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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作为人类心理失调的最主要和最经常出

现的问题之一仁‘

一直是心理学 比较活跃的研究

领域
。

从神经生理
、

行为和认知加工等多方面对焦

虑现象的发生
、

发展
、

诊断
、

治疗及干预进行研究
,

使人们对焦虑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

本文从健康心

理学的角度出发
,

重点从三个方面来阐述焦虑 焦

虑概念的界定
、

焦虑的理论模型
、

焦虑研究的展

焦虑的概念及分类

焦虑概念的确定 焦虑是心理学一个引人

︸

注 目的研究领域
,

有关焦虑的研究文献在 年代

到 年约为 篇
,

从 年到 年增

长到 篇
,

年 发表 的文献 已 达

篇
。

但焦虑的定义因研究者理解不同显得

广泛而模糊
,

如认知定向研究者认为焦虑是对消

极事物的预期
,

生理定向研究者则把焦虑看成是

一种情绪
、

一个动机
、

一种人格特质匡
。

但总起来

说
,

心理学家理解焦虑常常离不开焦虑是一种强

烈的苦恼和受挫的个人感觉和体验 焦虑具有动

机的意义 处在焦虑状态的人在外在行为表现和

躯体内部的生理变记 二
。

焦虑的分类 把焦虑分成特质

焦虑和状态焦虑
,

认为特质焦虑是相对持久人格

特征中焦虑倾向上稳定的个人差异
,

状态焦虑是

指焦虑的暂时波动状态
。

在青少年中有一类特定

的状态焦虑即测验焦虑 指在测验状态下焦虑水

平上的个人差异
,

是一种情境特定化的人格特质
,

也就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特质焦虑
。

有人把焦虑

分成促进行为型和减低行为型的焦虑川
,

当焦虑

有助于行为的效果时
,

被称为促进型焦虑 当焦虑

妨碍行为的效果时
,

被称为妨碍型焦虑
。

从表达焦

虑水平的概念
,

分别为焦虑症状
、

焦虑

综合征 和焦虑障碍
。

一般来

说
,

焦虑症状是任何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会表

现出来的对现实的不适反应
,

如紧张
、

担心
、

恐惧

反应
。

综合征介乎焦虑症状与焦虑障碍之间 是焦

虑的一组症状
,

包括情绪体验
、

植物神经系统及行

为的表现
。

焦虑障碍是 比较严重的达到变异程度

的焦虑水平
,

是一种变态情绪 不包括其它症状的

焦虑反应如精神分裂症等
。

焦虑的理论模型

焦虑的研究历史与心理学的研究历史一样
,

起始于哲学思辩而逐渐过渡到实证研究
。

有关焦

虑的理论模型很多
,

影响 比较大的如精神分析理

论
、

行为主义及认知心理学中状态特质焦虑理论

对焦虑的解释幻 。

认知预期理论

认为
,

在巴浦洛夫条件反射理论中
,

有一

个非条件刺激的发生或没有发生的预期
,

预期被

认为是带有隐藏刺激性质的中介反应
,

隐藏刺激

可能会大量预期反应的激起者颐
。

认知预期理论

主要依据是学习原则
,

其中心的假设是预期在一

个刺激与合成反应之间的一些
“

认知中介过程
” 。

这些预期不仅从反应的条件反射中产生
,

而且也

从模型的观察和信息的转换或从这些因素的任何

结合中产生
,

当遭遇一个刺激时
,

所预期的焦虑将

发生
。

如果知道可能会遇到令人恐惧的刺激
,

不仅

可能预期形成焦虑
,

而且对焦虑的预期能激起自

己的焦虑
。

功效期望



· ·

认为陌 那些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
一

困难的人 没有

理由恐惧或回避困难 而那些怀疑 自己能力的人

将很快放弃应对
一

并感到脆弱和恐惧
。

盯 区

分行为两个决定因素 ①自我功效评价 如对能否

成功做事能力的认知
。

②反应 —结果预期
,

如对

可能出现的结果的预期
。

自我功效和对结果的预

期 决定行为的程度将因情境而异
。

盯 认为

焦虑更可能由自我功效的评价来决定而不是对结

果的预期
。

大量研究证实自我功效
、

行为与焦虑的

关系
,

但也有人提出批评
,

、

’。一 。

总起来说
,

这个

理论并不是焦虑获得和降低的理论 而是试图解

释焦虑存在的理论
。

认 知 模式是 引起 焦虑 的原 因

提出 ”二认知模式是焦虑发生和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焦虑的认知特征包括认知内

容
、

认知操作
、

认知产品和认知结构
。

一个人的行

为是事件与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

注意倾向和焦虑 处

在焦虑状态的人往往对有威胁意义的信息给予注

意
。

大量研究采用 和 、 测验以发现

评价与焦虑有关的加工倾向
。

对威胁线索的选择

性加工在很多研究中得 以证实〔”
、
’二

。

总起来说

系列实验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来说明威胁性刺激吸

引焦虑被试的注意力
,

然而
,

威胁性刺激如何优先

编码到记忆或从记忆中提取还缺少证据
、

’二
。

认

知预期理论
、

功效期望
、

认知模式等都是一个主体

在进行认知评价时所要凭借的依据 而注意的倾

向理论则是对主体处在焦虑状态时外在行为特点

的解释
。

焦虑理论研究展望

焦虑研究应更多的关注理论 现有焦虑理

论没有发展起来
。

因此
,

最急迫的需要是发展更多

更有效的理论
。

焦虑定义
,

什么是焦虑行为的答案是广泛

的
。

一些研究者宁可用描述降低焦虑的特定程序

作为答案
。

生理定向的心理学则根据抗焦虑药物
的疗效来定义焦虑

。

还有人把焦虑看成是 自我报

告所测量的东西
。

因此
,

焦虑研究重要的是对所要

定义的焦虑成分直接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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