪诱发法

电影剪辑情绪诱发法泛指通过观看电影或录像剪辑来诱发被试特定情绪状态的方法. 在观看电影或录

像剪辑前, 被试被告知在观看过程中不要抑制产生的任何情感, 而是让它们自然地流露
[ 9]
. 国外研究者常

用电影剪辑/当哈利遇上莎莉0来诱发积极情绪, 用/舐犊情深0来诱发消极情绪[ 13] . 国内李建平等 [ 14]选择

了 6段电影片段作为诱导情绪的材料, 悲伤: 5我的兄弟姐妹6片段; 厌恶: 5苍蝇6片段; 愤怒: 5不要和陌

生人说话6片段; 快乐: 5卓别林6片段; 恐惧: 5午夜凶铃6片段; 中性: 山水风景. 由于电影或录像剪辑是动

态的刺激材料, 同时综合了听觉、视觉情绪刺激的有优点, 所以能更有效地诱发情绪. 另外, Gilet 认为电

影剪辑情绪诱发法与其它方法相比不会引起太多的道德问题, 因为被试在电视上几乎每天都会观看到令人

情绪激动的画面
[ 13]

. 但李建平等
[ 14]
使用5午夜凶铃6这类极端恐怖的电影片段来诱发恐惧情绪就必须思考

潜在的道德问题.

11 6  音乐情绪诱发法

让被试听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音乐, 使他们在音乐的帮助下唤起愉快、悲伤或者中性的情绪状态.

最初使用此方法的时候
[ 8]

, 试验中播放的音乐是由被试自己选择的, 但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实验, 后来大

多数研究者都选择播放实验者自己挑选的音乐来诱发被试的特定情绪状态. 诱发愉快情绪通常播放巴

赫的/ 勃兰登堡协奏曲 30 ; 诱发悲伤情绪通常让被试听以半速演奏的俄罗斯音乐大师谢尔盖 #普罗科菲

耶夫的/亚历山大 #涅夫斯基: 俄罗斯在蒙古人的枷锁下0, 而诱发中性情绪则播放德国摇滚组合/ 发电

站0的/袖珍计算器0 [ 10,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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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具有其它情绪诱发法无法比拟的优势, 音乐情绪诱发法被广泛运用. 首先, 它增加了诱发出来的

积极和消极情绪在强度上相等的可能性 [ 12, 16] , 其次, 它比其它方法更有效地诱发情绪 [ 1, 12] , 最后, 由于音

乐主要是作用于听觉通道, 所以与其它通道的情绪诱发方法相比, 它所诱发出来的情绪更强、更深入、持

续时间更长. 尽管音乐情绪诱发法具有以上优点, 但是目前还没有像图片情绪诱发法那样有标准的情绪材

料库可供选用.

11 7  组合情绪诱发法

组合情绪诱发法是指有些研究者为了更有效地诱发目标情绪,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绪诱发方法组合

在一起来诱发被试的情绪状态的方法
[ 12-13]

. 组合情绪诱发法的基本原理是: 第一种情绪诱发方法的作用是

去捕获前景注意, 而后续情绪诱发方法的作用是产生一种与前景情绪一致的背景情绪氛围 [ 10, 13] . 出于经济

和时间的考虑, 通常只是将两种情绪诱发法组合在一起. 比如, M ayer 等提出了一种比较有效的组合情绪

诱发法, 他们用音乐来引导被试的想象, 结果发现与只有想象而没有音乐相比, 播放音乐后增加了情绪诱

发的有效性
[ 10]

. 在组合情绪法中由于后续的情绪诱发法不但能巩固前面所诱发的情绪, 而且能更进一步地

诱发情绪, 因此与单一情绪诱发法相比能更有效地诱发情绪, 该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 但是组

合情绪诱发方法中每种情绪诱发方法所诱发出的情绪是否具有同质性, 这是今后的研究中应当思考的一个

问题.

虽然上述情绪诱发法都能有效地诱发目标情绪
[ 1, 12]

, 但哪一种方法能更好、更有效地诱发情绪, 目前

研究者还没有达成共识. 根据 Mart in的描述, Velten 情绪诱发法在 50%的被试身上获得了成功, 而想象、

音乐、电影剪辑情绪诱发法达到了平均 75%的成功率
[ 1]

. 研究者发现音乐不但能有效地诱发积极情绪, 而

且诱发的情绪也具有相对的同质性, 但其它情绪诱发法诱发的情绪都有明显的异质性 [ 1, 12] , 这似乎可以说

明音乐情绪诱导法是最有效的情绪诱发方法, 但有研究者分析情绪诱发效应的大小后发现, 较之具有最大

的情绪诱发效应的电影剪辑情绪诱发法, 音乐只是唤起了中等程度的情绪诱发效应 [ 12] , 这与 Mart in 等[ 1]

认为的音乐能最有效诱发情绪不一致. 但Westermann等也指出在由电影剪辑诱发情绪的过程中可能启动

了很多其它的认知活动, 这不利于揭示情绪对某一特定认知过程的影响[ 12, 17] .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谨慎地

认为音乐情绪诱发法是最好的情绪诱发方法, 而电影剪辑情绪诱发法是最有效的情绪诱发方法.

2  情绪诱发方法的新进展
21 1  基于互联网的情绪诱发法

GÊ ritz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情绪诱发法, 它是通过被试在互联网上完成一系列传统的情绪诱发任务而

实现的[ 11] . 从严格意义上讲, 基于互联网的情绪诱发法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情绪诱发法, 而只是传统的情绪

诱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 但这一结合使情绪诱发有了新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 由于试验者和被试本身

并不接触, 所以很好地控制了要求特征或实验者效应; 其次, 在短时间内可以方便快速地对大量被试进行

情绪诱导; 最后, 被试在试验中有较大的自由选择空间, 因而提高了情绪诱发的生态效度, 也充分地考虑

到了道德因素, 比如在诱发消极情绪时, 被试假如觉得刺激材料令人难以忍受, 可以跳过或放弃这个步骤.

当然它也有其局限性: 第一, GÊr it z发现此方法并不能有效地诱发积极情绪[ 11] ; 第二、由于被试的严重流

失和大量的无效被试的排除, 因此需要大量的被试, 尤其是在持续时间长的情绪诱发过程中; 第三, 由于

通过互联网呈现刺激和收集数据, 因而需要良好的网络技术的支持.

21 2  虚拟现实情绪诱发法

该方法的基本过程是首先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创设一种虚拟的中性环境, 然后这个环境随着需要诱发的

目标情绪的不同而逐渐改变, 在整个过程中会伴随指导语引导被试的行为. 最重要的是, 要让被试确信自

己身处于一个 /真实0的环境中. 比如诱发悲伤情绪的过程是: 在一个阴天, 被试来到一个色调灰暗的公园

(虚拟的) , 周围树木的叶子全掉光了, 公园空无一人, 只播放着一段令人感到悲伤的音乐. 2 min后, 被试

走出公园来到一个八角形的平台上, 在其中 5个角上出现悲伤的语句, 句子上方同时浮现和句子意境一致

的图片, 指导语要求被试仔细阅读句子并感受具体的情绪意涵. 在此之后, 被试来到电影院看了一段悲伤

的电影, 看完电影, 指导语要求被试回忆电影中的情景, 并大声的叙述出来
[ 2]
. 虚拟现实情绪诱发法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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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功地诱发相应的积极和消极情绪, 而且还能快速地实现目标情绪之间的转换, 例如将诱发的悲伤情绪

又通过改变诱发情境而转变为愉快情绪 [ 2] . 可见, 虚拟现实情绪诱发法是虚拟现实技术与传统的实验室诱

发方法的结合. 由于在虚拟的环境中被试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真实环境的临场感, 即身临其境的感觉, 因而

提高了情绪诱发的生态效度. 但虚拟现实情绪诱发法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何进一步提高虚拟

场景的仿真度以提高被试心理上的真实感, 从而提高其对情绪诱发的参与度.

3  情绪诱发过程中应注意的共同问题
31 1  要求特征

虽然上述情绪诱导法被证明能有效地诱发情绪, 但对于观察到的情绪变化是来自于真实的情绪诱发还

是来自于要求特征一直存在着争议 [ 1] . 这里的要求特征是指在情绪诱发中由于被试对实验目的猜测或因为

实验者将实验的目的明确告诉了被试, 由此导致被试没有产生真正的情绪变化, 但为了符合主试的预期或

是为了遵从实验的要求, 被试做出了虚假的报告. 要求特征对情绪诱发的影响不容低估, Slyker 和 McNa-l

ly使用了 4种条件(指导语、指导语+ 音乐、指导语+ V elten、指导语+ 音乐+ V elten)来诱发被试的焦虑

和忧伤的情绪, 结果发现, 在只有指导语的条件下也能轻而易举地改变被试的情绪, 而且有的被试在这种

条件下获得的情绪变化与其它 3种真实的情绪诱发没有显著的差异
[ 18]

. 为了减少或消除要求特征对情绪诱

发的影响, 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控制或减少要求特征, 比如不告诉被试实验的真正目的, 在数据分析的过

程中将具有明显要求特征的被试排除.

31 2  自我报告的偏差
已有研究设计了许多方法来评估情绪诱发效应的大小, 这些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自我报告和

行为测量. 较之行为测量, 自我报告不但具有省时、省力、方便、花费少等优点, 而且具有较高的准确

性, 因而受到研究者的广泛使用. 常用的自我报告方式的量表有视觉类比量表、多重情感形容词检表、

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情绪分化量表等. 但采用自我报告方式对情绪诱发效应大小进行测量也可能带来

一些偏差. 首先, 对情绪评定往往是在情绪诱发或者实验结束后开始的, 此时的自我报告是对过去经历

的情绪变化的回忆, 然而对情绪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因此自我报告就存在准确性问题; 其

次, 自我报告容易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 最后, 自我报告容易受到个人信念和情感的影响, 当实际的

情绪变化和自己的信念不一致时, 对自我报告的准确性影响最大. 行为测量指在情绪诱发后完成行为测

验任务来评估情绪诱发效应的大小, 它虽然是一种客观而有效的测量情绪变化的手段, 但由于其费时、

费力、不经济等原因并不被广泛使用. 因此, 为了提高对情绪诱发效应评估的准确性, 可行的做法是将

自我报告和行为测量相结合.

31 3  积极和消极情绪强度的非对称性

很多研究者都发现, 诱发出的消极情绪的强度往往要大于积极情绪
[ 11-12, 1 6]

. 具体来说, 积极情绪与

中性情绪的效价之差的绝对值往往要小于消极情绪与中性情绪的效价之差的绝对值, 这可能是因为人

们经常处于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 因而情绪诱发对个体的积极情绪影响较小 [ 11-12 ] . 一种有效地估计情绪

强度是否相等的方法是将积极和中性情绪效价的差值与消极和中性情绪效价的差值作配对的 T 检验,

如果差异不显著, 说明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强度相等
[ 16]

. 也有研究者提出使用音乐诱发法可以减少所诱

发出的积极情绪和负性情绪在强度上不相等的可能性 [ 12, 16 ] . 另外可以选用标准情绪刺激材料库, 比如

IAPS
[ 6]
和 CA PS

[ 7]
, 这样方便在情绪刺激材料的效价和唤醒度方面进行匹配, 从而增加诱发出来的积极

和消极强度相等的可能性.

31 4  个体差异

个体差异是情绪诱发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首先, 每个被试对特定情绪诱发方法的易感性不一

样[ 1, 12] , 比如有的被试对音乐情绪诱发法比较敏感, 而 Velten情绪诱发法对他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其

次, 在情绪诱发过程中也存在性别差异, 这种性别差异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 一方面, 女性更容易

陷入悲伤的情绪或者自然地产生抑郁症, 所以可能更容易受到外部情绪刺激的影响, 另一方面, 可能是

女性与男性相比, 在情绪诱发过程中产生了更强的要求特征. 如果情绪诱发刺激的内容正是当前被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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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 那么这种个体差异就会更明显
[ 1]
. 这种性别差异或许更有利于揭示情绪与认知的相互关系, 因

此有的研究者在情绪与认知的研究中只选择女性被试. 最后, 在情绪诱发过程中还存在年龄差异. Klie-

gel等诱发老年人和年轻人的消极情绪后发现, 相对于年轻人, 老年人的情绪反应性更大, 而且情绪调节

能力更强 [ 19] .

31 5  道德因素

一般来说, 在诱发积极情绪时很少关心道德问题, 但在诱发消极情绪时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在诱

发悲伤、焦虑、恐惧等消极情绪时使用的情绪诱发材料可能会对某些被试造成心理创伤, 所以情绪诱发最

好采用自愿参加实验的被试, 或者是在诱发消极情绪的时候排除具有临床抑郁、焦虑, 或者是在情绪诱发

前非常悲伤或焦虑的被试, 在试验结束时核查被试的情绪是否回到了正常水平
[ 1]
. 这方面, GÊ ritz 在诱发

消极情绪时的做法值得推崇, 被试可以通过点击网页上的按钮来跳过某些情绪刺激或者放弃整个情绪诱发

步骤, 情绪诱发结束后, 会给被试呈现一些卡通画、笑话等, 以帮助被试的情绪回到正常水平[ 11] . 如果有

条件, 可以在实验结束后对被试进行心理康复辅导.

4  总   结
由于情绪诱发的复杂性, 尽管每一种方法都能成功地诱发情绪, 但是它们都有自己的不足, 同时它们

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 因此如何诱发出客观、稳定而可靠的情绪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对未来

的情绪诱发法的发展,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或完善. 第一, 近年来为了更有效地诱发情绪, 情绪

诱发方法表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是将多种简单情绪诱发法进行组合, 另一方面是将情绪诱发方法

与虚拟现实等技术相结合. 但是否还存在其它能更有效的诱发情绪的组合方式呢? 或者存在更有效的情绪

诱发方法与技术的结合呢? 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二, 目前的情绪诱发方法大多是笼统地诱发出

积极、消极和中性的情绪状态, 但是每一种大的情绪类别里又包含了很多小的情绪状态, 如消极情绪里又

包含悲伤、恐惧、焦虑、抑郁等, 所以设计能诱导出相对单纯的情绪状态的方法或者说是如何将某一种具

体的情绪状态从大的情绪类别中分离出来是今后研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三, 从前面的综述可以看

出, 除图片情绪诱发法有标准的情绪刺激材料可选用外, 其它的情绪诱发方法并没有建立标准化的刺激材

料库, 这不便于比较不同研究者的结果, 也降低了重复试验的可能性. 因此如何建立标准化的情绪诱发材

料库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四, 情绪测量在情绪诱发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自我报告在评估情绪时因其

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被广为使用, 但是仍然存在偏差, 而行为测量虽然客观, 但出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使用

得并不广泛, 为了提高情绪测量的准确性, 一种暂行的办法是将二者结合, 但这样做仍旧不能克服费时、

费力、费钱的弱点. 所以需要设计出准确性更高、更经济的情绪测量方法. 总之, 如何完善现存的情绪诱发

方法? 如何设计出新的情绪诱发方法来更有效地诱发情绪? 如何设计更精确的情绪测量手段? 这些是研究

者仍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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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d Induction Procedures and the Recent Advancement

JIANG  Jun,  CHEN Xue- fei,  CHEN An-tao
School of Ps ycholog y , Southw est Univers ity , Chonngqing 400715 , China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 ion betw een emot ion and cognit ion, inducing a sustained, stable and

reliable mood no t only the premise of perform ing experiment, but crit ical to achieve good experimental re-

sult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the r esearchers have developed a r ange of methods for inducing temporary

mood states. F ir st o f al l, this paper detailed review ed seven kinds of mood induction pro cedures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n discussed the advancement of mood induct ion methods.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s focus on discussing five common factors, w 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 ion to in mood in-

duct ion, such as demand characterist ics, self- repor ting bias, the asymmetry of intensity o f po sit iv e and

negat ive mood, individual dif ferences, and ethics, and some solut ion for them were given as w ell. In addic-

t ion, some recommendat ions also be g iven to impr ove and develop mood induct ion pro cedures, eg1 , the

standardizat ion of mood induct ion mater ials,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mood measurement and so on.

Key words: mood induct ion; posit ive mood; negative mood; moo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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