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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行为和情绪的框架效应及与个性的关系。采用“艾森克人格量表”对 116 名高校学生进行测查 ,区分个

体的人格特点 ,并让被试阅读一个具有风险的手术问题的文字材料 ,其中一半被试阅读的材料以积极形式构建 ,另一半以消极

形式构建 ,探察被试在不同情景之下的阅读行为和情绪表现。结果发现个体的神经质特性对不同再构造条件下的阅读时间和

各种假设情景之下的情绪变化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被试在积极构造的情景中情绪反应更强烈。本研究证明了行为与情绪的框

架效应 ,并且揭示了再构造过程对行为和情绪影响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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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再构造过程 (ref raming) 是对同一事件进行重新

认识和表述的过程。在再构造过程中 ,当呈现给人

们本质相同而表述方式不同的事件时 ,个体对这一

事件的偏好、态度等心理反应会发生变化或逆转 ,这

一现象被称为框架效应。

再构造过程及框架效应的一个经典研究是

Tversky & Kahneman 1981 年 [1 ]采用的“亚洲疾病

问题”,他们发现 ,对同一事件 ,当描述为“得”的选择
(如 :有人获救) 时 ,人们往往会避免风险 ;而描述为

“失”的选择 (如 :有人丧生) 时 ,人们常常会寻求风

险。

框架效应的发现引起了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的

重视 ,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框架效应进行了

探察 ,发现框架效应有许多不同的存在形式 ,如属性

框架效应[2 ] ( att ribute f raming) , 风险选择框架效

应[3 ,4 ] (risky choice framing) 等 ;并且人们还发现框

架效应会受个性[5 ]和卷入程度[6 ]的影响。然而 ,这

些研究中涉及的框架效应大部分都集中在态度、偏

好或决策方面 ,即研究再构造过程对个体的态度、偏

好和决策的影响 ,关于再构造过程对个体的情感尤

其是对个体实际行为的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

此 ,本研究重点探察在行为和情感方面的框架效应

是否存在 ,以及是否存在个体差异 ,即从行为和情感

的角度 ,研究再构造过程和个性因素对框架效应的

影响。

根据 Cleotilde Gonzales[7 ]等人提出的认知和情

绪交互作用的理论模型 ,框架效应的产生是认知加

工和情感价值之间权衡的结果 ,即在计算选项的期

望价值和衡量选项的情感价值之间做出判断和选

择 ,如果某种选项的认知计算很复杂或者会产生不

愉快的情绪 ,那么决策者就不会选它。我们知道 ,个

体的情绪反应与个性 ,尤其是个性中的情绪稳定性

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本研究把研究重心放在个

性的神经质 (或者情绪稳定性) 这一维度上 ,探察个

体个性中神经质倾向的差异对行为和情感的框架效

应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 1 　被试

某高校被试 132 名 ,其中男生 65 人 ,女生 67

人 ,平均年龄为 24 岁零 2 个月。删去 16 份无效问

卷 ,有效被试共计 116 人。

2. 2 　研究材料

2. 2. 1 　艾森克人格问卷 ( EPQ)

本研究采用的是陈仲庚等修订的中国版的

EPQ [8 ] ,共测四个维度 :内外倾 ( E) 、神经质 (N) 、精

神质 ( P)和掩饰性 (L) 。该修订版在国内得到广泛的

使用 ,具有较好的信度。

2. 2. 2 　再构造的材料及情绪探察材料

给被试呈现一段关于医生要进行一个具有风险

的手术的文字材料 ,一种材料以积极形式构建 ,即强

调成功的概率 ;另外一种材料以消极形式构建 ,即强

调失败的概率。以积极形式构建的材料如下 (相应

内容换为括号中的部分 ,则为以消极形式构建的材

料) :

有一由于脑部病变而造成的严重的癫痫病患

者 ,需要做开颅手术 ,手术有 70 %的成功概率 (手术

有 30 %的失败概率) ;如果手术成功 ,病人会逐渐基

本恢复正常 ;如果手术不成功 ,病人会当场死去 (如

果手术失败 ,病人会当场死去 ;如果手术不失败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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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逐渐基本恢复正常) 。

如果不做手术 ,进行保守治疗 ,病人大部分时间

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 ,但是会时常失去意识 ,昏死过

去 ,这时如果缺乏他人照看 ,有可能在家中或外出时

造成突发事故而受伤 ,甚至死亡。此时 ,病人在医院

中 ,正处于由癫痫造成的昏迷状态 ,病人家属希望进

行手术。

阅读时要求被试设想自己是处在这一境地的医

生 ,读完材料后回答四个与情绪有关的问题 ,并要求

其在九点量表上对这四个问题的程度做出选择。四

个问题分别涉及手术成功 (不失败) 和不成功 (失败)

时 ,作为负责医生自己的高兴、沮丧、平静和焦虑程

度 (如 : 1 代表最不高兴 ,5 代表无所谓 ,9 代表最高

兴) 。

2. 3 　实验程序

采用集体实验方法 ,每次 20 人。要求被试在计

算机上独立、快速、准确地回答所有问题。首先给被

试呈现“艾森克人格问卷”,总共 85 道题目。每个问

题只有两个选项 :“是”和“否”,要求被试分别按数字

“1”、“2”键做答。答完前一问题 ,后一问题会自动呈

现 ,计算机记录被试的反应和所用时间。

在被试回答完问卷之后 ,让被试阅读再构造刺

激材料。其中一半被试阅读以积极形式构建的材料
(有效被试 61 人) ,另一半被试阅读以消极形式构建

的材料 (有效被试 55 人) 。阅读完毕之后 ,被试按空

格键呈现情绪探察材料 ,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材

料阅读时间。

3 　研究结果

3. 1 　再构造过程、人格特点与个体的行为

在阅读再构造材料的过程中 ,被试阅读材料的

时间没有限制 ,完全由被试自己掌握 ,因此阅读时间

可以部分地反映被试对材料的加工深度。所以 ,在

本研究中把再构造材料的阅读时间作为被试的行为

指标 ,并根据被试神经质分数的中间点把被试分为

两组 ,即高神经质组和低神经质组。

以 EPQ 阅读时间为协变量 (以控制不同被试阅

读速度的差异而带来的被试间差异) ,同时把内外

向、精神质、掩饰性的分数也作为协变量 (因为个性

特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 ,如 ,精神质与掩饰性的

相关 : r = - 0 . 246 , p < 0 . 01 ;内外向与神经质的相

关 : r = - 0 . 411 , p < 0 . 01 ;神经质与掩饰性的相

关 : r = - 0 . 211 , p < 0 . 05) ,以阅读时间为因变量 ,

以再构造情景 (成功情景、失败情景) 、被试性别、被

试的神经质特性 (神经质低组和神经质高组) 为自变

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再构造情景同神经质的

交互作用显著 ( F [1 ,101 ] = 6 . 737 , p < 0. 05) ,具体

如图 1 所示 ,低神经质的个体 ,在失败情景下 ,阅读

时间最长 ;相比之下 ,高神经质的个体 ,在成功情景

下 ,阅读时间最长。研究没有发现被试性别的差异
( F < 1) ,在以后的分析中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 ,因此

在随后的讨论中不再涉及性别因素。

图 1 　材料再构造类型与个体的神经质倾向在

阅读时间上的交互作用

3. 2 　再构造过程、人格特点与个体的情绪

在考察被试的情绪时 ,本研究的每一种再构造

条件都假设了两种情景 :成功/ 不成功 (积极再构造

条件)或不失败/ 失败 (消极再构造条件) ,要求被试

设想自己作为医生在这两种情景下的情绪反应 (高

兴、沮丧、轻松与焦虑程度) 。因此 ,在数据分析时 ,

根据 Higgins 等人[9 ,10 ]关于情绪维度与调节类型的

关系 ,将医生成功时 (或不失败时) 高兴程度与不成

功时 (或失败时)沮丧程度的得分之和作为高兴 - 沮

丧维度的情绪变化指标 ,将成功时 (或不失败时) 轻

松与不成功 (或失败)时焦虑的得分之和作为轻松 -

焦虑维度的情绪变化指标。以这两个情绪维度的变

化量作为因变量 ,以构造情景 (成功情景与失败情

景) 、个性中神经质 (高神经质组和低神经质组) 作为

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构造情景对轻松 -

焦虑维度的影响显著 ( F [1 ,102 ] = 4 . 317 , p <

0105) 。被试在积极构造的情景 (即强调成功) 中 ,轻

松 - 焦虑这一情绪维度的变化更为强烈 (详见表 1) ;

个体的神经质对高兴 - 沮丧这一维度的情绪变化影

响显著 ( F [1 ,102 ] = 9 . 346 , p < 0 . 01) ,神经质高的

个体在成功 (或不失败) 的情况下更高兴 ,在不成功
(或失败) 的情况下更沮丧 (详见表 1) 。没有发现再

构造情景与神经质两者在情绪变化上的交互作用
(高兴 - 沮丧的变化 : F < 1 ;轻松 - 焦虑的变化 : F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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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再构造过程与不同神经质对个体的情绪评价的影响

成功 - 不成功

(或不失败 - 失败)

的情绪变化

再构造过程个体的神经质

积极构造 ( M 土 SD)

(61 人)

消极构造 ( M 土 SD)

(55 人)

神经质高 ( M 土 SD)

(52 人)

神经质低 ( M 土 SD)

(64 人)

高兴 - 沮丧维度 15 . 26 ±2 . 68 15 . 07 ±2 . 67 16 ±2 . 32 14 . 5 ±2 . 75

轻松 - 焦虑维度 14 . 05 ±2 . 76 12 . 84 ±3 . 25 14 . 02 ±2 . 80 13 . 03 ±3 . 16

4 　讨论

　　首先 ,本研究发现 ,个体的人格特质和构造情景

会共同影响个体在再构造过程中的行为 ,神经质低

的个体在消极构造的情景中阅读时间明显长于其他

人。神经质低的个体 ,情绪反应缓慢且轻微 ,善于自

我控制[8 ] ,当遇到失败、挫折等消极情景时 ,他们仍

能充分投入精力 ,认真阅读 ,以免遗漏信息或犯错

误。关于框架效应的成因 ,认知和情绪交互作用的

模型[7 ]认为 ,再构造过程中的某些选项 ,由于认知计

算比较复杂 ,或者会引起不愉快的情绪 ,决策者通常

会放弃这些选项。本研究从人格的角度对这个理论

进行了补充。根据本研究的结果 ,我们推测 ,在强调

失败的风险时 ,个体会产生更强烈的认知负担 ,因而

不愿意投入过多的精力 ,而只有情绪比较稳定的个

体才能更专注地加工这一情景 ,投入更多精力。

其次 ,与消极构造的情景相比 ,积极构造情景中

的个体有更强烈的情绪反应。在本研究中 ,积极构

造条件中的被试在轻松 - 焦虑维度上情绪变化更明

显 ,而在高兴 - 沮丧这一维度上没有明显变化。究

其原因 ,可能是由于实验中用的构造材料牵涉病人

的生命 ,该事件本身与轻松 - 焦虑这一情绪维度的

联系更为紧密 ,所以明显地启动了个体的轻松 - 焦

虑情绪维度。

此外 ,不管是在积极构造还是在消极构造的情

景中 ,神经质倾向不同的个体都会产生显著的情绪

反应上的差异 ,神经质高 (情绪稳定性低) 的个体在

不同的假设情景下 ,在高兴 - 沮丧维度上变化均显

著。以往的研究发现 EPQ 的神经质维度与负性情

绪有关[11 - 13 ] ,本研究的结果丰富了前人的发现 ,揭

示了神经质这一人格维度与情绪变化之间的关系。

总之 ,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再构造过程对个体

行为和情绪的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

受到个体人格特质的调节。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扩充

了过去所发现的再构造过程和框架效应的影响范

围 ,增加了关于再构造过程与个体的行为和情绪的

关系的内容 ,使框架效应突破了态度与偏好的传统

研究问题。态度、选择、偏好以及行为和情感都与人

的认知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而行为和情感的改变似

乎更具有实践意义 ,因此在行为与情感方面的框架

效应还值得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地探索。

5 　结论

5. 1 　个体的人格特质和构造情景共同影响个体在

再构造过程中的行为 ,神经质低的个体在消极构造

的情景中加工时间更长。

5. 2 　不同的构造情景能激发个体情绪变化强度的

差异 ,积极构造情景中的个体有更强烈的情绪反应。

5. 3 　不管在积极构造还是在消极构造的情景中 ,神

经质倾向不同的个体都会产生显著的情绪反应上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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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s and Learning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 100875)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d the framing effect of behaviors and emotion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personality.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 EPQ) (Chinese edition)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116 undergraduate participants who were

asked to read a story about risky surgery.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presented with a reading material which was reframed

positively , the other half a negatively reframed reading material. Their reading behaviors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eframing and personality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ading time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 and participants who

read positive material had more intensive emotional responses. The effects of reframing on behaviors and emotions were proved , and it

was affected by individuals’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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