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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发生机制及其对教育中调控的启发

上海师范大学 卢家相

对教育中存在的情绪因素及其作用的认识
逐渐提高和深化之后

,

人们所面临和关心的便

是如何驾驭情绪以优化教育效果的问题了
。

它

包括对学生情绪的积极引发和调节
、

教师对自

身情绪的有效 自激和 自控等
。

这一问题在教育

改革 日益深入
,

诸如
“

愉快教育
” 、 “

情感教

育
” 、 “

情知教学
” , “

情境教学
”

等各种涉情教

育或教学改革不断推出的今天
,

似乎显得尤为

现实而紧迫
。

要在教育中调控师生情绪
,

使之处于 良好

的情绪状态和激发必要 的情绪体验
,

就应知道

一个人的情绪是怎样发生的
。

在这方面
,

虽有

不少研究
,

但较多侧重于生理机制上的探索
,

与

教育中的运 用尚有一定的距离
。

本文试图在心

理层次上加以论述
,

并从一般模式和特殊途径

方面归纳情绪发生的机制
,

以冀为教育中的情

绪调控提供操作依据和某些实施上的启发
。

/

一
、

情绪发生的一般模式与启发

作为一种心理现象
,

人的情绪归根结蒂都

是客观事物作用的结果
。

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

就情绪发生的具体过程而言
,

客观事物本身并

不起直接的决定作用
。

同样的客体
,

在不同人

身上会引起不同的情绪体验
,

甚至在同一个人

身上
,

也会因主体当时不同的心理状况
,

而有

不同反应
。

从目前的研究看
,

有三个因素在情

绪发生中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

并形成情绪发

生的一般模式
。

1
.

客体与需要关系是决定情绪的主要因素

需要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要求在头脑中

的反映
,

属个性倾向范畴
,

它是客观事物引起

一个人情绪反应的重要中介
。

同样的客体在不

同人身上之所以会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
,

在很

大程度上与人的不同需要有关
。

因此
,

决定一

个人情绪的重要 因素
,

一般不是客体本身
,

而

是客体与需要之 间的关系
。

首先
,

这种关系决定情绪发生的极性
。

一

般说
,

客体满足个体需要
,

产生正情绪
,

如快

乐
、

喜悦
、

欢欣等
; 而客体不满足个体需要

,

则

产生负情绪
,

如痛苦
、

愤怒
、

忧闷等
。

其次
,

这种关系又决定情绪发生的种类
。

由

于客体与需要之 间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是十分

复杂的
,

由此决定的情绪也会多种多样
。

例如
,

对个体生存需要构成威胁的客体
,

往往会引起

恐惧
; 而有损 自尊需要满足的客体

,

则易导致

羞辱
;
更有甚者

,

当客体与一个人的多种需要

发生关系
,

它虽满足个体某一需要
,

但同时又

不能满足个体另一需要
,

便会产生诸如悲喜交

加
、

爱恨交织的对立情绪
,

乃至百感交集之类

的复杂情绪
。

再次
,

这种关系还决定情绪发生的性质
。

这

是由于人的需要具有一定的意义性所导致的
。

当客体和与社会利益及个性健康发展相一致的

需要发生关系时
,

不管满足与否
,

所产生的情

绪都是积极情绪
,

反之则是消极情绪
。

因此
,

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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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情绪既可以是正情绪
,

也可以是负情绪
;
消

极情绪亦然
。

还有
,

这种关系也决定情绪发生的水平
。

这

是由人的需要的层次性所决定的
。

人的需要有

生物性和社会性之分
,

即便在社会性需要中
,

也

有基本社会性需要和高级社会性需要之别
。

因

此
,

吃喝玩乐的需要满足与否所引起的情绪
,

在

水平上 自然不能与求知
、

创造的需要满足与否

所引起的情绪相提并论了
。

事实是
,

需要的层

次越高
,

客体与需要关系所决定的情绪发生的

水平也越高
。

此外
,

这种关系对情绪的强度亦有影响
。

一

般说
,

对客体的需要的迫切性越甚
,

其满足与

否所产生的情绪越强烈
;
反之

,

则越微弱
。

正由于客体与需要关系在情绪发生中表现

出上述一系列的重要作用
,

我们对以往的情绪

定义—
“

人对客观事物与需要之间关系的一

种反映
” ,

也就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

然而
,

随着

人们对情绪现象不断深入地探究发现
,

把情绪

发生机制仅归纳为受这种关系制约的看法
,

也

是不全面的
。

事实上
,

在情绪发生的机制上
,

还

有一些 因素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2
.

客体与预期关系是决定情绪的又一重要

因素
;

预期 ( E x
eP

o at it o
n) 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

经验
、

习惯对客观事物作出的一种事前估量
,

属

认知倾向范畴
。

它植根于个体在生活过程中逐

渐内化形成的认知结构
,

并依据外来信息不断

修正
,

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 ·

它可以被人充

分意识到
,

表现为有意识的估量
;
也可未被充

分意识到
,

表现为潜意识的估量
。

例如
,

晴天

出门未带雨具
,

这是因
“

不会下雨
”
的潜意识

估量所致
。

人的许多行为活动都伴有预期
,

这

是人的意识活动的超前性反映的表现
。

综合大

量观察和研究材料发现
,

预期也是客观事物影

响一个人情绪的重要中介
,

客体与预期关系是

决定情绪发生的又一重要因素
。

首先
,

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情绪

发生的强度
。

一般说
,

客体超出个体预期越大
,

客体满足个体需要与否所引起的情绪越强烈
;

反之
,

则越微弱
。

这情况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

人

们往往会因意外的收获感到格外高兴
,

也会因

意外的失败感到分外懊丧
;
而对意料中发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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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满足需要
,

还是不满足需要
,

产生

的情绪要平静得多
。

其次
,

这种关系还直接决定惊奇一类的情

绪的发生
。 `

现代心理学家对人类情绪的跨文化

研究发现
,

惊奇一类情绪也是人类重要的基本

情绪之一
。

但它的发生往往在个体明确客体与

需要关系之前
,

因而不是由客体与需要关系决

定的
。

这也是以往试图用客体与需要关系作为
唯一因素解释情绪发生现象时所出现的一个重

要理论缺陷
。

现在可以说
,

这类情绪是由客体

与预期关系所直接决定的
。

当与个体需要之间

的关系尚不 明朗的客观事物出乎预期地发生

时
,

只要超出预期达到一定程度
,

就会引起惊

奇情绪
,

并可由超出预期的不同程度
,

区分出

从新鲜感
、

新奇感
,

到惊异
、

惊讶
、

惊愕
,

直

至震惊
、

惊呆
、

惊厥等一系列不同强度的惊奇

类情绪
。

我们把这类情绪称为中性情绪
,

与前

苏联心理学家所讲的
“

不确定性情绪 ,,id 是一致

的
:

惊奇
“

是一种对突然发生的情况的情绪反

应
,

它没有肯定或否定特征的明显表现
”

( A
·

B
·

n er p o B c。 的② 。

自然
,

这种中性情绪也会随

着客体与需要关系的明确而转化
,

分别变为惊

喜
、

惊恐
、

惊怒
、

惊坳等富有极性的正负情绪
。

由于惊奇情绪的发生往往是认知活动中兴趣的

先导
,

所以弄清客体与预期关系直接决定惊奇

一类情绪的心理机制
,

在教学活动中有更为重

要的意义
。

3
.

对两种关系的认知评价是决定情绪的关

键因素

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
,

现代情绪心理学

越来越强调认知评价在情绪发生中的作用
。

客

体与需要
、

客体与预期的关系究竟如何
,

最终

都受到一个人头脑中认知评价的影响
。

因而
,

同

样的客体会因不同角度的认知评价
,

而与个体

需要
、

预期发生不同的关系
,

引起不同的情绪
。

例如
,

同样是考试得 80 分
,

学生会因不同的认

知评价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
。

若从成绩等第上

评价
,

会因刚好划为
“

良
”
等而庆幸

、

愉悦 ; 若

从以往成绩比较中评价
,

则会因这次成绩有所

退步而不悦
、

自责
。

心理学研究表明
,

这种认

知评价是受一个人知识经验
、

思想方法和信念
、

价值观的影响的
。

受到挫折
,

缺乏辩证观念的

人往往只看到失败的事实不满足其成功需要的



一面
,

产生消极情绪
;
而具有辩证观念的人则

会从失败中看到成功希望的一面
,

避免了消极

情绪
。

正如拉扎勒斯 ( R
·

L a z a r u s ) 所说
: “

这

些信念或价值观等品质不能 自发地成为情绪
,

首先它必须进入那个
`

处理
’

中去
, `

所以情绪

依赖于人如何解释情境
。 ’ ,

③ 同时
,

这种认知评

价还受外部诱导
、

劝说的影响
。

拉扎勒斯和斯

比斯曼曾做过一个实验
,

让四组被试分别看同

一部带有残酷画面的电影
。

但由于对画面的讲

解作了四种不同的处理
:

( l) 肯定画面的残酷

性
; (2 ) 否定画面的残酷性

; (3 ) 用超然态度

讲解
; (4 ) 不作讲解

。

四组被试被电影引发的

紧张情绪也就不一样 了
。

其中 ( 2) 组被试的紧

张情绪最小
,

( 3 ) ( 4 ) 组较大
,

而 ( 1 ) 组最大
。

这一影响情绪的因素的揭示
,

为我们通过认知

评价的自我调整或他人协助调整
,

来改变客观

事物对情绪发生的最终结果
,

提供了科学依据
。

由此我们也可理解到
,

在生活中受到某种打击

或遭到不幸时
,

我们常用
“

要想开些
”

的说法

来劝慰自己或他人
,

以缓解消极情绪
,

其实质

正是采用重新调整认知评价的方法在调节 自己

或他人的情绪
。

4
.

一般模式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初步概括出情绪发生

的一般模式
:

当客观事物作用于我们时
,

我们

便将它与自己的需要
、

预期之间的关系进行认

知评价
;
这种评价既与我们的知识经验

、

思想

方法
、

信念和价值观等有关
,

也受外部诱导
、

劝

说的影响 ;认知评价的结果决定了情绪的极性
、

强度以及种类
、

性质和水平等 (见图所示 )
。

能达到满足需要调控情绪方面有效性和教育性

的统一
。

其次
,

要巧妙利用预期这一中介来调

控情绪
。

若要学生引起某种积极情绪上的触动
,

应使有关情况尽可能超出学生预期
;
若要减少

某种消极情绪的强度
,

则应缩小有关情况与学

生预期的差距
。

许多优秀教师正是采取
“

出其

不意
”

的教育措施
,

引起学生情绪上的震动
,

取

得较好的教育效果
。

在帮助学生确立 目标时
,

也
要防止预期水平过高而在实施中产生不必要的

挫折感
。

在教学中
,

还应设法使某些教学内容

的呈现超出学生的预期
,

引发惊奇感
,

激发学

习兴趣和探究欲
,

这也是教学高手所常用的
“

出奇制胜
”

策略的原理
。

再次
,

运用启发
、

诱
·

导的方式调整学生的认知评价
,

使教育的要求

和 内容
“

变成
”

在学生看来是符合其需要的东

西
,

实现输出和输入的
“ 匹配

” ,

从而使学生在
愉悦中接受教育

。

而当学生遭受挫折时
,

更需

通过调整其认知评价
,

变消极情绪为积极情绪
。

二
、

情绪发生的特殊途径与启发

知知识经验
、

思想方方 外界诱导
、

劝说说
法法

、

信念和价值观等等等

客客观事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平平平平价价价 需要
、

预期等等

嵌嵌嵌
了解情绪发生的一般模式

,

对教育中的情

绪调控是有所启发的
。

首先
,

在教育内容或形

式的处理上
,

教师要多一层意识
,

即尽可能从

满足学生需要的角度引发良好的情绪
。

但这又

非一味迎合
,

还应注意正确导 向
。

只有通过对

学生低层次需要的利用
、

提高
,

对不合理需要

的诱导
、

转化和对高层次需要的培养
、

发展
,

才

上述模式反映了情绪发生的一般途径
。

然

而
,

在人们实际生活中
、
还可以通过一些特殊

的途径来引发情绪
。

1
.

由感染引发情绪

在人们情绪发生中有一个十分重要而有趣

的现象
:

一个人的情绪也能受他人情绪的影响

而直接引发
。

我们把它称为情绪感染现象
,

在

西方心理学中被称为移情或情感移入 (E m aP
-

ht y )
。

美国情感心理学家斯托特兰德 ( E
.

S t ot
-

la n
d) 把移情定义为

: “

由于知觉到另一个人正

在体验或去体验一种情绪而使观察者产生的情

绪性反应
。 ” ④他曾做了一个实验

,

让丫些被试
观察由自己助手充当的假病人接受热疗的情

景
。 “

病人
”

在热疗时分别表现出
“

痛苦
” 、 “

平

静
”
和

“

快乐
”
三种情绪

,

被试看到
“

病人
”

的

情绪后
,

竟也会引发相应的情绪表现
,

由此证

实了移情现象的存在
。

其中
,

情感共鸣是最突

出
、

最典型的表现
。

心理学研究还发现
,

一个

人的情绪会引发他人的情绪
,

而他人的情绪又

会反过来再影响该人的原先情绪
,

造成情绪互

动现象
。

这也是情绪感染的结果
。

通过感染引

发情绪的方式亦是多样化的
:

( l) 在现实情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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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他人情绪引发
;

( 2) 在再造情境中 (舞台

上
、

银幕里 ) 由演员情绪引发
; ( 3) 由他人单

纯表情引发而无需情境配合
,

这是由于人们头

脑中已建立特定情绪表现与相应情境的联系
,

只要看到这一表情
,

便会油然想到相应的情境
,

产生
“

身临其境
”
的情绪感染效果

; (4 ) 由语

言描述的情绪引发
,

这是由人的第二信号系统

的调节活动所导致的
。

2
.

由想象引发情绪

一个人通过想象也能引发 自己的情绪
。

这

是情绪 自我引发的一条特殊途径
。

班图拉 ( A
·

aB
n d u ar ) 把它称为

“

自我情绪触发功能
” 。

他

说
: “

激发情绪反应的力量绝不限于外界的物理

刺激
。

我们也可以从认知上去触发情感反应
。

人

们在想象令人作呕的情景时
,

会很容易地使自

己感到恶心
;

`

迷恋在色情幻想中
,

会导致性的

激动
;
在恐惧降临的胡思乱想中

,

会徒然恐吓

自己
。

而且
,

人们还会从反复回味在无礼的侵

略者手里的非人待遇时
,

使自己进人一种愤怒

状态
。

的确
,

巴贝尔和哈恩 ( 1 9 6 4) 发现
,

想

象 中的痛苦刺激所产生的内心骚动和生理反

应
,

与实际的痛苦刺激所诱发出来的情绪相类

似
。 ” ⑥想象对情绪的这种诱发作用的揭示

,

为

我们自我引发和调控情绪带来极大方便
。

许多

书上介绍的情绪自我控制的方法
,

也多源于这

一心理机制
。

例如
,

当一个人产生紧张情绪时
,

通过想象自己正置身于风光宜人的田园里
,

行

走在充满泥土芳香的乡间小道上
,

情绪会逐渐

松弛下来
。

同样
,

,

想象某一情境时
,

也会引发

相应情绪
。

3
.

由记忆引发情绪

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

一个人对过去曾

经有过的情绪体验
,

并不随情境的变迁而消失
、

磨灭
,

也会在头脑中留下痕迹
,

在以后某种情

境刺激下
,

又能在记忆中重新再现当初的情绪

体验
。

因此
,

确切地说
,

人类记忆不仅能再现

曾经感知过
、

思维过和操作过的事物
,

也能再

现曾经体验过的情绪
。

这种现象最初被法国心

理学家里波 ( T
.

R ib o t ,

1 8 3 9一 1 9 1 6 ) 称之为
“

激情记忆
” 。

嗣后
,

这便被俄国著名表演艺术

理 论 家 斯 坦 尼 斯 拉 夫 斯 基 ( K
·

C
·

C aT
H。二份叻 )进一步发展为

“

情绪记忆
”
概念

,

并为心理学界所接受
,

列为人类四大记忆种类

之一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这样说过
: “

既然

你们一旦回忆起过去的体验就脸色苍 白
,

面红

耳赤
,

既然你害怕去想早已体验过的不幸
,

那

你们就有了情感记忆或情绪记忆
。 ” ⑥演员在舞

台生活中
,

正是利用情绪记忆这一机制来引发
_

情绪
,

把自己在生活中经验过的某些情绪体验

作为原料
,

加以选择
、

提炼
,

获得艺术再现的

效果
。

4
.

由自己表情引发情绪

心理 学研究还发现 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

象
:

一个人的表情也能引发自己的情绪 ! 早在
100 多年前

,

达尔文就曾提出过表情的反馈作

用
。

一是表情能增强原有情绪的强度
。

他说
:

“

一种情绪如果靠了外表特征 (即表情一笔者

注 ) 而自由表现出来
,

那么这就会使它更加强

化
。

相反地说来
,

如果把一切外表特征尽可能

抑制下去
,

那么这就会使我们的情绪更加硬

化
。 ” ⑦二是表情能直接引发情绪

。

他说
: “

甚至

在我们去模仿一种情绪的时候
,

也会在我们的

头脑里产生出一种倾向
,

要真的表现出这种情

绪来
。 ” ⑧现代情绪心理学进一步强调了表情的

这种反馈作用
。

伊扎德 ( C
·

I az 记 ) 曾与前苏联

学者合作
,

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训练演

员的表情
,

发现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应

的情绪体验
。

艾克曼等人 (P
·

E k m
a
)n 也用实

验成功地证实
,

当被试模仿愤怒
、

恐惧
、

悲伤
、

快乐
、

惊讶和厌恶这六种人类基本情绪的典型

面部表情时
,

都会出现相应的情绪体验
,

并伴

以生理变化
。

这是什么道理呢 ? 汤姆金斯 (s
.

S
·

T o m k i s )等人认为
,

由于人类表情具有先天

模式
,

而这些模式是贮存在皮层卞中枢— 下

丘脑里
,

当皮层运动区外导通路达到面部的神

经刺激
,

有通向下丘脑的先天通路时
,

下丘脑
便激活表情的模式

,

并内导反馈达到皮层感觉
区

,

整合情绪体验
。

伊扎德还进一步指出
: “
面

部表情的反馈比起单独的记忆想象来
,

将引起

下丘脑活动的提高和相应的更强列的情绪体

验
。

体验到的情绪是更精确和更完整
。

网这就

是说
,

表情不仅能引发一个人自身的情绪
,

而

且其引发情绪的效果比通过想象和记忆更甚
。

由于表情不仅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手段
,

更是

教育尤其是教学中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

因此
,

揭示这一情绪自我引发的特殊途径
,

对教育中



的情绪调控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

如果说情绪发生的一般模式的揭示
,

更多

地是为教育中情绪的他控提供操作依据的话
,

那么情绪发生的特殊途径的揭示
,

则不仅继续

为情绪他控
,

而且还为情绪自控提供了操作渠

道
。

首先
,

教师要十分注意自身情绪对学生情

绪的感染作用
。

尤其在教学过程中
,

教师更要

以 自己的热情
、

饱满和振作
、

愉悦的主导情绪

状态
,

去唤醒
、

激励和鼓舞学生
,

进而通过师

生情绪互感达到 良好的情绪气氛
。

在情境教育

或深入角色体现教学内容中某些思想感情时
,

教师还应激发自己相应情绪
,

并运用恰当表情

去感染学生
,

以产生情绪共鸣
,

取得以情施教

的效果
。

其次
.

教师可充分利用想象
、

记忆和

表情的诱情机制来自我引发某种积极情绪或进

入 良好的情绪状态
,

实现情绪的自激
、

自控
。

例

如
,

在讲解某教学内容时
,

教师可通过身临其

境的想象或曾经验过的类似情绪的回忆来诱发

情绪
,

并借助表情激活
、

强化
,

以求声情并茂
。

再次
,

教师不仅可以直接
,

还可间接地调控学

生情绪— 引导学生自我调控
,

即教师可以通

过引导学生想象某种情境或回忆某种体验诱发

情绪
。

在教学中
,

还可教会学生运用表情反馈

作用进入角色情绪
,

以加深体会有关内容中的

思想感情和提高 以情促知的效果
, “

表情朗读

法
”

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

此外
,

在教育中

应把一般模式和特殊途径所提供的操作依据结

合起来运用
,

以提高情绪调控的有效性
。

如教

师自我调控时
,

一方面通过认知评价的自我调
整来调节情绪

,

另一方面又通过想象
、

记忆或

表情来改变情绪
,

两者配合
,

效果更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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