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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研究以不同性质的视频作为启动材料，考察暴力视频对大学生面部表情识别和记忆倾向是否有

差异。研究方法：本实验采用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为视频类型(暴力视频、自然纪录片)、表情

图片(正性、中性、负性)、性别(男生，女生)，因变量为被试的正确率、反应时和再认率。被试随机分

为两组，分别观看暴力视频和自然纪录片，并完成面部表情识别任务。结果：在正确率上：① 表情主效

应显著，p < 0.01，被试对负性表情识别的正确率高于中性和正性表情。② 视频类型的主效应显著，p < 
0.01，暴力视频组正确率显著低于纪录片组，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在反应时上：① 视频的主效应边缘

显著，p = 0.06，暴力视频组的反应时边缘显著地短于纪录片组。② 表情的主效应显著，p < 0.001，负

性表情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正性和中性表情，中性表情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正性表情。③ 视频与表情的交互

作用显著，p < 0.001，在正性表情条件下，暴力视频组的反应时显著长于自然纪录片组；在负性表情条

件下，暴力视频组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纪录片组；在中性表情条件下，两组没有显著差异。④ 表情与性别

的交互作用显著，p < 0.001，在中性表情上，女生的反应时显著长于男生；在正性和负性表情上，女生

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男生。⑤ 性别与视频的交互作用显著，p < 0.05，男生在暴力视频组的反应时显著短

于纪录片组，女生在两组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在图片再认实验中，视频类型与表情图片类型交互作

用显著。暴力视频组被试对负性表情图片的再认率显著高于正性表情图片。纪录片组被试对负性表情图

片和正性表情图片的再认率没有显著差异。结论：暴力视频影响大学生面部表情识别和记忆倾向。在暴

力视频的影响下，被试更容易识别和记忆负性面部表情，同时抑制对正性面部表情的识别。与女生相比，

男生更容易受到暴力视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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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violent videos had an effect on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nd memory tendency by taking different videos as the starting materials. Research Method: This 
experiment adopted a three-factor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the video type (violent video, nature documentary), facial expression pictures (positive, neutral, 
negative), and gender (male, female);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the subjects’ accuracy, reac-
tion time and recognition rat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o watch vio-
lent videos and nature documentaries and complete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asks. Results: 
In terms of accuracy: ① The main effect of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 p < 0.01,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subjects’ recognition of negative expression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eutral and positive 
expressions. ② The main effect of the video was significant, p < 0.01, the accuracy of the violent 
vide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documentary group.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reaction time: ① The main effect edge of the video 
was significant, p = 0.06, the reaction time edge of the violent vide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
er than that of the documentary group. ② The main effect of expressions was significant, p < 
0.001, the reaction time of negative expressions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positive and 
neutral expressions, and the reaction time of neutral expressions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positive expressions. ③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ideo and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 p < 
0.001.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ositive expression,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violent vide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natural documentary group;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egative 
expression,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violent vide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documentary group;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eutral express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④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xpression and gender was significant, p < 
0.001. In the neutral expressions,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female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male; i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ressions, the reaction time of the female was signifi-
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male. ⑤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der and video was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esponse time of the male in the violent video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documentary group, and the response time of the female i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periment on picture recogni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video and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 The recognition rate was higher in negative expressions than in posi-
tive expressions for the violent video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ositive 
expressions and negative expressions for the natural documentary group. Conclusion: Violent 
videos affect the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iolent 
videos,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recognize and memorize negative facial expressions, while inhi-
biting the recognition of positive facial expressions. Compared with female, male is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violent 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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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暴力视频是指包含暴力内容和暴力场景的传播媒体，充斥着抢劫、诈骗、凶杀、绑架、色情、诈骗、

斗殴和冲突之类的情节，利用血腥场景和暴力画面渲染凶残和恐怖气氛(张骞，2020)。多项研究表明，媒

体暴力会对个体产生负面影响(段东园等，2014；张小童等，2020；Gentile et al., 2009)。一项多元分析研

究表明，暴力视频会降低个体的共情水平，同时增加个体的攻击认知，减少亲社会行为(邵嵘，滕召军，

刘衍玲，2019)。 
攻击性是指一个人故意伤害他人的不良行为，这种伤害包括人身攻击以及心理攻击。2001 年，

Anderson 等人探讨解释了媒体暴力如何影响个人暴力行为，并提出一般攻击模型。研究表明，两者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Anderson & Bushman, 2001)。Boxer 等人发现个体的攻击行为可以通过其对暴力视频的偏

好进行有效预测。他们发现，个体在暴力电子游戏上花费的时间更多，他们会更容易认为他人对自己存

在敌意，从而暴露更多的攻击性(Boxer et al., 2009)。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暴力游戏经验可以正向预测他

们的攻击行为(段东园等，2014)。张小童等人在游戏体验和心理问卷调查中发现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与暴力

游戏暴露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结果表明，青少年接触暴力游戏会导致其对他人的帮助意愿更低。并且，

长期接触暴力游戏，也会增加个体的攻击行为(张小童等，2020)。Gentile 等人发现，当个体玩暴力游戏

时，会产生攻击性情绪，他们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Gentile et al., 2009)。Anderson 和 Bushman 的研究也

证明了这一点，当被试玩暴力游戏后，会对故事中的冲突情节更敏感，说明个体在暴力视频影响下会产

生更多负面情绪，包括恐惧、愤怒和攻击(Anderson & Bushman, 2001)。 
人的表情在人际交往的众多方式中是非常重要的，人际交往活动中文字语言、肢体语言等都方面都

是传达信息的方式，而表情作为其中一个表达方式，不仅传达着外在的情感表现，同时也反映个体内心

的真实情感(雷雨佳，2019)。表情在情绪情感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除了文字与语言之外，识别他人

情绪的方式中，对面部表情的识别是最为重要的。此外，面部表情作为表达情绪最直接的方式，它是个

人与他人交流的重要媒介，能够帮助个体有效传递情感信息。在日常生活中，对面部表情的识别是我们

直接理解他人情绪的重要途径。 
研究表明，面部表情的识别会受到观察者自身情绪状态的影响(刘宏艳，胡治国，2015)。可能是外部

环境事物诱发的，也可能是内部因素导致的。研究者让被试观看视频游戏，在外部刺激的影响下进行表

情识别。Niedenthal 通过让被试观看不同的视频，从而产生不同情绪，然后要求被试对动态表情进行判断，

表情强调会从强到弱再逐渐减弱，被试需要在认为表情消失时立刻做出按键反应。结果发现，比起被试

与视频情绪不一致时，当被试的情绪与视频里呈现的情绪相同时，被试的判断会更加准确。表明当被试

情绪与视频呈现的情绪同为正面情绪，或同为负面情绪时，被试做出判断的表情与中性表情更为接近，

与情绪不一致时被试做出的判断相比偏差更小(Niedenthal et al., 2000)。上述研究表明，个体更容易识别

与自身情绪一致的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识别还会受到个体自身特质的影响。研究表明，高攻击特质的人对识别愤怒和恐惧威胁的

面部表情反应更敏感(孙丽君等，2020)。研究发现，具有反社会人格的暴力罪犯无法准确识别他人的面部

表情(Babcock, Green, & Webb, 2008)。在社交场合，暴力罪犯倾向于将过多的注意力资源投入到这些负面

刺激上。研究者对暴力罪犯是否更容易注意到消极信息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被试相比，暴力

罪犯和高攻击性大学生对攻击性词汇的注意时间更长，这表明暴力罪犯和高攻击性的大学生更难脱离负

面刺激，对负面信息有注意偏向(Smith & Waterman, 2003)。Hoffimann 等人对性别因素展开了研究。他们

分别向男性和女性展示了包含不同程度情绪的表情图片，并要求他们对这些表情类型进行评级。研究发

现，女性在 50%的愤怒、厌恶和恐惧的条件下有更好的识别率(Hoffimann et al., 2010)。Collignon 等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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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受社会进化与角色定位影响，女性对带有威胁性的信息更加警惕，所以她们更容易对消极表情产生

关注(Collignon et al., 2010)。 
此外，关于暴力视频对表情图片记忆倾向的影响还不甚清楚。研究多以暴力图片为启动刺激，探讨

其对记忆的影响机制。例如，邱小艳(2010)考察了暴力图片对记忆倾向的启动效应，同时考虑图片中施暴

者的性别、施暴动机及被试的攻击特质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暴力图片启动了被试对攻击词的记忆倾

向；攻击特质越高，对攻击词的记忆倾向越明显。我们推测，相较于暴力图片，暴力影像可能对人们记

忆倾向的影响更强。当暴力影像中的人物较多地表现出负性情绪时，人们会更倾向记忆负性的面孔表情，

而非正性面孔表情和中性面孔表情。以往研究中较多考察了暴力视频与共情、暴力视频与攻击认知之间

的关系及影响机制。根据前人研究，我们假设，暴力视频游戏会启动个体的攻击性情绪及认知偏向，这

种负性情绪会导致个体对他人负性的面部表情存在注意偏向。本研究将以不同性质的视频作为启动材料，

通过观看视频诱发被试的情绪后，进行面孔识别和记忆任务，进一步探讨暴力视频对表情识别和记忆倾

向的影响。 

2. 方法 

2.1. 实验目的 

探讨暴力视频和非暴力视频对大学生面部表情识别和记忆倾向是否有差异。 

2.2. 被试 

被试选取大学生 36 名，随机分为两组，暴力视频组 18 人，对照组 18 人，男女各半。被试视力或者

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平均年龄 21 岁，实验后获得一定的报酬。 

2.3. 实验设计 

采用 2 (性别：男，女) × 2 (启动材料：暴力视频，自然纪录片) × 3 (面部表情：正性，中性，负性)
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性别和启动材料是组间变量，面部表情是组内变量。 

2.4. 实验材料 

从中国情绪材料数据库面部表情图片库中分别选取正性、中性、负性面部表情图片各 80 张，为排除

面孔性别的影响，表情模特的性别男女各半。暴力视频截取美剧《惩罚者》第二季中 10 分钟血腥暴力片

段，自然纪录片截取英国纪录片《地球脉动》第二季中 10 分钟片段。 

2.5. 实验仪器 

本研究采用 E-prime2.0 编写实验程序，实验刺激使用笔记本电脑呈现，分辨率为 1024 × 768 像素，

刷新率为 60 Hz。 

2.6. 实验程序 

将被试随机分为暴力视频组和对照组。暴力视频组需要先观看 10 分钟暴力视频，对照组需要观看

10 分钟自然纪录片。完成视频观看后，进行表情识别实验。每个被试单独施测。被试与电脑之间的距离

大约 60 厘米。实验开始时，在屏幕正中间呈现一个 500 毫秒的黑色注视点“+”。注视点消失后屏幕中

间会随机呈现面孔图片，要求被试对面孔图片的情绪类别进行判断，负性表情图片用左手食指按“F”，

中性表情图片用右手食指按“J”，正性表情图片用右手无名指按“L”，被试作出反应后会呈现 1000 ms
的空白屏。正式实验前有一个练习阶段，要求被试的正确率在 80%以上才能进入正式实验。实验共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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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 block，每个 block 包含 80 个 trial，每种性别的表情随机呈现。 
面部表情图片识别实验结束五分钟后，给被试呈现 60 张正性和负性表情图片，其中之前实验呈现过

的 30 张，不同性质图片各 15 张。之前实验未呈现过的图片 30 张，不同性质图片各 15 张。要求被试判

断哪些是刚才看过的，哪些是未看过的。 

2.7.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20.0 for Windows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3. 结果 

3.1. 正确率 

所有被试平均正确率为 90%，说明被试都认真完成了任务。结果如表 1 所示。表情主效应显著，

F(2, 70) = 5.65，p < 0.01。中性表情识别的正确率低于负性，t = −2.27，p < 0.05；中性表情识别的正确

率高于正性，t = 1.19，p < 0.05；负性表情识别的正确率高于正性表情，t = 3.06，p < 0.01。视频类型

主效应显著，暴力视频组正确率显著低于自然纪录片组，F(1, 35)=9.95，p < 0.01。性别主效应不显著，

F < 1。三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 < 1。 
 
Table 1. Average accuracy of different videos and expressions (M ± SD) 
表 1. 不同视频与表情下的平均正确率(M ± SD) 

 
暴力视频组(%) 纪录片组(%) 

男 女 男 女 

正性表情 0.87 ± 0.02 0.89 ± 0.02 0.93 ± 0.02 0.92 ± 0.01 

中性表情 0.90 ± 0.02 0.90 ± 0.01 0.93 ± 0.01 0.92 ± 0.02 

负性表情 0.94 ± 0.01 0.92 ± 0.01 0.94 ± 0.01 0.94 ± 0.01 

3.2. 反应时 

删除小于 100 毫秒或大于 2000 毫秒的数据，删除三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值，共 9.2%的数据被剔除。

结果如表 2 所示。表情的主效应显著，F(2, 70) = 12.51，p < 0.001，负性表情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中性表情，

t = −2.10，p < 0.05；负性表情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正性表情，t = −4.89，p < 0.001；中性表情的反应时显著

短于正性表情，t = −2.68，p < 0.01。视频类型的主效应边缘显著，暴力视频组的反应时边缘显著地短于

纪录片组，F(1, 35) = 3.64，p = 0.06。性别的主效应显著，女生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男生，F(1, 35) = 56.44，
p < 0.001。表情与视频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 70) = 18.79，p < 0.001。在正性表情上，暴力视频组的

反应时显著长于纪录片组，t = 2.13，p < 0.001；在负性表情上，暴力视频组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纪录片组，

t = −6.25，p < 0.001；在中性表情上，两组没有显著差异，t = 2.13，p = 0.93。表情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

著，F(2, 70) = 45.19，p < 0.001。在中性表情上，女生的反应时显著长于男生，t = 3.17，p < 0.001；在负

性表情上，女生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男生，t = −8.55，p < 0.001；在正性表情上，女生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男

生，t = −7.27，p < 0.001。性别与视频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 35) = 4.35，p < 0.05。男生在暴力视频

组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纪录片组，t = −2.68，p < 0.01，女生在两组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三者交互作用

不显著，F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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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verage response time of different videos and expressions (M ± SD) 
表 2. 不同视频与表情下的平均反应时(M ± SD) 

 暴力视频组(ms) 纪录片组(ms) 

正性表情 
男 806.72 ± 134.10 794.71 ± 121.23 

女 762.35 ± 133.14 744.62 ± 120.99 

中性表情 
男 751.98 ± 125.23 761.69 ± 131.28 

女 780.36 ± 121.35 771.65 ± 120.81 

负性表情 
男 759.361 ± 18.15 801.46 ± 119.12 

女 721.29 ± 106.82 745.93 ± 110.05 

3.3. 表情记忆倾向 

结果发现，在再认率上，表情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2, 70) = 10.22，p < 0.001，负性表情的再认率显

著高于中性表情，t = 3.79，p < 0.01；负性表情的再认率显著高于正性表情，t = 4.33，p < 0.01；中性表

情的和正性表情的再认率没有差异，p > 0.05。视频类型的主效应显著，暴力视频组的再认率显著高于纪

录片组，F(1, 35) = 4.62，p < 0.05。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p > 0.05。三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 < 1。视频

类型与表情图片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2, 70) = 17.81，p < 0.001。暴力视频组被试对负性表情图片的再认

率显著高于正性表情图片，t = 5.16，p < 0.001。纪录片组被试对负性表情图片和正性表情图片的再认率

没有显著差异，p > 0.05。上述结果表明，暴力视频影响被试对表情的记忆倾向，被试更倾向于记忆负性

面部表情。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性质的视频对大学生面部表情识别和记忆倾向的影响。在正性表情上，暴力视频

组的反应时显著长于纪录片组；在负性表情上，暴力视频组的反应时显著短于纪录片组。相较于暴力视

频组，纪录片组的正确率更高，说明被试在消极情绪状态下，想要准确识别他人的表情更为困难。在表

情图片再认实验中，暴力视频影响被试对表情的记忆倾向，被试更倾向于记忆负性面部表情。上述结果

与 Anderson 等人的研究中有关暴力视频游戏与攻击性词语的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证实了暴力视频对表

情加工有一定影响。 
大学生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过多接触媒体暴力会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个体甚至容易产生

抑郁、悲伤等负面情绪，从而影响其认知功能，使个体无法准确识别他人表情。许多研究表明，当个体

感受到消极情绪时，会导致其对信息加工不准确。个体的注意力有限，个体在信息加工时，会占用一定

的认知资源，当个体需要同时对多种信息进行加工时，分配给每个加工过程的认知资源会相应减少，所

以当负面情绪大量占据个体的认知资源时，个体识别他人表情的认知资源就会相应减少。因此，在暴力

视频的影响下，大学生表情识别的正确率较低。 
在暴力视频条件下，被试能更快的识别出负性表情，而对正性表情的反应时比记录片组的反应时更

长。而且，暴力视频组被试对负性表情图片的再认率显著高于正性表情图片。这说明暴力视频对大学生

识别和记忆负性情绪具有促进作用，对于正性情绪的识别具有抑制作用。一般攻击模型认为媒体暴力能

显著启动个体的攻击性思维、攻击性情感、生理唤醒和攻击性行为(Bushman & Huesmann, 2006)。暴力视

频激活了观看者内部的攻击性认知网络和认知图式，表征了观看者语义记忆和长时记忆系统的攻击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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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部攻击性视频诱发激活了大脑的攻击性神经细胞，被试的注意资源被大量负性情绪所占据，导致

其在认知加工时对负性情绪存在更多的注意偏向。说明大学生在观看暴力视频后对负性表情产生的注意

偏向是由攻击行为增加而导致的，这与暴力动漫引发大学生攻击性从而对攻击性图片产生注意偏向的研

究结果一致(王珂，2019)。 
本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容易受到暴力视频的影响。从进化角度来看，相较于女性，男性自身拥有

更高的攻击本能，为了解决家庭温饱问题，他们需要进行大量狩猎等包含暴力手段的工作。所以，在接

触媒体暴力时，其中血腥、射杀等暴力性内容会更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从而更容易激发他们的攻击性

认知。从认知神经角度来看，女性的共情水平会高于男性。相对来说女性对待他人更具有同理心，在表

情识别的过程中能够以主角的视角思考。因此，相较于女性来说，男性更容易受到暴力视频的影响。 

5. 结论 

暴力视频影响大学生面部表情识别和记忆倾向。在暴力视频的影响下，被试更容易识别和记忆负性

面部表情。相较于女性，男性更容易受暴力视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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