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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就业焦虑大学生对不同效价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特点，本研究利用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问卷筛

选出18名高就业焦虑和20名低就业焦虑的高校毕业生，考察两组被试在点探测任务中对积极和消极情绪

面孔的注意偏向特点。结果发现，低就业焦虑大学生对积极情绪面孔和消极情绪面孔都存在注意易化，

即个体更容易注视情绪面孔；高就业焦虑大学生对积极情绪面孔图片有脱离困难趋势，即注意很难从积

极情绪面孔上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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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udy, college graduate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Employment Anxiety Scale, and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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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ding to the scor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high employment anxious group and the low em-
ployment anxious group. The probe detect task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tten-
tional bias toward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es in the high employment anxious graduates and low 
employment anxious gradua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ow employment anxious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tendency to pay attention to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that is,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look at faces with emotions. High employment anxious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ten-
dency to disengage from positive emotional face pictures; that is, high employment anxious college 
students showed difficult disengagement from positive emotional faces. 

 
Keywords 
Employment Anxiety, Emotional Face, Attentional Bias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已有大量研究认为，对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是焦虑产生和持续的原因(Cisler & Koster, 2010; Bar-Haim 
et al., 2007)。注意偏向是指个体对特定刺激的选择性注意。以往采用情绪 Stroop、点探测、空间线索和视

觉搜索等范式，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广泛性焦虑、强迫症、社会恐惧、考试焦虑、特质焦虑等多种焦虑

人群的大量研究中，都发现对威胁刺激注意偏向包括注意易化、脱离困难和注意回避三个成分。已有研

究认为，焦虑个体对负性刺激会表现出注意偏向，即易受负性刺激信息的干扰，且不同焦虑的个体的注

意偏向特征不同(高鹏程，黄敏儿，2008；杨智辉，王建平，2011；杨小冬，罗跃嘉，2005)。正常大学生

对负性情绪词和中性词的注意偏向基本无差别，对正性情绪信息更多的是注意偏向(贾丽萍，张芹，2016)。
原因可能在于，由指向引起的注意回避会在恐惧情境下消失(林国志，邓光辉，2010)。贾丽萍和张芹(2016)
还发现状态焦虑者对负性情绪存在注意偏向，但可能同时有注意易化和注意脱离困难，即个体会很容易

注意到负性情绪刺激并且很难将注意从负性刺激上转移。综上，大部分研究认为焦虑个体对负性情绪存

在注意偏向，有认为是注意脱离困难的，也有认为是注意易化的。 
就业焦虑是一种状态焦虑，它是指在就业紧迫的氛围下，个体无法全面的认识自己，也没有能力

去解决就业问题，以及把握即将到来的局面而产生的负性情绪和心理生理反应(李杨，王丽，2016)。在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就业焦虑已是大学生毕业生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宁敏，2012)。已有的研

究中发现性别、专业、城乡等在就业焦虑中存在显著差异(常宝瑞，方建东，2010；刘颖，2013；李杨，

王丽，2016)，但也有研究者持相反的观点(李小凤，2009；李杰，2011)，造成研究结果分歧的原因可

能在于被试的选取。从国内外已有研究中可以发现，关于焦虑个体对情绪刺激注意偏向的研究中，通

常设置正常个体作为对照组，当然也有专门针对焦虑个体进行研究的(戴美霞，杨文翰，2016)，但是相

对较少。 
作为一种特殊的状态焦虑，就业焦虑大学生对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有何特点呢？这是本研究拟解决

的问题。因此，笔者针对高、低就业焦虑的大学生，选取情绪面孔作为刺激材料，探讨就业焦虑大学生

在点探测任务中，对不同情绪面孔注意偏向的特点。研究所得的结论，可指导个体注意适宜的情绪面孔

和接收其中蕴含的有益信息，对个体的身心发展有正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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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 

从江苏某高校随机抽取 146 名大四毕业生施测《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2 份，

有效问卷 144 份，有效率为 98%。把得分前 27%和后 27%的被试(各 38 人)分别作为高就业焦虑组和低就

业焦虑组，并对得分进行 t 检验，结果发现，高就业焦虑组得分(M = 95.5, SD = 11.09)显著大于低就业焦

虑组得分(M = 53.29, SD = 10.72)，t = 16.87，p < 0.001。 
实验从中随机选取高就业焦虑与低就业焦虑大学生各 20 名，被试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剔除反应

时<200 ms 或者>1000 ms 的 trial，再剔除 M ± 2SD 的之外的数据，对正确反应时进行平均。最终有效被

试高就业焦虑组 18 人(女性 11 人)，低就业焦虑组 20 人(女性 10 人)。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 (就业焦虑水平：高组、低组) × 3(刺激类型：积极–中性对、消极–中性对、中性–中

性对) × 2 (探测位置：一致、不一致)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就业焦虑水平是组间变量，刺激类型和探测

位置是组内变量。 

2.3. 材料及工具 

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问卷，共有 26 道题，1~5 计分，分数越高就业焦虑越严重，该问卷重测信度为

0.79，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1 (张玉柱，陈中永，2006)。 
从中国面孔表情图片系统中选取高兴和愤怒面孔各 16 张以及中性面孔 64 张(男女各半)来进行配对

(龚栩，黄宇霞，王妍等，2011)。由 20 名大学生对面孔图片的唤醒度和愉悦度进行 1~9 评分。经方差分

析，这三类情绪面孔在愉悦度(F = 807.87, p < 0.001)和唤醒度(F = 607.65, p < 0.001)上的得分呈显著差异。

事后比较表明，愤怒和高兴面孔在唤醒度上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而愤怒和中性以及开心与中性面孔

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ps < 0.001)。愤怒、开心和中性面孔三者之间任意两类面孔在愉悦度都具有显著性

差异(ps < 0.001)。 
采用 E-prime 2.0 编制实验程序。 

2.4. 实验程序 

包括 3 个 block：练习 block，包括 8 个 trials (2 个干扰 trail。干扰 trail 是指刺激出现之后，并没有相

应的探测点的出现，这样便可以减少被试预测行为的出现)。正式实验 2 个 block，每个 block 各包含 54
个 trials (6 个干扰 trail，不同情绪面孔图片的呈现位置是随机的，且左右两侧要各占一半)。 

实验程序如下：屏幕中央首先呈现一个红色的“+”注视点，持续时间为 500 ms；然后随机呈现一

组情绪面孔图片，持续时间为 800 ms；紧接着呈现探测点“*”，持续时间为 1000 ms。主试要求被试对

“*”的位置进行反应，出现在左侧按“F”键，出现在右侧按“J”键。如果在限制时间内被试没有做出

反应将自动跳转到下一个 trial (如图 1 所示)。 

3. 结果 

3.1. 不同就业焦虑大学生对不同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 

将实验所得数据录入 SPSS21.0 进行统计分析。反应时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对高、低就业焦虑组被试在不同情绪面孔类型条件下的反应时进行 2 (组别：高就业焦虑、低就业焦

虑) × 3 (刺激类型：积极、消极、中性) × 2 (探测位置：一致、不一致)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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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位置主效应显著，F(1,36) = 6.413，p = 0.016， 2 0.152pη = 。进一步配对比较发现，同侧探测反应时显

著小于异侧探测反应时(MD = −3.989)。刺激类型与探测位置交互作用显著，F(2,72) = 6.842，p = 0.013，
2 0.160pη = 。进一步配对比较发现，积极情绪条件下，异侧探测反应时显著大于同侧探测反应时(MD = 

7.265)，而消极情绪条件下则没有显著差异。其余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 
 

 
Figure 1. Sequence of events in the dot-probe task 
图 1. 点探测任务流程 

3.2. 不同就业焦虑大学生对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的成分分析 

计算高、低就业焦虑组的注意易化和注意脱离指标(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 DeHouwer, 2004)，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Table 1. Attentional bias score and reaction time (M ± SD) of high- and low-employment anxiety groups in the dot-probe task 
表 1. 高、低就业焦虑组在点探测任务中的注意偏向分和反应时(M ± SD) 

 图片类型 

注意偏向分 

 积极面孔图片 消极面孔图片 

 注意易化 注意脱离 注意易化 注意脱离 

高就业焦虑组(n = 18) 5.88 ± 26.03 4.80 ± 17.60 0.92 ± 28.20 5.72 ± 24.47 

低就业焦虑组(n = 20) 9.43 ± 14.49* −5.58 ± 13.65 7.08 ± 14.90* −4.31 ± 19.32 

 

反应时 

就业焦虑组别 中性面孔 
积极面孔图片 消极面孔图片 

异侧探测 同侧探测 异侧探测 同侧探测 

高(n = 18) 399.07 ± 60.70 403.87 ± 53.20 393.19 ± 53.84 404.79 ± 55.53 398.15 ± 52.88 

低(n = 20) 421.63 ± 48.93 416.05 ± 45.67 412.20 ± 46.97 417.32 ± 53.90 414.55 ± 48.28 

备注：*结果来自注意偏向分与 0 之间的独立样本 t 检验(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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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将两组被试在不同类型情绪面孔的注意易化和脱离指数与 0 值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高就业焦

虑被试对积极情绪面孔和消极情绪面孔的注意脱离指数均大于 0，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ps > 0.05)。注意

脱离指标为正说明，高就业焦虑被试对情绪面孔刺激脱离困难。高就业焦虑被试对积极情绪面孔和消极

情绪面孔的注意易化指数亦与 0 没有显著差异(ps > 0.05)。 
低就业焦虑被试对积极情绪面孔和消极情绪面孔的注意易化指数均大于 0，且达到显著水平，t(19) = 

2.912，p = 0.009；t(19) = 2.125，p = 0.047，该结果说明，低就业焦虑被试对积极和消极情绪面孔刺激均存

在注意易化。低就业焦虑被试对积极情绪面孔和消极情绪面孔的注意脱离指数与 0 没有达到显著差异

(ps > 0.05)。 
对两组被试的注意易化和脱离指数分别做 2 (组别：高、低就业焦虑) × 2 (刺激类型：积极、消极)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注意脱离指数分析结果表明，就业焦虑水平主效应边缘显著(F(1,36) = 3.472，p = 
0.071， 2 0.088pη = )，进一步配对比较发现，与低就业焦虑组相比，高就业焦虑组对积极情绪面孔的脱离

更困难(F(1,36) = 4.173，p = 0.048， 2 0.104pη = )；高、低就业焦虑组对消极情绪面孔的脱离指标没有显著

差异(p>0.05)。对注意易化指数分析结果表明，主效应及交互效应均不显著(ps > 0.05)。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点探测范式，探讨了高、低就业焦虑大学生对积极和消极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结果发

现，低就业焦虑大学生对积极情绪面孔和消极情绪面孔都存在注意易化，即个体更容易注视有情绪的面

孔；高就业焦虑大学生对积极情绪面孔图片有脱离困难趋势，即注意很难从积极情绪面孔上离开。研究

的结果没有完全验证假设，下文将对此结果进行讨论，并分析其中可能的原因。 

4.1. 不同就业焦虑大学生注意偏向差异 

首先，高、低就业焦虑在情绪面孔的总平均反应时上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与研究假设相符。本研究

还发现，高、低就业焦虑个体对于积极和消极情绪面孔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这与王雪利(2017)的研究结

果有所不同。本研究结果可借用图式理论来解释。该理论指出，图式是记忆中有组织的知识结构，与早

期经验息息相关，当刺激的结构与图式类似时，就会优先加工这类的刺激，进而产生注意(彭晓哲，周晓

林，2005)。就业焦虑的大学生对于积极情绪面孔和消极情绪面孔均需要关注，因此，他们可能并没有存

在对某一类型独特的注意偏向。情绪面孔图片同侧探测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小于异侧探测条件下的反应

时，符合实验预期且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4.2. 不同就业焦虑大学生对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特征 

本研究发现，低就业焦虑大学生对积极情绪面孔和消极情绪面孔都存在注意易化，即个体更容易注

意到情绪的面孔。Ohman 驱动注意理论表明，个体一生下来就对刺激进行有选择的回避，所以面对刺激

的时候，情绪会激发个体对其注意(曾瑜芳，2005)，导致注意易化。 
高就业焦虑大学生对积极情绪面孔图片有脱离困难趋势，即注意很难从积极情绪面孔上转移。笔者

推测可能原因在于高就业焦虑个体对消极情绪面孔的注意解除是一种“保护机制”，从而保护个体免受

负性情绪对个体的过度消极影响(McCabe, Gotlib, & Martin, 2000)，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总是选择安全，

躲避危险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研究结果与预期不同也可能是由于刺激呈现时间与以往存在差异：有研究发现，点探测任

务中，实验结果会因为刺激呈现时间不同而发生改变(Mogg, Bradley, & Miles, 2004)，比如刺激呈现时间

为 500 毫秒时，研究者发现个体存在注意偏向，但是当刺激呈现时间改为 1500 毫秒时，这样的结论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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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立，这可能与被试反应能力的快慢有一定的关系。此外，被试是大四毕业生，若是在填完就业焦虑

问卷之后找到工作，就业焦虑就会大大减轻，从而影响实验结果，这在以后的实验中需要得到控制。 
本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就业焦虑大学生对积极和消极的情绪都很关注，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多给一

些鼓励或者正向积极的情绪反馈，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在面试过程中，高就业焦虑者看到消极或具有威

胁性的刺激可能会增加自身的焦虑，从而造成面试失败，为了减少或者避免这一结果的出现，面试官可

以表现出积极友好的表情，这样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面试者的焦虑情绪，同时也可以增强其自信。 
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焦虑、抑郁情绪，轻度的焦虑可以激发潜能，产生紧迫感，

从而更努力地寻找就业机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过度的焦虑可能带来负面情绪和过激行为，应该

及时给予关注和心理干预以缓解其就业焦虑水平，如注意偏向训练(Bar-Haim, 2010；郝爽，李萍，王晓

龙等，2018)、体育运动干预等(杜铭，韩志霞，肖坤鹏，2013)。这也是未来研究应关注的重点之一。 

5. 结论 

高就业焦虑大学毕业生对积极情绪面孔有脱离困难趋势，即注意很难从积极情绪面孔上转移。低就

业焦虑大学毕业生对积极和消极情绪面孔都存在注意易化，即个体更容易注意情绪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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