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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ee paradigms on studying emotion intelligence have being explored: 

mixed model, ability model and process model. The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intelligence suggests that emotion intelligence is based on the four emo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es: simplified or complicated processing, automatic or controlled 

processes, externally-focused or internally-focused processing, and positive or negative 

processing. The four emo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es underpi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otion intelligence in humans. The 4R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intelligence, 

which concluded emotion refinement, emotion reactivity, emotion representation, 

emotion regulation, is presented in order to define and enhance the emotion 

intelligence in humans based on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nervous mechanism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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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绪智力的研究取向可以分为三类，即混合模型、能力模型和过程模型。

与混合模型和能力模型的情绪智力研究不同，情绪智力的过程模型认为，情绪

智力的基础是一组情绪信息加工过程。自动和控制加工、外源和内源加工、简

单和复杂加工、正性和负性加工是情绪智力的四种信息加工过程，情绪智力的

个体差异取决于信息加工过程的机能特点。本文基于情绪智力的信息加工过程、

脑神经机制和个体差异，提出了情绪智力的 4R 过程模型。4R 过程模型认为，

情绪智力过程从时间上展开可以分为情绪修炼、情绪激活、情绪表征和情绪调

节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是展示和提高情绪智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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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力就是主体适应社会生活，选择生存发展方式，改造现实环境的心理能

力。认知智力（Cognitive or General Intelligence）是人类处理外界的声、色、味、

形状和言语概念等信息，并由此在感觉、知觉、记忆、判断和推理等过程中所

表现出来的智慧水平。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人类处理那些危险、

价值、目标等具有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信息，并由此在情绪表达、情绪调节等过

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水平。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取向至少可以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混合模型（Mixed Model）取向，第二类是能力模型（Ability Model）取向，

第三类是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取向。三种研究取向在情绪智力概念界定和

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与能力模型和混合模型相比，虽然过程模型产

生较晚，但对情绪智力的内在心理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情绪智力的心理机制，

有助于把握智力的实质和提高智力的效能。

主张情绪智力的混合模型的代表人物是 Goleman 和 Bar-on。情绪智力的混

合模型的核心思想认为，情绪智力是影响人应付环境需要和压力的一系列情绪

的、人格的和人际的一组非认知要素特征的总和，是感受自身和他人情绪、进

行自我激励、有效管理自身情绪的人格特征，是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否取得

成功的重要因素［1］［2］，低情绪智力者的特点是或麻木迟钝，或易激易怒，

或情理偏颇，或人际混乱；高情绪智力者的特点是自知自立、冷静理智、处变不惊、

沉着应对、人际和谐。在混合模型框架下，情绪智力的测量是用自陈人格量表

来进行的。Goleman 用情绪特征问卷（ECI）来测量情绪智力，Bar-On 开发了情

商自陈问卷（EQI），并在世界范围内测试了数万名被试。

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心理能力，其代表人物是

Salovey 和 Mayer。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认为，情绪智力是个体准确、有效地加

工情绪信息的能力，是针对当时情境展现适当类别的情绪、适当强度的情绪、

适当成分的情绪和适当的情绪表情和行为的能力，情绪智力的核心内容包括识

别和表达情绪、理解情绪、情绪管理和促进认知等［3］。识别和表达情绪指从

自己的生理状态、情感体验和思想中辨认和表达情绪的能力；促进认知就是促

进认知行为使问题解决、推理、决策和创造性行为更为有效的能力；情绪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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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指认识情绪体验与语言表达之间关系的能力，理解情绪所传送意义的能力，

理解复杂心情的能力；情绪管理就是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判断并恰当地进入

或脱离某种情绪的能力，觉察自己及他人的情绪，调节自己以及他人的情绪的

能力等。Salovey 和 Mayer 根据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编制了能力型情绪智力量表

（MSCEIT）［4］。

2  情绪智力的基础是一组信息加工过程

情绪智力的过程模型认为，情绪智力就是能有效适应环境要求和个人发展

需求的一组支撑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过程［5］。目前，已经确认的情绪智力的

信息加工过程主要有自动与控制加工过程、外源与内源加工过程、简单与复杂

加工、负性与正性加工等［6］。

依据情绪加工过程中的线索或支持性信息的多寡，可以把情绪信息加工分

为简单和复杂加工两类。简单加工（Simplified Processing）就是反应性加工，是

刻板的、封闭和单一线索的加工。复杂加工（Complicated Processing）就是具有

开放、动态和多线索的加工。开放是指心理过程可以接受新信息，动态是指加

工过程可以变化和调节，多线索是指加工过程与许多刺激线索和价值观念线索

相联系。没有绝对的高复杂性加工或低复杂性加工，它们的区分是相对的。情

绪的表征可以划分为基本情绪（Basic Emotions）和情绪图式（Emotion Schemas）［7］

前者是情绪的简单加工，后者是情绪的复杂加工。基本情绪是对外部具有生命

意义的信息的外部行为反应和内心体验，基本情绪主要包含愤怒、悲伤、痛苦、

厌恶、愉快和兴趣等情绪过程。基本情绪具有逃避灾难、趋近利益的生物遗传

特征，对个体具有生物生存和发展意义。情绪图式是由基本情绪、高级认知功

能和思想观念相结合的心理结构，幸福、宁静、烦躁、幽雅、愉悦和品味等都

是情绪图式［8］。幼儿时期的儿童能识别和体验最基本的情绪，如痛苦、厌恶

和愉快等。情绪图式是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丰富和完善的。个体的情

绪图式特征是情绪智力的高低的重要标志。情绪智力低者在受到外界刺激之后，

直接激活基本情绪，并引发相应行为反应，不论环境条件是否适合，比如，有

人提一条不同的看法，他的脸上马上阴天，甚至暴跳如雷；遇到不顺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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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无精打采；遇到高兴的事，就眉飞色舞。情绪智力高者的特点是自知

自立、沉着冷静、理智和谐、涵养幽雅、情趣高远。

依据情绪加工过程的主观意志控制程度，可以把情绪信息加工分为自动和

控制加工两类［9］。自动加工（Automatic Processing）是快速和平行性加工，

无容量限制，弹性较差，具有反映性质（Reflexive）。基本情绪和情绪图式都可

以在刺激诱导下以自动产出的形式生成情绪。基本情绪的形成主要生物遗传的

结果，而情绪图式的形成需要连续、大量和一致的训练，一旦形成就难于改变的。

对新异刺激的情绪警报反应是基本情绪的自动产生过程。情绪警报反应主要发

生在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Amygdala）。杏仁核负责对危险刺激迅速做出情绪

反应，比如，恐惧、愤怒、惊奇等具有生存意义的基本情绪［10］。针对危险

刺激，感觉信息通过丘脑以千分之几秒的时间直接传递到杏仁核，杏仁核会直

接激活面部表情，并引起或战或逃的行为反应。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加工速度快，

追求反应敏捷，但加工不够精细，情绪反应比较原始。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

与杏仁核联系较多，这些区域构成情绪通路，与杏仁核相比，VMPFC 能产生

复杂的具有模式性的情绪情感（情绪图式）。丘脑在向杏仁核传递信息的同时

也将信息输送到了扣带回皮层和 VMPFC 等结构。比如，经 VMPFC 评估发现原

先使自己惊恐（杏仁核初级情绪加工的结果）的不是一条蛇，而是一条木棍，

VMPFC 会终止惊恐反应，并产生放松、愉悦等模式的情感。与杏仁核的加工相比，

VMPFC 通路的速度稍慢，加工范围稍大，加工深度稍细，但仍然属于自动加工

的性质［11］。这些自动化加工过程每时每刻都伴随着我们。

控制加工（Controlled Processing）是需要注意的加工，容量有限，慢速和序

列性加工，耗力的、易受干扰的加工。控制加工具有反映或反省性质（Reflective），

具有意志性，具有较好的弹性和适应性［12］。情绪智力的控制加工过程的中

枢主要在外侧前额叶皮层（LPFC）、内侧顶叶皮层（MPAC）、喙部前扣带回（rACC）

等区域［13］。Ochsner 等的 fMRI 研究表明，杏仁核在情绪性信息的初级加工

阶段活动强烈，这个过程属于情绪的自动过程；外侧前额叶皮层在人试图利用

情绪性信息的重评（Reappraisal）和压抑来调节情绪时活动强度，这个过程属于

情绪的控制过程［14］。LPFC 是处理情绪信息的工作记忆场所，是情绪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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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控制的关键区域，是情绪调节和行为约束的神经中枢。LPFC 受损的病人具有

典型的情绪智力低下的特征：自我认知和自我情绪表达能力下降，社会行为的

适宜性降低，个人道德判断力和自我约束力降低，正性情绪表达能力下降，计

划性差，坚持性差［15］。

依据情绪加工过程中的线索或支持性信息的主要来源途径，可以把情

绪信息加工分为外源和内源加工两类［16］。外源加工（Externally-focused 

Processing）也叫底向上（Bottom-up）资料驱动加工，是指主要参考或关注外部

刺激的特点所进行的情绪信息加工，它强调由刺激的形象性和结构性特征在情

绪产生和情绪调节中的重要性。内源加工（Internally-focused Processing）也叫顶

朝下（Top-down）概念驱动加工，是指主要参考或关注个体内部信息所进行的

情绪加工，个体的内部信息包括内在价值观、态度、期望和个人经验等。外源—

内源加工维度与自动—控制加工维度是有区别的。杏仁核是情绪初级自动加工

过程的中枢，也是外源性加工的中枢。颞叶、枕叶和顶叶合称为 TOP 区域，因

为这三个大脑区域的英文字头分别是 T、O 和 P。TOP 区域就是由这些感觉信息

的大脑皮层投射区和联络区组成的，初级感觉信息的大脑皮层投射区都在 TOP

区域，因而，TOP 区域是初级自动加工过程的中枢，是外源加工的中枢。扣带回、

额叶眶回、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VMPFC 等区域运用已有图式对刺激的

初级表征进行认知和情绪方面的再评估，这种再评估过程是内源加工。在认知

领域，再评估过程可以称为“反映、反省或反思”，在情绪领域，再评估过程

可以称为“体验或沉浸”。外侧前额叶皮层（LPFC）是外源加工的中枢，也是

控制加工的中枢。

效 价 加 工（Valence Processing） 是 对 负 性 — 正 性 加 工（Positive-negative 

Processing）维度的描述［17］。负性效价是对因丢失物品、失去工作、失去亲人、

被朋友抛弃等负性现象所引发的愤怒、焦虑和忧伤等情绪的特征描述，正性效

价是对因获得利益、结交朋友、实现目标、获得成就等正性现象所引发的高兴、

愉快等情绪的特征描述。与正性情绪相比，负性情绪更强，负性情绪对人际关

系的建立和发展的预测力更强，对主观体验的影响更大，更容易产生但更难改

变［18］。可以说，个人的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的比例是情绪智力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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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此比例大约处于 2.9：1 的个体具有高情绪智力的特征，具有较强的

主观幸福感、思维开阔、思想开放、心理健康；此比例低于 0.9：1 者具有低情

绪智力的特征，紧张、焦虑、思维狭窄、心理健康程度差［19］。杏仁核和下

丘脑分别对他人的效价特征（好或坏）做情绪和认知方面初级评估加工，这种

评估是自动和无意识的。Schneider 等用男性表情（中性）作为条件刺激，难闻

的气味作为非条件刺激，研究社交恐怖症患者及正常人的 fMRI 的区别［20］，

发现在适应和消退阶段，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在条件反射的建立阶段，难

闻气味建立的条件反射引起正常人的杏仁核和海马的信号强度降低，而引起社

交恐怖症患者的杏仁核和海马的信号强度增加，该结果显示，杏仁核和海马是

负性情感信息的自动加工中枢，而且，杏仁核对危险刺激的反应倾向和强度受

到人格因素和其他个人因素的调节。

3  情绪智力的个体差异取决于加工过程的机能
特点

情绪智力的基础是一组情绪信息加工过程，而情绪智力的高低取决于

个体对情绪信息加工过程的机能特点，例如，加工深度、灵活性和和谐性

等。依照信息加工观点来说，情绪智力依赖于情绪信息加工能力（Processing 

Capacity）、加工网络的可塑性（Processing Malleability ）和机能融通性（Functional 

Connectivity）。

信息加工能力是个体可利用的中枢系统的最大资源量。如果环境压力超出

了个体可承受的资源极限，无论是情绪活动，还是认知活动，都会呈现出漠然、

失灵或崩溃。信息加工潜力在控制过程中的表现就是工作记忆的容量。工作记

忆容量高者可以同时处理更多的情绪图式，由此个体的情绪反映更准确，更灵活；

工作记忆容量高者有更多的心理能量，由此个体能顺畅地预期情绪目标、分析

情绪危害、转变情绪轨迹、抑制情绪行为和调节情绪感受［21］。自动加工过

程具有平行加工、资源耗费小的特点，所以可利用的自动加工图式的量是信息

加工潜力的另一种表现。概括地说，信息加工潜力水平既依赖于控制过程的高

级加工速度和容量，也依赖于自动过程的 “宏大的” 支持性反应模式系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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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智力高者既具有发达的自动过程，情绪情感丰富，清醇悠远；也具有发达的

控制过程，情绪调节灵活，行为约束有效。情绪智力高者既具有发达的内源加

工过程，刚柔相济，立志高远；也具有发达的外源加工过程，知时务、明事理。

情绪智力高者既具有适度的负性加工过程，冷静、沉着，通情达理；也具有适

度的正性加工过程，热情洋溢、自信积极、充满活力。情绪智力高者在解决问

题时大脑活动水平与智力低者相比更低，因为认知智力和情绪智力高者的大脑

活动效率更强。

加工网络的可塑性是指面对环境的压力神经系统能够修正自己的情绪反应

的能力。加工网络的可塑性是心理弹性（Resilience）、社会学习能力和情绪适

应力的神经基础。加工网络的可塑性既是控制过程的特征，也是自动过程的特征。

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是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作为适应环境

的能力，有效的自动加工在及时提供可供选择反应模式的同时，将更多的心理

资源分配给需要对新异刺激施加的控制加工过程；作为适应环境的结果，对新

异刺激的控制加工促进新的自动加工模式的习得。加工网络的可塑性在控制过

程中表现为工作记忆的调节功能，可塑性在自动过程中表现为自动过程的习得

性。情绪智力的最佳表现的形式是利用和调节所产生的情绪，而非消除或者控

制情绪。如果某些情绪加工不考虑外源性信息，或歪曲外源性信息，自动加工

会导致加工网络可塑性的降低，加工网络可塑性的降低会导致抑郁症、焦虑症

等现象的加剧。认知过程和情绪过程的相互作用能力也体现着加工网络可塑性。

认知过程可以调节和激发情绪体验，情绪过程也为认知过程提供了不同的信息

加工背景，情绪状态可以增强或降低普通智力过程的效力，认知和情绪的相互

调节能力的降低导致抑郁症、焦虑症等现象的发生［13］。

机能融通性就是指加工过程之间的协调程度和协作程度。自动与控制加工

过程之间、外源和内源加工过程之间、简单和复杂加工过程之间、正性和负性

加工过程之间既需要分化，各司其职，也需要整合，相互协同协作，共同完成

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功能［22］。以自动与控制加工过程为例，自动加工重视

速度和效率，而控制加工过程长于对信息的细致加工，重视弹性和效益，两者

都不可缺少。Myers 打了一个比方，我们的心理机能就像一个大公司，执行控制



·784·
情绪智力的过程模型述评 2020 年 8 月

第 2 卷第 8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20805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角色的 CEO 主要处理最重要的、最新的和最复杂的事情，而把习惯性的、规范

性的日常事情让给了自己的下属［23］，前额叶执行着 CEO 的角色，而其他脑

区域执行着下属的角色，各司其职、整体配合，才能实现公司的和谐运转。从

神经机制上上说，大脑的机能分化是相对的，大脑机能的实现具有整体性。例如，

由腹侧、背侧和眶部前额叶，前扣带回和边缘系统的杏仁和和海马结构等组成

的皮质边缘环路（Corticolimbic Circuit）对认知、情绪和行为的自我调节有重要

作用［24］。如果这个环路的任何区域受损，个体则难于调节认知、情绪和行为。

机能融通性的异常会导致精神分裂症等现象的发生［25］。

4  情绪智力的 4R过程模型

从信息加工层次和脑神经层次来看，情绪智力是情绪信息加工过程和脑神

经过程的机能。从社会行为层次来看，可以归结为 4R 过程模型。4R 过程模型

是指情绪智力过程从时间上展开分为情绪激活（Emotion Reactivity）、情绪表征

（Emotion Representation）、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和情绪修炼（Emotion 

Refinement）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是展示和提高情绪智力的关键。4R 过程模

型可以解释情绪智力的形成、分化和展现规律。

情绪激活就是基本情绪或情绪图式的激活过程。有两种情绪激活过程，一

是反应性自动情绪激活，它是杏仁核的功能。杏仁核在情绪性信息的初级加工

阶段活动强烈，对刺激的效价特征做初级评估加工，这种评估是自动和无意识的。

切除杏仁核猴子的认知能力没有损伤，而其情绪反应能力低下；切除下丘脑猴

子的情绪反应能力没有损伤，而其认知能力低下［26］。二是反映性自动情绪激活，

它是扣带回、额叶眶回等区域的功能，这种评估是可以体验或沉浸的形式存在。

从神经机制的角度上看，作为情绪的自动加工中枢，杏仁核可以产生情绪图式，

控制加工可以抑制包括情绪在内的自动加工过程。以处理外源信息为主的、负

责情绪态度的认知再评估功能的右侧 LPFC 区域兴奋时，可以降低杏仁核的激活

水平；以处理内源信息为主的、负责自我反省过程的 MPFC 区域兴奋时，也可

以降低杏仁核的激活水平。个体在现实环境中面临的冲突是多方面的，这冲突

包括得与失之间的冲突，长远利益和短暂利益之间的冲突，团队利益和个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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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之间的冲突等。面临威胁和冲突时，杏仁核承担着探测威胁和冲突的作用，

杏仁核启动认知自动模式和行为反应。之后，针对刺激的认知再评估增强（以

前额叶的活动为代表），杏仁核的活动水平便降低了［6］。

情绪表征就是基本情绪或情绪图式的体验和表现形式，情绪表征有两个重

要的维度，一个是唤醒（Arousal），另一个是效价（Valence）。唤醒是对平静—

激动维度的描述，效价加工是对负性加工和正性加工的描述。情绪表征具有情

绪存储的功能，它是 MPFC、VMPFC 等区域的机能，具体负责情绪体验的存贮

和提取操作。共情是分享和体验他人情绪和社会心理状态的控制加工过程，当

MPFC 受损时，病人的共情功能受损［27］。福流（Flow）和冥思（Rumination）

都是情绪图式的持续性和循环重复性关注，是情绪图式的自动复述和表征。福

流主要是针对正性情绪，福流的个体体验着幸福。福流体验（Flow Experience）

是在生活和工作中沉浸某项任务，头脑中自动闪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意识的

监督功能减弱时的心理状态，是人们全心投入某种活动时获得的一种独特的巅

峰体验［28］。冥思主要针对负性情绪，冥思时的个体体验着持续性的抑郁、

焦虑或愤怒。冥思者的工作记忆内存储器内充满着弥散性的负性情绪图式信息，

当负性信息情绪图式被激活时，冥思者的意识范围狭窄，抑郁或焦虑体验加剧，

应对现实问题的心理能量大量消耗，直接抑制了解决问题的工具性行为［29］。

情绪调节是对现有基本情绪或情绪图式发展轨迹的改变。情绪调节的目标

加工器，它是背外侧前额皮层（DLPFC）的机能。DLPFC 具体负责信息的目标

指向的相继加工操作，左侧 DLPFC 与言语信息的加工有关，而右侧 DLPFC 与注

意的集中有关，DLPFC 区域的损伤会损伤工作记忆和信息整合能力，而对人格

和情绪没有影响。外侧前额叶皮层在人试图利用情绪性信息的重评（Reappraisal）

和压抑（Suppression）来调节情绪时活动强烈，这个过程属于情绪的控制过程

［30］。Ochsner 等（2002）的研究表明，杏仁核对负性信息刺激（如“病人的

病很严重”）可以产生强烈的自动情绪反应，对负性信息的再评估（如“病人

的病经专业医院的治疗会好的”）可以增强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水平，同时

降低杏仁核的活动水平［31］。对负性信息的压抑（如“不要再想病人的病了”）

可以增强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水平，并且降低杏仁核的活动水平，但随后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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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核活动水平再度增强。对负性信息的再评估可以比较彻底地进行情绪调节，

而对负性信息的压抑只是暂时隔离了负性情绪，负性情绪的潜在影响依然存在，

而且可能在随后的时间里再度爆发。因此，Ochsner 等认为，外侧前额叶皮层的

活动与杏仁核的活动具有负相关关系，对负性情绪性信息的再评价可以增强外

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水平，同时可以降低杏仁核的活动水平；杏仁核对负性信

息刺激的强烈自动情绪反应会降低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水平。工作记忆由中

央调控器和工作记忆容量两部分组成，工作记忆容量是对大脑有限激活信息的

形象描述。情绪表征具体执行工作记忆的职能，LPFC 起着中央调控器的作用，

对智力过程进行再评价和再调控。

情绪修炼是个体从基本情绪出发，培养道德情绪、人际情感、自我情绪等

情绪图式的过程［8］。情绪图式是在生物遗传的基本情绪的基础上，在文化熏

陶或个人成长中逐渐积累下来的惯常情绪反应模式。情绪修炼是个体从低俗、

粗糙、粗鲁到文明、优雅和品味的过程，是情绪智力增长的途径。情绪修炼是

个体内源性、控制性和效价性情绪加工的结果，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逐渐形成

的修养和品位。与常人相比，10 岁儿童在描述自我情绪时，负责控制加工的脑

区域（例如，MPFC）活动更强［9］。自我情绪在初起之时具有控制加工的特征，

到成人之后则具有了自动加工的特点，这说明自动加工是可以习得的。为了提

高智力，就要把一些需要主动调节过程的自动化，即形成晶体智力，由此以来，

诸多情绪图式和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便初步形成，并丰富壮大。虽然这

些图式和心理理论不一定能准确反映现实，但能帮助个体快速反应环境。具有

社会适应功能的情绪调节终生都在发展变化，面对百态时势，情绪调节的方法

和方法的应用或萌芽升华，或沉淀固化，或消退转化［32］。从某种意义上说，

认知智力的核心是流体认知智力，而情绪智力的核心是晶体情绪智力。

5  评价和展望

认知智力是人在处理实物信息和符号概念信息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水平，

情绪智力是人在接受、处理和发出情绪信息、情感信息、自我信息和人际信息

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水平，认知过程关心世界是什么，而情绪过程关心世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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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有哪些关系或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情绪智力的模型主要是混合模型

和能力模型。混合模型的情绪智力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许多问题上还缺乏

实证研究和科学检验。能力模型的情绪智力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加工情绪性

和社会性信息的能力，是准确地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恰当地表达情绪，以

及适应性地调控情绪的能力。能力型的情绪智力有丰富的实证研究，但其关于

情绪智力的内容结构体系仍有争论。进入 21 世纪，在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大发展

的背景下，过程模型的情绪智力研究异军突起。与混合模型和能力模型相比，

过程模型的情绪智力研究认为，情绪智力是多过程的、多环节结构，情绪智力

的个体差异体现在情绪智力过程的机能特征；情绪智力过程模型的主要研究方

法，既不是混合模型的自陈量表法，也不是能力模型的难度量表法，而是实验

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法。

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都是与情绪智力相关的学

科，但是，不同学科对情绪智力的关注角度有所不同。认知神经科学主要研究

形状和大小知觉等认知过程，其研究方向是探索知觉、记忆和注意过程的神经

机制，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认知过程是“冷的”，情绪是控制变量。传统

智力的研究只注重概念认知能力，传统智力测验偏重于测量普通概念之间的逻

辑关系，不考虑人的社会适应和情感调节方面的智慧内容，不能完全体现人类

智力的本质。社会心理学认为情绪是基于需要和目标对情境的评估过程，其研

究方向是探索产生特定情绪的原因，其研究内容既涉及社会认知也涉及社会情

绪。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以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交叉学科［33］。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出现促进了情绪智力的综合性研究，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认

为情绪是刺激线索驱动和目标线索评估的交互作用，其研究方向是探索底向上

驱动与顶朝下评估的交互作用的脑机制，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社会认知和社会

情绪的交互作用。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和三种推论。这三个层

次分别是社会行为层次、信息加工层次和脑神经层次。以情绪智力为例，社会

行为层次就是对情绪智力的行为特征的研究，信息加工层次就是对情绪信息加

工过程的研究。分析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或心理机制就是心理推论，从心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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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心理机制中提炼情绪智力行为是社会推论；脑神经层次就是对情绪智力的

神经机制的研究，从社会行为或心理过程还原为神经机制就是机能推论。本文

把情绪智力解释为的信息加工过程和脑神经机制，并由此提出情绪智力的 4R 过

程模型。

情绪智力既是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作为适应环境的能

力，情绪智力识别、概括、选择和改变个体的生存环境。作为适应环境的结果，

个体习得了情绪调节的知识和技能。情绪智力的提出拓展和延伸了智力的内涵，

对提高个人的职业发展水平具有现实性，对发挥个人的适应能力具有指导意义。

情绪智力对个体的工作绩效影响很大，情绪智力对工作绩效的预测力来自于它

们的激活作用和自我约束机制。目前，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对情绪智力的研究还

处于孩童时代，还有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譬如，

认知智力和情绪智力的相互影响问题，情绪过程对工作记忆的影响问题，如何

提高情绪智力，如何解释人格和自我管理，如何解释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

裂症等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剖析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

究范式对于揭开情绪智力的奥秘，揭示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的机理，

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都有重大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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