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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征框架效应是指 当 分别 以积极框架和 消 极框 架来描述给定情


景 中 的 某
一事物或事件的 关键特征时 ,

一般情况下人们更偏好 以积极框架


来描述其关键特征的 事物或事件的 现象 。 本研究通过 2 个 实验验证 了 阈


下特征框架效应 的存在及其产 生机制 。 实验一发现 ,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只


在有时 间 压力 下才会产 生 。 实验二发现
,
被试对与 框架类型 一致的词 汇判


断的反应时比对与框架类型不
一致的 词汇判 断的反应 时更快

,
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特征框架效应 的产 生是因 为框架激活 了 与 框架一致性的信息 , 起


到 了 语义启动 的作用 , 从而导致被试判断任务的评定值偏 向该框架类型 。


关键词 特征框架效应 阈 下框架 时间压力 词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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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特征框架效应 ( a t t r i b u t e  f r a m i n g  
e f f e c t

)


是指分别以积极框架和消极框架来描述给


定情景中 的某一事物或事件的关键特征


时 , 人们更偏好以积极框架来描述其关键


特征的事物或事件的现象 ( 文桂婵 , 徐 富


明 , 于会会 , 黄宝珍 ,
王岚 ,

2 0 1 1
) 。


自 发现特征框架效应以来 , 研究者们


对这一现象进行了 大量探索 , 并从效价加


工的认知机制 ( L e v i n  &  G a e t h
,  

1 9 8 8
;
K u v a a s


&  S e l a r t
,
2 0 0 4 ) 、参照依赖 ( M c K e n z i e  &  N e l

?


s o n
 ,

2 0 0 3
 ;  
M c K e n z i e

,
2 0 0 4

 ;  
S h e r  &  M c K e n z ?


i e
 

,
2 0 0 6  ) 、 查询 理论 ( H a r d i s t y , J o h n s o n

,

&


W e b e r
,
2 0 1 0 ) 及认知神经机制 ( M c E l r o y  &


S e t a
,  2 0 0 3

; S e t a
, M c C o r m i c k

, G a l l a g h e r ,


M c E l r o y , &  S e t a
,
2 0 1 0 ) 等角 度对其进行了


研究 。 然而
, 目 前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 中


在意识层面 , 很少探讨特征框架效应的无


意识加工
。 近年来有研究者通过阈下呈现


框架的方式 , 发现无意识的效价加 工也会


导 致 特 征 框 架 效 应 。 例 如 ,
S c h n e i d e r

,


B u r k e
,
S o l o m o n s o n

 和 
L a u ri o n

 (  
2 0 0 5

 ) 研究发


现 , 即使不要求被试对听到 的新闻 内 容进


行评定 的情况下 , 大多数被试还是偏好以


积极 框架 进 行描述。 M c C o r m i c k 和 S e t a


(
2 0 1 1 —步发现 , 低频声音会加 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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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框架效应。 这些现象无法用 已有的


结论进行合理的解释 , 也意味着存在 阈下


、
特征框架效应。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的发现


.

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特征框架效应提供


了新的视角 : 特征框架效应不仅受主观意


识加工的驱动 , 而且还受到无意识加工 的


驱动 。 目 前 , 关于阈下 特征框架效应的研


究还处于探索 阶段 , 其产生条件及产生机


制等问题需要进行深人的研究 。


本研究的两个实验初步探索了 阈下特


征框架效应的 形成机制 。 在 以 往 的研究


中 ,
M c E l r o y 和 C o n r a d

(  

2 0 0 9 ) 通过分心任务


和时间 压力 两种方式 限制被试的认知 资


源 , 发现特征框架效应依旧 出 现 , 表明被试


在认知资源受限的状态下无暇做出过多思


考 , 无意识的 自 动化加工在框架效应 中具


有重要作用 。 时间压力作为 限制被试认知


资源常用 的方法 ,
其有效性得到 了 大量的


证实 , 而且大量研究发现 ,
在时间压力条件


下 , 个体更容易表现 出 决策偏差 (
S m i t h

,


M i t c h e l l
,  &  B e a c h

,  
1 9 8 2

 ;  
R i e s k a m p  &  H o f

-


fm g e
,
2 0 0 8

; 彭 新波
, 高 华 ,

2 0 1 1
) 。 但是 ,


M c E l r o y 等人的实验并没有将时间压力和


阈下启动联系在一块 , 无法说明时 间压力


在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中是否具有重要作


用 。 鉴于此 , 本研究实验一以 时间压力为


自 变量
,
尝试对阈下特征框架效应的 心理


机制进行探索。 时间压力作为一种限制认


知资源 的方式 ,
不管其存在与 否

, 阈下特征


框架效应均会产生 , 但程度存在差异。


因此 , 提出假设 1
.

? 阈下框架和时间压


力交互作用显著 , 不管有无时间压力 , 阈下


特征框架效应均会产生 , 但程度存在差异。


实验二进一步探讨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的产生机制 。 由 于联结模型指出 , 在 阈上


条件下 , 特征框架效应的产生是 由 于框架


导致了 与 框架类型相关的 信息激活 。 因


此
, 我们推测在阈下条件下 , 特征框架效应


的产生也是由于框架导致了 与框架类型相


关的信息激活 , 那么呈现阈下积极框架后 ,


给予被试积极词汇让其进行评定 , 其反应


时应快于消极词汇 。


因此 , 提出 假设 2
: 框架类型与词汇类


型交互作用显著
,
被试在探测词与框架类


型
一

致时的反应时快于探测词与框架类型


不一致时的反应时。


2  实验一

: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的产生条件


2 . 1 研究方 法


2 . 1 . 1  被试


湖北省某高校大学本科生 8 5 名 ,
其中


男生 2 0 名 , 女生 6 5 名 , 年龄为 2 0  ± 2
. 7 岁 。


均为右利手 , 视力或矫正视力 正常 , 具备基


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


2
.

1
.
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
 ( 阈下框架类型 : 积极或 _


极 ) x  2
 ( 时间压力 : 有或无 ) 的组间设计。


因变量为个体的评定偏好。


2
.

1
. 3 实验材料


采用 自 编的两个特征框架效应实验情


境
,
分别为购买牛奶和购买手机。


2 . 1 .
4 实验程序


被试到达实验室后 , 告知被试将要进


行的是一项关于个体消 费心理的实验。 再


向被试呈现指导语 , 待被试理解后开始正


式实验。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 , 先通过练 习


部分让被试熟悉实验流程 , 按
“

Q
”

键进人


正式实验 ; 如仍需练习
, 按

“

P
”

键进人练习 。


在正式实验阶段 , 首先 , 屏幕呈现问题情境


材料 , 被试阅读完并理解情境后按
“

E n t e r

”


进入下一步
;
其次 , 在屏幕 中央会出现

一

个


注视点
“

 +  

“

, 持续 5 0 0 m s , 以保证被试的注


意力集中 在阈下框架出 现的地方 ; 接着 , 在


原先注视点的地方会出 现不同类型的启 动


词 ( 如
“

瘦
”

或
“

肥
”

) , 持续时间为 2 0 m s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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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出现一个 5 0 m s 的掩蔽刺激 , 然后让被


试根据要求完成一些评定任务。 其中 , 时


间压力组在题 目 的下方提醒被试
“

本题有


时间限制 , 请尽快地做出 评定 , 越快越准确


越好
”

; 无时间压力组则在题 目 的下方提醒


被试
“

本题没有时间 限制 , 请认真思考后 ,


再做出评定
”

。 在评定任务完成后 , 使用 内


省法 (
B a r g h  &  C h a r t r a n d

,
2 0 0 0

) 检验阔下框


架的操作是否成功。 被试需要回答两个问


题 : (
1

) 是否可 以 看清
“

 +
”

之后闪现的文


字 ? (
2

) 如果看清 ,
请写出 该文字。 最后 ,


完成一个不相关的纸笔测 验 , 减少被试对


实验的猜测。


整个实验程序通过 E P R I M E  2 .  0 进行


编写 。


2 . 2  结果与 分析


在实验的过程中 , 有 3 人告 知看到掩


蔽图片后显示的词语 , 这 3 个被试的数据


被排除 。 其他被试均报告没有意识到阈 下


框架的呈现 , 表明 阈下框架的操作成功 。


为了检验时间压力 的操作是否成功 ,


以被试评定 中 的反应时为 因变量 ,
时 间压


力作为 自 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 研究结


果发现 =  
-

5 .  3 5
, p  

< 0 .  0 0 0
, 有时间压


力组的反应 时 ( M  
=  1 6 5 5 .  3 3 ) 明 显快于无


时间压力 组的反应时 (
M  = 2 6 1 3 .  8 7 ) 。


为了确保被试答题时间 的显著差异的


确是由于时 间压力的成功操作导致的 , 进


一步以反应时为 因变量 , 框架类型和时间


压力为 自 变量 , 进行完全 随机方差分析 。


结果发现 : 时间压力 的主效应显著 (
^

(
,

, 8 4 )


= 1 0 6 .  8 3
, p  < 0 . 0 0 0 ) ; 框架类型 的主效应


不显著 ( F s
d # )  

= 2 . 0 9
, p > 0 . 0 5 ) ; 时间压力


和框架类型交互效应不显著 < 1
,


n s ) , 进一步表明时间压力的操作成功 。


在这基础上 , 为 了检验阈下特征框架


效应是否存在 , 对各种实验条件下的估计


值进行了统计分析 , 结果见表 1 。


表 1 各种处理下的估计平均值及标准差


(
括号内 为标准差 }


时间压力类型 -


框架类型


积极框架 消极框架


有时间压力
 5 . 2 3 ( 1 . 1 4 ) 3 . 7 7 ( 1 . 1 8
)


无时间压力
 4 . 6 3
(

1 . 0 2
) 4 . 4 6 ( 1 . 3 7 )


以被试在评定 中 的得分值为 因变量 ,


阈下框架类型和时间压力为 自 变量进行完


全随机区组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 阈下框


架类 型 主 效应 显 著 = 9 .  1 1
, p  <


0 .  0 5
) , 积极框架组 (

M  =
 4 .  8 8

)
比 消极框架


组 ( M  
=

 4 .  1 8 ) 的评定平均值更高 ; 时间压


力主效应不显著 (

= 0 .
 0 3

, p  <  0 .
 0 5

 ) ;


时间压力 和 阈下框架类型交互效应显 著


(
F

(
i M )

= 6 .  0 3 , /
) < 0 .  0 5

) o  进一步对框架


类型在时间压力上 的简单效应进行分析 ,


结果发现 : 在有时间压力条件下 , 积极框架


组和消极框架组的评定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
尸

(
i , 8 4

)  
=  1 6

.
 6 0

, p  
< 0 .  0 0 0

)
,
时间压力下 的


估计值 (
M  

=
 1 7 .  8 2

) 明显高 于没有 时间压


力下的估计值 ( M  
=

 0 .  2 7  ) ; 无时间压力 情


况下 , 积极框架组和 消极框架组 的评定值


没有显著性差异 < l , n s ) 0


2 . 3  讨论


实验
一

验证了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的存


在 , 结果表明 , 即使特征框架的启 动是阈下


的 , 个体在随后的评定任务 中仍然会受到


特征框架 的影响 , 积极框架条件下 的被试


具有更高 的评定值 , 与 M c E l r o y 和 C o n r a d


(
2 0 0 9

) 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表明 , 在 阈下


特征框架效应产生 的过程 中 , 无意识效价


加工具有重要作用 , 特征框架效应具有 自


动加工与潜意识性。 同 时 , 结果还表明 , 阈


下特征框架效应具有微弱性 , 它 只存在于


时间压力条件下 , 部分验证 了假设 。 个体


在时间压力下更容易产生判 断偏差 , 这与


国 内外研究
一■致 (

S m i th
,
M i t c h e l l , &  B e a c h

,


1 9 8 2
 ;  

R i e s k a m p  &  H o f f r a g e , 2 0 0 8
 ; 彭新波 ,


高华 ’ 

2 0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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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探讨无意识加工在阈下特


征框架效应产生过程中 的作用 , 实验二对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的形成机制进行 了研


究。


3 实验二  :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的形成机制


3 . 1  研究方法


3 .
1

.
1  被试


被试为武汉某大学 3 6 名大学生 , 年龄


在 1 9  
~ 2 4 岁之间 , 平均年龄 2 0 .  8 岁 , 均为


右利手 ,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 具备基本的


计算机操作能力 。


3 . 1 . 2 实验设计


2 ( 阈下框架类型 : 积极 V S 消 极 ) x 2


( 探测词类型 : 积极 V S 消极 ) 混合设计 , 框


架为组 间 变量 , 探测 词类型为组 内 变量 。


将被试随机分为 2 组
,
积极框架组 1 9 人 ,


消极框架组 1 7 人。 因 变量为被试最后的


评定值以及词汇判断 的反应时 。


3 .
1

. 3 实验材料


实验情境同研究一

。


让 3 0 名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对两类 ( 积


极和消极 ) 探测词 ( 各 2 0 个 ) 分别进行七级


评定 ( 1 表示与框架毫无相关 ,
7 与框架极


其紧密相关 ) , 最终选取 了包括 5 个与积极


框架紧密相关的词汇 ( 评定等级大于 4
, 如


美味 、可 口 等 ) ,
5 个与消极框架紧密相关的


词汇 ( 评定等级小于 4
, 如难喝、 苦涩等 ) ,


以及 1 5 个无意义词汇 ( 如鞋天 、 机受 、车纱


等 ) 。


3 . 1 . 4 实验程序


被试到达实验室后 , 先告知 被试将要


进行的是
一

项关于个体消费心理的实验 ,


然后向被试呈现指导语 , 待被试理解后开


始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开始之前 , 先通过


练习部分让被试熟悉实验流程 , 按
“

 Q
”

键


进入正式实验
;
如仍需练习

, 按
“

P
”

键进入


练习 。 正式实验第一部分 , 首先 , 在屏幕上


呈现问题情境 , 被试阅读完情境后屏幕 中


央会出现一个注视点
“

 +  

”

,
持续 5 0 0 m s

;
接


着 , 在原注视点的地方 出 现不 同类 型的框


架词 ( 如
“

瘦
”

) , 持续时间为 2 0 m S
 

; 然后 , 出


现一个 5 0 m s 的掩蔽刺激 ; 最后
,
被试需要


根据 自 己 的喜好和直觉对各个项 目 进行评


定 。 第二部分为词 汇任务判断阶段 , 在屏


幕中央呈 现不同 类型的探测词 , 呈现时间


为 3 0 0 0 m s
, 让被试判断词汇是否有意义 , 有


意义的按
“

F
”

键 ,
无意义按

“

J

”

键 。


在被试做完词汇判断任务后 , 使用内


省方法 ( B a r g h  &  C h a r t r a n d
,

2 0 0 0 ) 检验阔下


框架的操作是否成功 。 被试需要 回答 : ( 1 )


是否可 以看清
“

之后闪现 的文字 ? (
2

)


如果看清
,
请写出 该文字。 最后让被试完


成一个不相关的纸笔测验。


3
. 2  结果与 分析


通过内省法发现 , 没有被试报告在 阅


读完情境材料后 , 除了注视点
“

 +
”

和评定


项 目 外 , 还看到 了其他图像 , 说明 阈下框架


操作成功 。


接着 , 检验特 征框架效应是否产生 。


以被试的评定值为因变量 , 框架类型为 自


变量 ,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 : 积


极组和消极 组的评定值差异显著 (
f

(
3 6

)

=


3
.
 0 1 4

, p  
<  0

.
 0 1

) , 前者估计值 (
M  =  5

.
 4 4 0

 )


明显高于后者 ( M  
=

 4 .  3 5 6
 ) , 说明存在特征


框架效应 。


对不同条件下被试进行词汇判断的反


应时进行统计
, 得 出各种条件下 的估计平


均值和标准差 , 如表 2 所示 。


表 2 各种处理的反应 时平均值与标准差


( 括号内 为标准差 )


框架类型

词汇类型


积极
 消极


积极
 6 5 9
.

9 2
(

1 4 7
.
0 8

)

7 7 9

.
7 6

(
1 9 7

.
5 5

)


消极
 7 3 0 . 6 0 ( 8 3 . 9 3 )
 6 5 8 . 4 3 ( 6 9 . 7 9 )


以被试对两种类型 的词汇判 断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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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变量 , 词汇类型和框架类型为 自 变量 ,


进行 2 x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


框架类 型 主效应 不显著 (
F

(
1

,
3 6

)  < l
, P  >


0 . 0 5 ) ; 词 汇类型 主效应 不显著 ( F
d # )

=


1 . 	2 6
, p  

> 0 .  0 5 ) ; 词汇类型与框架类型之间


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
F

(
1 , 3 6

)  
= 2 0 .  5 4

, p  <


0 .  0 0 1
) 。 具体地说 , 在积极框架启 动下 , 被


试对积极词汇判断的反应时要快于对消极


词汇判断的反应时 ;
在消极框架启动下 , 被


试对消极词汇判断的反应时要快于对积极


词汇判断的反应时。


3 . 3  讨论


实验二再次验证了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的存在 , 当阈下启 动信息为积极框架时 , 被


试做出 了更加积极的评价。 更重要 的是 ,


当以 阈下框架进行语义启 动时 , 被试判 断


与框架类型相一致的词汇的反应时要快于


判断与 框架类型不
一

致的词汇的反应时。


这表明 ,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的产生是因为


框架激活了与之相关的效价信息 , 与 L e v i n


等 (
1 9 8 8

) 的研究相一致 。 同时 , 由 于 阈下


特征框架效应仅出现在存在时间压力 的条


件下 , 所以这是一种无意识的 自 动激活 , 证


明  了 M u s s w e i l e r  和 E n g l i c h
 (  

2 0 0 5  ) 以及  S t a
-


p e l 和 K O O m e n
(

2 0 0 5 ) 的观点 , 阈下呈现的


刺激通过自 动激活效价的方式对接下来的


评定产生重要影响 。


4 总讨论


4 .
1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的产 生条件


以往对特征框架效应的研究大多集 中


于意识层面上 。 在本研究 中 , 特征框架是


通过阈下呈现的 , 并通过两个实验证明 了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的存在 。 本研究结果表


明 ,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的产生是无意识的


自 动加工的结果 , 必须在时间压力的 条件


下才能产生。 否则 , 被试具有充足的 时间
.

.


考虑
,
不能 出 现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这一


结论与 国外通过限制被试的认知资源进行


的研究所取得的结果
一致 (

M c E l r o y  &  C o n
?


r a d
,
2 0 0 9

)  0  时间压力作为限制认知资源的


方法 , 支持了前人的研究 。


时间压力是阈下特征框架效应产生的


必要条件
,
从理论上证伪了非对称性效价


信肩、 力口工 (
a s

y
m m e t r i c a l  v a l e n c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 对特征框架效应 的解 释。 非对称


性效价信息加工的观点认为 , 当呈 现积极


信息时 ,
个体采用 自 下而上 的启发式加工 ,


当呈现消极信息时 , 个体采用 自 上而下的


系统加工
, 对效价信息非对称 的加工导致


了 框 架效 应 的 产 生 (
K u v a a s  &  S e l a r t

,


2 0 0 4
) 。 但是 , 根据双加工系 统的观点

,
时


间压力只能影响 系统加工 , 不能影 响启 发


式加工 ( 孙彦 , 李纾 , 殷晓莉 ,
2 0 0 7 ) 。 因此 ,


时间压力下个体对不同效价信息的加工方


式上的差异变小 , 因而特征框架效应应当


减弱 。 但该推论 与实验一

的发现截然相


反 ,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仅 出 现在存在时间


压力 的条件下 , 显然非对称性效价信息加


工不能够对该现象进行合理解释 。


4
.
2  阈 下特征框架效应的 形成机制


实验二在实验一的基础上
, 对阈下特


征框架效应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


探索。 结果发现 , 当 以 阈下框架进行语义


启动时 , 被试判断与框架类型相一致的词


汇的反应时要快于对不一致的词汇类型的


反应时 ,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 M c E l ro y 等


(
2 0 0 9 ) 的研究 , 阈下呈现的框架会导致与


框架类型相
一

致的评定
,
从而导致特征框


架效应 , 支持 了联结模型 (
a s s o c i a t i v e  ra o d -


e l
) 的解释。 该模型认为 , 在记忆提取过程


中 , 描述某
一

对象的效价会对该事物 的信


息加工产生影响 , 框架的描述会大量激活


个体记忆提取过程中 与之相联结的信息 ,


导致个体做出与之相一致的评定 ( 文桂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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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富明 ,
于会会

,
黄宝珍 , 王岚 ,

2 0 1 1
) 。


实验一与实验二共同对阈下特征框架


效应的心理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 。 阈下特


征框架效应的产生是因为在时间压力的条


件下 ,
由 于认知资源 的匮乏导致与 阈下框


架相关的信息的 自 动激活 , 从而影响 了个


体随后的判断。 当特征框架 以 阈下的形式


呈现时 , 个体记忆系统 中 的相关信息就会


无意识地 自 动激活 , 当个体对随后呈现的


事物进行评价时 , 已 经被激活 的相关信息


会通过工作记忆影响个体的判断 , 从而产


生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但是 , 阈 下特征框


架对相关信 ? 、的激活是无意识的且持续时


间非常短 , 当个体有充足时间进行反应时 ,


已经激活 的 信息的激活程度减弱或者衰


退 , 对个体判断的影响也就开始减弱 , 所以


只有在时间压力 的条件下才能产生 阈下特


征框架效应。 在时间压力 的条件下 , 个体


由 于认知资源匮乏而无法对 当前信息进行


精细的系统加工
, 理性分析难 以影响 随后


的判断 , 个体会不 自 觉地依靠 已 经激活的


相关信息进行判断 , 出现阈下特征框架效


应 。


此夕卜 , 本实验也为查询理论 ( q u e r y  
t h e

-


o r y ) 提供了 间接的支持 。 查询理论认为 , 在


记忆提取过程中 , 优先査询的 选项会提取


到更多关于该选项 的信息 (
H a r d i s t y ,

J o h n -


s o n
,  &  W e b e r ,  2 0 1 0

;  W e b e r  &  J o h n s o n
,


2 0 0 9
) 。 本研究表 明

,
在 阈 下刺激呈现时

,


个体会优先提取与 框架类型相一致 的 信


息 , 从而导致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S 结 论


本研究发现 ,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的确


存在 , 但其作用 比较微弱 , 它只存在于有时


间压力条件下。 此外
,
阈下特征框架效应


的产生是由于阈下框架起到 了语义启动的


作用 ,
激活了与框架相关的信息

,
从而导致


了与框架类型相一致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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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 c t  o r  e v e n t  a r e  m o r e  f a v o r

?


a b l e  i f  a  k e y  a t t r i b u t e  w
i

th i n  a n y  g i v e n  c o n t e x t  i s


f r a m e d  i n  p o s
i
t i v e  r a t h e r  t h a n  n e g a t i v e  t e r m s .  W e


e x p l o r e d  t h e  s u b l i m i n a l  a t tri b u t e  f r a m i n g  
e f f e c t s  a n d


i t s  p s y c h o lo g i c a l  m e c h a n i s m s  b y  t w o  s t u d i e s .  T h e


fi r s t  s t u d y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s u b l im i n a l  a t t ri b u t e  f r a m

?


i n g  
e f fe c t  d i d  e x i s t  i n  t h e  c o n d i t i o n  w i t h  t im e

 p r e s
?


s u r e .  T h e  s e c o n d  s t u d y  s h o w e d  t h a t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w e r e  f a s t e r  i n  r e c o g n i z i n g  fr a m e  
—

 c o n s i s t e n t  r a t h e r


t h a n  f r a m e  
一

 i n c o n s i s t e n t  t a r g e t  w o r d s  i n  th e  d e c i s i o n


t a s k
.  T h e s e  r e s u l t s  t o  s o m e  e x t e n t  e x p

l a i n  th a t  t h e  e -


m e r g e n c e  o f  s u b l i
m i n a l  a t t r i b u t e  f r a m i n g  e ff e c t  m a y


b e
 p l a y i n g  

a  s e m a n t i c
 p ri m i n g  

e ff e c t
,

t h u s  m a k i n g  
a n


a c t i v a t i o n  o f  t h e  fr a m e  
-

 c o n s i s t e n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  T h i s


m a k e s  a s s i m i l a t i o n  o f  a n  e v a l u a t i v e  e s t im a t e  t o w a r d s


t h e
 p r e v i o u s l y  p r e s e n t e d  s u b l i m i n a l  f r a m e .


K e y  
w o r d s

 :  
a t t r i b u t e  f r a m i n g  

e ff e c t
,

s u b l im i n a l


f r a m e
,  t i m e

 p r e s s u r e
,  w o r d  t y p e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