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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the individual decision in af-
fective forecasting. By the priming experiment, participant can feel cold or warm. Then, we let the 
participant predict the emotion in positive and negative future events, and finish decision tasks. 
After we feedback success or failure randomly, the participant answers the affective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The next is to compare differences of affective forecasting and affective forecasting 
bias in priming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perimental operation can prime the feel-
ings of cold and warmth successfully. Compared with the participant of cold feeling, the partici-
pant of warm feelings will overestimate their emotional intensity i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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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考察温度对个人决策中情感预测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启动实验，启动被试冷和暖的感受体验。接着

让被试对未来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进行情感预测，然后进行决策任务，随机反馈成功或者失败后，被试

进行情感体验。然后比较不同启动条件下被试的情感预测以及情感预测偏差的差异。结果表明：实验操

作能成功启动被试对冷和热的感受。相较于冷感受下的被试，处于暖感受下的被试，会高估自己预测未

来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情绪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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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们常常需要决策，这些决策与我们的生活以及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而

我们当前的情绪状态也会负载在事件中对未来的预测产生影响。情感预测就是我们对未来事件情绪反应

的预测(Wilson & Gilbert, 2003)，最初的情感预测研究源于决策领域，因为决策通常包含了对未来偏好的

设计(刘聪慧，张耀华，俞国良，2010)，即预期的情绪会在决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Loewenstein & Lerner, 
2003)。情感预测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对未来情绪效价的判断；对未来具体情绪的预测；对情绪强度的

预测；对情绪持续时间的预测(Wilson & Gilbert, 2003)。而现实中有的人常常会判断失误而“暴饮暴食”，

“沉迷网络”等，永远减不下来的肥，网络成瘾以及因为预期乐观而做出的冒险行为常常让人吃尽了苦

头。这是因为情感预测会出现偏差，免疫性忽略，聚焦性错觉和共情鸿沟是出现偏差的三个原因(Gilbert et 
al., 1998; Wilson & Gilbert, 2008; Schkade & Kahneman, 1998; Wilson et al., 2000; Loewenstein & Schkade, 
1999; Van Boven & Loewenstein, 2005)。准确的情感预测不仅需要我们预测的内容与当前实际相一致，还

需要预测时的背景因素与实际体验时的背景因素相一致，这是因为我们的情感预测不仅是对预测内容的

反应，而且也受到预测时背景因素的影响。背景因素分为外部的情境和内部的动机状态，社会心理学的

研究表明任何细微的外部情境的变化都会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Ross & Nisbett, 1991)。当预

测和体验时的外部情境不一致，情感预测往往便出现偏差，而情感预测偏差对决策、健康、幸福感、人

际关系、公共政策及经济等均有重要影响，对情感预测及其偏差的研究能够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有很大作

用。如今有不少研究从人格因素及社会因素来探讨对情感预测的影响，本研究从外部因素着手，探讨物

理环境温度的改变对个体决策中情感预测的影响。 
具身认知思潮兴起于第二代认知科学之后，其核心主要强调身体的结构和身体的感觉运动系统及其

活动方式对思维和认知过程的作用(Lakoff & Johnson, 1999)，即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具身主要有四个方

面的特性：身体通过参与认知从而影响思维、判断、态度和情绪等心智过程；身体与世界的交互活动影

响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知觉，身体活动影响着关于客观世界表象的形成；意义源于身体，抽象的意义有着

身体感觉–运动系统的基础；身体的不同倾向于造就不同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叶浩生, 2014)。在情感预测

的研究中外部环境往往对决策者的判断造成影响，Merleau-Ponty (1962)认为外部环境是与知觉、记忆、

推理等过程相关的信息存储地，也是认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作用于身体的

感觉运动系统，进而影响个体的情绪，评价和信息的加工处理，然而受到影响的个体心智过程是否对个

体在决策中的情感预测产生影响是本研究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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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所处的环境包括了空间结构和大小，环境的温度和清洁度等特征，已有的实验研究表明环境温

度改变，不仅会影响情绪还会影响与情绪有关的社会行为，比如当温度高到令人不舒服的时候，人常会

感觉烦躁，容易产生愤怒的情绪，攻击行为和暴力事件随着温度的提升而增加(王蕾，黄希庭，2005)。
Wilkowski, Meier, Robinson, Carter 和 Feltman (2009)的研究通过情绪词发现，“热”温度线索促进与“愤

怒”相关的表征，被试对愤怒情绪识别的更快更准确。具身认知理论下的对温度隐喻的研究表明，温度

体验还会对人际间情感关系产生影响，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实验设计让被试帮忙拿一会儿热的咖

啡杯或者冷的咖啡杯，然后让被试给实验工作者的印象进行打分，结果表明，触碰热的咖啡杯的被试倾

向于将实验工作者判断为热情友好的，而触碰冷的咖啡杯的被试倾向于将实验工作人员判断为冷淡无感

的。这说明对不同温度的体验会引发被试的“热情”或“冷淡”思维从而影响对他人印象的判断(Williams 
& Bargh, 2008)。在 Kang, Williams, Clark, Gray 和 Bargh (2011)的研究中发现温暖体验会增加信任感，触

碰热物品的被试在虚拟经济信任游戏中会更愿意将资金投资给陌生人，还发现知觉人际信任和知觉温度

的脑区重合。另一个研究中，主试要求被试回忆一段社会排斥的经历，引发被试社会疼痛，之后判断实

验室温度。结果表明回忆社会排斥经历的被试会认为实验室的温度更低(Zhong & Leonardelli, 2008)。以上

研究说明了温度体验对个体认知的影响，温暖的体验会增加亲密感的认知，而亲密感也影响温度的知觉，

温度隐喻对个体的具身作用是双向的。 
本研究从具身认知理论出发，探讨温度隐喻对个人决策中情感预测的影响，假设冷状态下，个体更

加“冷静”，“冷静”常与“理性”、“理智”联系在一起，会对未来预期保持理性，避免错误和风险，

在温暖状态下，个体肌肉放松，警惕降低，对未来预期乐观良好更倾向冒险，不管是积极事件还是消极

事件都会比冷状态下的个体高估未来事件的情绪强度和情绪持续时间；温暖状态下个体对未来（积极或

者消极）事件的情感预测强度偏差和持续时间偏差要大于冷状态下个体的情感预测强度偏差和持续时间

偏差。 

2. 实验 

2.1. 被试 

选取鲁东大学大一新生 71 人，其中冷启动组 36 人，反馈成功的有 19 人，反馈失败的有 17 人。暖

启动组 35 人，反馈成功的有 16 人，反馈失败的有 19 人。 

2.2. 实验设计 

2(冷暖启动)*2(反馈成功和失败)因素被试间设计。冷暖启动和反馈成功与失败都是被试间变量。 

2.2.1. 自变量 
(1) 冷暖启动，参照 Williams & Bargh (2008)中的启动方式改编。告知被试要进行一个感觉测试，然

后随机让被试喝一杯冰水或者热水，之后告知被试进行发散思维测试，被试会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一幅“冰”

的图片或者“火”的图片，让被试用“冰”或者“火”尽可能多的组词，这些完成之后，会让被试对自

己目前真实感受体验进行打分，采用七点计分方式，1 为非常冷，7 为非常暖。 
(2) 反馈成功和失败，在实验开始之前会告知被试本次实验主要目的是通过一个决策任务来测试判断

分析能力，在做完启动和预测问卷后，让被试做一个决策任务，改编自 MacCrimmon & Wehrung (1986)。
然后随机反馈给被试决策成功或者失败。 

2.2.2. 因变量 
(1) 情感预测。问卷参照 Wirtz 等(2003)使用的情感预测问卷改编。“如果你在著名的决策任务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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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功，你的高兴程度会是？”七点计分量表，1 代表非常不高兴，7 代表非常高兴；“如果你在著名的

决策任务中取得成功，你会高兴多久？”小时为单位统计数据；“如果你在著名的决策任务中取得失败，

你的难过程度会是？”七点计分量表，1 代表完全不难过，7 代表非常难过；“如果你在著名的决策任务

中取得失败，你会难过多久？”小时为单位统计数据。 
(2) 情感体验。反馈成功的被试回答,决策任务成功后的高兴程度如何？七点量表。以及会高兴多久；

反馈失败的被试回答，决策任务失败后的难过程度如何？七点量表。以及会难过多久。 

2.3. 实验程序 

让所有被试在等候室等候，随机把被试分为暖启动–反馈成功组，暖启动–反馈失败组，冷启动–

反馈成功组，冷启动–反馈失败组。首先告知被试本次实验目的是要进行一个判断分析能力的测试，在

此之前先进行一个感觉测试，随机让被试喝热水或者冷水，接下来进行发散思维测试，让被试通过屏幕

上的“冰”图或者“火”图用“冰”或者“火”尽肯能多的组词，组词结束后，要求被试对自己当前感

受体验的程度打分。然后让被试回答预测问卷，再进行决策任务，最后让被试回答体验问卷。 

2.4. 结果分析 

(1) 为了检验启动操作是否成功，对不同启动条件下被试的感受程度进行 t 检验。结果见表 1。在暖

启动下被试的感受程度显著高于冷启动下的感受程度(t = −8.49, p < 0.001)，说明冷暖启动的操作是成功的。 
(2) 为了检验假设，不同启动条件下的被试对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情感预测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差异，

进行 t 检验。结果见表 2。在暖启动下被试预测积极事件的情感预测强度显著高于冷启动下被试的情感预

测强度(t = −2.09, p < 0.05)，并且暖启动下的被试预测消极事件的情绪强度显著高于冷启动下被试的情感

预测强度(t = −2.24, p < 0.05)，这说明在不同启动条件下，被试对未来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情感预测强

度是有差异的，冷启动可以降低对未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预测。虽然被试在暖启动条件下对未来积 
 

Table 1. Difference of the feeling in different priming conditions                                                    
表 1. 不同启动条件下被试感受程度的差异                                                                   

  M SD t sig Cohen’s d 

感受 
暖启动 (n = 35) 6.40 1.33 

−8.49 0.00 0.51 
冷启动 (n = 36) 3.97 1.06 

注：d = 0.2 (效果小)；d = 0.5 (效果中)；d = 0.8 (效果大) 
 

Table 2. The impact of temperature on affective forecasting                                                       
表 2. 温度对个人决策中情感预测的影响                                                                    

  M SD t sig Cohen’s d 

积极事件的情感预测强度 
启动冷 7.25 1.25 

−2.09 0.04 0.06 
启动暖 7.86 1.19 

消极事件的情感预测强度 
启动冷 4.83 1.52 

−2.24 0.03 0.07 
启动暖 5.86 2.25 

积极事件的预测持续时间 
启动冷 42.39 57.98 

−1.75 0.09 0.04 
启动暖 1081.13 3517.88 

消极事件的预测持续时间 
启动冷 49.46 88.18 

−1.26 0.22 0.02 
启动暖 174.56 57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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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和消极事件情感预测持续时间均分都高于冷启动条件下的被试(M = 42.39, M = 1081.13; M = 49.46, M = 
174.56)，但在 t 检验上结果并不显著(p > 0.05)，说明两者的差异并不明显。 

3. 讨论 

本研究基于具身认知理论试图从温度这一外部环境因素探讨对情感预测的影响，温度隐喻通过对人

体的作用引发心理意义，已有的研究表明情感预测受个体决策时身体外部环境的影响，而环境中温度的

改变，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情绪还会引起与情绪有关的行为，Lam 等(2005)要求西方被试关注天气温暖的

事情，发现他们都不同程度的高估了情绪的愉快感。认知依赖于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具身认知的核

心概念。抽象的意义有着身体的感觉运动基础，冷常常会使人肌肉收缩，“冷静”也通常让人认为“理

智”和“理性”，本研究中冷启动状态下的被试在预测未来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时情感预测强度都显著

低于暖启动状态下的被试，不会大喜也不会大悲，情绪处于一种相对平和理性的状态，可能被试在温暖

的环境下被唤起了舒服愉悦的感受，温暖的状态下被试更加放松更有安全感，过于关注自己的情绪，情

绪感受会因此被放大，预测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会分别高估自己的愉悦感受和自己的难过感。而处于冷

状态下的被试肌肉更加紧张，对待未来预测的事情更加谨慎，会相对低估自己的情绪感受。 
虽然本次实验并没有做出两者在情感预测持续时间的差异，但结果显示温暖对积极事件的情感预测

持续时间存在边缘性显著，这可能与实验中题目设计的问题有关或者是采取的检测方式本身有问题，未

来的研究中可以根据这两点再改进。实验也没有做出不同反馈下被试的情感预测偏差在冷暖启动条件下

的差异，一方面可能与个人决策的设计有关，与大学生不密切，突显不出差异，在以后的实验中，应寻

找与大学生关系密切的决策任务。本研究从具身认知理论出发，为情感预测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

思路。 

4. 结论 

实验操作能成功启动被试对冷热的感受。 
相较于冷感受下的被试，处于暖感受下的被试，会高估自己预测未来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的情绪强

度。而冷启动可以降低对未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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