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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编制适用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大学生情绪形容词词库!$*名大学生对"$(个情绪形容词的愉悦

度%唤醒度%优势度和熟悉度在*点量表上进行等级评定& $*名大学生在参加评定的一周内没有出现抑郁和焦虑情

绪!总体上处于积极情感状态& 结果显示'对情绪形容词评定结果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愉悦度是评定的主要成

分!解释了)*#'"+的变异量&正性情绪形容词的愉悦度与唤醒度%熟悉度呈正相关!优势度与熟悉度呈正相关&负性

情绪形容词的愉悦度与优势度%熟悉度呈正相关!优势度与唤醒度呈负相关& 同时!正性%负性情绪形容词在愉悦

度%唤醒度%优势度和熟悉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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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对情绪的研究不断受到重视$在实验室研

究中# 研究者主要使用实验材料诱发不同性质和强度

的情绪#以揭示情绪的特征与机制$ 因此#对诱发情绪

的材料进行标准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者们对标准化

工作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材料标准化的基本思路$依

据 D6;((=的情绪维度理论# 通过被试的自我评价模

式#确定材料的愉悦度!E-5,6)*5"&唤醒度!,*()6,-"&优

势度!=(F0+,+15"$ 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英语情感词

词库G%H

#其标准化工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路'二是实

验之前材料必须标准化#避免材料对实验的影响$国内

外学者先后对字词&影片&面孔&故事等材料开展了标

准化工作$我国学者也注意实验材料的标准化$以字词

材料为例# 罗跃嘉等人从词语的感情色彩角度建立由

名词&动词&形容词构成的汉语情感词系统!IJK/"#

共有 %L$$个双字词GCH

'吴大兴等人从感情色彩角度先

后建立专门用于考察情绪障碍患者情绪特征的 (汉语

情感词分类系统!IJKI/")

G#H和(成语情感词分类系

统!IM:KI/")

GNH

$其中#IJKI/由 BNN个双字形容词和

名词构成#而 IM:KI/则由 BNL个四字成语构成$

这些标准化的情绪材料库在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 首先#情感词!,..517045 O(*=6"和情绪词!5F(!

70(+,- O(*=6"属于不同类型的词语G!H

$ 前者通过其语义&

社会评价色彩使个体对该词的情感色彩!比如#正性&

负性&中性"进行把握'后者直接描述的是人类愉快&兴

奋&悲伤&痛苦等情绪状态或心境$ 目前国内以词语建

立的情绪材料库都侧重于考察普通词语的情感色彩#

而不是考察情绪词的情感色彩$同时#在国外大多数的

实验研究中使用的几乎都是情感词GLH

$这两种词语在实

验研究中诱发的情绪体验是不同的$既有文献表明#情

绪词能够诱发个体的内隐情绪G&H

$ 其次#已有词库中对

词语的词性没有严格的区分$有研究表明#个体对名词

和动词的 :PQ加工机制就不一样GRH

$ 将这些词库的情

"R



感词作为材料难免会影响实验的结果!

从使用来来看" 视觉刺激材料的使用频率较高!"#

"

其中又以字词材料最为常见!有鉴于此"有必要建立适

用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标准化情绪形容词词库"以

推动无意识情绪#特别是内隐情绪$%病理症状患者情

绪特征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二!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

$%名在校全日制大学生参加这项实验! 年龄介于

&%&'(岁之间"平均年龄 )&*(+!&*",岁'其中"女生 -.

名"男生 -)名(大一 &/人"大二 ),人"大三 &-人"大

四 ),人(文科 )0 人"理科 +& 人(农村 +, 人"城镇 )%

人) 所有被试无情绪障碍病史"眼睛矫正后视力正常!

在实验前告知实验任务和内容"签署知情同意书"实验

后给予一定的报酬!

为排除被试自身的情绪状态对评定结果的影响"

实验前选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12324$

!0#

+抑郁自

评量表*454$和焦虑自评量表*424$评估被试最近一

周的情绪! 从统计结果来看"/%名大学生的积极情感

显著高于消极情感*6*$0$7',*0."8",*,,9$! 与抑郁%焦

虑情绪的临界值*454的临界值为 (-"424的临界值为

(,$相比"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的均值显著低于相应

的临界值 *6 焦虑 */0$79(*0("8",*,,9(6 抑郁 */0$7

9)*%-"8",*,,9$"并且没有一个学生焦虑%抑郁的自评

分值超过临界值!这表明 /%名大学生没有出现抑郁和

焦虑情绪"总体上处于积极情感状态!

"二#实验材料

评定的材料是直接描述愉快%兴奋%痛苦等情绪

状态或心境的形容词!为保证筛选出来的情绪形容词

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分别由 - 名心理学专业学生*9

名博士研究生")名硕士研究生$ 从以下几个方面收

集情绪形容词,第一"中文形容词辞典,-现代汉语词

典.

!%#和-实用汉语形容词词典.

!9,#

(第二"黄希庭等人

收集的情绪形容词 !99#

(第三"钱铭怡等人编制的中文

情绪形容词检测表涉及的情绪形容词 !9)#

) 同时"考虑

到避免字数对认知实验 *尤其是 :;1 和 <=;> 实验$

结果的干扰"在筛选过程中只保留字数为 -的情绪形

容词) 在正式进行整理工作前"-人就初步整理的结

果进行探讨" 包括对情绪形容词的理解和选择标准)

在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 开始正式的收集词汇工

作) 最后将 -人筛选结果中重合+一致的 "/.个情绪

形容词作为实验材料)

"三#评定实验的程序和任务

参照 ?@ABCDE等人!9#和国内罗跃嘉等人!'#对英文+中

文情感词的标准化思路"让被试从愉悦度+唤醒度+优

势度 -个方面对情绪词进行评定)另外"鉴于罗跃嘉等

人在情感词标准化研究中发现" 熟悉度在词语识别过

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 同时"已有 :;1实验研究进一

步表明" 字词的熟悉度影响了个体认知加工的脑电反

应!9-#

) 有鉴于此"增加对情绪形容词熟悉度的评定)

采用 :F1@GHD9*9软件进行编程"要求被试采用自

我评价模式"分别从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和熟悉度

对 '/.个情绪形容词在 %点量表 *用数字 9到 %分别

表示$上进行评定) 为避免评定的偏向"这四个维度的

评价顺序是随机安排的)

其中"愉悦度是指情绪词让您感到愉悦的程度"从

不高兴到高兴"其中"9表示/极其不悦+不高兴0"%表

示/极其高兴+愉快0(唤醒度是指情绪词引起主观的生

理激活程度*常表现在心跳+紧张+出汗等身心反应方

面$"从平静到激动"其中"9表示/最为平静+放松0"%

表示/最为激动+令人紧张0(优势度是指自己调控词语

激活情绪的程度"从不能控制+完全受情绪词的影响到

完全能控制情绪词的影响"其中"9表示/完全受情绪

的影响0"%表示/完全能控制情绪的影响0(熟悉度是

指对情绪词的熟悉程度" 从最不熟悉到最为熟悉"其

中"9表示/最不熟悉"完全陌生0"%表示/完全熟悉"一

见如故0)

全体被试均按照统一的指导语实施) 在进行正式

的评定之前"需要完成练习任务) 当完成练习之后"查

看被试的评定结果"同时"让被试主诉自己对这四个维

度进行理解以及在评定过程中是否能够进行区分) 当

被试能够区分四者的差异" 并且练习结果没有出现偏

向时"被试方可进行正式的评定任务)

"四#数据分析

使用 41449(*, 对评定结果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相关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个情绪形容词在评定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和评定结果的一致性系数

对 '/.个情绪形容词在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和

熟悉度上的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9) 从

表 9可知"愉悦度和熟悉度的全距较大"唤醒度和优势

度的全距较小)

在 /%名被试对 '/.个情绪形容词的评定结果中"

愉悦度的一致性系数为 ,*%0" 唤醒度的一致性系数为

,*%'"优势度的一致性系数为 ,*.+"熟悉度的一致性系

00



维 度 正性情绪形容词 负性情绪形容词 !值

愉悦度 !"!#!$%&$ '%()!*+,, &$%&-...

唤醒度 ,%/(!-%$, &%(,!$%&, 0(+&'.

优势度 &+)!!*+(& &+--!*+() (-+*1...

熟悉度 !+/)!*+!- &+))!*+)- --+/'...

属 性 2345467 895:6;54<3

愉悦度 -"$$$ $")')

唤醒度 -"$$$ $"-',

优势度 -"$$$ $")-1

熟悉度 -"$$$ $"&))

维 度 " 最小值 最大值 全距 平均数 标准差

愉悦度 (!1 ("&( 1"1) &"(! ,"(- -"&1

唤醒度 (!1 ("/! !"&1 '"!- &"-& $"1'

优势度 (!1 ,",) !",& -"/1 &"'- $",'

熟悉度 (!1 ,"$$ )"-$ ,"-$ !"-/ $"/$

数为 $"/,!

!二"(!1个情绪形容词在信息维度上的因素分析

对评定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 揭示被试对情绪形

容词评定的主成分!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特征根大

于 -的主成分"并且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结果显

示" 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出 -个主成分"=6:57>55检验

结果显示 ?"$+$$-" 且用于探查变量间的偏相关性的

@AB检验统计量值为 *+!&,! 主成分分析结果和碎石

图见表 (和图 -!

从表 (可知"愉悦度#优势度被提取的较为充分!

从图 -来看" 只提取出愉悦度 -个主成分" 特征根为

(+')"解释的变异量达到 &/+,(C!

!三"情绪形容词评定维度的相关分析

采用二维散点图表现情绪形容词的愉悦度#唤

醒度#优势度和熟悉度的相关系数分布情况"结果

见图 (!

从图 (可知"愉悦度与唤醒度#优势度#熟悉度的

相关系数分布在愉悦度的正性#负性两端!根据散点图

结果" 以 /点量表的中数 &作为分界值" 分别对愉悦

度"&的负性情绪形容词# 愉悦度!&的正性情绪形容

词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当愉悦度!&$正性情绪形容词%时"愉

悦度与唤醒度 $#D$+'-"$"$+$-%# 熟悉度 $%D$+''"$"

$+$-%呈正相关"优势度与熟悉度呈正相关$%D$+()"$"

$+$&%! 当愉悦度"&$负性情绪形容词%时"愉悦度与优

势度$%D$+&&"$"$+$$-%#熟悉度$%D$+(!"$"$+$$-%呈正

相关"优势度与唤醒度$%D0$+()"$"$+$$-%呈负相关!

!四"情绪形容词评定维度的差异分析

以 /点量表的中数 &作为分界值" 得到负性情绪

形容词有 -/'个"正性情绪形容词有 1,个!正性#负性

情绪形容词在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和熟悉度四个信

息维度上的差异"见表 '!

结果显示"在愉悦度上"正性和负性情绪形容词

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唤醒度上"负性比正性情绪形容

词更容易引起主观的生理激活&在优势度上"被试更

容易调控正性情绪形容词激活的情绪& 在熟悉度上"

被试对正性情绪形容词的熟悉程度高于负性情绪形

容词!

四#讨 论

情绪材料的标准化工作包含材料的筛选# 评定

维度的确定#评定结果的可靠性等重要内容!首先"这

项研究在选词的思路上参照了罗跃嘉E(F等人#钱铭怡等

人E-(F的研究! 先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对情绪形容词做出

判断和甄选"然后在普通大学生中采集数据!这种思路

表 - 情绪形容词在评定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表 ( 情绪形容词主成分分析的公因子方差比

图 - 情绪形容词评定的主成分碎石图

图 ( 情绪形容词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和

熟悉度相关系数的散点分布情况

表 ' 正性#负性情绪形容词在情绪信息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注'G?"$+$&" H..?"$"$$-

注!.&"$"$&"...&"$"$-

)/



既保证研究的效率!又保证了研究所需的效度" 其次!

目前对评定情绪材料应该包括哪些情绪维度的认识不

甚一致! 但都认为应该依据 !"#$$%的情绪维度理论!

从愉悦度#或效价$%唤醒度%优势度三个方面获得情绪

材料的情感信息&'()*

"虽然情绪词不同于情感词!但和其

他情绪材料一样!也能让我们体验到愉悦与否%主观的

生理激活程度以及能否调控词语激活的情绪"当然!并

不是所有情绪材料的标准化工作都是按照这三个维度

进行的!还需要考虑材料在应用中的需要" 比如!+?
等人对德语词语的标准化工作 ,'-*

!吴大兴等人对情感

词的标准化工作,.*都增加了其他情感维度"考虑到这项

标准化工作对 /01和 2304实验的适用性! 鉴于已有

/01实验研究表明字词的熟悉度对个体的认知加工过

程存在明显的影响&'.5

!因此!增加对情绪词熟悉度的评

定" 再次!以往的临床研究结果表明!情绪障碍甚至负

面的心境都会影响到被试对情绪材料的加工! 即被试

对自身心境一致的情绪材料表现出注意偏向" 在实验

之前! 对 67名大学生最近一周情绪状态的调查表明!

被试的情绪总体上没有出现抑郁和焦虑情绪" 这排除

了被试自身心境对评定的影响" 另外!67名大学生对

)68个情绪形容词四个维度的评定结果一致性程度较

高!评定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在罗跃嘉等人对情感词标准化的研究中! 探索性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被试主要通过愉悦度%唤

醒度%优势度和熟悉度 -个维度对情感词进行认知&)5

"这

项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学生对汉字情绪形容词的认

知主要是围绕着愉悦度进行的! 而且明显表现出正

性%负性" 这反映出对情感词与情绪词的认知是不同

的"王登峰等人&'95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结果"他们的

研究结果显示!在汉语情绪词的情绪空间中!中国人

是以正性与负性两个单极作为主导维度 " 同时 !

:;<"$=等人,'65

%>;??@<<

,'85的观点也支持研究结果" 他们

认为!情绪效价的正性%负性是人类生活中对情绪现

象认知的基本维度" 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

情绪事件!还是情绪体验!我们都是对其愉悦程度&正

性%负性$进行认知的!并以此引导我们的行为和生理

反应'

根据情绪词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熟悉度相关

系数构成的二维散点图!愉悦度与唤醒度%优势度%熟

悉度的相关系数分布在愉悦度的正性%负性两端" 鉴

于此!分别在正性%负性情绪形容词中进行相关分析"

首先!在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三个基本的情绪维度

中!正性情绪词引发的愉悦度越高!体验到生理唤醒

程度就越强" 负性情绪词引发的愉悦程度越低!对情

绪的调控程度就越低! 而对情绪的调控程度越低!体

验到的主观生理唤醒程度就越强烈" 这表明!对正性

情绪词愉悦度和唤醒度的认知是紧密相关的!负性情

绪词的愉悦度通过优势度! 间接与唤醒度形成相关"

其次!熟悉度与正性%负性情绪形容词的愉悦度%唤醒

度%优势度的相关情况是不相同的" 对正性情绪词熟

悉度越高!情绪词的愉悦程度越高!对情绪的调控能

力就越强!而在负性情绪词中!对负性词越熟悉!愉悦

程度就越积极"

大学生对正性和负性情绪词在愉悦度% 唤醒度%

优势度%熟悉度上的评定结果呈现显著差异" 除了在

效价的评价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外!正性情绪词的唤醒

度显著低于负性情绪词!而在优势度%熟悉度上显著

高于负性情绪词" 在一项对日常生活中积极与消极情

绪调节的研究表明!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负性情绪的

频率低于正性情绪!但比正性情绪体验到的唤醒程度

更强烈!更难于对负性情绪进行调控,'A*

"对情绪词唤醒

度%优势度%熟悉度的认知与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大体

一致的"

这项研究初步对情绪形容词的愉悦度%唤醒度%优

势度%熟悉度进行了标准化工作!并通过一些措施确保

评定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总的来看!)68个情绪形

容词可以作为实验材料! 应用于情绪相关的认知神经

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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