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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ed an S1-S2 paradigm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ption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angry emotion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happy emotion. In experiment 1, the analysis of the 
accuracy data showed that there were lower accuracy rates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angry emotion 
than no emotional change condition. With regard to the reaction tim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were 
found. However, the experiment 2 results demonstrated lower accuracy rates in the disappear-
ance of happy emotion than no emotional change trials. In addi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action 
tim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happy emotion than no emotional change. 
These suggested participants had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angry and happy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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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研究采用“情绪变化识别”范式(S1-S2范式)，通过2个实验考察了大学生对他人生气(实验1)和高兴

(实验2)情绪消失的识别。实验1的研究结果发现，生气情绪变化消失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的低于情绪不

变化条件，但两种实验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与实验1不同，实验2的结果显示，被试在识别高兴

情绪消失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的低于情绪不变化条件。此外，相比情绪不变化条件，高兴情绪消失条件

下的反应时更高。这些结果表明个体对他人生气和高兴面孔情绪变化的消失均表现出知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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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人类的面部表情能给个体提供重要的社会信息。以往的研究通常以静态情绪

面孔作为研究对象，但在现实环境中，人们看到的面孔表情大多都是动态的、变化的(张琪，尹天子，冉

光明，2015)。最近的研究者发现情绪面孔不仅涉及静态的表征信息还包括动态的信息，这种动态的信息

主要体现在情绪变化上(Sato, Uono, & Toichi, 2013)。面孔情绪变化是指同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从一种情绪

变化到另一种情绪，比如，从中性情绪变化到生气情绪(Palumbo & Jellema, 2013; Pelphrey et al., 2007)。 
近年来，研究者通常采用情绪变化范式来考察个体对他人面部情绪变化的知觉(Miki et al., 2011)。在

该范式中，实验者先给被试呈现一个情绪刺激，然后呈现另一个情绪刺激，从第一个情绪刺激变化到第

二个情绪刺激之间具有较短的时间间隔。比如中–生情绪变化：从中性表情快速变化到生气表情，中–

高情绪变化：从中性表情快速变化到高兴表情。情绪变化范式能够有效地考察个体对他人面孔情绪变化

的知觉，比如 Pelphrey 等人(2007)用这种范式考察了孤独症患者的面孔情绪变化识别能力。 
在情绪变化的相关研究中，Matsuzaki 和 Sato (2008)使用了点–线面孔(point-light faces)材料，结果发

现面孔表情运动的相关信息促使个体更好的识别他人的面孔。在一项 fMRI 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相比

静态的面孔表情，动态的面孔表情引起了枕叶和颞叶等广大脑区更强的激活(Sato, Kochiyama, Yoshikawa, 
Naito, & Matsumura, 2004)。除对正常个体的情绪变化考察，已有的研究者考察了孤独症患者的情绪变化

识别能力，结果发现孤独症患者对他人情绪变化的识别能力受到损伤(Pelphrey et al., 2007)。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者对情绪变化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情绪的出现(Pelphrey et al., 2007; Sato et 

al., 2013)。比如，生气情绪的出现：从中性表情变化到生气表情(中–生)；高兴情绪的出现：从中性表情

变化到高兴表情(中–高)。但是对生气或高兴情绪的消失目前研究较少，比如，生气情绪的消失，生气表

情变化到中性表情(生–中)，高兴情绪的消失，生气表情变化到中性表情(高–中)。对于生气和高兴情绪

消失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他人情绪变化的理解，也拓展了情绪变化研究的新视角。因此，本实

验通过两个实验考查大学生对他人生气和高兴情绪消失的识别。基于以往的研究发现(Ran, Chen, Zhang, 
Ma, & Zhang, 2016)，我们假设被试对他人生气和高兴情绪消失均会表现出知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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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 1 

2.1. 方法 

2.1.1. 被试 
30 名在校大学本科生(22 名女性，8 名男性)参加该实验，被试的年龄在 18~23 岁之间(M = 20.1 岁，

SD = 1.42)，且均为右利手。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身心健康，未患有神经疾病等。被试在获得

实验的知情同意后完成实验，实验结束后给予每名被试一定的实验报酬。 

2.1.2. 刺激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 8 张房屋图片和 52 段面孔情绪变化视频，其中每种情绪变化类型各 26 段视频，男女

各一半(张琪，冉光明，尹天子，2017)。其中，生气情绪变化消失是指由生气表情向中性表情变化，而不

变化是指由中性表情向中性表情变化，即情绪不变化。每段视频长度为 1 s，分辨率为 1024 像素 × 768
像素，文件为 AVI 格式。实验在安静的房间中进行，被试舒适地坐在距离计算机屏幕 96 厘米处。计算

机显示屏为戴尔 17 英寸彩色屏幕，刷新频率为 75 赫兹，分辨率为 75 × 1024，实验程序用 E-PRIME 2.0
编写，该软件用于实验刺激的呈现以及反应时、正确率的收集。 

2.1.3. 实验设计和程序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是情绪消失类型(生气情绪变化消失，不变化)。实验采用

情绪变化的 S1-S2 范式(Ran et al., 2014a, 2014b)。如图 1 所示，在每次实验中，电脑屏幕的中央首先会出

现一个“+”的注视点，该注视点呈现时间是 100 ms。紧接着随机出现一段持续时间为 1000 ms 的情绪变

化视频(S1)。然后出现一张房屋图片，该图片是作为掩蔽刺激，其呈现时间是 100 ms。图片消失后，呈

现一个 400 ms 的空白屏。空白屏消失后，出现另外一段情绪变化视频(S2)，呈现时间是 1000 ms。屏幕

空白 1000~2000 ms 后开始下一次实验。被试的任务是既快又准确的判断前后两段视频中的人是否是同一

个人，若相同，按“1”键，反之，则按“2”键。按键反应在被试间进行平衡。实验总共 120 个试次，

其中生气情绪变化的消失条件有 60 个试次，不变化条件包括 60 个试次，两段视频中的人是相同和不同

的试次各一半。正式实验前，被试需要完成相应的练习实验，练习中的视频是新视频，与正式实验的视

频是不一样的，练习中共有 8 个试次。通过练习实验从而让被试达到熟悉实验流程的目的。 
 

 
Figure 1.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图 1. 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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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结果 

对正确率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在生气情绪变化消失条件(M = 67.22, SD = 10.93)
下的正确率显著的低于不变化条件(M = 83.17, SD = 11.1)，t(1, 29) = 8.05，p = 0.000。此外，对平均反应

时进行同样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生气情绪变化消失条件(M = 574.74, SD = 171.21)下的反应时与

不变化条件(M = 513.71, SD = 181.17)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t(1, 29) = −2.04，p = 0.051。 

3. 实验 2 

3.1. 方法 

3.1.1. 被试 
同实验 1 的被试。 

3.1.2. 刺激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 8 张房屋图片和 52 段面孔情绪变化视频，其中每种情绪变化类型各 26 段视频，男女

各一半。其中，高兴情绪变化消失是指由高兴表情向中性表情变化，而不变化是指由中性表情向中性表

情变化，即情绪不变化。每段视频长度为 1 s，分辨率为 1024 像素 × 768 像素，文件为 AVI 格式。实验

在安静的房间中进行，被试舒适地坐在距离计算机屏幕 96 厘米处。计算机显示屏为戴尔 17 英寸彩色屏

幕，刷新频率为 75 赫兹，分辨率为 75 × 1024，实验程序用 E-PRIME 2.0 编写，该软件用于实验刺激的

呈现以及反应时、正确率的收集。 

3.1.3. 实验设计和程序 
本实验同样采用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是情绪消失类型 (高兴情绪变化消失，不变化)。实

验流程与实验 1 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实验 1 中，情绪不变化 60 个试次，生气情绪变化的消失 60
个试次；而实验 2 中，情绪不变化 60 个试次，高兴情绪变化的消失 60 个试次。 

3.2. 结果 

对正确率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1)，在高兴情绪变化消失条件(M = 50.5, SD = 
4.01)下的正确率显著的低于不变化条件(M = 83.39, SD = 13.46)，t(1, 29) = 12.73，p = 0.000。此外，对平

均反应时进行同样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高兴情绪变化消失条件(M = 495.13, SD = 239.5)下的反

应时显著的高于不变化条件(M = 417.1, SD = 145.35)，t(1, 29) = −3.05，p = 0.005。 
 
Table 1. Mean accuracy and reaction time (RT) measures in experiment 1 and experiment 2 
表 1. 实验 1 和实验 2 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实验情绪变化类型 
正确率(%) 反应时(ms) 

M SD M SD 

实验一生气情绪变化消失 
不变化 

67.22 10.93 574.74 171.21 

83.17 11.1 513.71 181.17 

实验二高兴情绪变化消失 
不变化 

50.5 4.01 495.13 239.5 

83.39 13.46 417.1 145.35 

4. 讨论 

当前研究采用“情绪变化识别”范式(S1-S2 范式)，通过 2 个实验考察大学生对他人生气(实验 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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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实验 2)情绪消失的识别。实验 1 的研究结果发现，生气情绪变化消失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的低于情

绪不变化条件，但反应时差异不显著。实验 2 的结果显示，被试在识别高兴情绪消失条件下的正确率显

著的低于情绪不变化条件。此外，相比情绪不变化条件，高兴情绪消失条件下的反应时更高。 
当前实验发现，生气情绪消失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的低于情绪不变化条件，这表明个体对他人生气

情绪消失的识别更加困难。以往的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在考察儿童对动态面孔表情的识别时也得出了

类似的结论(Miki et al., 2011)。Ran，Chen，Zhang，Ma 和 Zhang (2016)的研究发现不确定的信息会干扰

个体的认知加工。相比不变的面孔情绪，生气面孔情绪消失刺激使得个体感知到更多的不确定性，因而

个体在知觉面孔情绪消失时会更加的困难。 
在当前的研究中，相比情绪不变化条件，被试对高兴情绪消失的识别准确率更低，且反应时更长。

这一结果表明个体对对高兴情绪消失的识别更加困难。人们总是期望得到奖赏，更倾向于知觉他人的正

性情绪(Leppänen & Hietanen, 2004)。当他人的高兴情绪消失时，人们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去知觉

它，因而表现出识别困难(Sacharin, Sander, & Scherer, 2012)。与其他研究一样，当前研究也存在局限性。

比如，当前研究更适合设计成多因素实验设计，而不是单因素实验设计。 

5. 结论 

当前实验采用 S1-S2 范式，对他人生气和高兴情绪消失的识别进行了考察。实验结果发现被试识别

生气情绪消失和高兴情绪消失的正确率都更低，且对高兴情绪消失的识别反应时更长。这些研究结果表

明个体对他人生气和高兴面孔情绪变化的消失均表现出知觉困难。 

基金项目 

南充市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项目(NC2017C057)。 

参考文献 
张琪, 尹天子, 冉光明(2015). 动态面孔表情优势效应的心理机制及神经基础. 心理科学进展, 23(9), 1514-1522. 

张琪, 冉光明, 尹天子(2017). 个体对不同情绪变化的本族和异族面孔识别.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4), 608-612. 
Leppänen, J. M., & Hietanen, J. K. (2004). Positive Facial Expressions Are Recognized Faster than Negative Facial Expres-

sions, but Why. Psychological Research, 69, 22-29. https://doi.org/10.1007/s00426-003-0157-2  
Matsuzaki, N., & Sato, T. (2008). The Perception of Facial Expressions from Two-Frame Apparent Motion. Perception, 37, 

1560-1568. https://doi.org/10.1068/p5769 
Miki, K., Watanabe, S., Teruya, M., Takeshima, Y., Urakawa, T., Hirai, M., et al. (201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cep-

tion of Facial Emotional Change Examined Using ERPs.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22, 530-538.  
https://doi.org/10.1016/j.clinph.2010.07.013  

Palumbo, L., & Jellema, T. (2013). Beyond Face Value: Does Involuntary Emotional Anticipation Shape the Perception of 
Dynamic Facial Expressions. PloS One, 8, e5600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56003  

Pelphrey, K. A., Morris, J. P., McCarthy, G., & LaBar, K. S. (2007). Perception of Dynamic Changes in Facial Affect and 
Identity in Autism.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 

Ran, G. M., Chen, X., Pan, Y. G., Hu, T. Q., & Ma, J. (2014a). Effects of Anticipation on Perception of Facial Expressions.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118, 195-209. 

Ran, G., Chen, X., & Pan, Y. (2014b). Human Sex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Processing of Own-Race and Other-Race Faces. 
Neuroreport, 25, 683-687. 

Ran, G., Chen, X., Zhang, Q., Ma, Y., & Zhang, X. (2016). Attention Modulates Neural Responses to Unpredictable Emo-
tional Faces in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10.  
https://doi.org/10.3389/fnhum.2016.00332 

Sacharin, V., Sander, D., & Scherer, K. R. (2012). The Perception of Changing Emotion Expressions. Cognition & Emotion, 
26, 1273.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1.2012.656583 

 

DOI: 10.12677/ap.2019.93050 417 心理学进展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3050
https://doi.org/10.1007/s00426-003-0157-2
https://doi.org/10.1068/p5769
https://doi.org/10.1016/j.clinph.2010.07.013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56003
https://doi.org/10.3389/fnhum.2016.00332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1.2012.656583


张琪，冉光明 
 

Sato, W., Kochiyama, T., Yoshikawa, S., Naito, E., & Matsumura, M. (2004). Enhanced Neural Activity in Response to Dy-
namic Facial Expressions of Emotion: An fMRI Study. Cognitive Brain Research, 20, 81-91.  
https://doi.org/10.1016/j.cogbrainres.2004.01.008 

Sato, W., Uono, S., & Toichi, M. (2013). Atypical Recognition of Dynamic Changes in Facial Expressions in Autism Spec-
trum Disorders. 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7, 906-912.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0-7273，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p@hanspub.org 

 

DOI: 10.12677/ap.2019.93050 418 心理学进展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3050
https://doi.org/10.1016/j.cogbrainres.2004.01.008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p@hanspub.org

	The Perception of Disappearance of Angry and Happy Emotion
	Abstract
	Keywords
	大学生对他人生气和高兴情绪消失的识别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实验1
	2.1. 方法
	2.1.1. 被试
	2.1.2. 刺激材料
	2.1.3. 实验设计和程序

	2.2. 结果

	3. 实验2
	3.1. 方法
	3.1.1. 被试
	3.1.2. 刺激材料
	3.1.3. 实验设计和程序

	3.2. 结果

	4. 讨论
	5.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