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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s showed that the disparate facial featur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ill affect the 
perception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On the same baseline, women are more likely perceived to be 
happy, surprised and fear, whereas men are angry, which is called gender facial emotional stereo-
type. We utilized the three-factor mixed experiment design, 2 (gender of priming image: male, fe-
male) × 3 (emotion of priming image angry, happy, neutral) × 2 (gender of subject: male, female), 
to examine gender facial emotional stereotype under the paradigm of subliminal affective priming. 
The subjects need to assess target images are happy or not when encountering evaluative catego-
rization task. Then we analyze the data that is estimated “happy” using the repetitive measure of 
varianc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of priming image and emotion of 
priming imag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1, 35) = 7.064, p < 0.0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hen priming “happy” emotion whatever the happy priming or neutral priming. This study re-
vealed that there exists gender facial emotional stereotype under the paradigm of subliminal af-
fective pr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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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别性面部特征会影响他人对其情绪表达的觉知。在同一基线水平上，女

性情绪更容易被觉知为开心、惊讶、恐惧，而男性情绪更容易被觉知为生气和愤怒，这种由于面部特征

差异引起的对男女情绪状态的感知差异即性别面孔情绪刻板印象。本研究旨在证明阈下情感启动范式下

的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实验采用2 (启动图片人物性别：男性，女性) × 3 (启动图片情绪性质：开心，

生气，无表情) × 2 (被试性别：男性，女性)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被试在评价分类任务中判断目标图片

情绪是“开心”还是“不开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被试判断目标图片为“开心”的数据分析，

发现启动图片人物性别与启动图片情绪性质交互作用显著，F(1, 35) = 7.064，p < 0.01，在开心情绪启

动和无表情情绪启动条件下，男女两性启动“开心”情绪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证实性别面孔情绪刻板

效应会对阈下情绪启动效应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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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启动是指个体正在加工的某个具有情绪性质的刺激，会影响个体随后加工的其他情绪刺激，使

得两者情感性质接近甚至一致[1]。截止目前，国内外很多研究者已采用情绪启动(affective priming effect)
范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最早关于情绪启动的研究是 Fazi [2]开展的。实验中，Fazi 以不同 SOA (启
动刺激与呈现靶刺激呈现的时间间隔，即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将积极、消极和中性等具有不同情绪性质的

启动刺激呈现给被试，然后再呈现相同的靶刺激，被试的实验任务是对靶刺激的情绪性质进行评价。实

验结果表明启动刺激的不同会导致被试对靶刺激的评价出现差异，从而证明先加工的情绪性质会影响被

试对于后续刺激的情绪状态判断。后期，研究者们在该研究思路的指导下开展了大量情绪启动研究，总

结发现即使将启动刺激呈现的时间减少到几十毫秒、十几毫秒、甚至几毫秒，依然可以观察到情绪启动

效应[1] [3] [4] [5]。在这些研究中由于启动刺激呈现的时间只有几十到几百毫秒，其反应时间之短已经超

出人类个体认知的时间阈限值，心理学中将此种情况下出现的情绪启动称为“阈下情绪启动”(subliminal 
affective priming)，得名为此是因为实验中被试根本觉察不到出现过启动刺激。 

阈下情感启动中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实验之一，是 Murhy 和 Zajon [1]的判断偏好实验。Murhy 等人先

给被试呈现一幅表现积极情绪(愉快)或消极情绪(生气)的面部表情图片，呈现时间为 4 ms，然后给被试呈

现一个汉字。实验的巧妙之处在于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未曾学习并且完全不懂汉语，所以汉字对于他们

来说仅仅是一个无意义符号。被试的任务是猜测自己看到的汉字在汉语中是代表“好”还是代表“坏”

的概念。结果表明，用于情绪启动的图片效价影响了被试对于汉字的评估，相比那些在消极图片之后呈

现的汉字，被试更加喜欢那些在积极图片之后呈现的汉字。后来，很多人在该范式下变换使用不同的靶

刺激，比如靶刺激为中性面孔[6]，单词[7]，威胁性质的叙述和卡通人物[8]。上述研究无一例外都得到了

相同的结论：情感启动范式中即使是阈下呈现启动材料依旧可以启动情感效应。国内方面，蒋重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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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九清和高湘萍[10]，凌宇，钟明天，罗英姿，蚁金瑶，姚树桥[11]等人也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了阈下情

感启动效应。 
以往情绪启动研究中，虽有少数研究者从情绪维度论出发，通过选取正、负效价的材料[12] [13]启动

情绪进行阈下情绪启动研究，但大多相关研究还是依据情绪类别论，选取人物情绪图片启动情绪，主要

有生气[14]、开心的[15]恐惧的[16]或者是网络情绪图片[17]等情绪材料。既然是人物图片，则需对人物区

分男女性别之差，但前人研究中鲜有考虑到图片人物性别会成为一大影响因素，有研究只是会简单将男

女图片数量做平衡[18]，但并未考虑其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更甚有研究只使用男性或女性人物图片[6] [19]，
这是否会影响结果呢？ 

面孔刻板印象(Facial stereotypes)是指个体对特定社会群体成员面部特征的认知表征)，比如说，当遇

到一个面带微笑的人，个体会不自觉地推断该人是友好的，对他/她形成较好的印象；反之，如果遇到的

是一个满脸愤怒的人，个体会更倾向于对其作出消极判断。不仅如此，在长时间的人际交往中，随着社

会经验的积累，我们会自动地形成对于某一社会群体典型的面孔特征描述，这些面孔线索往往紧密相关

于其所在群体但区别于其他群体。在面孔刻板印象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男女表情面部特征进一步研究发

现，女性表现开心、恐惧、悲伤等情绪时，面部特征表现上比男性更加典型；而相比女性，男性在表达

生气、愤怒等情绪时面部特征更加典型[20]，其主要表现在方下巴、低眉毛的面部特征更易被理解为代表

支配与权威的生气表情，而这样的面部特征往往与男性相联系；对于圆脸、高眉毛来说，更容易被理解

为代表从属的开心，恐惧情绪，这样的面部特征往往在女性中较多，而且当一名女性拥有男性面孔特征

时，我们会更容易认为她是严肃的。所以研究者认为男女两性本身存在的面部特征会影响人们对于其表

达情绪的认知[21]。研究也证明即使是在同一基线水平上即中性表情，女性面孔更容易被觉知为开心、惊

讶和恐惧，而男性面孔更容易被觉知为生气和愤怒[22]。这种因为男女两性在面部特征上的差异引起的对

男女情绪状态的感知差异即为性别面孔情绪刻板印象[15]。由此我们认为个体对于男女情绪的感知，本身

就受到了男女脸部特征上的差异影响，并不仅仅是因为社会角色期待，或许我们认为个体开心或者愤怒

不是真正感知到了他/她的情绪，而是仅仅依据其面部特征信息得到的结论。 
基于以上理论总结，结合以往研究成果与理论，本实验将主要验证性别对于情绪的影响因素。所以

本实验主要考查以阈下方式呈现人物面孔情绪刺激材料时，启动材料的性别差异是否会影响被试对于目

标刺激情绪的判断以及参与实验的被试本身的性别是否也会影响被试对于目标刺激情绪的判断。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 

研究旨在探讨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是否会对阈下情绪启动效应产生影响，以及被试性别是否影响

阈下情感启动效应。 

2.2. 研究被试 

随机选取被试 53 名，其中 16 名为图片评估被试，男生 8 名，37 名为正式实验被试，男生 18 名。

所有参与实验被试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被试平均年龄 20.32 岁，SD = 1.003。 

2.3. 材料 

选取 16 名被试进行图片评估，所有图片均来自于国外情绪图片库(进行初步筛选之后的图片)，其中

男性 8 名。所有参加图片评估的被试均不参与正式实验。每张图片的评估分为情绪状态评估与面孔吸引

力评估两部分，被试根据选项“开心”、“生气”、“无表情”、“其他”对同一人物的三种情绪(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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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无表情)状态进行判断，然后根据七点评分原则对该人物进行面孔吸引力打分。最终选择情绪判断

一致程度高于 80%且平均面孔吸引力为 4 ± 1 的面孔图片共 36 张，其中男性人物图片 18 张，女性人物图

片 18 张，从符合标准的图片中选择一男一女作为练习部分材料，其余用于正式实验。 

2.3.1. 启动刺激 
实验中共使用 8 个人物的情绪图片，4 名男性，4 名女性。每名男性和女性的图片都分别有三种情绪

状态：开心，生气，无表情，共计形成 24 组启动–刺激材料。 

2.3.2. 目标图片 
目标刺激是与启动刺激同一人物的无表情图片。 

2.3.3. 实验仪器 
本实验采用 E-Prime 心理学实验软件呈现刺激。 该软件是一个高等的图形设计环境，其专门门面向

心理实验，可以使刺激呈现和屏幕刷新同步，精确度可达毫秒级，是现阶段应用较广泛的一款心理学实

验操作平台。实验材料制作成为大小(240 × 295 像素)一致的彩色图片呈现在屏幕中央，共 24 组不同的“启

动–目标”图片，分为三类：“开心–中性”、“生气–中性”、“中性–中性”。 

2.3.4. 实验程序 
招募被试参加计算机情绪启动任务，实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练习部分，包括 6 个实验 trials 帮

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第二部分包括 24 个实验 trials，为实验部分。每个 trial 如下：先是出现一个呈现

时间约为 1500 ms 的注视点，注视点消失以后呈现启动刺激(男–开心；男–生气；女–开心；女–生气)，
呈现时间为 20 ms，随后呈现 20 ms 的遮蔽，接下来呈现目标刺激，呈现时间为 50 ms，再次呈现 20 ms
遮蔽后会有 1890 ms 的空白页面(遮蔽刺激与空白页面的设置都是为了避免视觉后效，净化实验处理效应)，
空白之后呈现的是探测界面(询问被试对于目标图片的情绪判断为“开心”或“不开心”)，该界面呈现时

间为 2000 毫秒。被试按照如下指导语进行实验：“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实验！实验中，首先屏幕中央会出

现一个黑色的‘+’号提醒你开始实验，并集中注视电脑屏幕中央。接着会快速地呈现人物图片，请你判

断图片人物的情绪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并在程序询问时给出答案，如果是‘开心’请按键盘上

的‘F’键，如果是‘不开心’请按键盘上的‘J’键。实验呈现时间很短，请你集中注意力，又快又准

确地作出判断。明白上述指导语后，请你坐好，将双手放在键盘上，把左手的食指放在‘F’键上，右手

的食指放在‘J’键上，实验要求你通过这两个键回答问题。准备好以后，请你按‘Q’键，开始实验。”

如此设计实验是为强迫被试快速选择，避免意识活动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被试做出反应以后休息 2000 毫

秒进入下一个 trial。启动图片与目标图片组合呈现顺序随机，被试的按键反应做平衡处理。 

2.4.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 (启动图片人物性别：男性、女性) × 3 (启动图片情绪性质：开心、生气、无表情) × 2 (被
试性别：男性、女性)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试性别为被试间变量，刺激图片的性别与刺激图片的

情绪性质为被试内变量。被试在评价分类任务中判断目标图片情绪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结果统

计被试在各种不同的实验启动条件下判断目标图片为“开心”的次数，给每个平均反应次数除以 24 转换

为比率数据使用 SPSS22.0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23]。 

3. 结果 

进行 2 (启动图片人物性别：男性、女性) × 3 (启动图片情绪性质：开心、生气、无表情) × 2 (被试性

别：男性、女性)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启动图片的情绪性质主效应极显著，F(1,35) = 28.686，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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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图片人物性别主效应极显著，F(1,35) = 34.539，p < 0.001，描述统计见表 1。 
启动图片人物性别与启动图片情绪性质交互作用显著，F(1,35) = 7.064，p < 0.01，进一步对启动图片

人物性别与启动图片情绪性质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生气情绪启动条件下，男女两性启动“开心”

情绪差异不显著，F(1,35) = 3.986，p = 0.054；在开心情绪启动条件下，男女两性启动“开心”情绪存在

显著差异，F(1,35) = 8.352，p < 0.01；在无表情情绪启动条件下，男女两性启动“开心”情绪存在显著差

异，F(1,35) = 39.337，p < 0.001。上述结果表明，被试对于图片人物的情绪状态判断受到图片人物性别的

影响，相比男性人物面孔我们更容易判断一张女性面孔的情绪状态为开心，甚至是一张没有情绪状态的

图片，我们也更容易将女性人物图片的情绪状态判断为开心，所以推断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客观存在。 
另被试性别与启动图片人物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35) = 8.151，p < 0.01，对被试性别与启动图片

人物性别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当被试性别为男性时，启动图片男女两性启动“开心”情绪差

异显著，F(1,35) = 4.446，p < 0.05；当被试性别为女性时，启动图片男女两性启动“开心”情绪存在显著

差异，F(1,35) = 39.183，p < 0.001。分析结果表明，男女被试都持有性别面孔情绪刻板印象，而且相比来

说女性被试持有的性别面孔情绪刻板印象更加强烈。 

4. 讨论 

4.1. 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 

研究严格证实了情绪启动范式中即使是以阈下方式呈现情绪启动刺激也可以产生明显的情绪启动效

应。阈下呈现“开心”和“生气”的情绪面孔启动被试情绪，相比“生气”情绪图片，“开心”情绪图

片更容易启动愉快情绪。研究同时证明：阈下情感启动中存在明显的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即相比启

动面孔是男性开心的情绪图片，被试更容易将启动图片为女性开心情绪的目标图片判断为开心情绪，并

且在基线水平上即启动刺激是无表情情绪刺激的情况下，启动图片的男女性别仍显著影响被试的判断，

被试更容易将女性人物图片作为启动条件的目标图片判断为“开心”情绪[24]。随着情绪启动效应研究领

域的日臻完善，研究者已经开发出了许多可用于该研究范式的实验材料，但是大多数研究中还是常用人

物情绪面孔作为启动刺激。以往研究鲜有将启动图片的性别因素纳入变量之列，以本研究结果来看启动

图片人物性别确实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因为被试对于其情绪的解读受到刺激图片人物性别的影响。

面孔特征理论[21]认为男女两性在面部特征上存在的根本性的差异会影响人们对面孔的情绪判读。当一副

面孔具有如方下巴，薄嘴唇，浓且位置偏低的眉毛的特征时，我们会更容易将其知觉为具有成熟特征且

更具支配性[25]。当然这样的面孔特征所表现的情绪往往被理解为富有支配性的情绪，比如生气、愤怒等。

后期研究发现，拥有这样的面孔特征男性显著多余女性[26]，由此判断仅仅依赖于面部特征，我们也会认

为男性比女性更具支配性[27]。与此相反，一张有着圆脸、高眉毛特征的面孔所表达的情绪更容易被理解

为代表从属情绪的开心，恐惧，而这样的面部特征往往在女性中较多。近几年，随着相关研究的丰富，

人们也尝试从肌肉活动的层面解释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的存在。Becker (2007)和 Hess (2005)发现男性

面孔的特征肌肉组成与人们表现生气与愤怒情绪时所需要借助肌肉组成有很多相同之处，同理，他们也 
 
Table 1.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under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表 1. 不同实验条件下被试反应平均次数(标准差) 

 
男(启动图片) 女(启动图片) 

生气 开心 无表情 生气 开心 无表情 

男(被试) 0.05 (0.03) 0.09 (0.05) 0.03 (0.03) 0.04 (0.04) 0.10 (0.05) 0.07 (0.05) 

女(被试) 0.02 (0.03) 0.09 (0.06) 0.02 (0.03) 0.05 (0.03) 0.13 (0.04) 0.0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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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女性面孔的特征肌肉组成与人们表现开心与恐惧情绪时所需要借助肌肉组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

提供给我们一个理解性别情绪面孔刻板效应的新视角。 
关于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的存在，社会文化理论也曾有过相关论述。该理论认为人们对于男女两

性的情绪解读受到社会文化与一般期待的影响。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社会处于男权社会阶

段，由此决定男性往往处于社会权力的上层，而女性则处于相对低的社会地位。所以，受社会地位的影

响女性以笑容，恐惧等服从性情绪表达作为生存的一种策略[28]。长此以往，我们解读到的男女两性情绪

已经不是个体本身所准确表达的情绪，而是结合社会文化以及个人本身对男女两性情绪表达的期待而得

到的，从而使得情绪解读受到被解读对象本身性别的影响。 
早在 1991 年的时候，Fabes 等人就发现性别情绪刻板印象客观地存在于心理现象中，我们对于男女

情绪的感知不可避免地受到男女脸部特征的影响。本研究证实了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会对阈下情绪启

动效应产生影响，说明了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存在的广泛性，所以这启发我们在进行情绪启动研究特

别是当研究材料与人物面孔有关时，必须将图片人物的性别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考虑在内，以避免干扰实

验效应。 

4.2. 被试性别对阈下情感启动范式下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的影响 

以往研究中通过多种手段及研究方法探讨男女性别差异对于情绪反应的影响，但至今尚未得出统一

的结论，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女性的情绪体验相比男性会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 Rottenberg (2007)在给被

试观看电影之后评估被试的情绪等级研究中很直观地证明了这一观点。根据前人研究总结发现存在这种

差异存在合理的生物学原因：男女两性对情绪反应的差异是与男女两性大脑对于情绪的处理差异息息相

关的，男女两性在情绪处理方面存在大脑偏侧化优势，男性情绪编码主要在右侧杏仁核而女性情绪编码

则主要在左侧杏仁核。在本研究结果中被试性别与启动图片人物性别产生了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

析后发现男女被试都持有性别面孔情绪刻板印象，说明即使是阈下方式进行情绪启动的研究中被试性别

也确实是应该考虑的实验变量，并且女性持有的性别面孔刻板印象强于男性。除上述生物因素影响之外，

研究表明使得这种差异存在的还有进化与社会文化因素，在长期的生物进化以及社会文化演变过程中使

得女性对于情绪的体验比较具体和深刻，所以这很好地解释了研究中女性被试持有的性别面孔情绪刻板

印象更加强烈这一现象。 

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结合 Alice Villepoux 等人在 2014 开展的研究设计更换实验材料、招募国内被试参与实验取得

了与国外研究一致的结果，即以阈下方式呈现刺激材料可以启动情感效应，并且阈下情感启动会受到性

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阈下情感启动中的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存在跨文化的一致

性，该研究的开展推广了 Alice Villepoux 等人的实验结论。进一步可以论证地问题是本研究中使用的图

片刺激材料均选自国外面孔情绪图片库，受文化差异影响东西方文化中审美观念存在差异，并且外国人

一定程度上相对国内人为“外群体”，潜意识层次的“外群体偏见”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实验结果的精准

度，所以我们应当开发适合国内心理学情感启动研究的人物面孔情绪图片库，促进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性别面孔情绪刻板印象确实广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情绪化并且对于

积极情绪的表达要比男性多且明显[29] [30]。除研究中提到的由于男女本身的面孔特征存在的差别会给人

感知的情绪差异外，也有研究者提出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这种对于男女面部情绪认识的差异主要

是受到文化的影响[31]，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开心一些，因为女性的社会地位相比而言

更低一些，女性的微笑代表一种社会平和心理[32]，不同于之前理论的是该理论主要突出的是个体在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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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情绪的时候就存在男女性别差异。那么是否不仅仅因为面部特征也因为社会文化地位造成阈下情感

启动中的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讨论。 
另外该研究以行为反应作为数据收集的手段，只能直观地获得结果数据但是对于其阈下情感启动范

式下的性别面孔情绪刻板效应的运行机制如何并不能有效获取，所以今后可以在研究手段上应选择新的

方式，如 ERP 以及镜红外等先进的研究方法加深该研究的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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