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绪和情感是有机体适应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

要方式袁它具有传递信息和沟通思想的功能袁这是通

过情绪的外显形式要要要表情来实现的遥 美国著名心

理学家阿尔培特认为在人进行感情表达时袁 言词的

使用只占 7豫袁声调占 38豫袁剩下的 55%全由身体语

言来完成[1]遥 野表情冶作为身体语言的主要表现形式袁
已经成为社会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 面部表情

能精细地表达不同性质的情绪和情感袁 成为鉴别情

绪的主要标志之一遥 个体的表情能传达关于生物学

方面和社交方面的重要特征信息袁例如身份尧性别尧
年龄和情绪状态等遥 神经生理学的相关研究已经表

明存在着一个从丘脑到杏仁核的直接路径袁 因此哺

乳动物能对不明确的刺激及时做出防御反应遥 如果

动物在采取行动之前需要等待并确认有害刺激袁那

么幸存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遥此外袁识别他人情绪的

能力对于种族或个体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遥而且袁
人们发现识别某些情绪更加困难袁例如袁知道某人困

窘比知道某人高兴要难一些遥
许多研究者如汤姆金尧伊扎德尧艾克曼等对情绪

进行过分类袁其共同点都在于定义了最基本的表情袁
如高兴尧愤怒尧悲伤尧恐惧尧痛苦等[2]遥 达尔文于 1872
年发表了著名的叶人类和动物的表情曳一书袁这是研

究人的表情的第一本专著袁 但他的研究只局限于人

的表情和动作的生物性一面遥实际上袁人的表情与动

作与人的本性一样袁既有生物性又有社会性遥就情绪

面孔识别研究而言袁 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选用的情绪

大多基于几种基本情绪袁如愤怒尧厌恶尧恐惧尧愉快和

悲伤等袁因而影响了其著作的说服力和应用范围遥若

当代青年生物性和社会化
表情识别的差异研究

吴 弦 1,2袁钟 年 1

渊1.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袁湖北 武汉 430072曰2.乐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袁四川 乐山 614000冤

摘 要院以被试者对图片识别任务的完成情况来检验社会青年对与生俱来的生物性表情和在社会化

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化表情的识别正确率是否有差异袁采用随机抽样确定样本袁运用自制 PPT 呈现实验材

料袁以 SPSS23.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袁以社会青年为被试者完成图片识别任务袁要求被试者对所呈现的 12
幅面孔表情图片进行识别判断遥 实验结果表明院所有被试者对社会性表情识别的正确率同生物性表情识

别的正确率上显示出极显著差异袁对社会性表情的识别除了是否独生子女没有差异之外袁在性别尧城乡

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显著差异遥 当代青年识别生物性表情的正确率明显高于识别社会性表情的正确率袁他
们识别生物性表情的正确率在性别尧城乡尧是否独生子女等方面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袁其中女青年对社

会性表情识别的正确率显著高于男青年袁城市青年对社会性表情识别的正确率明显高于农村青年袁独生

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性表情识别的正确率上无显著差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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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个体社会化过程中依次产生的情绪诸如嫉妒尧内
疚尧骄傲等纳入面部表情研究的范畴袁能更好地解释

个体情绪发展及冲突[3]遥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教授戴

维窑埃弗龙在叶手势窑种族和文化曳一书中认为袁在某

种程度上袁决定身体动作方式的是社会心理因素袁而
不是生理遗传因素[1]遥

在本研究中袁 我们将情绪划分为两个水平即基

础情绪渊生物性情绪冤和社会化情绪遥有研究发现婴儿

早在 3 个月时就能区分通过图片呈现的一些基本面

部表情的模式袁如愉快尧悲伤和愤怒等生物性情绪[4]遥
对他人面部表情的识别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和社

交技巧袁 本文拟将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渐次产生的情

绪诸如嫉妒尧羡慕尧内疚尧骄傲等纳入情绪面孔研究

的范畴袁着重在识别社会性表情的研究上袁假定被试

者对社会性表情的识别率要低于对生物性表情的识

别率遥 表情所表示的含义并不是单一尧单纯的袁有许

多文化社会的内涵在其中袁 在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

社会里袁面部表情在社会交往中愈发显示出重要性袁
同时也更加复杂难解遥达尔文认为袁人们的情绪是通

过面部表情表达的袁 脸是我们祖先交流的最重要的

工具[5]遥 快速而准确地识别他人微妙的面部表情的

能力是每一个人在生活尧学习尧社会适应等方面所必

备的遥

一尧实验设计及过程

本实验关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渐次产生的情绪

诸如嫉妒尧无奈尧内疚尧骄傲等袁目的在于发现个体在

识别社会化表情方面是否有性别尧独生与否尧城乡这

三个方面的差异遥笔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袁在四川

省成都地区和湖北省武汉地区选取普通社会青年作

为被试者袁年龄区间为 16 到 25 岁袁并在性别尧城乡尧
是否独生子女这三个方面进行匹配袁 共抽取被试者

79 人渊见表一冤遥 所有被试者的视力渊或矫正视力冤正
常袁均为自愿参加遥

表 1 研究对象的构成渊N=79冤

运用多媒体设备袁使用自制 PPT袁图片用 photo-
shop 处理为大小一致遥 根据每张图片中所表示的情

绪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类袁 分别是包含 4 张生物性情

绪图示面孔的图片和包含 8 张社会性图示面孔的图

片遥前期将 12 种情绪图片各呈现 2 张备选表情图片

渊即备选图片共 24 张袁8 张生物性表情和 16 张社会

性表情冤袁由另外 40 名被试者进行类型评定袁认可百

分比在 80%以上的挑选出作为正式实验的图片材

料[6]渊具体方法见附录冤遥
本研究采用野识别-判断冶实验范式考察面部表情

的识别袁实验为单因素实验袁采用被试内设计[7][8]遥自变

量为表情性质袁包括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水平曰因变

量为识别的正确率遥 图片材料为各种情绪的面部表

情图片各 1 张袁十二种表情共 12 张人物图片遥 计分

方法为院对图片识别正确记 1 分袁反之袁记 0 分袁最终

每个被试者得出 12 个分数遥

渊一冤具体实验过程

被试者进入一个安静的多媒体教室坐好袁 在进

行正式实验前袁先做练习实验袁即呈现与情绪无关的

图片袁图片分别表示春夏秋冬袁示意被试者识别各个

图片可能代表的季节并让被试者进行匹配遥 练习实

验的目的是使被试者初步了解实验步骤以及自己需

要完成的任务遥正式实验开始时袁呈现指导语院野请大

家在纸上方写上自己的性别尧 年龄尧 来自城市或农

村尧是否独生子女袁接下来会给大家呈现 12 张图片袁
每张图片代表一种情绪袁分别编号 1~12遥 每呈现一

张图片袁请辨认出你们认为它代表的情绪袁并在纸上

写下其代码遥 冶 然后主试者需要强调答案无所谓对

错袁只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即可遥
相关图片呈现在大屏幕中央袁背景统一为白色袁

随机呈现表达高兴尧愤怒尧悲伤尧恐惧的生物性情绪

和害羞尧困窘尧无奈尧怀疑尧嫉妒尧嚣张尧内疚尧骄傲等

12 种情绪相应的图片袁每种情绪一张袁每组 12 张袁
每张图片呈现时间为 6 秒袁 要求被试者依次填写上

所呈现图片所表示的情绪的编号遥 实验流程院

选取的被试者共 79 人袁给每人呈现图片的顺序

相同袁他们相应回答每个图片表示什么袁每组图片包

括 12 组数据袁如下院
被试者 实验结果

研究范围 人数

性别 男 31
女 48

区域 城市 38
农村 41

独生与否 独生 31
非独生 48

指
导
语

30
秒
钟

图
片
一

6
秒
钟

图
片
一

6
秒
钟

图
片
二

6
秒
钟

图
片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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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NO.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NO.3 窑窑窑
要求被试者认真识别并作答袁 直到每个被试者

的任务结束遥

渊二冤实验数据的分析与处理结果

将回收上来的实验数据转化成相应的名称数

据院男记野1冶袁女记野0冶曰 城镇记野1冶袁农村记野0冶曰独生

子女记野1冶袁非独生子女记野0冶遥 在分数统计时袁被试

者如能正确识别所呈现的情绪图片袁记 1 分曰错误记

0 分遥 统计所有被试者在每个维度上的正确率袁结果

的分析基于最终的正确率袁 然后用 SPSS 23.0 统计

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遥
结果一渊表 2冤

表 2 全体被试者对两类表情识别正确率差异袁t 检验结果

注院*P<0.05 **P<0.01

全体被试者在识别生物性表情的正确率上无统

计学差异袁 而识别社会性表情的正确率差异极其显

著渊p<0.01冤遥
结果二渊表 3冤

表 3 表情识别的性别比较袁t 检验结果

注院*P<0.05 **P<0.01

男女青年在识别生物性表情的正确率上没有显

示出差异袁 而对社会性表情的识别差异显著 (p<
0.05)遥

结果三渊表 4冤

表 4 表情识别的地域比较袁t 检验结果

注院*P<0.05 **P<0.01

来自城市和农村的被试者在识别生物性表情的

正确率上没有显示出差异袁 而在识别社会性表情时

差异显著(p<0.05)遥
结果四渊表 5冤

表 5 表情识别的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比较袁t 检验结果

注院*P<0.05 **P<0.01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被试者在识别生物性表

情和社会性表情的正确率上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二尧讨论与分析

渊一冤 全体被试者对两类表情识别率差异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一袁 所有被试者对社会性表情的

识别正确率渊平均得分为 p=0.4415冤要低于对生物

性表情的识别率渊平均得分为 p=0.7089冤袁在 p=0.01
水平上差异极其显著袁这与本研究最初的假定一致遥
而相对于其他动物袁 人类面部表情的表达机制是最

复杂的遥 人们获取信息最古老的方式是观察他人的

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袁后来袁随着语言的诞生袁我们

通过谈话来获取信息袁 对表情传递的信息的关注度

大大降低袁在语言代替了表情的情况下袁大多数现代

人都会误读表情袁 特别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

的表情遥有心理学家曾把快乐尧悲伤等原始情绪的照

片给不同文化背景渊美国尧巴西尧智利尧阿根廷和日

本冤成员辨认袁结果都能准确地指出照片上面部表情

所代表的情绪曰从加州大学的埃克曼对 FORE 部落人

的表情识别实验[9]袁可看出那里的人们在识别这些生

物性情绪上无差异袁且不受文化尧经验等的影响[10]遥 但

是袁天底下最深不可测的是人心袁现代生活的尔虞我

诈迫使人们伪装起来袁于是袁我们一般多数不容易通

过观察表情来探知内心世界袁体会他人感情袁这一观

点通过本研究中的对社会性表情识别结果中得到了

体现遥

渊二冤 表情识别的性别差异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二袁 男性被试者对社会性表情的

识别正确率渊平均得分为 p=0.3790冤要显著低于女

性的识别率渊平均得分为 p=0.4841冤袁生物学上的解

释是这与大脑功能有关遥 女性两个脑半球之间的联

N M SD t df P
生物性表情 79 .7089 .20966 8.621** 78 .000
社会性表情 79 .4415 .19182

性别 N M SD t df P
男 31 .3790 .15304 -2.394* 77 .019
女 48 .4841 .20465

生源地 N M SD t df P
城市 38 .4967 .17067 2.550* 77 .013
农村 41 .3902 .19803

N M SD t df P
独生 31 .4516 .17284 .376 77 .708

非独生 48 .4359 .2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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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要多于男性袁 在女性大脑的某些区域袁 其神经元

(即神经细胞)分布密度远高于男性遥 此外袁女性在完

成某项任务时袁调动的大脑区域也比男性多遥在识别

任务上女性的成绩也相应的优于男性袁 男性大脑两

侧功能分化明显袁 女性大脑两半球功能的专门化程

度不及男性遥在大脑获取和处理信息时袁女性是两个

半球同时进行袁 而男性通常只用一侧相关的半球
[11]遥 在本实验中袁女性能迅速地从一张图片上野读冶
出人的内心复杂情感袁男性则望尘莫及遥性之间的差

异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基本事实, 据美国心理学会

和牛津大学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所引, 性别是指

个体在生理尧荷尔蒙尧基因等因素上的特征, 它涉及

男女之间身体和生理上的差异尧 社会角色的差异以

及心理上的差异, 包括认知尧情绪尧行为方式等方面

上的差异遥 本研究发现袁在识别社会性表情上袁女青

年的正确率显著高于男青年 渊t= -2.394*, p<0.05冤遥
和生物性表情相比袁 社会性表情所传递的信息更复

杂袁所包含的情感也更丰富遥有人[Feingold (1994)]对
68 个有关人格的性别差异研究所作的元分析结果

表明袁性别差异中最为突出的是女性更富于幻想[12]袁
这有助于女性对他人社会性表情的识别遥 男青年在

人际触觉方面较女青年逊色, 而后者有更明显的情

感情绪表现[13]遥 本研究中袁女青年对社会性表情识别

的正确率显著优于男青年遥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

发现袁男性有时较为内敛袁而女性善于体会他人情绪

表现和善于人际沟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遥此外袁不同

的灵敏性也许是为了迎合两性不同的社会职能而进

化而来袁女性通常承担更多照顾家人的角色袁这样就

会对涉及这一角色的情感方面表现得更为强烈遥 这

一情感方面的不同与两性间大脑的物理差异有联

系遥女性的大脑边缘系统部位拥有更多的灰质袁而大

脑边缘系统涉及情感处理袁 这种优势使女性在识别

他人表情时有更多可调动的资源袁 当她们对复杂的

社会性表情进行识别以及体会这些表情下所蕴含的

情绪情感时袁更有可能要优于男性袁使得男女两性在

识别复杂的社会性面部表情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遥 以

上分析可以较好地印证和解释实验结果袁 由于女性

各方面相对于男性的优势袁 使其在识别复杂表情时

正确率更高遥

渊三冤 表情识别的地域差异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三袁 城市青年对社会性表情的识

别正确率渊平均得分为 p=0.4967冤要显著高于农村

青年渊平均得分为 p=0.3902冤袁在 p=0.05 水平上差异

显著遥 人类的面部表情有许多相似点以及因不同文

化而存在的差异遥 人们的非语言行为的形成和效果

往往都由一定的文化环境所决定遥 情绪的社会理论

认为袁 不同文化背景易从自己的文化视角出发来解

释情绪遥 城乡差异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背景和环

境的差异遥在城市中新事物出现得更早和更多袁青少

年在这个环境中耳濡目染袁 视野也更为开阔遥 在农

村袁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袁对他人情绪的观察和体

会更不敏感袁正因如此袁农村青年比较朴实单纯遥 上

文所提到的文化背景差异可以很好地印证本研究的

结果袁 来自城市的学生在识别社会性表情正确率上

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渊t= 2.550*, p<0.05冤遥

渊四冤表情识别的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分析

根据实验结果四袁 独生子女被试者对社会性表

情的识别正确率渊平均得分为 p=0.4516冤与非独生

子女被试者的识别率渊平均得分为 p=0.4359冤无统

计学上的差异遥由于他们在基本相似的环境中长大袁
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直至大学袁 因而具有相似

的成长和人际交往经验 [14][15]袁这也是他们在表情识

别实验中没有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遥

三尧 表情识别差异研究的
现实意义及前景

当代青年识别生物性表情的正确率明显高于识

别社会性表情的正确率曰 所有被试者识别生物性表

情的正确率在性别尧城乡尧是否独生子女方面没有明

显差异曰 女青年社会性表情识别的正确率显著高于

男青年袁 城市青年对社会性表情的识别的正确率显

著高于农村青年曰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性表情

识别的正确率上无显著差异遥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袁人
们有时会呈现出经过掩饰的面部表情遥 正如本研究

结果所示袁 社会性表情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在识别它

时不如生物性表情的正确率高袁 准确地识别社会性

表情相对来说更困难遥在日常生活中袁人们常常会发

现面部表情和言语之间会出现矛盾袁 这可能会使我

们在识别上出现错误袁 不能很准确地领悟别人行为

的含义袁 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相关研究

来予以解决遥
本研究发现袁 女青年对某些复杂表情识别的准

确率明显高于男青年袁 在招聘或人才测评工作中就

要充分考虑这一点袁使劳动力资源更合理地配置袁由
于女性情感比较细腻袁喜欢帮助别人袁比较适宜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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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ifferences in Recognition of Biological and Social
Expressions among Contemporary Youth

WU Xian1.2, ZHONG Nian1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t College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2. College of Educa鄄
tional Science,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袁Leshan, Sichuan, 614000)

Abstract: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are shown twelve pictures to see whether they are different in recognition
accuracy in identifying biological expressions and social expressions. The pictures a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presented to the subjects with PPT. SPSS 23.0 software is used to handle the data.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ll the
subject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cognition accuracy in identifying social expressions and biological
expressions. Whether the subject is an only child or not shows no difference in identifying the expressions, but
gender difference and difference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 are clearly shown in recognition accuracy. Young people
are more accurate in recognizing biological expression than recognizing social expressions. Their recognition
accuracy in recognizing biological expressions shows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in factors like gender, the place they
come from (city or country) and whether they are the only child. Among them young women are more accurate in
identifying social expressions than young men, young people from the city are clearly more accurate than those from
the countryside in identifying social expressions, and whether the subject is the only child or not does not show big
difference in identifying social expressions.

Key words: contemporary youth; biological expression; social expression; identify

服务尧教育尧文化尧卫生尧公关行业等方面的工作遥 面

部表情属于非语言系统, 在社会交际中对语言起到

了强调尧补充尧代替的作用袁有时可能与言语内容本

身不符遥 感情的表达是在文化背景中习得的, 它们

的表现因文化的差异而不同遥当前袁这个领域已受到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重视袁 相关研究成果也将逐渐丰

富遥 由于面部表情识别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广泛的应用价值袁 我们可以足够乐观地展望它的美

好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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