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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为人和动物所共有。
情绪由独特的主观体验（如喜悦、悲伤和愤怒等）、外部表现（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动作等）和生
理唤醒（如皮层、皮层下神经活动等）三种成分组成。
情绪一直被心理学家们认为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其他的心理过程（如认知、动机）
有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同时，情绪是人脑的高级功能，保证着有机体的生存和适应，对个体的学习、记忆和决策有着重要的
影响。
情绪还是个体差异的来源，是许多个性特征和心理病理的核心成分。
因此，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驾驭自己的生活，最大限度地发挥情绪的积极作用，同时尽可能减少其消极
作用。
但是，由于情绪本身的复杂性和主观性，情绪研究从理论上到研究方法上都遇到过困难。
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受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情绪通常被看做是附属的心理过程或
人类活动的干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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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回顾性结果情绪　　当成功或失败已经出现，这时发生的情绪是回顾性结果情绪。
正如韦纳所说，成功会导致高兴，失败会导致难过和挫折。
预期的成功没有出现会唤起人们的失望情绪，预期失败没有出现则人们会出现放松情绪。
这些情绪是事件结果带来的，即对事件进行成功或失败的判断导致的，但是这些情绪可能是独立于控
制性评价的。
而骄傲、羞愧、感激和气愤则被假设为是控制依赖性情绪。
如果成功或失败被判断为是由于个体自身引起的，那么骄傲和羞愧能够被诱发。
这意味着，不管失败是由于内部可控（如缺乏努力）还是不可控因素（如缺乏能力）引起的，骄傲和
羞愧都可能被激发出来。
与韦纳的归因理论相一致，当由于他人的原因获得成功或失败时，感激或者生气情绪将被激发出来。
当然，所有回顾性情绪都被假设为依赖于成功或失败的主观价值评价。
也就是说，如果成功或失败越重要，那么，情绪的强度也越大。
例如，如果一个学生不关心学业成就，那么他就不会体验到成就骄傲和羞愧。
更具特异性的是，关于控制依赖性的回顾情绪，这些情绪的强度是受归因和个体对成就结果的主观价
值影响的。
如果有几种原因共同作用于成就结果，那么可能会出现混合的回顾性情绪。
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仅有骄傲还有感激（对合作者的）。
这时不同情绪的强度依赖于不同原因对结果贡献的相对大小。
　　3.行为情绪如果成就行为（如学习）和相关的材料（如学习材料）都被个体评价为是有积极价值
的，并且个体认为行为是自己能够充分控制的，那么个体就会产生高兴情绪。
行动时的高兴情绪是投入学习和创造性问题解决时流畅体验地核心，这包括面对挑战性任务的兴奋和
当完成愉快的常规活动时的放松体验。
如果行为是可控的，但是行为被评价为是有消极价值的（如行为所要求的努力被个体认为是一种痛苦
体验时），那么愤怒情绪将被唤起。
如果行为是不能充分控制的，个体将会体验到挫折。
如果一个行为缺乏价值（积极或消极），那么厌倦情绪将被诱发。
当活动的要求超出了能力范围，个体无法控制整个行动时，那么行动的价值将降低，个体将体验到厌
倦。
另外，如果没有充分的挑战，在高控制／低控制条件下，厌倦可能都会产生，这样也会减少行为的价
值。
　　（二）成就情绪的个体和社会决定因素　　1.成就目标　　成就目标对学生的认知和情感有广泛
的影响。
掌握目标能够使学生将注意集中在学习活动上，成绩目标能够使学生将注意集中在成绩结果上。
成就目标能够调节与活动和结果相关的评价，影响学生的成就情绪。
掌握接近目标会有利于个体产生积极的行为情绪（如学习的高兴情绪），减少消极行为情绪（如厌倦
）。
成绩接近目标有助于产生积极结果情绪（例如希望和骄傲），成绩避免目标有助于产生消极结果情绪
（例如焦虑和绝望）。
　　2.人格前因：控制和价值信念　　关于成就情绪的人格前因中，除了像生理系统等非认知因素之
外，个体的控制和价值信念也是十分重要的。
而这种信念是反复暴露在成就情绪中形成的。
如果对特定的情境（如数学考试）有真实的体验，个体将会发展出特定的情境信念（如关于数学考试
的因果期望信念）。
如果没有充分的体验，会在更一般期待水平上建立评价，这些评价包括与成就相关的乐观与悲观，更
一般化的乐观与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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