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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情交互作用 (
t h e  i n t e r a c t i o n  o f  

c o g n i t i o n  
-

 e m o t i o n
) 是指认知与 情


绪之间相互作用 , 相互影响
,

二者密 不 可分。 当 前 , 知情交互作 用 的研究主


要涉及两 个方面
:

一是认知对情绪 的 影响 , 即认知对情绪 的 产 生和情绪调


节 的影响
;

二是情绪对认知 的 影响 , 即 情绪对感 知觉 、 记忆和思维 的 影 响 。


本文从实证角 度
,
综合相关文献选取各 自 领域具有代表性的 最新研究成果


进行 了 概要述评 , 并进一步指 出 未来的研究应该在无意识情堵的 脑机制 、


情绪 - 想象的 交互作 用 、 情绪
- 语言 的 交互作用 , 以及知 - 情 - 行的 整合


等方 面进一

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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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 古希腊哲学对情理关系探讨以来 ,


人们对情绪与理性关系的认识经历 了无数


次的螺旋式上升 , 现如今演变为知情关系


的交互作用研究已 成为心理学界显见的热


点 。 早期 , 研究 者往往从思辨 的角度探讨


知情交互作用 , 如有学者 ( C i o m p
i

,
2 0 0 3

 ) 指


出 : 情绪和认知之间并非是一种相互排斥 、


相互阻碍的关系 ,
而更多是

一

种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关系 。 虽然这种方法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促进了 知情交互作用研究的发


展 , 但终究因其缺乏实证研究 , 特别是忽视


或未能成功地解决与知情交互作用相关的


脑机制问题 , 而在信度上倍受质疑。


近年来 , 随着知情关系理论研究 的不


断深人 , 知情交互作用 的实证研究也得到


了有效推进 ( D o u r
,
C h a

,
&  N o c k

,
2 0 1 1  ;

P e s
-


s o a
,
2 0 1 2

) 。 尤其是知情交互作用发生的生


理基础 , 情绪 - 认知神 经科学 的研究者


( D e n n i s
,
2 0 1 0 ) 作出 了不僻努力 , 并取得了


一

系列值得肯定的成果 。 由 于知情交互作


用研究涉及内容较广 , 但受篇幅限制 , 该文


只选择各 自 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进


行综述 , 以便在短时间 内 对知情交互作用


? 基金项 目 : 上 海市重点学科
“

发展与教育 心理学
”

基金
(

S 3 0 4 0 1
)

; 上海地方高校大文科研究 生学术新人培育计划 (
B  

-

 TO 6 3  
- I 2  

-


0 0 1 0 2 7
)

?


* * 通信作者 : 卢家楣 , 男 ,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E  
-

m a U
:

l U
j

i a m e i @ v i
p

. l 6 3 .
 c o m 。




知情交互作用 的 实证研究现状与 展望/ 张鹏程等
 7 3


研究的概况有所认识 , 进而促进国 内认知


与情绪相关研究 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 最终


形成知情互促、 知情并茂的新局面。


2 认知对情绪影响的实证研究


认知对情绪 的影响 历来被人们所重


视。 从研究的 内容上看 , 当前 的争论主要


集中于两个方面 :

一是认知对情绪产生的


影响 ,
二是认知对情绪调节的影响o


2 . 1  认知对情绪产 生的 影响


早期 , 众多情绪研究的理论家认为认


知对情绪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 , 即情绪


的产生依赖于个体对事件的认知评估 。 用


公式可以表示为 : 特定 的情绪事件—认知


评价—情绪。


近年来 , 随着情绪实证研究 的不断深


人 , 目 前学界对情绪产生需要认知评估调


节的假设提出 了质疑 。 其焦点在于如果情


绪是由认知评估调节产生 , 那么它在知觉


中必然 比认知更加复杂 , 需要更多的 加工


步骤 , 从而情绪判断应该比认知评估判断


花更多的时间 。 然而
,
S i e m e r 和 R e i s e n z e i n


(
2 0 0 7 ) 通过实验却发现 , 面对特定的情绪


事件 , 人们对其情绪判断比认知判断花的


时 间 要 少 。 为 此 ,
S i e m e r 和 R e i s e n z e i n


(
2 0 0 7

) 提出 了情绪的程序化假设 (
t h e  p r o

-


c e d u r a l i z a t i o n  h y p o t h e s i s
 ) , 其包括两个分假


设 : ( 1 ) 人们对情绪事件进行首次评估判断


时 , 往往依赖清晰的推理步骤 , 需要意识的


参与 , 所以 花的时间较多 ; ( 2 ) 若对同
一

种


情绪事件的情绪判断进行重复判断的次数


足够多
,
那么它就可以 变得 自 动化或程序


化 , 不需要意识的涉 人 , 从而花 的 时 间较


少。 随后 ,
B a s t i a a n s e n 等人 (

2 0 0 9  ) 通过镜


像研究表明 , 疼痛移情在不需要意识的参


与下也可 以发生 。


当前 , 研究关于情绪的 产生过程 中认


知功能的新认识不仅有利于促进人们探究


情绪产生 的实际加工过程 , 也有利于人们


对情绪是何以产生的这一古老而又常青 的


问题作新的思考。 例如
,
源于无意识对情


绪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 目前有学者 ( B a l c o


n i
,
2 0 1 1 ) 提出 , 像有意识的训练一样 , 可以


通过对无意识的 , 或前意识机制 的有效训


练
,
促使人们情绪的发生 。


2 . 2  认知对情绪调 节 的影 响


早期 , 研究者认为认知对情绪调节 (
e -


m o t i o n  r e g u l a t i o n
) 起决定性作用 。 其中 , 最


具代表性的看法莫过于 E l l i s 提出 的 A  
-

 B


-

C 理论。 后来
,
有学者提 出 的情绪调节


自 动加工理论认为 , 情绪调节的 能力是人


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 , 是 自 动加工的结


果 , 并不受认知活动的影响 。


近年 来 , 我 国 学 者 李 静 和 卢 家 楣


( 2 0 0 7
 ) 根据 G r o s s 的定义 , 将情绪调节分为


反应关注调节 即反应调节 (
r e s p o n s e  

-

 f o
?


c u s e d  e m o t i o n  r e g u l a t i o n ) 和先行关注调节


即原 因 调 节 ( a n t e c e d e n t  
—

 f o c u s e d  e m o t i o n


re g u l a ti o n
) 两种 。 并通过实验进一步发现 ,


反应调节是
一

种在情绪时间全过程中需要


持续 自 我监视、 自 我纠 正活动 的情绪调节


方式。 由 于自 我监视和 自 我纠正本身就需


要消耗认知资源 以加工情绪信息 , 因 此该


种情绪调节需要认知 的涉入。 与 之相异 ,


原因调节 ( 评价忽视 ) 由于发生在情绪产生


之前
,
不需要持续的 自 我调节 , 从而不需要


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 以管理情绪信息 , 因


此该种情 绪调节不需要认知 的 涉入。 另


外 , 在脑机制方面 , 目前也发现了认知与情


绪调节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的生理机制 。


如有研究者 ( C h u a h  e t  a l . , 2 0 1 0 ) 在对情绪


分心物的认知调控研究 中 发现 , 加工基本


情绪的脑区 - 杏仁核 (
a m y g d a l a

 ) 与认知调


控的脑区 - 前额皮层 ( p re fr o n t a l  c o rt e x ) 之


间发生了交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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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研究 中可 以看 出 , 认知对情绪


调节的不同 阶段有不同 的影响 , 而非传统


意义上对其整个过程都起到决定作用或不


起作用 。 这种新发现对未来情绪调节 中 的


认知功能研究无疑有重要的启 示作用 。


3 情绪对认知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知情交互作用实证研究的不断推


进 , 许多情绪心理学家发现人们整个有效


的认识加工过程都离不开情绪的参与。 如


今 ,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
主要集 中


在三个方面 :

一是情绪对感知觉的影响
;
二


是情绪对记忆的影响
;
三是情绪对思维的


影响 。


3 .  1  情绪对感知觉的 影响


情绪对感知觉 的影响是当前知情交互


作用研究 的重要内 容。 国 内外研究表 明 ,


情绪不仅影响感知 的 内容 , 也影响 感知 的


速度。


情绪影响 感 知的 内 容。 已 有研究表


明 , 正性情绪下的被试更容易感知正性刺


激 (
W a d l i n g e r  &  I s a a c o w i t z

,
2 0 0 6

 ) , 负性情


绪下的被试更容易感知负性刺激 (
P u l i a fi c a


&  K e n d a l l
,
2 0 0 6 ) 。 近年来 , S t r a u s s  和 

A l l e n


( 2 0 0 9 ) 通过情绪 S t r o o p 研究发现 , 人们对


正性情绪信息的感知与所处的压力环境有


关 ,
即只有当个体处于压力 比较小 , 相对宽


松的环境时 , 才倾向于选择正性的情绪信


息 。 我国何媛媛等人 ( 2 0 0 8 ) 通过 E R P 研


究还发现 , 人们对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与


人格特质也有关 , 即外倾被试的注意更容


易指 向 正性刺激 。 在负性情绪方面 , 近年


来 , 有学者在眼动追踪实验中发现 , 对于焦


虑的个体 ,
无论是儿童 (

￡ 1 ( 1 0 1
>

,
1 1 丨 《; 0 1 1

,
&  B a r


- H a i m
,  
2 0 0 8  ) 还是青少 年 ( M o n k  e t  a l .

,


2 0 0 8 ) , 他们都倾向于觉察威胁性的刺激。


我国学者 ( 杨智辉 , 王建平 ,
2 0 1 1 ) 研究也发


现 ,
广泛性焦虑个体更容易 处于紧张焦虑


的状态当 中
,
从而对情绪性刺激尤其是消


极刺激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偏向 。 以上研究


进一步证实 ,
与情绪一致的信息

,
更容易被


感知 。


情绪影响感知 的速度 。 早期 , 由 于受


研究工具的局限 , 人们很难精确测量人们


的感知觉在时 间 进程上有 何不 同 。 近年


来 , 随着研究工具的革新 , 有学者 ( S a n t o s
,


I g l e s i a s
,
O l i v a r e s

, &  Y o u n g ,
2 0 0 8

 ) 用  E R P
 研


究发现 , 与厌恶表情相 比
, 被试对愤怒表情


的加工发生在较早的 阶段 , 这表明与厌恶


情绪相 比 , 人们对愤怒情绪 的感知速度更


快 。 另外 , 有学者 (
F i s h e r  e t  a l .

,

2 0 1 0 ) 用情


绪 S t r o o p 和 E R P 相结合 的方法发现 , 与抑


郁的信息相 比 , 被试对焦虑的信息更敏感 ,


这说明与抑郁的情绪信息相 比 , 人们对焦


虑的情绪信息更容易觉察。 目 前 的研究似


乎表明 , 情绪的强度与感知觉在时间 上也


许成正 比关系 , 即情绪强度越强 , 人们越容


易感知。


综观已有研究 , 尽管发现 了情绪对感


知的 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 , 但也发现环境、


个性和人格等因 素也影 响着人们 的感知 。


这一定程度上表明 , 情绪对感知 内容的影


响可能并不遵循情绪一致性原则 , 即引 发


人们感知的对象并不是情绪刺激的一般属


性 。 因此
,
有关情绪与感知 内容的一致性


现象仍然需要进一步证实 。


3 . 2  情绪对记忆的影 响


情绪对记忆的影响是当今知情交互作


用研究中又一个活跃领域 。 根据记忆过程


中信息保持的时间长短不 同 , 可 以将记忆


分为工作记忆和长期 记忆两个阶段 。 因


此 , 当前学界中情绪对记忆的影响研究也


就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3 . 2 . 1  情绪对长时记忆的影响及其相关


脑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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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记忆是个体经验积累乃至整个心


理发展的前提 , 对人类 的生存具有重要的


意义 。 已有研究 (
S c h m i d t

,
P a t n a i k

,
&  K e n s

-


i n g e r
,
2 0 1 1

) 表明 , 与 中性材料相比 , 情绪材


料更能有效提高人们 的长时记忆 。 然而 ,


长期以来 ,
学界关于情绪对长时记忆影响


时 的 生 理机 制 却 少 有 研究 (
M i c k l e y  &


K e n s i n g e r
,
2 0 0 9

) o 为此 , 目 前情绪 - 认知


科学家作了重要尝试 , 并取得了
一

定成效。


如有 研究 者 ( R i t c h e
y ,

D o l c o s
,
&  C a b e z a

,


2 0 0 8 ) 用事件相关 f M R I 的方法研究发现 ,


与中性事件相比 , 情绪事件更容易记忆 , 这


是因为杏仁核的活动能有效增强 内 侧颞叶


(
m e d i a l  t e m p o r a l  l o b e

 ) 记忆系 统 的 功 能。


另外 , 为满足生态效度
,
有学者 (

E r k
,
K a l c k

-


r e u t h , &  W a l t e r , 2 0 1 0 ) 通过 f M R I
 的方法 , 考


察被试对一年前情绪图片和 中性 _ 片的记


忆情况时发现 , 对情绪刺激的记忆编码 , 可


以通过相应的情绪启 动来促进其再认 , 且


这种交互作用可以通过前额叶和海马的活


力来预测 。 而对中 性刺激的再认 , 主要受


刺激的特征或记忆内 容本身影响 , 与情绪


调节无关 。


3 . 2 .  2  情绪对工作记忆的影响及相关脑


机制研究


工作记忆是
一

个临时的信息编码和储


存机制 , 它是人类学习 、 记忆、 思维 、 以及问


题解决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 。 近年来 ,


国 内学者罗跃嘉等人 (
2 0 0 6

) 根据储存信息


的类型将工作记忆分为空间工作记忆和词


语工作记忆 , 并通过 E R P 研究发现 , 负性情


绪只影响空 间工作记忆的保持功能 , 而对


词语工作记忆并无影响 。 这种情绪对工作


记忆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国外研究中 同样得


以 佐证 。 如 有 研 究 者 (
L y s t a d

,
R o k k e

,
&


S t o u t
,
2 0 0 9

) 发现 , 当 中性单词和负面单词


配对出现时 , 诱发出焦虑情绪的被试对负


面单词 发 生 了 记忆偏 向 。 另 外
,
有 学者


(
L e v e n s  &  P h e l p s , 2 0 1 0

) 研究发现 , 无论干


扰信息是 中性刺激还是情绪刺激 ,
工作记


忆在分离过程 中额下 回 ( i n f e ri o r  f r o n t a l  g y
-


r u s ) 均有显著作用 。 与之相 比 , 脑 岛前部


( a n t e r i o r  i n s u l a ) 和眶额皮层 ( o r b i t a l  f r o n t a l


c o r t e x ) 的活动仅仅能有效促进工作记忆对


情绪信息的分离 , 而对中性信息 的分离没


有显著影响。


当前情绪影响记忆研究的新发现对今


后该领域 的研究有着重要 的启 法 。 其一

,


情绪对不 同的记忆类型似乎有不 同 的影


响 ;
其二

, 不同 的情绪性材料对记忆似乎有


不同 的影响 ;
其三

, 目 前情绪对记忆生态化


研究的顺利开展 , 为今后情绪对其他高级


心理现象的影响研究走 向生态化提供可能


性。


3 . 3  情绪对思维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知情交互作用的研究已扩


展到思维领域。 有学者 (
F o r g e a r d

,
2 0 1 1  ) 通


过元分析研究指 出 , 与消极情绪或 中性情


绪相比 , 积极情绪更能有效提高人们 的创


造性思维。 从实证的 角度看 , 当前情绪对


思维的影 响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是情绪对思维方式的 影响 ,
二是情绪对思


维功能的影响 。


情绪影响思 维的方式 。 早期 , 有研究


者 (
G a s p e i

?

, 2 0 0 4
) 发现 , 处于哀伤心境的个


体 , 在注意的过程中侧重于 以外部知识 ( 如


刺激细节 ) 为基础 , 因此往往采取 自 下往上


的思维方式处理信息 。 而处于愉快心境的


个体 , 在注意的过程中侧重于 以 内部 知识


( 如定势 , 脚本 , 和 图式 ) 为基础 , 因此往往


选择 自 上而下 的思维方式处理信息 。 近年


来 ,
A n s a ri 等人 (

2 0 0 8
) 通过实证研究进一


步指出 , 由 于信息资源的有限性 ,
高度 的情


绪唤醒会降低人们 自 上而下加工 的思维能


力 , 从而更多地表现 出 自 下而上加工
。 另


夕卜 , 根据思维发生的不同定 向 , 可 以将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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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思维 ( 它是个体对过去事件加 以 心理否


定并构建 出一种假设可能的思维活动 ) 分


为上行反事实思维 (
u p w a r d  c o u n t e r f a c t u a l

)


和下行反事实思维 (
d o w n w a r d  c o u n t e r f a c t u -


a l ) 。 有 学 者 ( K e i t h
,
M a t t h e w

,  &  R o n a l d
,


2 0 0 8
 ) 对其实证研究发现 , 负性情绪与上行


反事实思维相关 , 而正性情绪与下行反事


实思维相关。


情绪影晌思维的功能 。 思维是人的大


脑对客观事物进行的 间 接 的 和概括 的反


映 , 其功能主要通过推理能力 和概括能力


得以实现。 早期 , 研究者主要探讨情绪对


概括性 的影响 。 如有研究 (
C i o m p i

,

2 0 0 3
)


表明 , 内 心的各种冲突往往伴 随着消极的


情绪性体验 , 随着 问题解决方法的发现 , 人


们就会因心理冲突的缓和而降低原有的消


极情绪 , 从而表现出 积极的至少是 中 性的


情绪性体验。 这样 , 通过寻求 降低消极情


绪的方法似乎是作为思维概括性得以产生


的一个重要的 动力 。 以 上研究也 似乎表


明 , 人们情绪 由 不平衡到力 图平衡的转变


是人们思维概括性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的


前提。 近年来
, 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情绪


对推理能力 的影响 。 如我国有学者 ( 张敏
,


卢家楣 , 谭贤政 ,
王力 ,

2 0 0 8
 ) 通过实证研究


发现 , 负性情绪状态下 , 不同情绪调节策略


对推理任务的影 响不 同 。 使用认知重评策


略有助于削弱负性情绪对推理任务的不 良


影响 , 从而促进推理任务的完成 ; 便用表达


抑制策略或不使用情绪调节策略将阻碍推


理任务的完成等等 。


当前情绪对思维影响 的实证研究成果


不仅告诉人们情绪会影 响人们 的思 维方


式 , 也告诉人们思维功能 的顺利实现离不


开情绪的参与 。 更为重要的是 , 目 前采用


实证的方法将情绪对认知 的影响研究延展


到思维领域 , 这有利于今后进一步拓展情


绪对更高级的认知过程影响的实证研究 。


4 小结与展望


知情交互作用研究正在成为一种思


潮 、趋势和新的研究取 向 。 尽管与以往相


比
, 目 前知情交互作用 的实证研究取得 了


丰硕成果 , 特别是对知情交互作用存在 的


理论基础 由早期的哲学思辨到实验室脑机


制的转变 , 更为人们对知情交互作用 的深


入研究奠定了科学基础 。 但是 , 该领域未


来还有一系列值得研究 的新课题。


第一

, 无意识情绪 的脑机制研究 。 无


意识情绪是指无意识引发的情绪或情绪反


应本身是无意识的 。 尽管 目 前有研究支持


无意识情绪 的 存在 ( S i e m e r  &  R e i s e n z e i n
,


2 0 0 7
 ) , 然而

, 有研究者 (
D o l c o s

,
I o r d a n

,
&


D o l c o s , 2 0 1 1
) 提出 , 目 前对情绪 自 动化加工


的证据并不充分 , 研究 中 出 现的相互矛盾


现象 , 可能与任务要求和情绪内 容有关 , 诸


如有些研究者在实验中 并没有提供足够的


情绪刺激 , 但却要求被试加 以注意 。 因此 ,


为了确 切地验证无意识情绪是否存在 , 未


来的知情交互作用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无


意识情绪的脑机制问题 。


第二
, 情绪 - 想象的交互作用 研究 。


想象 , 是指人脑对 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


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 对于想象属


于认知 过程 的看法 , 在心理学界早已 成为


共识 。 然而 , 在情绪 - 认知科学领域 , 想象


过程中的情绪功能却鲜有研究。 事实上 ,


如果不对想象的情绪功能进行研究 的话 ,


又如何能够真正了解情绪对整个认知过程


的影响 呢? 因此 , 未来的 知情交互作用研


究 , 需要进一步拓展情绪对高级的认知过


程的研究 , 即情绪 _ 想象的交互作用研究。


第三
, 情绪 -

语言 的交互作用研究。


语言这种特殊的符号 中既有认知的元素
,


又有情绪 的内 涵 。 早期 , 有学者从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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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对
“

情绪一认知一

语言
”

进行三维分


析时指出 , 在情绪和认知之间似乎存在最


接近的和最原始 的连接点 , 而语言无疑是


连接 点 的 最佳选 择。 近 年来 , S h a n a h a n


( 2 0 0 8 ) 通过研究也指出 , 语言 的产生具有


情绪根源 。 这种隐含着语言的顺利发展似


乎依赖于具体的情绪模型 的思想 , 为人们


进一步研究知情交互作用提供了 新 的视


角 。


第四 , 知
- 情 - 行的整合研究。 早期 ,


有研究者在研究大脑执行功能时发现 , 人


们的行为是情绪和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 。


目 前 , 也有研究 ( G u a s t e l l a  &  D a d d s
,

2 0 0 8
)


表明
,
人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 , 重复性的经


历使得情绪 、 认知 以及相关行为往往通过


情绪 - 认知 - 行为模式起作用 。 既然情绪


-

认知 - 行为可 以被看成整体模式加 以研


究 ,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使三者之间得 以顺


利运行的核心机制 ? 这种情绪 - 认知 - 行


为模式 的新探索 , 无疑进一步拓展 了 知情


交互作用研究 。


此外 , 迄今为止 , 多数情绪心理学家认


为主观体验是情绪 的核心成分之一

, 其中


体验是意识层面的 主观感受 , 而 目 前无意


识情绪的发现 , 这似乎意味着存在没有体


验的情绪 。 既然这样 , 那么对体验 的理论


和实证研究也许是未来情绪 _ 认知科学研


究的新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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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2 0 1 2 )

.  I n t e r a c t i o n s  b e tw e e n  c o g
n i t i o n  I n t e r

?


a c t i o n s  b e t w e e n  c o g n i t i o n  a n d  e m o t i o n  d u r i n g  r e
?


s p o n s e  i n h
i
b i t i o n .  E m o t i o n

,  1 2 ( 1 ) ,
1 9 2  

-

1 9 7 .


P u l i a f i c a
,  A .  C .

,
&  K e n d a l l

, P . C .  ( 2 0 0 6
)

.


T h r e a t  
—

 r e l a t e d  a t t e n t i o n  b i a s  i n  a n x i o u s  y o u t h
 :  A


r e v i e w
. C l i n i c a l  C h i l d  F a m i ly  

P s y c h o lo g y  
R e v i e w

 9


9
(

3
)  ,  1 6 2 -

1 8 0 .


R i t c h e y ,
 M .

,
D o l c o s

,  F .
,

&  C a b e z a
,  R .  (

2 0 0 8
)

.


R o l e  o f  a m y g d a l a  c o n n e c t i v i t y  
i n  t h e

 p e r s i s t e n c e  o f


e m o t i o n a l  m e m o ri e s  o v e r  t
i
m e

 :  A n  e v e n t  
—

 r e l a t e d


f M R I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 C e r e b r a l  C o r t e x
,  I S  (  1 1  ) ,


2 4 9 4  
-

 2 5 0 4 .


S a n t o s
,  I . M .

,
I g l e s i a s

,  J .  O l i v a r e s
,  E .  I .  ,  &


Y o u n g ,
 A .  W

.  (
2 0 0 8

) .
 D i ff e r e n t i a l  e ff e c t s  o f


o b
j
e c t  

-  b a s e d  a t t e n t i o n  o i l  e v o k e d  p o t e n t
i
a l s  t o


f e a r f u l  a n d  d i s g u s t e d  f a c e s
.  N e u r o p s

y
c h o l o g i a

,


4 6
,  1 4 6 8  —

 1 4 7 9
.


S t r a u s s ,  G .  P .

,
&  A l l e n

,
 D .  N .  (

2 0 0 9
)

. P o s i t i v e


a n d  N e
g

a t i v e  E m o t i o n s  U n
i q u e l y  C a p t u r e  A t t e n

?


t i o n .  A p p l i e d  N e u r o p s y c h o l o g y ,  1 6
,  1 4 4  

-

 1 4 9 .


S i e m e r
,

M .

,
&  R e i s e n z e

i
n

,
R . (

2 0 0 7
 )

. T h e


P r o c e s s  o f  E m o t i o n  I n f e r e n c e .  E m o t i o n
y
 7

,
 1  -


2 0 .


S c h m i d t
,
 K

.
,

P a t n a i k
,
 P

.
,

&  K e n s i n
g e

r
,
 E .  A .


( 2 0 1 1 )  
.  E m o t i o n

'

 s  i n f l u e n c e  o n  m e m o r y  
f o r  s p a ?


t i a l  a n d  t e m p
o r a l  c o n t e x t .  C o g n i t i o n  a n d  E m o t i o n

,


2 5  ( 2 )  ,  2 2 9  
- 2 4 3 .


S h a n a h a n
,  D .  (

2 0 0 8
)

.  A  N e w  v i e w  o f  l a n g
u a

g e
,  

e
-


m o t i o n  a n d  t h e  b r a
i
n .  I n t e g r a t i v e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B e h a v i o r a l  S c i e n c e
,
 4 2

(
1

)  ,
 6  

-

 1 9 .


W a d l i n g e r
,  H .  A .

,
&  I s a a c o w i t z

,  D . M .  (
2 0 0 6

) .


P o s i t i v e  m o o d  b r o a d e n s  v i s u a l  a t t e n t i o n  t o
 p o s i

t
i v e


s t i m u l i .  M o t i v e  E m o t i o n
,  5 0 ,  8 9  

一 1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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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p i r i c a l  R e s e a r c h  o f  t h e  I n t e r a c t i o n  o f  C o g n i t i o n  
-

 E m o t i o n
:


R e v i e w  a n d  P r o s p e c t


Z H A N G  P e n g  

-

 c h e n g  L U  J ia  
-

 m e i  Z H A N G
 Q i  

—

 y o n g  W U  Y a n  

-

 x i a


(
C o l l e g e  o f  E d u c a t i o n

,
S h a n g h a i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S h a n g h a i  2 0 0 2 3 4
,  C h i n a )


A b s t r a c t


T h e  c o g n i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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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i p r o c a l  e f fe c t  a n d  m u t u a l  i n fl u e n c e  o f  c o g n i t i o n  a n d


e m o t i o n  o n  e a c h  o t h e r  a n d  t o  t h e i r  i n s e p a r a b i l i t
y

.


C u r r e n t l y ,  t h e  r e s e a r c h  o n  t h e  i n t e r a c t i o n  o f  c o g n i

?


t i o n  
- e m o t i o n  m a i n l y  i n v o l v e s  t w o  a s p e c t s

:  F i r s t
,


t h e  e f f e c t  o f  c o g n i t i o n  o n  e m o t i o n
,

n a m e l y  
t h e  e ff e c t


o f  
c o g n i t

i
o n  o n  t h e  o c c u r r e n c e  a n d  r e g u l a t i o n  o f  e m o ?


t i o n
;  s e c o n d l y ,  t h e  e ff e c t  o f  e m o ti o n  o n  c o g n i t i o n

,


n a m e l y  
t h e  e ff e c t  o f  e m o t i o n  o n

 p e r c e p t i o n
,  

m e m o r y ,


a n d  t h i n k i n g .  T h i s  p a p e r  s u m m a ri z e s  c u r r e n t  p r o
?


g r e s s e s  i n  r e l e v a n t  e m p
i r i c a l  r e s e a rc h

,
a n d  o n  t h i s


b a s i s
 p r o p o s e s  f u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o ri e n t a t i o n s

,  s u c h  a s


t h e  r e s e a r c h  o n  t h e  b r a i n  m e c h a n i s m  o f  u n c o n s c i o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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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im a g i n a t i o n
 ;  t h e  r e s e a r c h  o n  t h e  i

n t e r a c t
i
o n  o f  e -


m o t i o n  
一

 l a n g u a g e
 ;  t h e  r e s e a r c h  o n  t h e  e m o t i o n  

-


c o g n i t i o n  
-

 b e h a v i o r  a s  a  w h o l e  m o d e .


K e y  
w o r d s

 :  
c o g n i t i o n

,
e m o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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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f  c o g n i
t
i o n  

-

 e m o t i o n
,

e m p i r i c a l  r e s e a r c h


( 上接第 7 1 页 )


T h e  I m p a c t  o f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C a p i t a l  o n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W A N G  Y a o -

j
u n


(
S c h o o l  o f  E c o n o m i c s  &  M a n a g e m e n t

,  Z h e
j

i a n g  
S c i  

-

 T e c h  U n i v e r s i t
y ,  H a n g z h o u  3 1 0 0 1 8

,
 C h i n a

)


I n  t h e  p r e s e n t  s t u d y , a  s u r v e y  o f  2 5 1  c o l l e g e


s t u d e n t s  w a s  c o n d u c t e d  t o  e x p l o r e  t h e  i m p a c t  o f
 p s y

?


c h o l o g
i c a l  c 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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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 t e d  t h a t
 g r a d e

,
f a m i l y  

l o c a ti o n
,

a s  w e l l  a s  t h e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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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r  
-

 n o t  i n ?


f l u e n c e d
 p s y c h o lo g i c a l  c a p

i t a l .  F u r t h e r m o r e
,  t h e  i n ?


t e r a c t i o n  b e tw e e n  f a m i l y  l o c a t i o n  a n d  s i n g l e t o n  
-

 o r


-

n o t i n fl u e n c e d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  I n  a d d i t i o n
,  t h e


t h r e e  d i m e n s i o n s  o f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c a p i t a l  o f  s e l f  

-

 e f
-


fi c a c y ,
r e s i l i e n c e

,  o p t im i s m  h a d
 p o s i t i v e  i m p a c t s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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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d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c o u l d  t a k e  v a ri o u s  m e a s u r e s  t o  im ?


p r o v e  t h e  e m p l o
y

a b i l i t
y  o f  c o l l e g e  s tu d e n t s  t h r o u g h


t h e  t r a i n i n g  
a n d  e n h a n c i n g  

o f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c a p

i t a l .


K e y  
w o r d s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c a p i t a l

,  e m p l o y a b i l i

?


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