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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训练对女性大学生
负性注意偏向的影响

郑 希 付,康 新 新,李 飞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631)

摘 要:认知理论认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个体症状保持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

此降低个体的负性注意偏向对改善其症状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可以通过

注意训练进行调整。由于创伤引起的心理问题在女性中出现的比例比较高,本研究采用创伤电影范式,考察

创伤模拟情境中,女性大学生注意训练条件和注意控制条件下负性注意偏向的变化,并探讨注意训练的作用

机制。与注意控制组相比,注意训练组的个体注意偏向分数和注意解除分数都显著下降,而两组被试在注意

定向分数以及情绪自我报告分数两方面没有出现显著差异。实验结果支持注意训练是降低个体负性注意偏

向的有效方式;训练增强了个体对负性刺激的解除能力,但不影响个体对负性刺激的快速定向;个体选择性注

意的改变没有导致个体意识到的情绪的显著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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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注意偏向(Attentionalbias)是指个体对特定刺激具有高敏感性并伴随选择性注意[1]。具有情

绪含义的刺激更能吸引注意或占用注意资源,当环境中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刺激时,人们会优先加

工负性刺激,称为负性注意偏向。大量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

PTSD)患者以及经历过创伤事件并未患PTSD的个体对创伤相关的负性刺激存在注意偏向[2-6],这
些负性刺激包括内部(如思维)和外部的(相似的场景)刺激。认知理论的解释是,创伤事件发生后,
个体情绪信息加工中的基本恐惧系统的反应灵敏性提高,危险程序的启动使得个体容易获取负性

相关线索[7]。对创伤相关信息自动的选择加工偏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PTSD症状的维持和发

展[8-9]。如果对创伤相关的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是创伤症状保持的一个因素,那么能否通过注意训练

来降低对负性信息的偏向,进而降低创伤个体的负性情绪以及创伤症状,目前尚没有研究证实。

MacLeod等人[10]采用改进的点探测范式,通过操纵探测刺激的呈现位置来调整个体对负性或

中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在注意训练中,探测刺激大部分出现在负性刺激或者中性刺激曾经呈现的

位置。研究结果发现与中性倾向条件下的被试相比,负性倾向条件下的被试对负性刺激的反应更

快,并在随后的实验室压力任务中有更高的负性心境反应。也就是说,注意训练可以调整个体对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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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以及随后对实验室压力的情绪易感性。
在 MacLeod的研究中[10],负性刺激倾向和中性刺激倾向两种条件都包含有注意训练,缺乏基

线条件作为对比,尚不能确定哪种条件对个体的注意偏向产生了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Amir
等人[11]以一群社交焦虑个体作为样本,考察了他们在单阶段注意调整方案(attentionmodification
program,AMP)后,面对公共演讲的压力时的反应。与以往的研究不同,Amir设置了注意控制条

件组(attentioncontrolcondition,ACC)作为对照组。ACC组的被试完成和AMP组同样次数的练

习,但是在AMP条件下,探测刺激大部分出现在中性刺激曾经呈现的位置;在ACC条件下,探测

刺激在中性和负性刺激曾经呈现的位置出现的次数相同。与ACC条件相比,AMP条件导致个体

训练后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降低。此外,AMP组被试比ACC组被试在公共演讲任务中表现更

好,焦虑水平更低。这些结果与假设一致,证实了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在焦虑障碍的保持中起到

重要的因果作用,改变注意资源的分配方式会有效促进个体在压力诱导任务中的行为表现。
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注意训练能够降低焦虑大学生[12]、社交焦虑个体[11,13-15]和一般焦虑障碍

个体[16-17]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及焦虑症状。Najmi和Amir[18]将注意训练的研究扩展到了非临

床强迫症个体。国内章淑慧[19]对焦虑易感性运动员的考察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对注意训练的

多阶段研究显示,在训练结束后的四个月,注意训练组个体的临床改善继续保持,组间的诊断差异

依旧存在[17]。但是注意训练对蜘蛛恐怖症个体没有明显效果[20]。
注意训练到底影响了个体注意加工的哪些方面或者哪些阶段,目前少有研究。Klumpp和A-

mir[21]的研究结果更支持注意训练影响个体的注意集中和转移的能力,而不支持注意训练影响个

体的注意从负性刺激的解除能力。然而,Eldar和Bar-Haim[22]采用脑电测量的技术的结果显示,
注意训练调节个体对刺激自上而下的加工,包括注意解除能力,而不影响早期的注意定向阶段。两

项研究关于注意训练是否影响个体的注意解除能力,有待进一步探讨。
创伤电影范式是实验室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研究PTSD实验室模拟的重要方法之一。Lazarus

等人发现[23],观看影片会引起显著的生理应激反应(心率和皮肤电),这表明显著的应激反应可以

通过在实验室呈现不同种类的电影视频进行诱导。观看创伤电影之后,会导致个体出现对电影相

关信息的注意偏向、闯入记忆等PTSD相关症状[24-26]。近几年来,创伤电影范式仍然是PTSD实验

室模拟的一种有效方法,被广泛用于相关研究[27-28]。
纵观已有研究,两个问题应予以考虑,一是注意训练(AMP)能否降低创伤个体对负性刺激的

注意偏向,并改善其情绪状态;二是基于注意成分理论的观点,注意具有多种成分,如:注意定向、维
持、解除、转移等[29],注意训练(AMP)对注意不同成分的影响需要更加清晰的区分。

研究发现,经历过创伤性事件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展成为PTSD,女性的发病率为20.4%,
男性8.2%[30-33],由于女性PTSD发病高于男性,本研究结合创伤电影范式和Amir等人的注意训

练程序,考察注意训练对女性大学生负性注意偏向的影响。本研究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注意

训练能否有效的降低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二是进一步区分这种影响发生的机制,是对注意

定向还是注意解除产生了影响,最后考察注意偏向的改变能否引起主观意识到的情绪的变化。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44名在校女性本科生作为有偿被试,实验中随机分配到AMP和ACC条件下各22人。两组

被试年龄、受教育时间没有显著差异(年龄:MAMP=21.00±1.75,MACC=20.47±1.36;受教育时间:

MAMP=14.41±1.47,MACC=14.27±1.16)。实验前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量表(PDS)第一部分排

除有过创伤经历的个体,并采用焦虑状态特质问卷(STAI)、抑郁自评量表(BDI)对被试在最近一周内

的焦虑、抑郁状况进行测评,所有被试两种量表得分均属于正常水平,两组被试之间无显著差异。



(二)实验材料

1.道路交通事故影片

参考以往研究者对影片的选取、拼接及评定方法[27,34],首先选择描述车祸过程的三个不同场

景,如高速路上的连环车祸;接着对影片材料进行拼接,方法如下:三个影片片段之间有短暂的时间

间隔,整个影片材料前后各有一分钟黑屏,要求被试在这段时间内保持平静与放松,影片总长14分

43秒;最后采用主观情绪报告和生物反馈仪记录的生理指标,如皮电、心率等对影片进行评定[35]。

27名大学生参与评定。评定过程采用E-prime2.0编程,流程为:保持平静与放松(120s)→中性图

片(20s)→评定情绪状态1(对愉快、悲伤、平静、愤怒、厌恶、恐惧、惊讶7种基本情绪进行5点评分)

→道路交通事故影片→评定情绪状态2→休息(3min)。生物反馈仪记录被试观看影片前后1分钟

的生理指标。主观情绪报告结果显示,愉快和平静情绪在观看影片后显著下降,其他负性情绪均显

著增加(ps<0.05);生理反馈指标显示,皮电、皮温有所下降,呼吸、心率有所增加,但变化均不显

著,血容量脉冲(BloodVolumePulse,BVP)显著增加。可能的原因是,因影片引发了不同类型的

负性情绪,这些不同情绪导致的生理指标的变化方向可能相反。

2.图片刺激

采用从电影中截屏的方式,截取负性图片44张,将其制作成相同大小(14cm×9cm)、相同亮度

的图片,请33名在校大学生采用九点量表,分别在愉悦度、唤醒度和优势度三个维度上进行评分,
从中随机抽取28张作为负性图片。再从国际情绪图片库(Internationalaffectivepicturesystem,

IAPS)分别选取28张中性图片。负性图片和中性图片愉悦度(M负性=2.59±0.59,M中性=5.41±
0.63)和唤醒度(M负性=6.03±0.67,M中性=3.73±0.67)差异显著,ps<0.05。最后将图片随机分

成A、B两套,每套负性图片和中性图片各14张。A套图片用于前测评估和训练阶段,B套图片用

于后测评估。两套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没有差异,ps>0.05。

3.情绪评定量表

为了更好地了解创伤电影和注意训练对被试情绪的影响,实验中采用PANAS量表来完成被

试的情绪自我报告。PANAS量表是 Watson等人[36]编制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Af-
fectandNegativeAffectScale,PANAS),包含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每个情绪量表由9
个描述正性或负性情绪的形容词组成。被试基于当前体验到的情绪强度,对每个条目进行1到5
的评分,1表示“非常轻微或几乎没有”,5表示“极其”。各10个条目得分之和即为其积极情感和消

极情感得分。以往研究也有采用频率这种作答形式来答题。但是研究发现,采取频率和程度两种

不同作答形式,该量表的信度效度指标均较好。邱林、郑雪和王雁飞等人[37]以情感二维结构理论

为基础,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最终结合自评、他评和认知测量法所进行的信度和效度分析表明,经
修订的PANAS是情绪心境有效和可靠的测量工具。

(三)实验任务

1.注意偏向评估任务

为了评估训练对被试注意偏向的调整,我们采用了 MacLeod等人[38]点探测觉察任务作为训

练前后注意偏向的评估任务。在每个试次(trial)中:首先在灰色屏幕中央呈现一个白色“+”注视

点(呈现时间在400~600ms间随机),然后呈现两张图片刺激,图片上下呈现,持续时间为400ms。
接着在图片刺激之前存在的位置之一,出现探测刺激“:”或者“..”,探测刺激呈现200ms。探测刺

激消失后,呈现一个灰屏,灰屏按键消失或者1300ms后自动消失。被试的任务是在看到探测刺激

后,准确而快速地判断探测刺激的类型,如果两个点水平呈现(..)用左手食指按“F”键,如果是垂直

呈现(:)则用右手食指按“J”键。然后进入下一个试次。实验部分流程示意见图1。
图片刺激长11.4cm,宽7cm,两张图片的中心距离为11.5cm,呈现时距离屏幕中心距离相等。

探测刺激圆点的直径为7mm,两点圆心距离为16mm,探测刺激呈现在图片刺激曾经所在位置的



中央。刺激在15英寸IBM液晶显示屏上呈现,实验程序采用E-Prime1.0软件编写,电脑自动记

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在前测和后测的注意偏向评估任务中,被试分别完成140个实验trial。其中,84个trial的图

片刺激是负性-中性图片对(T-N),56个trial为中性-中性图片对(N-N)。图片刺激呈现位置、探
测刺激类型以及探测刺激的位置都得到了平衡,两种图片刺激对随机呈现。后测评估任务与前测

相同,但是采用了一套新的图片刺激。在正式实验之前,被试完成16个trial的练习。

图1 点探测任务流程图

  2.AMP
AMP与上面的点觉察任务的流程相同,

但是对其进行了改进,操纵个体的注意偏向远

离负性刺激。在这种条件下,只呈现负性-中

性图片对(T-N),且98%的探测刺激呈现在之

前中性图片所处的位置。与点觉察任务相同,
中性图片和负性图片在屏幕上方和下方呈现

的次数相同。在这个阶段,被试要完成336个

实验trial。

3.ACC
ACC任务与AMP的程序相同,但是探测

刺激在负性和中性图片位置出现的概率相同

(各50%),图片刺激呈现位置、探测刺激类型

以及探测刺激的位置都得到了平衡,。在这个

阶段,被试要完成336个实验trial。
(四)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2(组别:AMP组、ACC组)×2(测量时间:前测、后测)的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其中,
组别为被试间因素,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因素。考察AMP组和ACC组被试注意偏向变化。以被试

的反应时、训练前后的负性偏向分数、负性解除分数、负性定向分数和情绪评定得分作为因变量。
(五)实验程序

整个实验分两个阶段:创伤视频观看阶段和注意偏向考察阶段。
被试进入实验室后,首先被告知整个实验的流程,填写个人资料,完成STAI、BDI和PANAS

等测验。接着观看视频片段,结束后再次使用PANAS量表进行情绪评定。被试休息两分钟之后

被随机分配到AMP和ACC两种实验条件,完成注意偏向的前测(基线)任务、训练任务(AMP或

ACC)和后测任务。训练任务结束后,使用PANAS量表完成情绪评定3。实验中被试共完成三次

情绪评定,分别是在看视频前后和训练任务后。实验结束,询问被试完成任务时的情况并付酬金。
在实验过程中,被试如果感到恐惧不适或者其它原因,可以自愿结束实验。

三、结 果

(一)两组被试的反应正确率

统计分析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来比较AMP组与ACC组

在两类刺激图片位置上的正确反应百分率和反应时差异。
为了减少无关因素的影响,结合前人研究经验,反应时低于200ms和高于1000ms的数据被

删除,反应错误的数据也被删除。对每个被试的反应正确率进行2(组别:ACC组、AMP组)×2(测
量时间:前测、后测)的方差分析。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42)=2.07,p>0.05;测量时间主效应

不显著,F(1,42)=0.79,p>0.05;组别和测量时间交互效应不显著,F(1,42)=2.16,p>0.05。



AMP组被试的平均反应正确率为98.2%(SD=1.2),ACC组被试的平均反应正确率为97.9%
(SD=1.3),两组被试的平均反应正确率没有显著性差异。

(二)两组被试训练前后负性偏向分数的变化

AMP组被试和ACC组被试训练前后在不同图片刺激类型下的平均反应时间,见表1。
表1 不同被试训练前后在不同探测位置上的反应时间(ms)

训练组别 图片刺激对 探测位置
前测

M SD
后测

M SD

AMP组

负性-中性图 中性图 500.41 73.39 463.60 59.83
负性-中性图 负性图 483.87 81.19 471.98 54.64
中性-中性图 中性图 489.48 76.93 469.58 63.16

ACC组

负性-中性图 中性图 500.66 58.32 502.46 59.37
负性-中性图 负性图 486.14 57.29 491.46 55.13
中性-中性图 中性图 491.22 54.54 493.22 55.87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将负性-中性图片试次中,出现在负性图片所在位置的探测刺激定义为

pT/T,出现在中性图片所在位置的探测刺激定义为pN/T,中性-中性图片试次中,出现在中性图

片所在位置的探测刺激定义为pN/N。
注意偏向的传统指标通过对负性-中性试次中,对负性刺激所在位置的探测刺激的反应时,与

中性刺激所在位置的探测刺激的反应时的差值来表示[38]。
负性偏向分数=pN/T-pT/T。
对实验数据进行2(组别:AMP组、ACC组)×2(测量时间:前测、后测)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

中组别为被试间因素,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为负性偏向分数。结果表明,在个体的负性

注意偏向方面,组别主效应边缘显著,F(1,42)=3.86,p=0.056,表明AMP组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

小于ACC组;测量时间主效应显著,F(1,42)=8.79,p<0.05,表明后测时注意偏向分数显著低于前

测。组别与测量时间交互作用显著,F(1,42)=4.97,p<0.05。
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显示:在前测时,两组被试的负性偏向分数没有差异,F(1,42)=0.09,p

>0.05,AMP组和ACC组被试在前测时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不存在差异。而训练后测时,两组

被试的负性偏向分数差异非常显著,F(1,42)=9.00,p<0.01,表明后测时AMP组被试对负性刺

激的注意偏向显著低于ACC组。ACC条件下,被试前后测负性偏向分数差异不显著,F(1,42)=
0.27,p>0.05,说明注意控制条件不影响被试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AMP条件下,被试前后测

的负性偏向分数差异显著,F(1,42)=13.49,p<0.01,结果说明与注意训练前比,被试在训练后对

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显著降低。
(三)两组被试训练前后负性定向分数、负性解除分数的变化

为了深入了解注意的不同成分,Koster等人[39]采用点探测任务对注意的定向和解除进行了区

分。他们在研究中增加了只有中性刺激的trial。对负性刺激的快速定向通过与中性图片同时呈现

的中性图片位置的探测刺激的反应时(pN/N)减去与中性图片同时呈现的负性图片位置的探测刺

激的反应时(pT/N)的差值来界定;对负性刺激的解除能力通过与负性图片同时呈现的中性图片位

置的探测刺激的反应时(pN/T)减去与中性图片同时呈现的中性图片位置的探测刺激的反应时

(pN/N)的差值来界定。为了进一步分析注意训练的作用机制,我们采用Koster等人的方法来区

分选择注意加工的对负性刺激的朝向和解除,为此我们提出了选择注意的两个指标。
负性定向分数=pN/N-pT/N
负性解除分数=pN/T-pN/N
负性定向分数为正,表示个体对与中性图片同时呈现的负性图片比与中性图片同时呈现的中

性图片反应更快。负性解除分数为正,表示个体对与负性图片同时呈现的中性图片比与中性图片



同时呈现的中性图片反应更慢。

1.负性定向分数

对实验数据进行2(组别:AMP组、ACC组)×2(测量时间:训练前、训练后)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其中组别为被试间因素,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为负性定向分数。结果表明,被试间因

素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42)=0.22,p>0.05。被试内因素测量时间主效应不显著,F(1,42)=
2.89,p>0.05。组别与测量时间交互作用不显著,F(1,42)=0.50,p>0.05。两组被试在后测时

的负性定向分数都表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变化不存在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

2.负性解除分数

对实验数据进行2(组别:AMP组、ACC组)×2(测量时间:训练前、训练后)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其中组别为被试间因素,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为负性解除分数。结果表明,在负性解

除方面,被试间因素组别主效应差异显著,F(1,42)=4.07,p<0.05;被试内因素测量时间主效应

显著,F(1,42)=4.47,p<0.05;组别与测量时间交互作用显著,F(1,42)=4.26,p<0.05。
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显示:在前测时,两组被试的负性解除分数没有差异,F(1,42)=0.09,p

>0.05,说明AMP组和ACC组被试在前测时对负性刺激的解除能力不存在差异。而训练后测量

时,两组被试的负性解除分数差异显著,F(1,42)=7.11,p<0.05,AMP组被试对负性刺激的解除

能力比ACC组增强。ACC条件下,被试前后测负性解除分数差异不显著,F(1,42)=0.001,p>
0.05,训练控制对被试的负性解除能力没有影响。AMP条件下,被试前后测的负性解除分数差异非

常显著,F(1,42)=8.73,p<0.01,与注意训练前比,被试在训练后对负性刺激的解除能力显著增强。
实验结果显示,训练组和控制组被试在训练前测时,负性解除分数差异不显著,但是在后测时,

注意训练组被试的负性解除分数显著下降,而控制组前后测差异不显著。注意训练增强了个体对

负性刺激的解除能力。
(四)情绪评定结果分析

对44名被试在PANAS量表修订版上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上的得分分别进行2(组别:

AMP组、ACC组)×3(测量时间:观看创伤电影前、观看创伤电影后、训练后)两因素混合设计的方

差分析。AMP组和ACC组被试积极情绪分数和消极情绪分数的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2。
表2 不同被试在实验任务中的情绪自我报告分数

训练组别
观看创伤电影前

消极情绪 积极情绪

观看创伤电影后

消极情绪 积极情绪

训练后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积极情绪

ACC组 2.16±0.72 1.26±0.22 1.38±0.39 2.42±0.81 1.49±0.82 1.53±0.65
AMP组 2.21±0.72 1.35±0.36 1.51±0.44 259±0.80 1.47±0.59 1.61±0.65

  积极情绪得分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测量时间主效应极显著,F(1,42)=26.44,p<0.01;组别

因素主效应不显著,F(1,42)=0.14,p>0.05;测量时间与组别交互作用不显著,F(1,42)=0.22,p
>0.05。对积极情绪得分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观看创伤电影前与观看电影后、训练后情绪评定

得分差异极显著,ps<0.05;观看电影后和训练后情绪评定得分差异不显著,p>0.05。
结果显示,创伤电影引起了被试积极情绪的变化,看完创伤电影后,被试的积极情绪显著降低;

训练前后被试的积极情绪变化不显著;注意训练组被试与控制组被试积极情绪得分差异也不显著。
消极情绪得分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测量时间主效应极显著,F(1,42)=61.63,p<0.01;

组别因素主效应不显著,F(1,42)=0.75,p>0.05;测量时间与组别交互作用不显著,F(1,42)=
0.09,p>0.05。对消极情绪得分进行事后多重比较发现,观看创伤电影后前、观看创伤电影后、训
练后情绪评定得分三者之间差异都显著,ps<0.01,观看创伤电影前被试消极情绪报告分数最低,
训练后其次,观看创伤电影后消极情绪报告分数最高。

结果显示,创伤电影引起了被试消极情绪的变化,看完创伤电影后,被试的消极情绪显著降低;



训练后,注意训练组被试的消极情绪显著下降,但是控制组消极情绪也显著下降,且两组情绪下降

水平差异不显著。也就是说注意训练对被试的情绪改变没有影响。

四、讨 论

(一)注意训练可以有效地降低女大学生的负性注意偏向

研究结果显示,与训练前相比,注意训练组个体在训练后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显著下降,而
控制组被试前后测中对负性的注意偏向没有显著变化。这证明了注意训练是降低个体负性注意偏

向的有 效 方 式。这 与 以 往 关 于 注 意 训 练 能 够 降 低 焦 虑 个 体 负 性 注 意 偏 向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11,14,16-18,40]。注意训练能够有效地降低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而控制训练组个体对负性刺

激的注意偏向在训练前后没有显著变化。
但是Reese等人的研究发现[20],注意训练对蜘蛛恐怖症患者的注意偏向没有作用,他们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注意训练对焦虑障碍更有效。一般焦虑障碍、社交恐怖等个体的特征是对特定的或

者弥散的刺激存在反复的、灾难性的认知,而大多数蜘蛛恐怖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是正常的,只有

看到蜘蛛时才有莫名的恐惧,注意训练可能不是这种刺激驱动的恐怖症的有效干预方式,或者是因

为训练的时间不够长。
在注意偏向后测评估时,我们采用了一套新的图片作为刺激,训练组个体依然表现出注意偏向

分数的下降,说明注意训练的结果并非是由对图片刺激的熟悉性导致所需注意资源降低引起的。
个体更像是习得了新的注意分配模式,并将其应用到其它中性-负性图片对中。

(二)注意训练导致女性大学生对负性刺激的解除能力增强,但不影响其对负性刺激的快速定向

实验结果显示,与训练前相比,注意控制组的被试后测时在负性解除分数出现显著下降,而控

制组被试的负性解除分数在前后测中差异不显著。两组被试的负性定向分数在前测时差异不显

著,且前后测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表明,注意训练只影响女性大学生对负性刺激的解除能力,
而对负性刺激的快速定向没有影响,支持注意解除能力增强的假设。对负性注意定向不受注意训

练的影响可能是由于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定向主要由刺激的物理特征决定,是刺激特征驱动的,不容

易发生改变。
本研究得到的实验结果与Eldar等人的脑电实验结果是一致的[22],同时也是对其结果的补充。

他们的行为数据只考察了注意偏向的变化,而没有区分注意偏向的不同成分,而且在其实验中,焦
虑组被试在前测时并没有表现出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这可能是因为脑电任务的准备工作使被

试产生压力,暂时抑制了对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以往有研究显示,焦虑个体的负性注意偏向在压

力情境下会消失[4,41]。本研究从认知行为方面对其实验结果进行了补充,区分了个体对负性刺激

的快速定向以及注意解除困难。而Klumpp等人的研究结果更支持注意训练影响个体的注意集中

和转移的能力,而不支持注意训练影响个体的注意从负性刺激的解除能力[21]。这可能与实验设计

有关,Klumpp他们考察了中性朝向的训练、负性朝向的训练以及控制条件三种情况下,个体对不

同位置的探测刺激的反应。由于缺少训练前后测评估任务,并非每种条件都存在对中性和负性位

置的探测刺激的反应,导致数据分析时无法直接对比所有条件,而且负性朝向训练条件下和控制条

件下对中性刺激的反应时的定义并不等同。此外,Klumpp他们共进行了128个试次的训练,训练

次数较少,并在数据分析阶段被分为前后两半,导致其结果也并不完全支持注意集中和转移能力增

强的假设。在我们的研究中,在不增加其它训练条件的前提下,很好的对注意定向和注意解除进行

了区分。
(三)情绪与选择性注意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注意训练影响了个体的选择性注意加工,但是对个体情绪状态没有影响。
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注意训练并没有立即降低个体的焦虑水平,但是与控制组个



体相比,注意训练组个体在应对实验室压力时的焦虑易感性会存在差异[10-11,42-43]。由于本研究的

重点是考察注意训练的影响机制,没有对个体在应对实验室压力时的反应进行考察。

Goetz等人的研究发现[43],选择注意可以调节影响个体的食欲偏好和行为,但是不影响个体意

识到的情绪状态。但是也有不少研究发现,个体对负性注意偏向的降低,导致个体自我报告焦虑水

平的降低。这些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情绪评定的工具不同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情绪自我

报告反映的是个体意识到的、外显的情绪状态,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当然,也不能排除其它

可能存在的原因,比如对图片的暴露,也会降低个体见到图片时的负性情绪。以后的研究可以考察

注意训练对个体内隐情绪状态的影响。
以往大量的研究表明,情绪对个体的选择性注意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根据情境一致性效应,个

体偏向于优先加工与心境一致的外界刺激。这种影响是否是双向的,个体的选择性注意是否会影

响个体的情绪状态还鲜有人研究。如果通过注意训练,可以对个体的注意偏向进行操控,然后改变

人们的情绪,这可能是情绪训练的一个重要方法。

五、结 论

创伤电影能够有效的诱发女大学生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被试看过创伤电影后,对负性刺

激位置的探测刺激比中性位置的探测刺激反应更快,表现出明显的负性注意偏向。
注意训练能够有效地降低女大学生对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改变个体的注意空间分配模式。

训练组个体在训练后对负性刺激的偏向分数显著降低,对中性刺激位置的探测刺激反应更快,而控

制组在训练前后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注意训练能够促进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注意解除,但是不影

响个体对负性刺激的快速定向。注意训练对个体的情绪自我报告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个体负性注

意偏向的降低,并没有对个体的情绪状态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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