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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探讨情绪启动下男女大学生不同效价情绪下视觉工作记忆的情况。方法：采用实验法，通

过E-prime软件编写实验程序。采用随机化原则选择大学生被试60名，男女生各30人，进行混合实验2*3
设计，两要素分别是性别(男、女)、情绪类型(正性情绪、负性情绪、中性情绪)，把被试的视觉工作记

忆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作为因变量。结果：1、以正确率为因变量：1) 性别类型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 
= 7.87, p < 0.05)；2) 情绪类型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 = 7.80, p < 0.05)；3) 性别*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差

异显著(F = 8.08, p < 0.05)。2、以反应时为因变量：1) 性别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 = 9.35, p < 0.05)；2) 情
绪类型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 = 40.46, p < 0.05)。结论：1) 男生的视觉工作记忆再认判断反应时比女生

的再认判断反应时短；2) 男生的视觉工作记忆再认判断的正确率大于女生。3) 所有被试正性情绪状态

下的再认判断正确率最高；所有被试中性情绪状态下的再认判断的正确率中等；所有被试负性情绪状态

下的再认判断正确率最差。4) 所有被试正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反应时最短；所有被试负性情绪状态

下再认判断的反应时中等；所有被试中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反应时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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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isual working memory of male an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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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valence of emotion priming. Methods: Using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E- Prime software 
was used to write the experimental program. 60 college students, 30 male and 30 femal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 mixed experiment 2*3 design was adopted. The two factors were gender 
(male and female) and emotion type (positive emotion, negative emotion and neutral emotion), 
respectively. Results: 1. Accuracy rate was used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1) The main effect of 
gender typ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 = 7.87, p < 0.05); 2) The main effect of emotion typ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 = 7.80, p < 0.05); 3) Gender * emotion type interact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 = 8.08, p < 0.05); Taking response time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1) there was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ain effect between genders (F = 9.35, p < 0.05); 2) The main effect of 
emotion typ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 = 40.46, p < 0.05). Conclusions: 1) the cognitive re-
sponse time of visual working memory in boys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girls; 2) The correct rate of 
visual working memory recognition in boy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irls. 3) The correct rate of 
recognition judgment of all subjects in positive emotional state was the highest; The correct rate 
of recognition judgment of all subjects in neutral emotional state was medium; The correct rate of 
recognition judgment of all subjects in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 was the worst. 4) The reaction 
time of recognition judgment was the shortest in all subjects under positive emotional state; The 
reaction time of recognition judgment of all subjects in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 was medium; The 
reaction time of recognition judgment was the longest under neutral emotion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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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处于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接受的刺激也在不断增多。在接受信息

时，个体的接受方式是多样的，例如：触觉、视觉、听觉等。但是个体大部分的信息是通过视觉接受到

的，视觉信息接收能力对一个人的学习和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当中起重要作用的认知能力，就是

视觉工作记忆，所以分析影响视觉工作记忆的因素显得非常有必要。在影响视觉工作记忆能力的各种因

素中，情绪是特别重要的因素。情绪是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重要的信息刺激，在我们

的生活随处可见，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情绪状态中，所以人们的认知活动会不可避免的打上情绪色彩的

烙印。在本研究中，通过采用情绪图片作为启动材料启动不同效价情绪，研究调查被试在不同效价情绪

条件下的视觉工作记忆能力。其中还进行不同性别视觉工作记忆能力实验，调查不同性别的视觉工作记

忆能力，为个体在处理、加工视觉工作记忆任务时，更好完成任务，保持一个恰当的情绪状态提供合理

有效的理论依据。 

1.2. 情绪启动 

情绪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情绪与我们的认知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研究

情绪对个体认知能力影响的差别情况，研究者们开始探索如何操作情绪这一概念，使情绪在实验研究中成

为可以操作、控制的变量。情绪启动效果理论认为，如果个体在先前通过同伴学习、社会交流、大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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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方式加工具有一定主观体验、感受的信息，这在短时间内会使人们想起内心当中与之有一定相似程度

的情绪体验，并且会使人们后来的行为打上先前情绪体验的色彩，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情绪启动

是指个体先行加工具有一定情绪效价的刺激后，使后继的加工也易于蒙上相应的情绪色彩；MuschJ 把个

体的当前情绪状态作为一种准备状态，个体的准备状态能够对接下来的认知过程产生影响[1]。 
当前研究者们的研究目标是探讨在不同效价情绪状态下，个体的各种认知功能的差别[2]。其中尤其

是有关情绪对工作记忆能力的影响，也越来越成为认知心理学界钻研的焦点。在有关情绪的实验研究中，

研究者们多用情绪图片作为情绪启动材料。如郑希付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3]，实验组包括正性情

绪组和负性情绪组，控制组是中性情绪组，先向每组被试分别呈现相对应的情绪图片，然后让被试完成

情绪评定量表，结果是三个组的情绪类型差异显著，得到结论是正性情绪图片能够成功启动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图片能够启动负性情绪。还有用声音作为情绪启动材料的研究，贺玲姣对国际通用情绪声音库

进行了修正[4]，构建了适用于中国人的本土化情绪声音库，并且通过脑电实验证明出不同情绪效价的声

音能够引起个体不同大脑区域的活动状态，正性的声音引起各个脑区脑电功率最高，中性的声音引起脑

区脑电功率居中，负性的声音引起的各个脑区脑电功率最低[5]。此外视频也可以作为情绪启动材料，白

学军把正性情绪影片片段《摩登时代》和负性情绪影片片段《我的兄弟姐妹》当作情绪启动材料，以被

试的主观报告和生理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讨论情绪启动的有效性和情绪启动的时间效应[6]。此外，

杨昭宁等运用自传体情绪记忆任务启动不同效价情绪[7]，结果证明自传体情绪记忆任务能够成功启动被

试的情绪。而在本研究中采用图片进行情绪启动。 

1.3. 视觉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指对多种刺激信息进行短暂加工、处理和保存的记忆系统。Baddeley 指出工作记忆包括三

个子系统[8]：分别是中央执行系统(center executive)，以及两个从属的子系统：视觉空间模板(visual-spatial 
sketchpad)和语音环路(phonological loop) [9]。视觉空间模板用来暂时保存视觉刺激，即视觉工作记忆，是

指当视觉刺激消失之后，个体能够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这些视觉信息，如颜色、形状、大小、方向等[10]。
视觉工作记忆是工作记忆重要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关于工作记忆的研究多集中于言语系统，而

对视觉工作记忆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有关视觉工作记忆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多是关注其加工模式、

记忆广度、性别差异等。2013 年，刘忆星、周曙等使用 ERP 技术，观察并收集被试在延迟–匹配任务中

的脑电变化[11]，结果显示：视觉工作记忆范围有个体差异，而且顶叶、枕叶和额叶或许是造成这种差异

的有联系的大脑区域。注意控制在视觉工作记忆加工中的作用，该研究表明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对视觉工

作记忆的不同加工阶段都会产生影响，除了这些研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但谈到的情绪与视觉工作

记忆的相关研究则比较少。因而本研究尝试着从情绪效价这一因素出发，通过情绪启动诱发被试相应情绪

状态，然后完成视觉工作记忆学习－再认判断任务，探讨情绪与视觉工作记忆的联系。 

1.4. 研究假设 

本研究将情绪启动与视觉工作记忆相结合，探究不同效价情绪对人们视觉工作记忆能力的影响，从

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不同效价情绪对人们认知能力影响的认识，特别是丰富了有关视觉工作记忆的研究。

通过该研究，人们可以了解不同效价情绪状态下的视觉工作容量，为人们合理调节情绪状态，促进视觉

工作记忆能力提供实际有效的指导。 
根据现有研究结果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提出以下假设： 
1) 不同性别(男女)的视觉工作记忆广度(正确率和反应时)有显著差异。 
2) 不同情绪效价(正性、中性、负性)情绪启动条件下，被试的视觉工作记忆广度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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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性别(男女)在不同情绪效价状态下，被试的视觉工作记忆存在显著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随机选取 90 名大学生，男生 50 人，女生 40 人，经过情绪启动实验，剔除无效被试男生 20 人和女

生 10 人(没有启动相应的情绪效价)。最后进行学习–再认实验的被试一共 60 名，男女各半，年龄在 18~25
岁之间，平均年龄 22.7 岁。所有被试的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色觉正常，无神经系统疾病或精神病史，

自愿参加实验，完成实验之后有相应的小礼品作为奖励。 

2.2. 研究工具 

使用 E-prime2.0 软件编辑实验程序，采用 spss21.0 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2.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双因素混合设计，自变量一为性别，包括男生、女生两个水平，为被试间变量。自变量二为情

绪类型，包括正性、中性、负性三个水平，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做出再认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2.4. 实验材料 

1) 情绪启动材料 
采用简单、方便，在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中国情绪图片库的图片作为启动材料，其中正性情绪图片有

小孩的笑脸、美丽的风景、秀色可餐的美食和水果、人们聚餐时的欢乐等。中性情绪图片有几何图形、

白色的镜子、地球仪、白色的地图、各种篮子等。负性情绪图片有蛇、战争时的场景、地震时的场景、

人们烧伤时的画面，还有各种不同人死时的悲惨场景等。 
2) 学习–再认实验材料 
学习材料包括三组，每组有两张图片，一张图片上有 6 个由红、绿、黄、蓝不同颜色的图形(圆、矩

形、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组成，每张呈现时间是 3000 ms。再认材料由单个图形组成(不同颜色)，被

试进行 29 次新旧判断，如果认为是刚才学习过则按“W”键，如果认为刚才没有学习过则按“O”键。

每张图片都是随机呈现。 

2.5. 实验过程 

首先进行的是情绪启动实验，先给被试呈现指导语，要求被试按实验要求来做出按键反应。先是呈

现 20 张正性情绪图片，接着做出情绪评定，然后进行学习–再认实验。学习–再认实验完成之后让被试

休息 3 分钟，三分钟后开始中性情绪启动实验，然后被试做出情绪评定，接着进行学习–再认实验。被

试休息 3 分钟后进行负性情绪启动，情绪启动实验完成后进行情绪自我评定，然后进行学习–再认实验，

最后呈现指导语“实验结束，谢谢您的参与。”每张图片呈现方式都是随机呈现，而且为避免存在练习

效应，每次的学习材料都有所不同。 

3. 研究结果 

3.1. 情绪启动结果 

根据表 1，剔除情绪启动失败的被试男生 20 人、女生 10 人。其中正性情绪被试有 30 人启动失败；

中性情绪被试有 60 人启动失败；负性情绪被试有 12 人启动失败。结果表明被试的负性情绪与正、中性

情绪相比较好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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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motional priming result 
表 1. 情绪启动结果 

 正性情绪 正性情绪 中性情绪 中性情绪 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 

 (成功) (失败) (成功) (失败) (成功) (失败) 

性别男生 35 15 30 20 40 10 

女生 35 15 30 10 38 2 

总数 70 30 60 30 78 12 

3.2. 以视觉工作记忆的正确率为因变量数据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with accuracy rate as dependent variable 
表 2. 以正确率为因变量的测验结果 

  N M SD 

性别 
男生 30 0.54 0.11 

女生 30 0.56 0.12 

情绪类型 

正性 60 0.60 0.10 

中性 60 0.52 0.10 

负性 60 0.56 0.12 
 
Table 3. The results of repeated ANOVA 
表 3.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F P 

性别 7.87** 0.006 

情绪类型 7.80*** 0.000 

性别*情绪类型 8.08*** 0.000 
 

根据表 3 的统计结果，得出性别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 = 7.87, p < 0.05)；情绪类型的主效应差异显著(F 
= 7.80, p < 0.05)；性别*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差异显著(F = 8.08, p < 0.05)。结合表 2 男生被试的再认判断

正确率大于女生被试，所有被试正性情绪状态下的再认判断正确率最高；所有被试中性情绪状态下的再

认判断的正确率中等；所有被试负性情绪状态下的再认判断正确率最差。 

3.3. 以视觉工作记忆的反应时为因变量统计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with reaction time as dependent variable 
表 4. 以反应时为因变量测验结果 

  N M SD 

性别 
男生 30 1.66 446.90 

女生 30 1.83 443.67 

情绪类型 

正性 60 1.41 333.33 

中性 60 1.82 445.45 

负性 60 2.00 3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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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results of repeated ANOVA 
表 5.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F P 

性别 9.35 ** 

情绪类型 40.46*** 0.000 

性别*情绪类型 0.26 0.77 

注：n = 60，*p < 0.05，**p < 0.01，***p < 0.001。 
 

根据表 5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视觉工作记忆的反应时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 9.35, p < 0.05)；情绪类

型的主效应显著(F = 40.46, p < 0.05)；性别和情绪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 = 0.26, p > 0.05)。结合表 4
男生被试的视觉工作记忆再认判断的反应时比女生被试短，所有被试正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反应

时最短；所有被试负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反应时中等；所有被试中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反应

时最长。 

4. 分析与讨论 

4.1. 视觉工作记忆容量分析 

视觉工作记忆容量，是指在视觉工作记忆中能够同时储存的项目数量[12]。而视觉工作记忆的容量是

有限的。本研究通过学习–再认实验范式考查男女生的视觉工作记忆能力，具体操作为被试再认判断的

正确率。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的主效应显著，具体表现为男生的再认判断正确率高于女生的再认判

断正确率(Mean 男 0.58 > Mean 女 0.54)。视觉与空间工作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而男性的空间工作能力比

女性强，所以男性的再认判断的正确率大于女性。 
视觉工作记忆作为工作记忆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人们情绪状态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启动被试不同的

情绪状态，然后考查被试的视觉工作记忆能力。研究结果显示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 8.00, p < 0.05)，
具体体现在，人们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完成视觉工作记忆任务最好，在中性情绪状态下完成视觉工作记忆

任务最差(Mean 正 0.60 > Mean 负 0.56 > Mean 中 0.52)，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为什么能够对印象深刻的事情

记忆比平淡的事情记忆好的原因。认知资源是个体完成认知任务的必备条件。在正性情绪状态下人们能

够激发出更多的认知资源来完成任务，对于视觉工作记忆任务来说就是能够扩大记忆的广度。而对于负

性情绪状态而言，人们对情绪感受比较深刻，所以在再认任务中能够利用情绪体验提取记忆，这样对记

忆也会较深刻，所以正确率也较高。 
本实验结果表明性别和情绪类型的交互效应显著，具体表现为女生被试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

断的正确率高于在中性情绪条件下再认判断的正确率；女生被试在中性情绪条件下再认判断的正确率

高于在负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正确率；男生被试在负性情绪条件下再认判断的正确率高于在正性

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正确率；男生被试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正确率高于在中性情绪条件下

再认判断的正确率。不同情绪类型对男女性的情绪有着不同的唤醒度。女性对正性情绪唤醒有偏爱，

更爱加工与之相关的认知，反而对负性情绪有种回避或者躲避，所以这时会影响记忆效果。与中性和

正性情绪相比，男性对负性情绪的唤醒度高，对负性情绪的情绪感受更深刻，所以在负性情绪状态下

记忆效果好。 

4.2. 性别对视觉工作记忆反应时的影响差异显著 

不同性别的视觉工作记忆学习–再认反应时有着明显差别，男性被试的反应时比女性被试的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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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这可能与不同性别的优势大脑的认知功能有关系。在视觉上，与女性相比，男性大脑右半球优势程

度更加明显。男性在处理视觉空间任务是多是使用右半球的功能，而女性多是同时使用左右两半球来处

理任务，所以男性的反应时比较短。 

4.3. 不同情绪类型对视觉工作记忆反应时的影响差异显著 

不同效价情绪对认知过程能够产生不同的影响，当人们处于正性情绪条件下时，存在的正性刺激的

记忆提取线索能够使其加工易化[13]；人们处在中等强度正性情绪条件下，对改善、提高思维与决策的质

量有特别大的帮助[14]。所以在本研究中，当被试处于正性情绪状态下时，做出再认判断的反应时间短。

Lavric 等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表明[15]，不同类型情绪或许会造成对一定认知资源的竞争，而负性情绪能够

抢夺视觉工作记忆的认知资源，造成视觉工作记忆的能力受到损害[16]。在本研究中，被试在负性情绪状

态下，做出再认判断的反应时间较长。对有关焦虑病人的研究表明，当个体处于焦虑状态时，会使大脑

对认知任务的加工注意力视角变窄。也有许多研究证实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在恐惧或者焦虑等负性情绪

状态下，人们多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所焦虑或者害怕的事物上而减少对认知任务的注意力。 

5. 结论 

通过对该研究结果的分析、讨论，得出以下结论： 
1) 男生的视觉工作记忆再认判断反应时比女生的反应时短。 
2) 男生的视觉工作记忆再认判断的正确率大于女生的正确率。 
3) 所有被试正性情绪状态下的再认判断正确率最高；所有被试中性情绪状态下的再认判断的正确率

中等；所有被试负性情绪状态下的再认判断正确率最差。 
4) 所有被试正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反应时最短；所有被试负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反应时中

等；所有被试中性情绪状态下再认判断的反应时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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