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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usic type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n listeners’ 
emotion induction. Method: Randomly select 80 college students at school and divide them into a fast music 
group and a slow music group. The musical stimulus consists of two edited classical music (a fast guitar sonata 
and a slow wanderer song). An adapted music emotional experience scale (including four emotional words: 
happy, sad, fear, and anger)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motional state of the subjects after listening to the music. 
Th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RSC)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subjects’ extraversion and neurotic personality. Results: The type of music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liciting 
listeners’ happy mood, and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liciting listeners’ sadness; extraverted personalit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liciting listeners Happines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and neurotic personalit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liciting sadness in listeners. Conclusion: ① Slow music is easy to induce listeners’ negative emotions; 
fast music is easy to induce listeners’ positive emotions. ② The subjects with low extroversion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happy emotions when listening to fast music. ③ Highly neurotic subjects a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sadness when listening to slow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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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不同的音乐类型和人格特征对听者情绪诱发的影响。方法：随机选取80名在校大学生，

分为快速音乐组和慢速音乐组。音乐刺激为两首剪辑过的古典音乐（快速的吉他奏鸣曲和慢速的流浪者

之歌）。采用改编的音乐情绪体验量表（包含四种情绪词：愉快、悲伤、恐惧、愤怒）测量被试听完音

乐后的情绪状态。采用简式中国版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SC）测量被试的外倾性和神经质人格。结果：

音乐类型对诱发听者愉快情绪有显著影响、对诱发听者悲伤情绪有显著影响；外倾性人格对诱发听者愉

快情绪有显著影响、神经质人格对诱发听者悲伤情绪有显著影响。结论：①慢速的音乐易于诱发听者的

消极情绪；快速的音乐易于诱发听者的积极情绪。②低外倾性的被试在听快速音乐时更容易产生愉快情

绪。③高神经质的被试在听慢速音乐时更容易产生悲伤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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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诱发情绪是指个体在音乐刺激下所诱发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不仅是对音乐的评价，更是

听者在听音乐时所产生的情绪以及行为上的变化［1］。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类型的音乐能够唤起听

众不同的情绪体验和行为反应，例如听轻音乐能够使人们心情舒缓，听摇滚乐就能让人们激情澎湃。

产生这种不同情绪的原因有可能是听者的个体差异也有可能是音乐本身的结构特点。目前，已有研



·1146·
音乐类型和人格特征对听者情绪诱发的影响 2020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11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211084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究表明，古典音乐与非古典音乐能够诱发差异显著的情绪，古典音乐更容易引起听者更快乐、更庄

重的情感［2］。温和而快速的音乐往往与愉悦的情绪有关，能够使人心跳加快，情绪激动；缓慢而

稳定的音乐具有降压、镇静和稳定情绪的作用［3］。也有研究显示音乐的调式会影响听者的情绪，

大调总与快乐的心境相联系，小调总与悲伤和梦幻的情绪相联系［4］，这是因为小调中包含较多高

紧张度音程，具有消极情态特征，大调中包含较多低紧张度音程，具有积极情态特征。而周海宏的

实验的结果却验证了调式对于情绪的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5］。音乐作品

在演奏过程中的呈现效果也会影响音乐情绪的产生与变化，对于同一首乐曲，利用不同乐器演奏，

就可以使听者的产生完全不同的情绪反应，例如用筝演奏出来的乐曲可以诱发出愉快情绪，用埙演

奏出来的乐曲可以诱发出悲伤情绪［6］。

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发现音乐诱发的情绪与听者的性别、年龄、音乐经验、人格、文化属性有关［7］，

而在这些因素中，听者的人格特征，尤其是外倾性和神经质与其诱发的情绪关系最为密切。低神经质的

个体情绪稳定，在应对刺激时情绪反应轻微而缓慢，容易恢复平静。高神经质的个体情绪不稳定，常体

验到较多的负性情绪，他们多表现为情绪化、焦虑、担忧、神经过敏。有研究采用流行音乐作为音乐刺激，

结果证实了神经质得分高的被试与情绪效价评分呈负相关［8］。以往研究通常认为，外倾性高的人有

更积极的情绪体验，他们在感受到积极情绪事件和奖励时会出现更强烈的情绪［9］。黄敏儿、郭德俊

的研究发现高外倾组报告较多的正情绪，如快乐和兴趣；高内倾组报告较多的负情绪，如悲伤、内疚、

羞涩、羞愧和自我敌意［10］。

综上所述，前人的研究很少将音乐类型和人格两因素结合起来探究音乐情绪，因此，本研究可以丰

富音乐对个体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古典音乐作为音乐刺激，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进行研究，

探讨在不同类型的音乐下，听者的人格特征对其诱发情绪的影响。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随机选取北京某大学 80 名大学生为被试，男女比例 1 ∶ 1，其中有音乐学习经验的 44 人，无音乐

学习经验的 36 人，被试听力均正常。

2.2  工具

2.2.1  音乐选段

两首音乐选段分为快速和慢速两个水平，以日本产的 NIKKO 牌节拍器测试速度，每分钟击打 52 个

四分音符作为慢板，小于或等于 52 视为慢速。以每分钟击打 108 个四分音符的速度作为快板，每分钟

击打的四分音符等于或大于 108 视为快速［11］。本研究选取的快速的音乐是吉他奏鸣曲（威尔第），

慢速的音乐是流浪者之歌（萨拉萨蒂），并对其进行剪辑处理，具体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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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首音乐结构情况

Table 1  Two music structure situation

实验处理 曲名（作者） 速度 剪辑时段 历时
慢速音乐 流浪者之歌（萨拉萨蒂） =42 1'04''—2'27'' 83 秒
快速音乐 吉他奏鸣曲（威尔第） =132 0'00''—1'28'' 88 秒

2.2.2  情绪体验量表

自编情绪体验量表，共 4 个情绪形容词，分别为愉快、悲伤、恐惧、愤怒，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计分，

随着数字的增加，感受到的情绪强度也会增强，其中 1 表示体验到的情绪是“无”，5 表示体验到的情

绪是“强”。该量表的信度检验系数分别如下：愉快为 0.73，悲伤为 0.95，恐惧 0.73，愤怒为 0.98。

2.2.3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本研究采用了北京大学心理系钱铭怡教授在 1998 年的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

（EPQ-RSC）［12］，并对该问卷问题进行了部分删减，只保留外倾性和神经质维度的有关题目，共

24 道。该量表的外倾性和神经质维度的 α 系数均在 0.70 以上，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分别对外

倾性和神经质人格进行高低分组，以各自得分前 50% 和后 50% 为界限，男性被试的外倾性维度得分的

平均数为 7.9，神经质维度得分的平均数为 4.9；女性被试外倾性维度得分的平均数为 8.3，神经质维度

得分的平均数为 5.5。被试人格两维度得分在平均分以上为高分组，在平均分以下为低分组。

2.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两个 2×2 的被试间实验设计。

实验一：探究音乐类型（快速；慢速）和外倾性人格（高外倾性；低外倾性）对听者情绪诱发的影响。

其中，快、慢音乐类型和高、低外倾性人格为自变量，所诱发的愉快、悲伤、恐惧、愤怒四种情绪为因变量。

实验二：探究音乐类型（快速；慢速）和神经质人格（高神经质；低神经质）对听者情绪诱发的影响。

其中，快、慢音乐类型和高、低神经质人格为自变量，所诱发的愉快、悲伤、恐惧、愤怒四种情绪为因变量。

2.4  实验过程

被试首先需要填写一份音乐情况调查问卷，主要调查被试的性别、有无音乐经验等基本信息。在

听音乐前被试需休息 2 分钟以使情绪达到平静状态，然后填写平静状态下的情绪体验量表。将被试分

为两组，第一组听慢速音乐，第二组听快速音乐，听完 80 秒左右的音乐后再次填写情绪体验量表。之

后进行人格问卷的填写。为了防止外界干扰，实验地点选取安静的教室，要求被试戴上耳机聆听。

2.5  数据处理

所得数据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运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二因素方差

分析等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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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不同音乐类型对听者情绪诱发的影响

本实验对被试听音乐前后的四种情绪状态进行了测量，目的是检验音乐是否诱发了他们的情绪，被

试诱发的情绪是由他们在听完音乐后所填写的四种情绪体验得分减去听音乐之前平静状态下的四种情绪

体验得分所得。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表 2  慢速音乐诱发听者情绪的情况（N=40）

Table 2  Slow music induces listeners’ emotions(N=40)

M 前 M 后 t p
愉快 2.88 2.03   4.607 0.000
悲伤 1.25 3.03 -7.696 0.000
恐惧 1.23 1.48 -1.533 0.133
愤怒 1.18 1.48 -2.149 0.038

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被试在听慢速音乐前后，其愉快情绪水平显著降低，p<0.001；悲伤、愤怒这

两种情绪水平显著升高（p 悲伤 <0.001，p 愤怒 <0.05）。由此可见，慢速音乐能够增强听者的消极情绪水平，

降低其积极情绪水平。

表 3  被试听快速音乐前后四种情绪的变化（N=40）

Table 3  Changes in the four emo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subjects listened to fast music(N=40)

M 前 M 后 t p
愉快 3.05 3.90 -6.224 0.000
悲伤 1.23 1.13   1.433 0.160
恐惧 1.27 1.23   0.374 0.711
愤怒 1.10 1.13 -0.255 0.800

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被试在听快速音乐前后的愉快情绪水平显著提高（p<0.001）。其他情绪在

听快歌前后都没有显著的变化，p 值均大于 0.05。由此可以看出，快速的音乐更容易诱发听者的积极

情绪。

3.2  音乐诱发情绪与听者人格特征的关系

3.2.1  音乐类型和外倾性人格对听者情绪诱发的影响

以快、慢音乐类型和高、低外倾性人格为自变量，诱发的愉快、悲伤、惧怕、愤怒四种情绪为因变量，

进行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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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快慢音乐类型和高低外倾性人格对音乐诱发听者情绪的影响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fast and slow music types and high and low extraversion personality on the 

emotions of listeners induced by music

情绪 音乐类型 外倾性 N M SD

愉快
慢速音乐

低外倾性 16 -0.44 1.094
高外倾性 24 -1.13 1.154

快速音乐
低外倾性 20   1.00 0.973
高外倾性 20   0.70 0.733

悲伤
慢速音乐

低外倾性 16   1.63 0.806
高外倾性 24   1.38 1.408

快速音乐
低外倾性 20 -0.10 0.447
高外倾性 20 -0.10 0.447

恐惧
慢速音乐

低外倾性 16   0.19 0.544
高外倾性 24   0.29 1.268

快速音乐
低外倾性 20   0.20 0.768
高外倾性 20 -0.30 0.865

愤怒
慢速音乐

低外倾性 16 -0.06 0.250
高外倾性 24   0.54 1.062

快速音乐
低外倾性 20   0.15 0.745
高外倾性 20 -0.10 0.447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①外倾性人格诱发愉快情绪的主效应显著，F（1，79）=4.729，p=0.033，

η 2=0.059，低外倾性的被试更容易诱发愉快的情绪；音乐类型 × 外倾性人格对诱发听者愉快情绪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F（1，79）=0.728，p=0.396，η 2=0.009，交互作用见图 1。②外倾性人格诱发悲伤情绪

的主效应不显著，F（1，79）=0.369，p=0.545，η 2=0.005；音乐类型 × 外倾性人格对诱发听者悲伤情

绪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79）=0.369，p=0.545，η 2=0.005，交互作用见图 2。③外倾性人格诱发恐

惧情绪的主效应不显著，F（1，79）=0.873，p=0.353，η 2=0.011；音乐类型 × 外倾性人格对诱发听者

恐惧和愤怒情绪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1，79）=2.034，p=0.158，η 2=0.026，交互作用见图 3。④

外倾性人格诱发愤怒情绪的主效应不显著，F（1，79）=1.132，p=0.291，η 2=0.015；音乐类型 × 外倾

性人格对诱发听者愤怒情绪的交互作用显著，F（1，79）=6.585，p=0.012，η 2=0.080。进一步进行简

单效应分析发现：在听快速音乐时，高低外倾性人格对诱发听者的愤怒情绪影响不显著，p>0.05；在听

慢速音乐时，高外倾性被试诱发的愤怒情绪（M=0.542，SD=0.150）高于低外倾性被试诱发的愤怒情绪

（M=-0.062，SD=0.184），p=0.013<0.05，交互作用见图 4。

3.2.2  音乐类型和神经质人格对听者情绪诱发的影响

以快、慢音乐类型和高、低神经质人格为自变量，诱发的愉快、悲伤、惧怕、愤怒四种情绪为因变量，

进行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快慢音乐类型和高低神经质人格对音乐诱发听者情绪的影响

Table 5  The influence of fast and slow music types and high and low neurotic personality on the 

emotions of listeners induced by music

情绪 音乐类型 神经质 N M SD

愉快 慢速音乐
低神经质 25 -0.76 1.200
高神经质 15 -1.00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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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 音乐类型 神经质 N M SD

愉快 快速音乐
低神经质 17   0.71 0.686
高神经质 23   0.96 0.976

悲伤
慢速音乐

低神经质 25   1.08 1.222
高神经质 15   2.13 0.834

快速音乐
低神经质 17 -0.12 0.332
高神经质 23 -0.09 0.515

恐惧
慢速音乐

低神经质 25   0.28 1.242
高神经质 15   0.20 0.561

快速音乐
低神经质 17 -0.06 0.429
高神经质 23 -0.04 1.065

愤怒
慢速音乐

低神经质 25   0.36 1.075
高神经质 15   0.20 0.414

快速音乐
低神经质 17 -0.12 0.332
高神经质 23   0.13 0.757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①神经质人格诱发愉快情绪的主效应不显著，F（1，79）=0.001，p=0.982，

η 2=0.000；音乐类型 × 神经质人格对诱发听者愉快情绪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79）=1.080，

p=0.302，η 2=0.014，交互作用见图 5。②神经质人格诱发悲伤情绪的主效应显著，F（1，79）=8.039，

p=0.006，η 2=0.096，高神经质被试比低神经质被试更易产生悲伤情绪；音乐类型 × 神经质人格对诱发

听者悲伤情绪的交互作用显著，F（1，79）=7.154，p=0.009，η 2=0.086。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听快速音乐时，高低神经质人格对诱发听者的悲伤情绪影响不显著，p>0.05；在听慢速音乐时，高神经质

的被试诱发的悲伤情绪（M=2.133，SD=0.216）高于低神经质被试诱发的悲伤情绪（M=1.080，SD=0.167），

p<0.001，交互作用见图 6。③神经质人格诱发恐惧情绪的主效应不显著，F（1，79）=0.022，p=0.883，

η 2=0.000。音乐类型 × 神经质人格对诱发听者恐惧情绪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79）=0.048，

p=0.828，η 2=0.001， 交 互 作 用 见 图 7。 ④ 神 经 质 人 格 诱 发 愤 怒 情 绪 的 主 效 应 不 显 著，F（1，

79）=0.063，p=0.802，η 2=0.001；音乐类型 × 神经质人格对诱发听者愤怒情绪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79）=1.360，p=0.247，η 2=0.018，交互作用见图 8。

3.3  音乐类型和人格特征对听者情绪诱发的影响的交互作用图

图 1  快慢音乐和高低外倾性对诱发听者愉快情绪的影响

Figure 1  The influence of fast and slow music and 

high and low extraversion on inducing listeners’ 
pleasure emotions

图 2  快慢音乐和高低外倾性对诱发听者悲伤情绪的影响

Figure 2  The influence of fast and slow music and 

high and low extraversion on inducing listeners’ 
sadness emotions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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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快慢音乐和高低外倾性对诱发听者恐惧情绪的影响

Figure 3  The influence of fast and slow music and 

high and low extraversion on inducing listeners’ fear 
emotions

图 5  快慢音乐和高低神经质对诱发听者愉快情绪的影响

Figure 5  The influence of fast and slow music and 

high and low neuroticism on inducing listeners’ pleasure 
emotions

图 7  快慢音乐和高低神经质对诱发听者恐惧情绪的影响

Figure 7  The influence of fast and slow music and 

high and low neuroticism on inducing listeners’ fear 
emotions

图 4  快慢音乐和高低外倾性对诱发听者愤怒情绪的影响

Figure 4  The influence of fast and slow music and 

high and low extraversion on inducing listeners’ anger 
emotions

图 6  快慢音乐和高低神经质对诱发听者悲伤情绪的影响

Figure 6  The influence of fast and slow music and 

high and low neuroticism on inducing listeners’ sadness 
emotions

图 8  快慢音乐和高低神经质对诱发听者愤怒情绪的影响

Figure 8  The influence of fast and slow music and 

high and low neuroticism on inducing listeners’ anger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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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慢速的音乐更容易诱发听者的负性情绪，快速的音乐更容易诱发听者的正性情绪。为

什么不同的速度能够唤起不同的情绪水平呢？ Meyer 提出的音乐期待模型（Expectancy theory）可以给出

解释，该理论认为当听众听某种音乐时会对其产生某种期待，而当这种期待与听到的音乐所表达的情绪

情感不一致时，听众产生期待就未能实现，从而就会唤起个体对音乐的情绪反应，而音乐中各个要素中

速度最容易引导个体对音乐产生的期待［13］。有研究指出，由于人类能够对他们所接收到的刺激产生

共振，音乐作为一种听觉刺激能够使听者产生某种共振，当个体产生的共振与音乐的振动协调一致时就

导致愉悦，不协调时导致不愉快［14］。

本研究发现内倾性高的被试在受到快速音乐刺激时更容易产生愉快的情绪，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

究不一致。音乐情绪的产生会受到个体对音乐的熟悉程度［15］以及对音乐的偏好［16］的影响。有

研究发现，人们对熟悉的目标刺激不易出现情绪启动效应［17］。外向的人对快速的音乐会更偏爱和

熟悉［18］，因此，在本研究中，快速音乐不能唤醒外倾性高的被试的愉快情绪。

本研究发现高神经质的个体在听慢速音乐时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一项

元分析发现，神经质是负性情绪强有力的预测变量［19］。神经质与个体的消极情绪反应有着显著相关，

与积极情绪反应没有明显的相关性［20］。目前的研究均发现慢速的音乐更容易诱发听者消极的情绪［21］，

因此，高神经质的被试在慢速音乐背景下更容易产生悲伤的情绪。

本研究还发现高外倾性被试在听慢速音乐时更容易产生愤怒的情绪。这可能是因为外倾性与神经质

在预测情绪上存在交互作用［22］，也就是说，外倾性与情绪之间的关系还依赖于个体的神经质水平。

因此可能是外倾性和神经质的共同作用使得外倾性被试在听慢速音乐时产生较高的愤怒情绪。

5  结论

（1）慢速的音乐容易诱发听者的消极情绪，快速的音乐容易诱发听者的积极情绪。

（2）低外倾性的被试在听快速音乐时更容易诱发愉快情绪。

（3）高神经质的被试在听慢速音乐时更容易诱发悲伤情绪。

（4）高外倾性的被试在听慢速音乐时更容易诱发愤怒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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