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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adopts the vocabulary research paradigm, two experiments using words and im-
ages as material, motivates the positive emotions and negative emotions, respectively, to explore 
the emotional consistency, and the effects of material properties of directed forgetting. Experi-
ments adopt 2 (emotions stat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 3 (materials emotion potency: positive, 
neutral, negative) × 2 (indicative types: remember, forget) mix design. The study found that: 1) In 
the emotional state in experiment 1 and experiment 2 will not affect the appearance of directed 
forgetting effect; 2)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will affect the mood of the titer directional forgot-
ten; 3) emotional state and emotional valence of interaction affect directed forgetting, proving the 
mood consistency theory; 4) The experimental 1 face emotional material has no effect on directed 
forgetting effect ,while the text of the two groups of directed forgetting effect is affected signifi-
cantly, which mean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the directed 
forget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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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实验采用单字研究范式，两个实验中分别采用文字和图片作为材料，分别启动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

探究情绪一致性和材料性质对定向遗忘的影响。实验采取2 (情绪诱发状态：积极、消极) × 3 (材料情绪

效价：正性、中性、负性) × 2 (提示类型：记住、忘记)混合设计。研究发现：1) 在实验一和实验二中

情绪状态都不会影响定向遗忘效应的出现；2) 实验一和实验二的情绪效价会影响定向遗忘的出现；3) 文
字组中情绪状态和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会对定向遗忘产生影响，由此证明了心境一致性效应；4)实验一

的面孔情绪材料没有出现定向遗忘效应，而实验二的文字组定向遗忘效应显著，说明不同材料对定向遗

忘效应也是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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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定向遗忘是指遗忘的指向性和有意性。同自然遗忘相比，定向遗忘强调主动忘记无关信息。Bjork 
(1972)提出定向遗忘的研究范式：向被试呈现一些材料，一些让其必须记住(to-be-remembered，简称 TBR)，
一些必须忘记的(to-be-forgotten，简称 TBF)，如果记住的项目成绩明显优于遗忘项目的成绩，那么定向

遗忘效应便产生了。 
情绪和记忆是个体情感过程和认知过程两个重要的部分，在不同情况下会互相影响和相互作用。比

如，对待痛苦事情的记忆，人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就会尽量选择忘记，对待积极快乐的事情，人们往

往倾向提及或回忆，甚至回忆起的时候还会有同样快乐的情绪存在。在这个程度来说，情绪对记忆来说

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定向遗忘和情绪的交互作用也是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在以往的

一些研究中发现，项目的记忆水平会比非情绪项目的记忆水平高，但也有一些实验表明当遗忘的信息带

有情绪色彩时，定向遗忘效应并没有出现。总的来说对情绪和定向遗忘交互作用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

统一的定论，因此对尚未证实的领域进行补充成为完善记忆理论的必要途径。 
那么，在某种情绪状态下，情绪的一致性会影响定向遗忘吗？与情绪状态相一致的材料对人们来说

会影响定向遗忘效应吗？鉴于情绪状态与情绪学习材料有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本实验以 120 名大学生为

研究对象，分两组分别诱发正性和负性的情绪，在每组实验中给被试呈现三种情绪效价的图片材料和文

字材料，研究情绪一致性和材料性质对定向遗忘的影响。 

1.1. 情绪与定性遗忘关系的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心理研究者发现个体的情绪状态对其认知过程存在很明显的影响，因此情绪对记

忆活动的影响也受到了广泛研究者的关注。如何准确有效地诱发个体的情绪也成了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在郑璞(2012)等人的研究中显示，启动材料可以很多样化，分为视觉材料、听觉材料、嗅觉材料、多通道

材料。其中多通道材料在 Eldar 等人(2007)的研究中表明，给被试看影片时同时播放积极或消极的音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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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起到更好的诱发效果。因此本实验将采用视频诱发材料。 
那么如何来验证被试的情绪是否被启动呢？已有研究表明，个体自我报告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反应被试的情绪状态。因此本实验采用自陈报告法测量被试情绪启动状态。其中情绪按照愉悦程度分为

9 个等级，负性–中性–正性，其中负性代表 1，中性代表 5，正性代表 9，在观看启动材料之前和之后

分别做两次的自我评定。 

1.1.1. 情绪对记忆的影响 
在多年的研究中不难发现，情绪和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得到了众多实验的验证和证明。从情绪

的角度出发，情绪与记忆的关系研究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将情绪作为记忆材料的特征，即将情绪

性学习材料作为记忆内容，第二个部分是把情绪作为被试的一种心理状态。现在有关情绪和记忆的研究

主要集中三个方面：记忆材料的性质、记忆信息时个体的心理状态和提取信息时个体的心理状态。 
在对信息进行编码时，情绪对记忆的影响存在心境一致性效应(mood congruent effect)。此效应表明

个体在经历一种特殊的心境后，让他们对同样情感维度的材料进行学习的时候，他们倾向于用其心境相

同的情绪来解释这种经验，回忆时也存在加工编号，这种加工偏好就是所谓的心境一致性记忆。Snyder
和 White (1982)在实验中诱发大学生产生积极和消极情绪之后，让其回忆过去两周内发生的事情，结果显

示积极情绪的被试回忆积极事件是消极事件的 4 倍多，而消极情绪的被试回忆消极事件是积极事件的 2
倍多，印证了情绪状态和记忆内容情绪一致性对记忆的促进作用。 

1.1.2. 情绪对定向遗忘的影响 
自从 Bjork (1986)提出定向遗忘之后，大量的心理研究者开始对定向遗忘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将特殊人群，比如 PTSD 患者或被性虐待儿童及经历巨大创伤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

结果显示定向遗忘产生的效应也不尽相同。 
Power 等人(2000)的研究表明抑郁被试在消极词汇中并没有表现出定向遗忘效应，而对要求遗忘的词

汇回忆效果很好。国内研究者王大伟(2004)发现在对抑郁个体定向遗忘的实验中，无论在正性词还是负性

词上，抑郁个体都出现了明显的定向遗忘效应，且与正常个体没有差异。其结果和前人研究结果不一致，

有可能是研究范式不同的原因。 
国内研究者杨海波等(2010)的一项研究中，对汶川震后的孤儿进行研究，实验材料选用地震相关的图

片和无关的图片，探讨被试对不同材料性质的定向遗忘的差异，结果发现震后孤儿对地震相关的图片没

有出现明显的定向遗忘效应；而在他们的另一项研究中，首先诱发震后孤儿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然后让

其学习带有积极情绪效价或消极情绪效价的词汇，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不同情绪效价的词汇

回忆成绩存在差异，即积极情绪下学习的积极词汇较消极词汇出现的定向遗忘效应更不明显，消极情绪

下学习的消极词汇较积极词汇出现的定向遗忘效应更小。说明对 PTSD 儿童，情绪状态和词汇性质影响

了定向遗忘的产生。 
同时，Payne 和 Corrigan (2007)用带有情绪色彩的图片和中性图片作为实验材料，研究人们对于情绪

性材料的记忆效果。结果发现当要求遗忘的列表为中性图片时，定向遗忘就出现了，而当遗忘项目为正

性或负性的情绪性图片时，定向遗忘效应则没有出现，他们认为情绪性的记忆会影响被试的定向遗忘功

能。我国研究者贾宏燕等(2010)研究中将情绪性图片作为实验材料，研究在单字法中情绪对定向遗忘的影

响，结果表示中性材料的定向遗忘效应显著，而带有情绪性的材料出现的定向遗忘效应不明显，说明情

绪破坏了定向遗忘的出现。 
但是，Power 和 Dalgleish (2000)发现，当学习材料与被试无关时，无论被试处于那种情绪状态，或

学习哪种情绪效价都会出现定向遗忘效应；而当学习材料和被试有关时，则出现了明显的定向遗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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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会回忆起更多的积极的信息而忘记更多的消极情绪的信息。他们的研究和 Payne 的研究结果大相径

庭，也就是说如果学习材料和被试无关，那么情绪状态和材料性质是不会影响定向遗忘的。 
综上所述可见，不论是研究情绪状态对定向遗忘的影响，还是情绪材料对定向遗忘的影响，研究结

论都不尽一致，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诸如研究范式、实验材料和被试群体差异等来进行更全面更深

入的研究。 

2. 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2.1. 问题提出 

1) 在以往关于定向遗忘的研究中，有关情绪状态对定向遗忘的研究还比较少，Bauml & Kuhbandner 
(2009)研究被试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对中性材料的定向遗忘，发现积极的情绪状态出现了明显的定向遗忘效

应，而消极和中性却没有影响。国内研究者杨文静等人(2012)研究发现负性情绪会干扰定向遗忘的出现，

中性词比负性词更容易出现定向遗忘效应，即负性情绪的记忆更难忘记。 
2) 研究情绪材料和定向遗忘的关系中，较多的研究采用的是中性的材料。在 Wessel 与 Merckelbach 

(2006)的实验中发现被试对有情绪色彩材料的记忆效果，表现明显的定向遗忘效应，说明材料情绪性并没

有对定向遗忘产生明显的影响。而 Payne 和 Corrigan (2007)实验中则显示在字表法的范式下，正性和负性

材料较中性材料而言回忆成绩并无差异，即定向遗忘被情绪性材料所影响，从而削弱了定向遗忘的产生。 
3) 在众多情绪和记忆的研究中，关于情绪状态和情绪材料共同对定向遗忘的影响较少。根据心境一

致性效应，个体对相同情绪性质的内容会产生加工偏好，在积极的情绪状态下，个体对积极效价的材料

会学习更多，即在定向遗忘中，两种指示符下的回忆成绩都会很好，此时定向遗忘效应不明显，消极情

绪装填同理。可以说是积极的情绪状态和积极情绪的材料性质的交互作用干扰了定向遗忘的出现，这也

说明情绪状态和材料性质对定向遗忘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2.2. 研究内容与假设 

1) 在不同情绪状态下，被试对材料在定向遗忘中的回忆成绩有差异，即情绪状态对定向遗忘有影响。 
2) 被试对不同情绪效价的学习材料在定向遗忘中的回忆成绩有差异，即材料的情绪性对定向遗忘有

影响。 
3) 情绪状态和情绪材料对定向遗忘有交互作用。在积极情绪下，被试对积极情绪效价的材料再认成

绩高于中性和消极的情绪效价的材料的再认成绩，且遗忘项的积极情绪材料和记忆项的积极情绪材料的

再认正确率不存在差异，即定向遗忘没有出现。积极情绪和积极情绪材料的交互作用影响了定向遗忘的

出现。消极情绪状态同理。 
4) 不同的学习材料对定向遗忘有影响，即图片材料和文字材料对定向遗忘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 

3. 预实验 

3.1. 实验材料 

1) 被试情绪自评材料 
实验中首先需要对被试进行情绪启动，那么如何评定被试的情绪是否得到有效的启发，需要对被被

试的情绪状态进行评价。本实验采用利克特式 9 点量表进行被试情绪自评，量表一共分为 9 个等级，1
代表非常不愉快的状态，5 代表中性的状态，9 代表非常愉悦的状态。在观看启动视频之前需要被试选择

一个最接近自己情绪状态的等级，观看视频后再次选择一个与其现状最接近的等级。 
2) 情绪启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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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情绪启动的研究中发现，视频较图片材料和音乐材料对被试有更好的情绪启动作用，并且

在积极或者消极的情绪被启动后，这种情绪可以保持大约 3~5 分钟左右，因此本实验采用视频诱发情绪。 
参照过去大量的文献发现，较多实验选择从国际情绪系统中选择经典电影片段作为测验材料。但在

预实验中，由于被试的年龄差异和经典材料的年代差异以及南北方文化差异，发现过往的材料对此次被

试并无明显的诱发作用。因此本实验选取最新的能被当代大学生所接受的材料《running man》的片段作

为积极诱发材料；选取泰国现当代经典广告片段作为消极诱发材料。经 10 名被试的测验，这两个视频都

具有明显的诱发情绪的效用。 

3.2. 预实验实验流程 

在预实验中邀请 10 名广州大学在校生完成筛选实验材料的三个任务。首先筛选合适的情绪启动材

料：在《暖春》《泰国感人广告》《running man》《举起手来》中利用 9 点量表筛选有效的启动材料，

结果发现《running man》可以启动大部分被试的积极情绪，自评分均大于 7；而《泰国感人广告》能诱

发大部分被试的消极情绪，自评分均在 3 以下。可见《running man》《泰国感人广告》可以启动相应的

情绪，符合实验要求。 
其次在《中国面孔情绪图库》中筛选的图片材料，此次利用问卷星编制 9 点量表进行自评，自评维

度为“愉悦程度”，在 96 张预选图片中，选出了 12 张愉悦程度较高积极情绪面孔材料，12 张愉悦程度

较低的消极情绪面孔材料和 20 张愉悦程度适中的中性情绪面孔材料。 
最后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利用问卷星编制 9 点量表进行自评，自评维度为“愉悦程度”和

“熟悉程度”，在 96 个预筛选过的词汇中，选出 12 个愉悦程度和熟悉度都较高的积极情绪词汇，12 张

愉悦程度较低但熟悉度较高的消极情绪词汇，20 个愉悦程度适中但熟悉度较高的中性情绪词汇作为此次

实验的词汇组材料。 

4. 正式实验 

4.1. 实验一 

实验一使用图片材料,研究在情绪启动和情绪效价条件下，定向遗忘效应是否会受到情绪材料的影

响。按照心境一致性理论，定向遗忘会受到情绪的干扰，但实验一采用的图片材料为面孔情绪图片，对

定向遗忘效应时候有影响需进一步探讨。 

4.1.1. 被试 
实验一邀请广州大学的 50 名本科生作为被试，其中男 25 人，女生 25 人，年龄均在 18~23 岁，视力

或矫正视力均正常。实验中被试被随机分成两组，每 25 名一组，每组分别接受正性和负性的情绪启动。 

4.1.2. 实验设计 
实验一使用《中国面孔情绪图库》作为实验材料，采用 2 (情绪诱发状态：积极、消极) × 3 (材料情

绪效价：正性、中性、负性) × 2 (提示类型：记住、忘记)混合设计。其中，情绪诱发状态为被试间变量，

材料情绪效价和提示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再认成绩。 

4.1.3. 实验材料 
实验一选取预实验中从《中国面孔图库》筛选出来的 80 张图片情绪图片作为刺激，其中男女性面孔

各 40 张，4 张中性图片作为练习阶段的学习材料，还有 4 张中性图片作为练习再认阶段的干扰材料。其

余的图片中 36 张作为学习时的材料，包括三种情绪效价(正、中、负性图片)，每种情绪效价的图片有 12
张，其中每种情绪效价的图片又分为“r (remember)”和“f (forget)”，这两种指示符的图片各 6 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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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剩余的 36 张图片作为再认时的干扰材料。 

4.1.4. 实验程序 
实验分为情绪诱发、学习、分心任务和再认 4 个阶段。 
情绪诱发任务。将 50 名被试随机平均分成两组，分别接受积极情绪诱发和消极情绪诱发两种处理。

实验之前每个被试将收到一份 A4 打印纸的实验说明，填写相应的性别，编号和分组。实验前需被试对

自己的情绪状态进行 9 点自评，然后观看对应组的积极诱发视频或消极诱发视频，结束后再次进行 9 点

情绪量表的自评，然后进入实验的练习阶段，以便熟悉整个实验环节。 
学习阶段。每位被试完成图片学习任务，即完成正性图片记忆、正性图片遗忘、中性图片记忆、中

性图片遗忘、负性图片记忆、负性图片遗忘 6 种处理，共 36 个 trials，随机呈现在电脑屏幕上。刺激呈

现顺序为“+”-图片-指示符(r/f)，注视点为 300 ms，图片随机呈现时间为 3000 ms，指示符“r”或“f”
呈现时间 3000 ms，共 36 个 trials，此时被试无需按键反应。 

分心任务。学习完成后被试需要完成两位数以内的加减法 100 道，时间为 3 分钟。 
再认阶段。分心任务完成后立即让被试进入再认阶段。学习项目和干扰项目混合随机呈现，共 72 个

trials。被试需对学习阶段呈现过的图片使用键盘“A”键反应，未出现过的材料按“L”键，按键后呈现

下一个材料，程序结果记录正确为“1”，错误为“0”。根据前人研究，本实验采用单字法来进行研究，

即每个刺激出现后再呈现是指示符。因此本实验的成绩计算是统计“记住”或“遗忘”指示条件下，被

试对学习过的情绪效价图片的再认正确率。 

4.1.5. 实验一结果分析 
被试在接受积极情绪诱发和消极情绪诱发的处理后，对图片材料的回忆成绩和标准差见表 1。 

 
Table 1. Recognition of subjects under emotional state and emotional picture material 
表 1. 情绪状态、情绪性图片材料下被试的再认成绩(M ± SD) (单位：个) 

词性 
积极情绪状态 消极情绪状态 

记住 遗忘 记住 遗忘 

正性图片 0.59 ± 0.26 0.60 ± 0.27 0.64 ± 0.27 0.60 ± 0.23 

中性图片 0.43 ± 0.21 0.54 ± 0.24 0.44 ± 0.24 0.52 ± 0.29 

负性图片 0.73 ± 0.14 0.64 ± 0.27 0.54 ± 0.18 0.65 ± 0.23 

 
利用 SPSS20.0 对图片组再认成绩进行 2 (情绪诱发状态：积极、消极) × 3 (材料情绪效价：正性、中

性、负性) × 2 (提示类型：记住、忘记)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情绪效价的主效应显著 F(2,42) = 
6.82，p < 0.05，对指示符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1,42) = 3.81，p < 0.05，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F(2,84) = 6.82，
p < 0.05。对情绪状态的主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其主效应不显著 F(1,42) = 0.03，p > 0.05。 

由此可见，不同情绪性的图片材料对定向遗忘是存在差异的，即记住项目和遗忘项目的再认成绩差

异受到学习材料的情绪效价的影响。进一步对二者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正性学习

材料中，定向遗忘的再认成绩差异显著 M(记) − M(忘) = 0.49 ± 0.07，F(2,84) = 21.14，p = 0.000 < 0.001；
在中性学习材料中，定向遗忘的成绩差异显著 M(记) − M(忘) = 0.08 ± 0.13，F(2,84) = 4.76，p = 0.035 < 
0.05；而在负性学习材料下，定向遗忘效应为M(记) − M(忘) = −0.12 ± 0.02，F(2,84) = 5.33，p = 0.023 < 0.05。
说明当学习材料具有情绪性时，定向遗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当材料为正性和中性时出现了明

显的定向遗忘，材料为负性时没有出现定向遗忘。研究结果验证了本实验的假设 2。 
此结果与 Payne 和 Corrigan (2007)的结果一致，他们发现正常个体可以遗忘中性图片，但不能遗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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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图片，实验一未因情绪效价出现现定向遗忘差异的结果，究其原因，发现 Payne 和 Corrigan 使用的是

《国际情绪图库》的图片，而本实验采用的是前人没有使用过的中国面孔图片，面孔的记忆和情绪图片

记忆的差异有可能影响了被试的记忆效果，导致记忆成绩与以往研究有所差异。 

4.2. 实验二 

实验二使用文字材料,研究在情绪启动和情绪效价条件下,定向遗忘效应是否会受到情绪材料的影响。

按照心境一致性理论，定向遗忘会受到情绪的干扰。  

4.2.1. 被试 
实验二邀请广州大学的 60 名本科生作为被试，其中男 30 人，女生 30 人，年龄均在 18~23 岁，视力

或矫正视力均正常。实验中被试被随机分成两组，每 30 名一组，每组分别接受正性和负性的情绪启动。 

4.2.2. 实验设计 
实验二使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作为实验材料，采用 2 (情绪诱发状态：积极、消极) × 3 (材料情

绪效价：正性、中性、负性) × 2 (提示类型：记住、忘记)混合设计。其中，情绪诱发状态为被试间变量，

材料情绪效价和提示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的再认成绩。 

4.2.3. 实验材料 
实验二选取预实验中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筛选出来的 80 个情绪词汇作为刺激，其中 4 个中性词

作为练习阶段的学习材料，还有 4 个中性词作为练习再认阶段的干扰材料。其余的词汇中 36 个作为学习

时的材料，包括三种情绪效价(正、中、负性词汇)，每种情绪效价的词汇有 12 个，其中每种情绪效价的

词汇又分为“r (remember)”和“f (forget)”，这两种指示符的词汇各 6 个。最后剩余的 36 个词汇作为再

认时的干扰材料。 

4.2.4. 实验程序 
实验分为情绪诱发、学习、分心任务和再认 4 个阶段。 
情绪诱发任务。将 60 名被试随机平均分成两组，分别接受积极情绪诱发和消极情绪诱发两种处理。

实验之前每个被试将收到一份 A4 打印纸的实验说明，填写相应的性别，编号和分组。实验前需被试对

自己的情绪状态进行 9 点自评，然后观看对应组的积极诱发视频或消极诱发视频，结束后再次进行 9 点

情绪量表的自评，然后进入实验的练习阶段，以便熟悉整个实验环节。 
学习阶段。每位被试完成文字学习任务，即完成正性文字记忆、正性文字遗忘、中性文字记忆、中

性文字遗忘、负性文字记忆、负性文字遗忘 6 种处理，共 36 个 trials，随机呈现在电脑屏幕上。刺激呈

现顺序为“+”–文字–指示符(r/f)，注视点为 300 ms，图片随机呈现时间为 3000 ms，指示符“r”或“f”
呈现时间 3000 ms，共 36 个 trials，此时被试无需按键反应。 

分心任务。学习完成后被试需要完成两位数以内的加减法 100 道，时间为 3 分钟。 
再认阶段。分心任务完成后立即让被试进入再认阶段。学习项目和干扰项目混合随机呈现，共 72 个

trials。被试需对学习阶段呈现过的词汇使用键盘“A”键反应，未出现过的材料按“L”键，按键后呈现

下一个材料，程序结果记录正确为“1”，错误为“0”。本实验采用单字法来进行研究，即每个刺激出

现后再呈现是指示符。因此本实验的成绩计算是统计“记住”或“遗忘”指示条件下，被试对学习过的

情绪效价文字的再认正确率。 

4.2.5. 实验二结果 
被试在接受积极情绪诱发和消极情绪诱发的处理后，对文字材料的回忆成绩和标准差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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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cognition of subjects under emotional state and emotional writing materials 
表 2. 情绪状态、情绪性文字材料下被试的再认成绩(M ± SD) (单位：个) 

词性 
积极情绪状态 消极情绪状态 

记住 遗忘 记住 遗忘 

正性文字 0.74 ± 0.21 0.39 ± 0.31 0.73 ± 0.26 0.54 ± 0.27 

中性文字 0.62 ± 0.24 0.44 ± 0.31 0.64 ± 0.28 0.59 ± 0.26 

负性文字 0.73 ± 0.18 0.67 ± 0.18 0.63 ± 0.18 0.67 ± 0.14 

 
实验二利用 SPSS20.0 对情绪状态的主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其主效应并不显著 F(1,52) = 0.80，p > 

0.05，而指示符的主效应显著 F(1,50) = 30.29，p < 0.001，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F(1,50) = 8.13，p = 0.01 < 
0.05，说明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定向遗忘效应之间存在差异，且差异显著存在。结果验证了假设 1，且

与 Bauml 和 Kuhbandner (2009)研究结果一致证明了情绪状态对定向遗忘效应确实有影响。 
情绪效价的主效应显著 F(2,104) = 5.61，p < 0.05，对情绪状态的主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其主效

应并不显著 F(1,52) = 0.86，p > 0.05，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156) = 2.8，p > 0.05 说明情绪状态和请

情绪材料的共同作用没有影响被试的再认成绩。 
对其简单效应分析之后发现在积极情绪启动下，正中负三种性质的材料都存在显著差异 F(1,52) = 

2.8，p <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正性材料的再认正确率(0.35)显著高于中性再认

正确率(0.18)和负性再认正确率(0.07)。说明在积极情绪状态下，积极情绪的刺激材料记忆效果比中性和

负性好，验证了心境一致性效应，从而验证了本实验的假设 3。 
另外，在消极情绪启动下，正中负三种性质的材料也存在显著差异 F(1,52) = 5.242，p < 0.05，对比

分析发现，正性情绪材料的回忆正确率(0.194)高于中性的回忆正确率(0.045)，而负性情绪更不容易忘记，

验证了情绪材料比非情绪性材料更容易加工记忆。验证了本实验的假设三。 

4.3. 图片和文字在情绪状态和情绪效价的关系下对定向遗忘的影响 

Table 3. Recognition results of pictures and words in emotional state and emotional valence 
表 3. 图片和文字在情绪状态和情绪效价的关系下被试的再认成绩(M ± SD) (单位：个) 

词性 
积极情绪状态 消极情绪状态 

图片 文字 图片 文字 

正性文字 0.01±0.27 0.35±0.33 0.03±0.22 0.20±0.33 

中性文字 -012.±0.28 0.18±0.36 -0.06±0.32 0.05±0.29 

负性文字 0.07±0.29 0.07±0.19 0.05±0.32 -0.03±0.20 

 
利用 SPSS20.0 对实验一和实验二进行 2 (情绪诱发状态：积极、消极) × 3 (材料情绪效价：正性、中

性、负性) × 2 (材料类型：图片、文字)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3)发现情绪效价的主效应显著

F(2,92) = 26.30，p < 0.05，图片和文字的主效应显著 F(1,92) = 18.06，p < 0.001。情绪效价和图片文字的

交互作用显著 F(2,92) = 6.1，p < 0.05。而情绪启动的主效应不显著 F(1,92) = 2.93，p > 0.05。说明情绪效

价会影响文字和图片对定向遗忘的影响。 
由此进一步对情绪效价和文字图片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正性情绪效价下，图片和文字的差异

显著 F(1,92) = 18.05，p = 0.000 < 0.001；在中性情绪效价下，图文差异也显著 F(1,92) = 10.20，p = 0.002 < 
0.05；在负性情绪效价下，图片和文字差异不显著 F(1,92) = 0.07，p = 0.79 > 0.05。说明在积极情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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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定向遗忘受到材料类别的影响，图片比文字更容易受到情绪效价的影响，从而影响定向遗忘效应；

而在消极情绪材料下，图片组和文字组的再认成绩是没有差异的，情绪效价也不会对定向遗忘产生影响。

而中性情绪效价下，图文差异也对定向遗忘效应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与白学军(2011)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他们使用中性文字和图片作为对比后发现，文字和图片组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归结来说两个结果的差

异可能是由于使用的材料不尽一致，本实验的图片材料为面孔图片，与以往实验所用的普通情绪图片本

身就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此结果验证了本实验的假设 4。 

5. 讨论 

5.1. 情绪性实验材料和情绪诱发效果 

情绪诱发是通过外部刺激作用于个体，从而引发被试情绪的变化，通常诱发方式有电影视频、情绪

图片、音乐等。由以往研究结果得出视频的诱发效果相对较理想，因此本实验采用视频片段诱发被试情

绪，通过自陈报告来衡量诱发效果，结果发现，积极和消极的诱发效果都非常有效。但由于积极视频材

料只能唤醒个体 3 分钟的情绪，而消极情绪材料可以唤醒 5 分钟的情绪，因此在两个实验当中，学习材

料的时间控制在 5 分钟以内，由于受到练习实验的时间影响，可能会对正式实验的学习有影响。 
在前人的研究中不难发现，他们都采用了不同的情绪启动材料和学习材料。Bauml 等人在使用情绪

性图片诱发三种情绪后研究了被试对中性词的定向遗忘效果，发现积极的情绪状态削弱了定向遗忘的出

现，而负性和中性的情绪状态对定向遗忘没有影响。而国外有人研究表明定向遗忘效应是不受任何情绪

状态影响的。 
总之，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情绪状态和情绪性材料的选择差异，而被试群体也存在差异，

因此本研究采用视频启动被试情绪后，将具有情绪效价的图片和文字作为刺激材料，探究在不同情绪状

态下情绪材料的主效应，同时探究二者是否有交互作用，即情绪状态和情绪材料是否会对定向遗忘产生

影响。 

5.2. 情绪状态和情绪性材料对定向遗忘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情绪状态会对定向遗忘有影响，但本实验研究结果发现情绪状态的主效应不显著，与遗

忘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研究范式不同，Bauml 等人运用字表法研究情绪状态

对定向遗忘效应的影响，而本实验采用单字法研究，相对字表法更敏感，因此情绪状态对定向遗忘没有

影响。其次，前人研究中多用回忆测量方法，而本实验采用再认测验，回忆和再认的测量方式的差异也

有可能对定向遗忘产生不同的影响。 
另外实验一中，本实验采用前任没有使用过的情绪面孔图片作为材料，相比《中国情绪图库》和《国

际情绪图库》的材料来说难度更大。所有图片均在统一背景统一色调下拍摄，面孔间的差异不够明显，

因此没有出现定向遗忘，但另一方面，说明图片的材料性质也影响了定向遗忘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讲面

孔记忆是一个研究者研究较少的领域，本实验为定向遗忘的研究提供了更广泛的研究范围。 
实验二中使用了词汇作为刺激材料，发现同以往的学者研究结果一致，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学习材

料的情绪性效价会影响定向遗忘效应，进一步检验，验证了本实验的假设。即情绪状态和情绪性效价的

交互作用影响了定向遗忘效应。同时正性情绪下的正性刺激材料的记忆效果显著高于中性材料和负性材

料。验证了心境一致性效应 
从加工机制的角度来说，被试对具有相同性质的学习材料的加工编码效果比不同性质的学习材料的

加工编码效果要好。也就是说可以用心境一致性效应来解释定向遗忘受到情绪状态和情绪材料交互作用

影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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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研究得出结论，总结如下： 
1) 在实验一和实验二中情绪状态都不会影响定向遗忘效应的出现。 
2) 实验二的情绪效价会影响定向遗忘的出现。 
3) 情绪状态和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会对定向遗忘产生影响，由此证明了心境一致性效应。 
4) 实验一的面孔情绪材料没有出现定向遗忘效应，而实验二的文字组定向遗忘效应显著，说明不同

材料对定向遗忘效应也是有差异的。 

7. 不足和展望 

1) 本实验在情绪启动任务中通过自陈量表筛选情绪性诱发材料，被试的群体不够多，视频诱发的普

遍性欠缺。另外实验过程中，练习阶段的时间影响了被试的情绪持续时间，导致进行再认任务时诱发的

情绪有可能已经不存在。因此今后可在实验中严格控制情绪状态，进行多次诱发也是有必要的。这个在

以后的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2) 从不同材料性质的角度来说，以往有研究学者表明图片的记忆效果会比文字的记忆效果好，但从

本实验来看，这种不同材料之间的记忆效果的比较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图片材料和文字材

料的内容需一致。由于图片和文字能够传递信息，而信息的一致性应该作为一个控制量。本实验的图片

材料选用面孔材料，传达的信息是面孔的情绪，例如高兴，生气等；而文字组的材料选择人格特质词汇，

例如勇敢，无耻等。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在图片文字的材料保持同质性的情况下，来研究定向遗

忘效应，探讨材料对定向遗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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