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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羞耻与负性行为关系密切。本研究考察羞耻对网络色情信息加工的影

响。146 名大学生参加实验，完成词汇的学习 - 再认任务。结果显示，只有高强

度的羞耻组被试对网络色情词汇的再认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而对于中性词汇

的加工成绩，不同强度的羞耻组被试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支持羞耻情绪的强

度会影响大学生对网络色情信息的认知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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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shame on online devia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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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hame is related to negative behavior.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shame on online pornograph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ne 

hundred and forty-six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to complete the 

words learning-recognition task.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only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level shame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performance on online 

pornographic vocabulary processing than the control group，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ed in the processing of neutral vocabulary，the participants in different 

intensity of shame have no difference of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supports the intensity of shame could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online porn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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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际沟通及生活方式的网络化，现实中的失范行为也延伸到了网络环境

中。个体在使用网络过程中，产生的有违甚至破坏网络规范的偏差行为，主要包

括网络过激行为、网络色情行为和网络欺骗行为等。网络色情行为因其具有诱惑

性强、代价低、隐蔽性强等特点而较多发生在大学生群体中。

网络色情行为的出现与扩散离不开网络色情资料在门户网站、社交软件以

及广告媒体等网络媒介中的传播。网络色情资料易得性强，且形式多样，其中

包括色情图片、色情动画短片、色情电影、色情有声故事、色情文本故事等。

对于这些赤裸的或是隐晦的互联网色情信息，个体可能会通过无意接收（如色

情图片的广告窗口弹出），或有意接触（如主动地寻找和浏览色情网站）等方式，

加工和处理色情信息［1］。当前社会，大学生已成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大学

生的猎奇心理与性生理成熟，客观上对网络色情信息的接触频率较高。过多接

触网络色情资料的青少年会表现出对学校和家庭的严重疏离和对重要他人的亲

情缺乏必要的回应，攻击性水平也同样会更高［2］。即使大学生没有主观浏览

色情信息的意愿，但长时间被动地接收色情信息，也会使其转变为主动色情行

为者，这使得网上色情行为更加容易出现［1］。

包括网络在内的暴力媒体使用与儿童中期至成年人均关系非常密切［3］。

与网络色情相联系的是攻击性。羞耻与个体攻击性的关系，呈现不一致的研究

结果。由于羞耻长期以来被视为负性情绪，有研究发现羞耻与攻击行为［4］、

攻击性与敌意有正向密切联系［5］［6］。羞耻也与言语攻击、身体攻击存在

正向相关［7］。但是，对意大利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羞耻与攻击倾向没有

关联［8］。考虑到羞耻感水平不同的个体的应对倾向存在差异［9］，所以羞

耻情绪强度可能是形成上述不同研究结果的缘由，从而影响羞耻对个体社会性

与认知加工的作用。

由于个体的人格特征、心境状态等因素，对刺激物加工时会产生注意偏向

［10］。因注意资源的占有差异，不同效价的情绪会影响对刺激物的加工速度，

从而影响到认知加工［11］，比如情绪效价会影响个体来源记忆的提取成绩［12］。

而且，由于不同的强度差异，影响到随后的刺激加工，出现所谓的情绪强度效应，

该效应在恐惧、厌恶等负性情绪加工中更加突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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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是心理进化的产物，也是个体社会化的表现，与道德密切相连，而网

络色情信息与道德相违背。最新研究发现，无论临床患者还是非临床被试，羞

耻情绪的诱发均会影响个体工作记忆成绩［14］。那么，当羞耻情绪得到诱发后，

个体将会如何加工网络色情信息，是否同样会发生注意偏向？为此，实验采用

单因素被试间设计，以羞耻情绪的强度为自变量，网络色情词汇的再认率和反

应时为因变量，采用情景模拟法来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考察羞耻对网络色情

信息的认知加工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招募在校大学生 146 人，随机分配到三种故事情境组里。删除羞耻情绪诱

发失败的被试数据后，保留 134 人的数据（M=21.50，SD=2.64），年龄在 18—

28 岁之间，其中男生 44 人。

2.2  实验材料

2.2.1  情绪诱发材料

选用大学生常见的生活情境，文字加工成虚拟故事情境。87 名大学生对材

料进行评定，年龄 19.01±1.04 岁，其中男性 14 人。选择三个故事情境为实验材料，

产品说明（M=1.66 ，SD=0.96）作为无诱发组材料，班级网络空间情境（M=4.87，

SD=1.28）为中羞耻情绪诱发组材料，考试舞弊情境（M=6.33，SD=0.87）为高

羞耻情绪组材料。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 2，85） = 523.326，p ＜ 

0.001，表明故事情境诱发的羞耻情绪强度差异显著。

2.2.2  网络图片与色情词汇

通过《新华字典》与网络搜索出与网络色情信息相关或无关的中性词，78

名大学生年龄，19±0.98 岁对所有词汇进行色情相关度评定。经卡方检验筛选

出网络色情信息词汇和中性词各 8 个（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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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目标词的评定结果

词汇
判断结果

卡方值
色情词 非色情词（中性词）

调教 52 26 8.667**
约炮 74 4 62.821***
意淫 72 6 55.846***
艳照 74 4 62.821***
嫩模 58 20 18.513***
下流 66 12 37.385***
凌辱 75 3 66.462***
裸聊 76 2 70.205***
降温 1 77 74.051***
沟通 0 78 78.000***
平凡 5 73 59.282***
重置 0 78 78.000***
答复 1 77 74.051***
贴图 4 74 62.821***
任命 1 77 74.051***
报告 0 78 78.000***

注：*p ＜ 0.01，**p ＜ 0.05，***p ＜ 0.001。

实验中所呈现的网页式样为天涯论坛的热帖模块，并通过关键词搜索与目

标词主题相关的 16 个热搜帖标题。目标词在标题中的位置均为中部。将共 16

个热搜帖标题制作为两张天涯论坛热帖模块式样的网页图片。每张网页里共 14

个句子，分别是嵌入 4 个色情信息词的句子，4 个中性词的句子，6 个无关填充句。

为了克服材料阅读的位置效应，色情词汇句子与中性词汇句子，在每个模块中

的网页的上下位置进行均衡化。网页中的其他信息和排版均一致。

2.3  实验程序

练习实验部分完成后，正式实验包括连续的两个阶段。阶段 1，羞耻情绪诱

发。指导语后，先呈现 600 ms 的注视点“+”，接着屏幕中呈现相应的故事情境，

阅读结束之后，被试对当前自己的羞耻情绪进行七级评分。

阶 段 2， 学 习 — 再 认 任 务。600 ms 的 注 视 点 后， 网 页 1 呈 现， 持 续 40 

000ms。要求被试按照平时的习惯浏览网页。网页消失后，对 16 个词汇（4 个色

情词汇，4 个中性词汇，8 个新词）进行逐词判断。如果是网页中出现过的旧词，

按“F”键，如果是网页中未出现过的新词，按“J”键，按键方式在被试间平衡。



大学生羞耻对网络偏差信息认知加工的影响研究

https://doi.org/10.35534/pc/0102010

· 156 ·
2019 年 4 月

第 1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完成后，呈现 600 ms 的注视点，进入网页 2 的加工。两张网页的呈现顺序进行

了随机化。

3  结果

删除了控制组自评羞耻分数大于 2，中、高羞耻组自评羞耻分数小于 2 的被试，

最后确定有效被试为 134 人。对被试羞耻情绪诱发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M无 =1.15，SD=0.36；M中 =4.82，SD=1.40；M高 =6.29，SD=0.87，F（2，

131） = 319.069，p ＜ 0.001，表明不同组被试的羞耻情绪强度存在显著差异，

符合实验要求。

以色情信息词的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2，131）

=3.302，p ＜ 0.05，χ2=0.05，表明不同实验组的色情信息词正确率存在显著差

异。进一步的多重检验结果显示，高羞耻情绪组被试的色情信息词正确率显著

高于无诱发组，而无诱发组与中羞耻组，中羞耻组与高羞耻组色情信息词正确

率则无显著差异。以中性词的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2，

131）=0.04，p ＞ 0.05，不同实验组的中性词正确率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2）。

表 2  色情词和中性词的再认正确率

色情词 中性词
M SD F M SD F

无诱发组 0.71 0.24 3.302* 0.53 0.21 0.04
中羞耻组 0.77 0.2 0.53 0.23
高羞耻组 0.82 0.17 　 0.54 0.23 　

以色情词和中性词的反应时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F 色（2，131） = 1.148，p ＞ 0.05；F 中（2，131） = 0.661，p ＞ 0.05，表明不同

实验组的色情词和中性词的反应时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3）。

表 3  色情词和中性词的再认反应时（ms）

色情词 中性词
M SD F M SD F

无诱发组 977.39 219.85 1.148 1187.14 318.6 0.661
中羞耻组 946.78 279.71 1153.69 313.65
高羞耻组 1026.34 261.4 　 1225.28 271.32 　



大学生羞耻对网络偏差信息认知加工的影响研究

https://doi.org/10.35534/pc/0102010

· 157 ·
2019 年 4 月

第 1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4  讨论

本实验通过诱发大学生不同强度的羞耻情绪，探究羞耻对网络色情信息认

知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羞耻情绪强度组的大学生，对网络色情词的再认

正确率显著高于无羞耻情绪组，该效应并没有在中性词的认知加工中呈现。可见，

只有高强度的羞耻情绪对网络色情信息的认知加工才能产生注意偏向，呈现羞

耻情绪的强度效应。

本实验中，羞耻情绪诱发组的大学生在进行词汇再认时，对色情词的再认

正确率显著高于无羞耻情绪组，表明了羞耻情绪的诱发，使大学生浏览网络色

情信息时，提高了色情信息词汇的注意资源分配。而词汇再认的反应时的一致性，

则说明该影响在于对刺激物的加工深度，而非加工速度的原因。该实验结果进

一步支持羞耻作为情绪情感状态，会影响个体对信息的注意偏向［12］，且与

羞耻可以影响个体认知加工的结果一致［14］。

网络具有特殊性，且具有不可抑制性。大学生产生羞耻情绪时，往往伴随

着强烈的自我否定、失望等负性体验，个体为了维持稳定的心理健康状况，消

除不良情绪带来的消极影响，会采用策略进行自动调节［15］。羞耻情绪的产

生源于对自己的强烈否定及对外界评价的依赖，自我评价以及他人评价是两个

十分重要的因素［16］。一旦羞耻情绪得到诱发，会降低网络环境中双自我意

识中的公我意识，外部的道德、规则束缚感随之下降，导致网络偏差行为更容

易发生，对网络色情信息也更加敏感。同时，个体对自我的关注下降，使自我

评价标准降低以缓解消极否定自我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同时，秉承快乐原则的

“本我”就得到了加强，而性本能又是“本我”概念中作为人类本能欲望的体现，

所以隐藏于潜意识或“本我”中的性本能会得到一定的释放，具体就表现为对

网络色情信息加工的偏向性。

其次，本实验还发现，羞耻情绪的影响随强度发生变化，类似于基本情绪

加工的情绪强度效应［13］。本研究中，只有高强度组被试的色情词汇再认正

确率显著高于其他组，表明只有高强度的羞耻情绪对大学生网络色情信息的认

知加工发生作用，而中等强度的作用并不存在。羞耻情绪中的强度效应产生可

能有两种原因。第一，网络匿名性等特点大大降低了个体的自我暴露程度，对

自我评价及他人评价都具有一定的屏蔽作用。当个体处于羞耻情绪状态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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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环境的匿名性对个体自我认知和他人评价的削弱已经代替了其主动的情绪调

节策略，使负性体验得到了缓解。第二，这种羞耻情绪强度不同所带来的对网

络色情信息加工的不同影响可能源于羞耻应对方式的差异。钱铭怡等在易感性

与羞耻的应对研究中发现，高羞耻组被试更可能使用回避、隐藏感情、祈祷和

等待的应付方法［9］，低羞耻组被试更可能选择寻求社会支持的方法。从调节

策略类型的不同可以发现，高羞耻感的被试更多地采取拒绝、回避的方式，而

低羞耻感的被试对于羞耻的调节则更加开放性，更多地会选择积极的方式来消

除负面情绪。经历羞耻情绪的个体往往执着于本身的灾难后果，表现出难以进

行积极认知，更易采用回避、祈祷和等待等应对方式［17］。

5  结论

羞耻会影响大学生色情词汇的认知加工，该影响因羞耻强度不同而存在差

异，呈现强度效应，即只有高强度的羞耻才能增强大学生的网络色情词汇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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