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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spective memory, relative to retrospective memory, refers to the memories of activities or 
events to be performed in the future. The performance of prospective memory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and moo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is article mainly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on prospective memory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Prospective Memory, Emotion, Anxiety, Depression, Happy 

 
 

情绪对前瞻记忆影响的研究综述 

徐  琪，李梦佳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17年12月6日；录用日期：2017年12月21日；发布日期：2017年12月28日 

 
 

 
摘  要 

前瞻记忆是指对将来执行的活动或事件的记忆，相对于回溯记忆提出来的，前瞻记忆的表现受很多因素

的影响，情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文主要综述了现有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前瞻记忆影响的研

究，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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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前瞻记忆(prospective memory, PM)是一种主动记起未来要执行某一种行为的能力(Brandimonte, 
Einstein, & Mcdaniel, 1997)。日常生活中，前瞻记忆的例子很多，如记住给朋友送笔记本，记住每两个小

时吃一次药，三点去开会，等等。Einstein 和 Mcdaniel 根据从事活动的线索特点，把 PM 分为“基于事

件的前瞻记忆”(Event-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EBPM)和“基于时间的前瞻记忆”(Time-based prospective 
memory, TBPM)。EBPM 是指在一些特定外部事件发生时去执行一个行动(例如，记得见到某人时给他捎

个消息)，这类记忆任务需要有特定的记忆线索与所要执行的任务相联系；TBPM 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例如，下午三点去上课)或在一段时间后去执行一个行动(例如，10 分钟后给家人打个电话)，没有明显的

外部事件或刺激的出现，线索更具有隐蔽性，完成任务需要积极进行时间监控，更多地依赖于自我启动

的注意资源(Kliegel, Martin, Mcdaniel, & Einstein, 2001)。 
情绪和记忆之间的作用关系一直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是研究

各种情绪状态对回溯记忆的影响作用。随着对前瞻记忆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不同情绪类型对前瞻记

忆的影响研究越来越多，Meacham 和 Kushner (1980)最早通过对 73 名年轻人和中年人的问卷调查，探讨

情绪对前瞻记忆执行概率的影响，即情感效价会对预期行为的被记住和执行产生影响(Meacham & 
Kushner, 1980)。关于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研究，国内外学者开始了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但是情绪

和前瞻记忆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情绪和回溯记忆之间关系的研究相比，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还处

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 。因此，加深对情绪与前瞻记忆关系的研究探讨，无论是对情绪心理学还是对认

知心理学的发展都具有推动作用，有助于人们了解什么样的最佳情绪状态能更好的完成前瞻记忆任务，

也可利用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为需要的人群设计更为有效的记忆训练项目，提高人们的前瞻记忆。 

2. 负性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2.1. 焦虑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Cockburn 和 Smith (1994)最先研究了焦虑情绪对老年人事件性前瞻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中等焦

虑水平被试成绩最差，低焦虑和高焦虑水平的被试成绩较好，且具有显著差异(Cockburn & Smith, 1994)。
Cicogna 和 Nigro (1998)则以 40 名本科生为样本，研究了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对事件性前瞻记忆和时间性

前瞻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前瞻记忆的成绩随着焦虑水平的增加而增加(Cicogna & Nigro, 1998)。以上研

究结果证明前瞻记忆的成绩会随着焦虑水平的上升而提高，但是 Harris 和 Menzies (1999)在研究焦虑情绪

和抑郁情绪对前瞻记忆和回溯性记忆能力的影响时发现，随着焦虑和抑郁水平的升高前瞻记忆任务表现

越来越差(Harris & Menzies, 1999)。 
另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Kliegel & Jäger (2006)等的研究发现焦虑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

响会随着测试前瞻记忆的情境发生变化。在实验室情境中，焦虑情绪会阻碍前瞻记忆的表现，而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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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自然情境中，焦虑情绪反而会促进前瞻记忆的表现(Kliegel & Jäger, 2006)。进一步对焦虑情绪的分

类进行研究，Harris 和 Cumming (2003)调查了自我报告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与失败的前瞻记忆和回溯

记忆以及工作记忆任务之前的关系，结果发现，在高中低三种焦虑条件下，随着焦虑水平的上升，人们

的前瞻记忆任务表现比低焦虑水平表现差(Harris & Cumming, 2003)。 
考虑到背景任务的影响，肖明明(2014)采用双任务范式，考察了由实验本身所引起的焦虑情绪对时间

性前瞻记忆和背景任务的影响，结果发现，背景任务较难时，焦虑情绪促进前瞻记忆任务的完成，背景

任务难度的降低则会促进时间性前瞻记忆任务的完成。特质焦虑对两种类型的前瞻记忆均无显著影响，

高状态焦虑会提高前瞻记忆成绩(丁志刚，2007)，则也有研究发现前瞻记忆成绩与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的

相关关系不明显(刘伟，王丽娟，2004)。 
通过这些研究发现焦虑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存在不一致的结果，不同的焦虑分类或不同的任务难

度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加工效能理论认为，焦虑情绪会通过动机效应和注意影响效应影响任务的表现，

动机效应认为焦虑情绪对认知任务的表现具有促进作用；注意影响效应则认为，焦虑情绪下减少了完成

认知任务的注意资源，会破坏认知行为的表现(Eysenck & Calvo, 1992)。这主要取决于进行中任务对注意

资源的需求，如果进行中任务对注意资源要求高时，用于前瞻记忆任务的资源就会减少，通过注意影响

效应起作用，焦虑情绪就会阻碍前瞻记忆任务的表现；当进行中任务对注意资源需求不高时，前瞻记忆

任务就会放在首要位置，焦虑情绪会通过动机效应促进前瞻记忆任务的表现。 

2.2. 抑郁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最早对抑郁情绪与前瞻记忆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发现，具有抑郁情绪被试的时间性前瞻记忆成绩差于

非抑郁情绪的被试(Rude, Hertel, Jarrold, Covich, & Hedlund, 1999)。Kliegel & Jäger (2006)研究了焦虑和抑

郁情绪对 87 名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时间性前瞻记忆/事件性前瞻记忆/日常前瞻记忆的影响，研究发

现抑郁情绪会损害时间性前瞻记忆成绩，而对事件性前瞻记忆没有影响(Kliegel & Jäger, 2006)。吴静 
(2010)以大一新生为被试，探讨了抑郁状态对前瞻记忆的影响，研究发现抑郁情绪会影响被试认知资源的

分配，使得用于当前任务的资源减少，尤其是时间性前瞻记忆。也有研究发现，抑郁状态与前瞻记忆表

现的关系不显著(Cockburn & Smith, 1994; Harris & Menzies, 1999)，张睿和何群杰(2009)对抑郁症患者进行

研究发现抑郁对事件性前瞻记忆没有显著影响。 
关于抑郁对前瞻记忆的影响研究发现，抑郁对前瞻记忆的影响取决于所使用的任务(有亚琴，朱蓓蓓，

宋其争，2012)。资源分配理论认为，与抑郁或抑郁状态相关的认知会占用人们有限的认知资源，导致分

配给认知任务的资源变少，阻碍认知任务的进行。因此抑郁对需要高水平自我启动的时间性情绪记忆任

务影响更大。 

2.3. 悲伤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消极情绪中的情绪效价划分除了抑郁和焦虑外，主要集中在悲伤情绪效价对前瞻记忆的影响。综合

国内外的研究发现，悲伤情绪会阻碍前瞻记忆的表现(张丽静，2011；赵彤，2016；Kliegel et al., 2005)。
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并且情绪效价对不同前瞻记忆类型的影响也会存在差异。 

Kliegel 与 Jiger 等(2005)研究了情绪对时间性前瞻记忆的影响，用 6 分钟长的影片对 62 名被试诱发

悲伤情绪和中性情绪。结果发现，在悲伤情绪下，被试的前瞻记忆成绩要比在中性情绪下的前瞻记忆成

绩差(Kliegel et al., 2005)。丁志刚(2007)运用“老师表扬”和“学生取得好成绩”等方式激发被试的愉悦

情绪，结果显示，被试的前瞻记忆成绩得到了显著提高，对时间性和事件性前瞻记忆都具有促进作用。

白若阳(2012)考察注意水平、任务重要性、情绪效价对前瞻记忆的影响，结果表明消极词语正确率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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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正确率之间的差异十分显著，以积极效价词语(如自私)为靶线索的前瞻记忆任务正确率成绩优于以消

极效价词语(如仁慈)为靶线索的前瞻记忆任务正确率成绩。 
Rummel 等人(2012)研究悲伤、快乐和中性情绪状态对事件性前瞻记忆的影响，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

即从悲伤通过中性到快乐，悲伤的情绪似乎会促进事件性前瞻记忆但是愉快情绪会削弱事件性前瞻记忆

的表现(Rummel, Hepp, Klein, & Silberleitner, 2012)。May et al. (2012)研究也发现使用情绪线索可以提高焦

点任务中前瞻记忆的表现，积极和消极情绪下前瞻记忆的表现好于中性情绪状态下的表现(May, Owens, 
& Einstein, 2012)。 

悲伤情绪状态下，被试需要一部分的认知资源和精力来处理自己的悲伤情绪，进而就会占用执行认

知任务的资源，导致认知任务在完成过的过程中效率低，表现差。 

2.4. 其它负性情绪状态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研究不同负性情绪的诱发对前瞻记忆的影响，发现负性情绪对前瞻记忆的阻碍作用。卢家楣，孙俊

才和刘伟(2008)的研究发现，诱发的负性情绪(紧张、恐惧、厌恶、愤怒和痛苦)会干扰双任务前瞻记忆的

反应。张晶晶和张茗(2011)以 124 名本科生为被试，研究了诱发紧张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结果发现，

诱发紧张情绪会显著降低被试的前瞻记忆成绩。 

3. 积极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 

关于积极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愉快情绪对前瞻记忆的影响，综合国内外的

研究发现，愉快情绪对前瞻记忆有提高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探究愉快情绪的影响，部分研究者从不同唤

醒程度的愉快情绪进行了探究，发现不同唤醒程度的愉快激活对前瞻记忆的表现有不同的影响。 
侯杰(2011)通过激活高、中、低愉快情绪和中性情绪，研究不同唤醒程度的愉快情绪对不同类型的前

瞻记忆的影响，并比较各组被试的不同类型前瞻记忆成绩，发现中等愉快情绪组和高愉快组被试的前瞻

记忆成绩都有显著的提高，且中等愉快情绪组的成绩高于高愉快情绪组，低等愉快情绪没有影响。杨伟

岸和李雷(2013)以 68 名高校学生为被试，研究了不同愉悦度(低愉悦、中愉悦、高愉悦、负愉悦)对前瞻

记忆的影响，发现中等愉悦组的前瞻记忆成绩最好，高愉悦组的成绩好于低愉悦组和负愉悦组。朱承运

(2016)考察了目标线索的效价(正性、负性、中性)和唤醒度(高、低)影响前瞻记忆的作用机制，发现正性

和负性情绪效价下的前瞻记忆成绩高于中性，且高唤醒目标线索的前瞻记忆表现好于低唤醒目标线索。

愉快情绪会对前瞻记忆的表现具有促进作用，不同唤醒程度的愉快情绪对前瞻记忆的表现具有不同的影

响，相对于中等愉快情绪，高唤醒的愉快情绪会吸引更多的注意资源，从而影响前瞻记忆任务的完成。 

4. 情绪效价对前瞻记忆影响的年龄差异 

关于情绪对前瞻记忆影响的年龄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Schnitzspahn et al. (2014)运用电影对 64 名年轻

人和 57 名老年人进行情绪诱发(积极、中性和消极)，结果显示，年轻人的时间性前瞻记忆受消极情绪的

影响，表现较差，而对老年人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Schnitzspahn et al., 2014)。Rendell et al. (2011)通过 Virtual 
Week 任务，研究了情绪显著性和年龄对实验室前瞻记忆的影响，实验包括 30 名年轻人和 30 名老年人，

结果显示相对于中性情绪，积极情绪可以提高两个年龄组的事件性前瞻记忆，消极情绪没有提高效应。老

年人的前瞻记忆水平普遍较差，但是积极情绪效价下比年轻人有更大的有益效果(Rendell et al., 2011)。 

5. 情绪影响记忆的生理机制 

情绪与记忆的生理机制的研究中发现，杏仁核与视丘之间存在一条特殊的神经通路，情绪就会通过

这条通路传到大脑，使其他脑区激活并融合进来，引导和控制注意力转向情绪刺激(Harris & Cu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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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当情绪对记忆任务施加影响时，大脑杏仁核、内侧颞叶以及前额叶都会得到相应的激活(王海宝，

余永强，张达人，2009)，杏仁核也可以通过神经激素的释放来增强记忆的保持。情绪对记忆任务的阻碍

作用，应该是激活了与促进作用相似的神经机制，同样与 β-肾上腺素以及杏仁核有关。 
一些前瞻记忆神经机制的相关研究(Momennejad & Haynes, 2012)发现，以厌恶刺激为线索的前瞻记

忆任务激活更强的脑区为右外侧前额叶，外侧前额叶的激活说明情绪条件下对注意资源的依赖性更强，

会更明显的影响前瞻记忆任务的表现。当然，情绪影响前瞻记忆的特异性神经生理机制还需要更多的神

经影像以及神经病理学证据的支持。 

6. 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关于积极情绪对前瞻记忆影响实证研究需要加强，现有研究仅仅局限在愉快情绪的影响，并

且结果比较单一，相对于消极情绪的研究，没有丰富的理论和机制解释支撑结果。并且关于情绪对前瞻

记忆影响的实验研究中，情绪的启动主要是人为视频或图片诱导，缺乏自然生态效度，以后的研究中需

要改进。 
其次，情绪对前瞻记忆影响年龄差异研究比较匮乏，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发现，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

年轻人，对老年群体的研究或者年龄差异的研究较少。由于年龄的增长、丧偶、经济困难、身体不适等

缘由，老年人的情绪体验与年轻人相比，会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因此进一步加深情绪对前瞻记忆影响

的研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最后，深入情绪对前瞻记忆影响的机制研究。前瞻记忆作为一个系列的认知过程，包括意向形成、

意向保持、意向发起和意向执行四个过程，在不同情绪状态的影响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前瞻记忆包括

前瞻成分和回溯成分，情绪对不同成分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成分也会有不同的影响，将来的研究除了实

证研究之外，也可借助核磁、脑电等技术，更加清晰具体的发现其中的机制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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