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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情绪是心理学研究领域普遍关注的心理现象，而在考察情绪与个体认知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采用情

绪启动这一种可操纵的方式来实现二者交互机制的探讨。情绪启动通常是指当启动刺激和靶刺激具有相同或

者不同的情绪色彩时，个体的反应与之产生对应的认知行为的变化。本文将围绕情绪启动，展开论述情绪启

动的范式、情绪诱发的方法、心理机制以及情绪启动的实际应用，以期为情研究提供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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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通常被认为是以个体需要为中介，而产生的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认知行为反应［1］。尽管

当前对情绪的分类有很多，如愤怒、厌恶、恐惧、高兴、悲伤、惊讶等，但是都可以按照正性和负性来

进行划分，如高兴属于正性情绪，而愤怒等则属于负性情绪。无论是正性情绪还是负性情绪都具有跨文化、

跨物种和跨性别的一致性。因此，开展基于情绪的研究对于揭示个体心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生物学、

社会学价值。

为了更好地研究并揭示人类正性和负性情绪对个体认知及行为的影响，研究者法齐奥（Fazio）等人

（1986）开发设计了目前普遍使用的经典的情绪启动范式［2］。在这个范式的实验中，研究者们给参与

实验的被试个体先呈现启动刺激 200 ms，间隔 100 ms 后，接着呈现目标刺激，结果发现当 SOA（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SOA，通常指是从前一个刺激的起点到后一个刺激的起点）为 300 ms 时，启动刺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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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刺激效价一致时所需反应时比不一致时更短，启动刺激影响了随后的目标刺激反应，这一过程是自

动的，无意识的。随后，大量的研究者运用这一范式研究情绪与认知以及社会认知领域等一系列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阐释和呈现这一范式及其价值，本文将从后续研究中范式变化、诱发情绪的范式、情绪启动

对应的心理理论及应用等角度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

2  情绪启动范式的变式

情绪启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情绪启动从经典的情绪启动范式发展出许多新

的情绪启动范式。

2.1  掩蔽范式（Masked Priming）

掩蔽范式常常被用来研究无意识状态下启动刺激对行为的影响。在这个范式中，先呈现掩蔽启动刺

激，呈现时间一般是少于 50 ms，然后呈现目标刺激。

研究发现，基于掩蔽范式和非掩蔽范式研究所揭示认知脑区机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研究者使

用词语作为启动刺激，结果发现在采用掩蔽范式的认知任务中，当呈现掩蔽启动刺激时，额叶和顶叶区

域出现微弱的激活；但是在非掩蔽范式中，则可以观察到顶叶、前额叶和扣带皮质的显著激活［3］。同样， 

研究者使用恐惧和中性面孔作为启动刺激，发现在掩蔽恐惧面孔条件下，在 100 毫秒诱发了额叶 N1 成分；

而非掩蔽恐惧面孔条件下，在 400 毫秒则诱发了显著的 N4 成分［4］。

尽管研究显示掩蔽启动范式确实可以有效地诱发情绪启动，但是掩蔽启动范式具有以下缺点：首先，

在大多数研究中，主要采取被试主观报告，但是这种方法很难证实研究是无意识启动，因为被试的主观

印象不一定可靠，并且每个被试判断的标准不一样，无法有效地证明无意识启动的出现。其次，掩蔽会

减弱无意识启动的效应，也会降低被试对启动刺激的知觉和反应能力［5］。

2.2  负向情绪启动（Negative Affective Priming）

负向情绪启动主要是用于检测个体的注意力的选择和情绪抑制表现，特别是对分散注意力信息的选择性

抑制。但是，负启动效应在抑制和提取任务都能观察到，所以负启动范式不适合检测单一的认知抑制任务［6］。

负向启动实验通常分为两个组别，即一个是控制组，在启动序列中呈现中性分心物，在探测序列中

呈现情绪效价不一致的分心刺激和目标刺激；另一个则是实验组，启动序列的分心物和探测序列的目标

刺激的情绪效价是一样的。被试的任务是需要忽视分心物，对目标刺激进行评估分类。与对照组相比，

实验组在对目标刺激和分心刺激效价评为一致时，则表明出现了反应延迟的现象，即负启动效应；反之，

如果没有出现反应延迟，说明启动序列中的分心物并不能被抑制［7］。

此外，研究发现负向情绪启动任务中，在分心物为负性时，额上回、额中回以及顶叶皮质表现出明

显的激活，说明忽视负性分心刺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控制资源［8］。

2.3  后向情绪启动（Backward Affective Priming）

后向情绪启动范式中，实验先呈现目标刺激，然后呈现启动刺激，最后要求被试对目标刺激做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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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于靶刺激在启动刺激之前出现，所以个体对当前靶刺激的加工过程会受到情绪启动的过程的影响；

但是，研究也发现尽管后向情绪启动能诱发情绪，然而后向情绪启动效应启动持续时间较短，启动过程

较为短暂，抑制效果更弱［9］。

此外，研究还发现，影响后向启动效应的因素主要有两个：（1）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和 SOA 的长短，

较短的呈现时间和 SOA，可以让情绪启动刺激有效地影响目标刺激的早期处理过程；（2）随机排列所

有的刺激材料，使得刺激有可能作为目标刺激，也有可能作为启动刺激，这样设置的原因是在现实生活中， 

环境刺激会交替作为目标或者背景［10］。

2.4  情绪西蒙范式（Affective Simon Task）

情绪西蒙范式是西蒙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一范式被广泛地应用于情绪冲突效应的研究中。在

该范式任务中，被试被要求忽视情绪刺激的效价，对情绪刺激的其他维度进行判断，例如当情绪词语刺

激为名词时则做出积极反 应，当情绪词语刺激为形容词时则做出消极反应。

虽然不少研究观察到，当刺激的效价和反应的效价一致时，被试的反应更快速，但是也有研究指出

西蒙范式可能不是特定指向情感处理的，可以基于刺激的任意维度，如语义或者情绪效价［11］。

此外，研究还发现，情绪唤醒度和情绪效价会对情绪西蒙效应产生交互影响，唤醒度较高的消极情

绪刺激会产生更显著的情绪西蒙效应，但是唤醒度较高的积极情绪刺激和唤醒度较低的积极情绪刺激的

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12］。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无论是积极情绪刺激还是消极情绪刺激，情绪唤醒度都

能诱发显著的西蒙效应［13］。

2.5  情绪 Stroop 范式（Affective Stroop Task）

情绪 Stroop 实验中以不同的颜色呈现不同效价的情绪刺激，被试要忽略情绪刺激的效价，只对刺激

的颜色进行命名。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对消极的情绪刺激比积极与中性情绪刺激的反应时更长［14］。

该范式主要适用于研究认知冲突，但是研究认为，情绪 Stroop 范式只能间接而不能直接反应情绪对认

知冲突的处理；此外，该范式在测量情绪激活方面也存在弊端，较强的 Stroop 效应大多出现在情绪障碍患

者身上，并且他们不会出现冲突适应［15］；而在正常被试组中，可能无法被观察到，也可能会被习惯化［16］。

3  情绪诱发方法

情绪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诱发被试的不同情绪。目前，情绪的诱发可以通过不同的情绪材

料诱发和情境诱发。按照不同的通道，情绪材料情绪诱发又可分为视觉刺激、听觉刺激、视听觉刺激、

嗅觉刺激材料等。

3.1  视觉刺激

视觉刺激主要有图片和词语、网络表情符号、数字和简单形状等。

3.1.1  情绪图片和词语

在视觉启动中，情绪图片和情绪词语或者句子是比较常见的材料。研究发现， 情绪图片和情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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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在情绪启动的效果和脑电生理反应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在情绪启动效果方面，情绪图片和情绪

词语都能诱发情绪，但是情绪图片的启动效应较为突出［17］。并且，图片和词语启动刺激具有不同的神

经生理反应，基弗（Kiefer）等人（2017）采用掩蔽范式和引导任务范式的研究结果发现，在知觉引导

任务条件下，图片启动刺激可以诱发视觉运动皮层的激活。同时在知觉和语义引导任务条件下，使用词

语作为启动刺激可以在 300-400 ms 诱发 N400 效应［18］。

3.1.2  网络表情符号及表情图片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越来越于依赖于网络交际，并且也越来越多地借助网络表情符号进行网络交际。

网络表情符号如表情符号、表情图片、表情包等也成了研究者们的情绪启动刺激材料。通过实验，研究发

现网络表情符号和表情图片都能有效地诱发个体的情绪，并且相关研究还发现与网络表情符号和情绪词相

比，网络表情图片可以更加显著地诱发个体的情绪，并且促进个体对目标刺激的识别 和反应［19，20］。

3.1.3  人工情绪刺激材料

人工情绪刺激如人名、数字等，它们本身不具备情绪特征，但是如果通过某种规则或者文化习惯被

赋予某种情绪特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产生微弱的情绪启动效应。例如，于阳明（2018）采用经典

的情绪启动范式，选用数字（4，6）作为启动刺激，结果显示数字偏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情绪材

料的加工判断， 产生情绪启动效应［21］。

3.1.4  简单几何图形

研究发现，一些几何形状（圆形、三角形等）不仅能够促进个体对事物的加工处理，而且还能传达

某种情绪意义。例如，研究发现 V 形状传达消极情绪，而 圆形传递积极情绪［22］，我们个体平时更喜欢

弧形的物体，而不是尖角形的物体［23］。研究者使用阈下情绪启动范式，结果显示圆形阈下启动条件下，

能够促进个体对积极目标刺激的加工并且阻碍消极目标刺激的加工；倒三角形阈下启动条件下， 能够促

进个体对消极信息的加工并且阻碍积极信息的加工［24］。

3.2  听觉刺激

自然界的声音、非言语声音、言语声音以及音乐等都可以作为情绪诱发的材料，并且韵律，音调，

节奏和强度等等特性都可以传达情绪信息。研究还发现， 基于听觉启动的情绪会对视觉信息的加工造成

影响，例如使用不同情绪效价的声音作为启动刺激，要求被试判断人脸的效价，结果发现当声音的效价

与面孔表情效价一致时，被试的反应时更短，正确率更高［25］。

此外，也有研究者将视觉和听觉刺激材料整合在一起组成视听刺激，其主要采用短视频，电影片段等。

例如，朱诗敏和郑希付（2009）采用短影片启动情绪的技术，用积极和消极的两种情绪效价词作为目标

刺激，考察情绪启动对注意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短影片启动情绪的效果十分显著［26］。

3.3  嗅觉刺激

在嗅觉诱发情绪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让被试有意或无意识地嗅闻某种气味，以此达到情绪诱发

的目的。气味被认为一种内隐的感觉，因为人们很多时候并不会把注意的重心放在嗅觉上，只有当气

味足够浓时，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再者， 气味容易扩散、稀释从而难以确定来源。个体一旦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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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后，很快就能适应气味。因此，气味十分适合作为无意识启动刺激，个体常常很难意识到启动效

应的存在［27］。

但是，采用气味作为启动刺激材料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气味难以制备，不易存储；并没有普遍认

可的气味分类方法和类别。因此，未来的实验还应进一步探索，力求完善相关的研究。

3.4  情境诱发

由于目前对情绪材料的研究仅限于一些基本情绪，且情绪材料诱发情绪和现实生活中真正感受到的

情绪还是有所差距，一些研究者通过让被试体验在实验室模拟情绪诱发的真实情境，然后诱发、改变其

情绪体验。

3.4.1  回忆 / 想象

回忆 / 想象情境诱发法是通过让被试想象某一情境来达到情绪内部诱发为目的方法。20 世纪 80 年

代初，布鲁尔（Brewer）等人就做过相关的研究实验，让被试回忆能够唤起相应情绪的事件来诱发特定

的情绪［28］；同样，也有研究者让被试想象不同情绪的情境来实现相关情绪的诱发［29］。

3.4.2  博弈游戏

一些研究通常通过操纵博弈对象的行为来诱发被试的情绪，因为博弈常常涉及到利己、助人、信任、

背叛等各种行为，所以它既可以被用来考察个体的决策行为，也可以作为很好的情绪诱发情境。当被试

的最终回报高于他的预期时，通常能够诱发积极情绪；低于预期时则会诱发消极情绪。研究者们做过一

个实验，让被试作为应答者参加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实验助手作为提议者提出一个非常不公

平的条件，结果表明这种操作有效地诱发了负面情绪，比如愤怒［30，31］。

3.4.3  表情与姿势

众多理论假说如外周情绪理论、面部反馈假说、躯体标记假说等经典情绪理论均证明了情绪具有具

身性的特点，即个体对情绪信息的加工受到身体姿势、动作表情的影响，例如低头耸肩可以增强与之相

关的负面情绪，而抬头挺胸则可以增强积极情绪［32，33］。

3.4.4  互联网游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将其与传统情绪诱发技术进行融合。在实验研究中较多出现

的网络游戏就是一种极好的诱发方法，游戏更加具有参与性带入性，被试玩游戏时通常会更投入地参与

场景，忽视外部环境，这样他们就能够更身临其境地体验并诱发相应情绪。但这种方法需要考虑个体差

异等多种因素且被试需求量大［34，35］。

4  情绪启动的理论机制

4.1  联结强度机制

法齐奥等人（1986）研究情绪启动效应时采用了词—词启动范式，发现了态度自动激活的证据［1］。

研究得出了对态度自动激活的程度与态度目标和评价的联系强度有关。两者联系强度高时，对态度自动



情绪启动范式及其实际应用2022 年 4 月
第 4 卷第 4 期 ·55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404067

激活的程度就强；两者联系强度不高时，对态度自动激活的程度就弱。例如，刺激（螳螂）与评价（恶心）

的联结强度比刺激（花朵）与评价（恶心）的联结强度程度高，前者的评价被自动激活的可能性比后者更高，

且只有当联结达到一定的强度，情绪启动现象才会产生。

4.2  激活扩散机制

激活扩散机制是认知心理学提出的关于认知发展的网络机制，该机制认为与启动刺激相关的概念在

记忆呈现时会被自动激活［36］。大量实验的结果表明，对与启动词相关的概念的词汇的识别会因启动词

的呈现而得到促进。例如：“医生”一词的出现促进了“护士”一词的识别。激活扩散的过程是概念被

加工时，该概念的结点被激活然后向周围与之相关的其他结点扩散的过程。

4.3  反应冲突机制

温图拉（Wentura）等基于 Stroop 效应在 1999 年提出了反应冲突机制，他们认为启动刺激会使被试

产生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并影响被试对目标刺激的反应，即可能会促进被试对目标刺激的反应也可能抑制

被试对目标刺激的反应［37］。根据这一假说，当启动刺激诱发的评价与目标刺激的评价一致时，被试对

目标刺激的反应会加快；当启动刺激诱发的评价与目标刺激的评价不一致时，被试为了解决这种冲突，

对目标刺激的反应会变慢。 

4.4  情感匹配机制

情感匹配理论假设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的评价一致时，被试会产生似乎合理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促

使被试对目标刺激做出肯定的反应；当二者评价的不一致时，被试会产生似乎不合理的感觉，这种感觉

会阻碍被试对目标刺激做出肯定反应［38］。而启动刺激与目标刺激的评价的匹配程度决定了被试产生合

理或不合理的感觉。

4.5  情绪启动的整合模型

越来越多的实验研究表明，许多情感因素对目标刺激的影响在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已经无法解释。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Forgas（弗加斯） 整合了前人的观点，提出了情绪渗入理论（affect infusion model，

AIM），该模型说明了情绪信息如何转化为判断过程的一部分，并进入判断者的思维建构过程。AIM 模

型有两种假设，其一是过程中介（Process Mediaxtion）假设，即被试所采用的信息加工策略决定了情绪

对认知的性质和程度的影响；其二是最小努力假设（Effort Minimization），即被试倾向于采用最简单、

最不费力同时又能满足最低要求的加工策略［39，40］。AIM 作为一种综合性理论，辨别社会判断的复杂性

和结构特征，以及在根据特定处理策略时，情感进行判断时的不同作用。

5  情绪启动的应用

近年来，随着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的发展，情绪启动，特别是无意识情绪启动已经应用于

商业营销、政治宣传、医学健康等方方面面，并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较为突出的作用和价值。



·554·
情绪启动范式及其实际应用 2022 年 4 月

第 4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40406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5.1  情绪启动与商业营销

多项研究证实，情绪启动刺激，如音乐、气味等会影响个体的消费选择和消费行为。当播放特定类

型的音乐时，被试会更倾向于选择与音乐类型一致的食物。例如，与播放意大利音乐相比，被试在播放

西班牙音乐时更倾向于选择西班牙式的海鲜饭［41］。而且音乐的风格也会影响被试对食物的偏好选择，

如个体在听古典音乐时会倾向于选择更健康的食品（如牛奶）；人们在听摇滚或者嘻哈音乐时更倾向于

放纵，选择较为不健康且更咸的食物［42］。

同样，当怡人的气味作为积极情绪启动刺激时，会显著提升个体对整洁的商店环境的评价［43］；此外，

研究也发现在温暖的气味刺激下，被试对奢侈品的购买欲望会显著提升［44］。但是，如果在使用无意识

启动时对被试进行提示，那么这种效应就会消失［45］。

5.2  情绪启动与政治宣传

早在 200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布什的竞选团队投放了一则广告，广告中包含了一个无意识启动的

词语“RATS”（野鼠），用来指向他的竞争对手戈尔。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后来的一项实验中

发现，以 RATS（野鼠）作为消极情绪启动则会导致民众对政治人物产生更多的负面评价和态度［46］，证

实无意识启动的负面情绪刺激确实会对被选举人造成负面影响。此外，选举新闻中的带有情感的评价性

语气作为启动刺激，同样也会影响民众对参选人的态度和评价［47］。

5.3  情绪启动与医学健康

在医学方面，疼痛通常伴随着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并可能受到来自情绪和认知因素的调节，特别是

那些与负面情绪或者疼痛相关的信息［48］。研究发现，在无意识条件下通过与疾病相关的词语来激活被

试对疾病的记忆，可以导致疼痛症状 加重，显著地降低被试对疼痛的忍耐性［49］。此外，无意识情绪启

动刺激还可以调节大脑的生理反应。佩莱兹等人（Peláez et al.，2019）采用无意识启动范式研究发现，

当向被试呈现与疼痛有关的消极情绪图片时，可以增强被试对疼痛相关刺激的自动注意，并增强早期参

与处理疼痛刺激的神经活动，产生较高的 P1 反应，导致疼痛的加强［50］。

6  总结

本文回顾了情绪启动的范式、情绪的诱发方法，情绪有关的理论机制和基于情绪启动的实际应用。现有

的情绪启动的研究材料和范式较为丰富，为探索情绪与认知的心理机制提供了帮助。但是，我们仍然要进一

步扩展研究材料和实验范式，以促进情绪启动研究的不断发展，并不断探索情绪启动的心理及神经生理机制。

总而言之，情绪启动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索情绪启动在更多领

域的应用，提升情绪启动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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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fective Priming Paradigm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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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 is a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that is widely concerned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Researchers mainly use emotion priming as a manipulable way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emotion and cognition. Emotional priming usually refers to the cognitive behavioral 
changes when the priming stimulus and the target stimulus have the same or different emotional colors. 
Focusing on emotional priming, the current study will discuss the paradigm of emotional priming, the 
method of emotional inductio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priming, in order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ference for emotio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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