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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外显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会性及非社会性消极情绪的调节作用及差异。研究通过两个实验，使被试

分别使用外显受控情绪调节策略与外显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分别对15幅社会性刺激图像及非社会性刺

激图像进行评分。结果：(1) 唤醒度：外显受控与外显自动化情绪调节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显著降低唤

醒度，社会性图片的唤醒度高于非社会性图片。(2) 愉悦度：外显受控情绪调节下，认知重评提高社会

性消极刺激愉悦度，分心显著提高非社会性消极刺激愉悦度；外显自动化情绪调节下，认知重评与分心

均能显著提升非社会性消极刺激的愉悦度。结论：外显自动化对社会化与非社会化消极刺激的情绪调节

能力均优于外显受控情绪调节，且自动化条件下，认知重评调节能力提高，表现为对非社会性刺激的调

节能力也优于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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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gulatory effects and differences of ex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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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n social and non-social negative emotions. Two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which par-
ticipants used explicit controlled and explicit automate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to rate 15 social 
and non-social negative stimulus ima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rousal: Both explicit controlled 
and explicit automated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distraction strategie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rousal 
levels, with social images eliciting higher arousal than non-social images. (2) Pleasure: Under explicit 
controlled regulation,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creased pleasure for social negative stimuli, while dis-
trac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pleasure for non-social negative stimuli. Under explicit automated reg-
ulation, both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distrac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leasure for non-social neg-
ative stimuli. Conclusion: Explicit automated emotion regulation outperforms explicit controlled regu-
lation in modulating both social and non-social negative stimuli. Moreover, under automated condi-
tions, cognitive reappraisal demonstrated enhanced regulatory efficacy, particularly for non-social 
stimuli, surpa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is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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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情绪困扰和挑战也日益

增多。无论是工作场所的竞争压力、人际关系的复杂矛盾，还是个人发展中的挫折与焦虑，这些情绪问

题都可能对个体的健康产生深远影响(Daches et al., 2025)。因此，情绪调节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其

重要性在当今社会中日益凸显。目前，有关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相对比较完善(e.g., 王小雪等，2025)，但

多从效价角度进行，刺激材料仍停留在负性与正性情绪的分类上，忽略了社会性和非社会性角度。因此，

本研究将探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会及非社会负性情绪的调节差异。 

2. 文献综述 

2.1. 情绪调节的分类 

情绪调节策略是指人们通过不同方法管理自我情绪的行为(Koole, 2009)。例如，在经历了悲伤事件后，

人们可能通过开启一项新的活动(通常是能使人开心的活动)来转移注意力(分心)，也可能通过重新以积极

角度理解这件事而降低悲伤情感(认知重评)。这都是情绪调节的策略。 
(1) 外显情绪调节和内隐情绪调节 
关于情绪调节的分类有很多种，本研究主要采用 Gyurak 等人(2011)根据情绪调节目标，提出的双过

程模型，文章将情绪调节从广义上分为外显调节(explicit regulation)和内因隐调节(implicit regulation)两种

形式，并将意图性作为区分这两者的关键特征(intentionality)。其中，外显情绪调节指主观上付出努力来

调节情绪的过程，内隐调节指在无意识情况下发生的偶发调节过程(Lin et al., 2024)。例如在演讲上忘记

讲话内容遭遇羞愧情绪时，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尴尬情绪。在这种情景中，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就属于外

显情绪调节。一定程度上来看，内隐情绪调节更加快速、有效，耗费的认知资源也更少，但内隐情绪调

节需要由外显情绪调节经过长时间的习惯化学习后才可以形成。因此，外显情绪调节是基础性的，也是

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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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控情绪调节和自动化情绪调节 
在外显与内隐情绪调节的划分之后，研究者进一步根据情绪的调节过程是否能被控制，将情绪调节

划分成受控情绪调节(controlled emotion regulation)和自动化情绪调节(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AER) 
(Braunstein et al., 2017)。其中受控情绪调节指的是情绪调节过程的可控与否。根据此定义受控情绪调节或

许仅与外显情绪调节有交叉，这其实是个误解，受控情绪调节也存在内隐情绪目标的情况，但因为比较

少见，目前研究一般将受控情绪调节等同于外显受控情绪调节。而自动化情绪调节则指无需实时付出意

识努力监控的情绪管理过程，其也可能是通过对外显策略反复练习转化而来(Mauss et al., 2007)。由此可

知，自动化情绪调节其实与外显/内隐情绪调节的分类存在部分交叉，自动化情绪调节不仅包括内隐自动

化情绪调节，也包括外显自动化情绪调节。根据文章研究目的，将对外显自动化情绪调节展开探讨。 

2.2. 社会性与非社会性 

情绪根据社会性可分为社会情绪(social emotions)与非社会情绪(nonsocial emotions) (Britton et al., 2006; 
Fridlund, 1994)。社会指个体在个人社会交往的过程中，由社会中的人际互动或社会性刺激诱发而产生的

情绪，非社会刺激指由非人际的刺激所诱发的情绪(Britton et al., 2006)，前者更强调个体与他人的相互作

用(周晓林，于宏波，2015)，后者则更强调人的本能(Silvers et al., 2012)。 
先前研究已经证实个体在面对社会性与非社会性刺激时具有社会性倾向，就是说，个体在面对所处

环境中的社会刺激，如声音、眼神、面孔等刺激时具有特定的定向反应(卜凡帅，2016)。个体对于社会性

情绪与非社会情绪的加工也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性刺激通常会引起更大的情绪反应(Britton et al., 2006)。
相比之下，非社会性消极刺激虽然可能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但其加工过程相对简单(Sheppes et al., 2011)。
外显受控与外显自动化情绪调节对于社会化及非社会化消极情绪的调节差异，目前尚未完全了解。 

因此本研究通过两个行为实验，围绕外显受控、外显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会性、非社会性)消极

情绪的调节作用与差异。我们研究了(1) 外显受控情绪调节对社会化与非社会消极情绪的调节特点；(2) 
外显自动化情绪调节对社会化与非社会化消极情绪的调节特点；(3) 外显受控与外显自动化对这两类消

极情绪的调节差异。 
通过这两个实验我们旨在揭示外显受控与外显自动化在对社会性和非社会性消极情绪进行调节的特

点与差异，进一步完善相关情绪调节理论，并为个体改善情绪问题，提高生活质量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3. 实验一：外显受控情绪调节策略对消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3.1. 实验目的 

探究外显受控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分心)下调消极情绪(社会性/非社会性)的特点，揭示适用于社

会性/非社会性消极情绪的外显受控调节策略。 

3.2. 实验假设 

(1) 在调节社会性情绪时，分心策略的效果好于认知重评； 
(2) 在调节非社会性情绪时，二者差异不显著但都好于观看条件。 

3.3. 实验方法 

3.3.1. 实验被试 
采用 G*power3.1.9.7 计算所需最低样本量，本研究设定中等效应量 r = 0.25，统计检验力 1 − β = 0.8。

招募被试 90 人，作为本实验被试。被试均在自愿原则下参加试验，实验后获得适量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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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实验材料 
使用复杂情绪图片库(COMPASS) (Weierich et al., 2019)的中等唤醒的社会性刺激图像，该场景集平衡

了社会(人类)和非社会内容，并涵盖了规范的情感空间，或价态和唤醒(即情感类别)的组合，这些场景近

似于日常生活经验，因此可以用来估计典型的日常情感反应的大小。为了捕捉典型的日常场景的情感处

理，图片不包括极端事件，如残缺不全的身体或强烈的色情内容。并且由于该场景集包含了不同种族、

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体现了文化、种族和民族多样性，所以可以更可靠地应用于各种主题群体。最终

选取社会性消极图片 15 幅(愉悦度 2~5.6 分，唤醒度 3.8~5.6 分)，非社会性消极图片 15 幅(愉悦度 2.0~4.6
分，唤醒度 3.5~5.6 分)。 

3.3.3.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3 (情绪调节策略：观看；认知重评；分心策略) × 2 (图片类型：社会性；非社会性)混合设

计。其中，策略类型为被试间因素，图片类型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是情绪唤醒度和愉悦度以及调节的

成功成都，成功程度的测量指标是被试采用策略调节情绪后对运用策略成功程度的自我等级评价，即个

体对自我真正使用策略程度的评价，包括 1 (不成功)到 9 (非常成功)的九等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

认为自我对策略的运用越成功，对策略运用的满意度越高。 

3.3.4. 实验程序 
采用 E-Prime 2.0 软件编制实验程序。参考他人研究程序(王彩凤等，2021；Kanske et al., 2011; Li et 

al., 2020)。实验开始前，向被试讲解清楚实验的流程。 
在观看条件下，要求被试认真观看图片，体验自身的自然情绪和感受；在分心条件下，要求被试认

真做加减法运算，并判断对错，以相应的按键反应尽快进行。在重评条件下，告诉被试可以想象自己是

一名导演，正在观看需要剪辑的电影片段。根据以往研究结果，这种角色扮演式的认知重评的指导语比

其他类型的认知重评策略的调节效应更大(Ma et al., 2019)。在任务进行之前先让被试练习 6 个 trials，之

后开始正式实验任务。 
实验程序包括 2 个 block，代表两种条件(社会性刺激，非社会性刺激)，每个条件包含 15 个试次，共

30 个试次，为避免图片熟悉性的影响，每个试次所用的图片均不重复。完成一个 block 之后，有足够的

休息时间排除两个相邻 block 之间的干扰。每个试次的流程图如图 1，首先在屏幕中间呈现 500 ms 白色

的十字注视点“+”，之后呈现负性图片(5000 ms)，被试使用特定的策略进行相应的情绪调节(认知重评、

分心或者观看)。之后，屏幕中央会呈现一个关于当前情绪体验(极度不愉快–极度愉快)和唤醒度(非常平

静或放松–非常兴奋或紧张)的九等级评价量表，请被试做出评分，呈现时间为 3000 ms。每个 block 结束

后都让被试对情绪调节成功度(1~9，非常不成功~非常成功)进行评分。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procedure 
图 1. 实验流程示意图 

3.4. 数据分析 

使用 E-prime 2.0 记录被试在三种条件下的情绪唤醒度和愉悦度评分，采用 SPSS 21.0 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三种条件下的情绪唤醒度和愉悦度评分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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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结果 

(1) 外显受控条件下的情绪唤醒度和情绪愉悦度的差异分析(描述性结果如表 1、表 2 所示) 
以情绪唤醒度为因变量，对调节策略和图片类型采用 3 (策略类型：认知重评、分心、观看) × 2 (图片

类型：社会性、非社会性)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策略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2, 87) = 18.802，p 
< 0.001， 2ηp  = 0.302。事后检验表明，被试运用认知重评策略和分心策略调节后的情绪唤醒度得分显著

低于观看条件，p < 0.001，p < 0.001，而且运用分心策略调节后的情绪唤醒度得分显著低于认知重评调节

后的得分，p = 0.019。图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1, 87) = 4.753，p = 0.032， 2ηp  = 0.052，社会性情绪图

片引起的情绪唤醒度得分显著高于非社会性情绪图片。策略类型与图片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事后分

析表明，在社会性图片条件下，观看与和认知重评策略分心差异显著，p = 0.002，p < 0.001，分心策略与

认知重评策略差异显著，p = 0.036；在非社会性条件下，观看组与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差异显著(见图 2)，
p = 0.011，p < 0.001，分心策略与认知重评策略差异不显著，p = 0.102。 

 
Table 1. Emotional arousal scores under thre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itions 
表 1. 三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情绪唤醒度得分 

图片类型 
情绪调节条件 

观看 认知重评 分心 

社会性 5.43 (0.90) 4.46 (1.44) 3.82 (1.04) 

非社会性 5.50 (0.98) 4.79 (1.09) 4.34 (1.31) 

 

 
Figure 2.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arousal differences under thre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itions: *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 2. 三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情绪唤醒度差异比较：*p < 0.05，**p < 0.01，***p < 0.001 

 
以愉悦度为因变量，对调节策略和情绪强度采用 3 (策略类型：认知重评、分心、观看) × 2 (图片类

型：社会性、非社会性)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策略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1, 87) = 5.057，p = 
0.008， 2ηp  = 0. 104。事后分析结果表明，运用认知重评策略与分心策略条件下与观看条件下的情绪愉悦

度差异显著，p = 0.02，p = 0.003。图片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2, 87) = 2.592，p = 0.111， 2ηp = 0.182。
策略类型与图片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 (2, 87) = 4.2，p = 0.018， 2ηp  = 0.088。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社会性情绪刺激条件下，认知重评愉悦度与观看条件愉悦度差异显著，p = 0.004，
但分心条件与观看条件、认知重评条件差异均不显著，p = 0.179，p = 0.112；在非社会性情绪刺激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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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心条件与观看条件差异显著，p = 0.005，与认知重评组差异不显著，p = 0.07，观看条件与认知重评条

件差异不显著(见图 3)，p = 0.285。 
 

Table 2. Emotional pleasure scores under thre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itions 
表 2. 三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情绪愉悦度得分 

图片类型 
情绪调节条件 

观看 认知重评 分心 

社会性 2.27 (0.63) 2.93 (1.06) 2.57 (0.86) 

非社会性 2.15 (0.65) 2.40 (1.08) 2.81 (0.84) 
 

 

Figure 3.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pleasure differences under thre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itions: *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 3. 三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情绪愉悦度差异比较：*p < 0.05，**p < 0.01，***p < 0.001 
 

(2) 外显受控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对消极情绪调节成功度的差异(描述性结果见表 3) 
以调节成功程度为因变量，对调节策略和图片类型采用 3 (策略类型：认知重评、分心、观看) × 2 (图

片类型：社会性、非社会性)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策略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2, 87) = 1.557，
p = 0.216， 2ηp  = 0.035。图片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87) = 0.00，p = 1， 2ηp  = 0.000。策略类型与图

片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2, 87) = 1.514，p = 0.226， 2ηp  = 0.034。 
 

Table 3. Success scores under thre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itions 
表 3. 三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成功程度得分 

图片类型 
情绪调节条件 

观看 认知重评 分心 

社会化 7.01 (1.51) 6.5 (1.71) 6.23 (1.45) 

非社会化 6.83 (1.66) 6.33 (1.54) 6.63 (1.33) 

4. 实验二：外显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对消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4.1. 实验目的 

比较外显自动化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在下调消极情绪(社会性/非社会性)时的特征，揭示适用于社会

性/非社会性消极情绪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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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验假设 

在调节社会性/非社会性消极情绪时，自动化认知重评降能更有效降低唤醒度，提升愉悦度，而分心

策略只对降低唤醒度起作用，对提升愉悦度作用不明显。 

4.3. 实验方法 

4.3.1. 实验被试 
同实验一 

4.3.2. 实验材料 
同实验一 

4.3.3. 实验工具 
同实验一 

4.3.4.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3 (策略类型：观看；外显自动化认知重评；外显自动化分心) × 2 (图片类型：社会性；非社

会性)混合设计。其中，情绪调节策略为被试间因素，图片类型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是情绪唤醒度，愉

悦度和调节的成功程度。 

4.3.5. 实验程序 
在实验前先形成目标执行意图，参考 Tamir 等(2019)的研究，突出了目标意图的意向性，将情绪的目

标意图界定为一种“想要”的目标状态，即“我要尽量感觉很平静”。之后，再形成一个与之相关的执行

意图，即形成“如果–那么”计划。其中，认知重评条件下是“如果我看到消极情绪图片，那么我会从电

影导演剪辑电影片段的视角进行观看”；分心策略条件下是“如果看到消极情绪图片，那么我会进行 10 
+ 3 的连续运算”。要求被试重复默念 1 分钟，以能形成目标执行意图。其他如实验一。 

4.4. 数据分析 

同实验一 

4.5. 结果 

(1) 外显自动化调节认知重评和分心条件下情绪唤醒度和愉悦度的差异分析(描述性结果如表 4、表 5
所示) 

以情绪唤醒度为因变量，对调节策略和图片类型采用 3 (策略类型：认知重评、分心、观看) × 2 (图片

类型：社会性、非社会性)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策略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2, 57) = 6.257，p = 
0.003， 2ηp  = 0.126。事后检验表明，被试运用认知重评策略和分心策略调节后的情绪唤醒度得分显著低于

观看条件(见图 4)，p = 0.001，p = 0.007。图片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1, 57) = 4.048，p = 0.047， 2ηp  = 0.044，
社会性类型图片引起的情绪唤醒度得分高于非社会性情绪图片。策略类型与图片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Table 4. Emotional arousal scores under thre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itions 
表 4. 三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情绪唤醒度得分 

图片类型 
情绪调节条件 

观看 认知重评 分心 

社会性 5.44 (0.77) 4.74 (1.29) 4.83 (1.31) 

非社会性 5.09 (1.08) 4.41 (1.10) 4.5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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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arousal differences under thre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itions: *p < 0.05，
**p < 0.01，***p < 0.001 
图 4. 三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情绪唤醒度差异比较：*p < 0.05，**p < 0.01，***p < 0.001 

 
以愉悦度为因变量，对调节策略和图片类型采用 3 (策略类型：认知重评、分心、观看) × 2 (图片类

型：社会性、非社会性)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策略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2, 87) = 17.42，p < 
0.001， 2ηp  = 0.278。图片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87) = 0.099，p = 0.754， 2ηp  = 0. 001。图片类型与

策略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对策略类型进行事后比较，结果表明，社会类型下被试运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后的情绪愉悦度得分

显著高于分心条件与观看条件，p = 0.017，p < 0.001，分心条件下愉悦度得分与观看条件下差异不显著，

p = 0.162；非社会类型下被试运用认知重评策略调节后的情绪愉悦度得分显著高于分心条件与观看条件，

p = 0.016，p < 0.001，分心条件下愉悦度得分显著高于观看条件下(见图 5)，p = 0.032。 
 

Table 5. Emotional pleasure scores under thre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itions 
表 5. 三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情绪愉悦度得分 

图片类型 
情绪调节条件 

观看 认知重评 分心 

社会性 2.13 (0.49) 2.95 (1.04) 2.43 (0.84) 

非社会性 2.02 (0.62) 2.93 (0.87) 2.45 (0.80) 
 

 
Figure 5.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pleasure differences under thre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itions: *p < 0.05, 
**p < 0.01, ***p < 0.001 
图 5. 三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情绪愉悦度差异比较：*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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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显自动化调节认知重评和分心条件下调节成功程度的差异分析(描述性结果如表 6 所示) 
以调节成功程度为因变量，对调节策略和情绪强度采用 3 (策略类型：认知重评、分心、观看) × 2 (图

片类型：社会性、非社会性)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策略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2, 57) = 2.111，
p = 0.127， 2ηp  = 0.046。图片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57) = 0.035，p = 0.852， 2ηp  = 0.000。策略类型

与图片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2, 57) = 1.422，p = 0.247， 2ηp  = 0.032。 
 

Table 6. Success scores under thre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itions 
表 6. 三种情绪调节条件下的成功程度得分 

图片类型 
情绪调节条件 

观看 认知重评 分心 

社会性 7.13 (1.20) 6.27 (1.76) 6.33 (1.47) 

非社会性 6.80 (1.65) 6.30 (1.56) 6.73 (1.34) 

5. 讨论 

通过实验 1 和实验 2 系统探讨了外显受控与外显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包括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对
社会性消极情绪刺激与非社会性消极情绪刺激的调节特点。研究结果揭示了两种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作

用差异，并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 
首先比较了外显受控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对社会性与非社会性消极情绪刺激的调节效果，研究发现

分心策略在调节非社会性消极情绪刺激时表现出显著优势，能够有效降低唤醒度并提升愉悦度。这与

Gross (1998)的研究一致，分心策略作为一种“晚期”情绪调节策略，通过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内容的情

绪影响，尤其适用于高强度、极端的非社会性负性刺激(Sheppes & Meiran, 2007)。此外，非社会性刺激引

发的情绪反应通常较为短暂(Lang et al., 1997)，分心策略的低卷入性使其在这种情境下效果显著。认知重

评策略在调节非社会性消极情绪刺激时，仅能降低唤醒度，但无法显著提升愉悦度。这可能是因为外显

受控条件下，被试未能熟练运用认知重评策略，且认知重评策略对认知资源的需求较高，导致其效果受

限。认知重评策略在调节社会性消极情绪刺激时表现出更好的效果，既能显著降低唤醒度，又能提升愉

悦度。这可能是因为社会性刺激涉及更复杂的认知评估(如自我价值、社会关系)，认知重评通过重新解释

刺激的意义，能够更有效地调节情绪。分心策略在调节社会性消极情绪刺激时效果较弱，仅能降低唤醒

度，对提升愉悦度的作用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分心策略无法对情境进行认知评估，难以赋予情境新的

意义。 
总体而言，外显受控分心策略在调节非社会性消极情绪刺激时效果更好，而认知重评策略在调节社

会性消极情绪刺激时更具优势。两种策略在成功程度上差异不显著，表明被试均能成功使用这两种策略。 
其次，实验 2 通过目标执行意图范式，探讨了外显自动化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对社会性与非社会性

消极情绪的调节特点。结果发现，调节社会性消极情绪时，认知重评策略在自动化条件下表现出显著优

势，既能显著降低唤醒度，又能提升愉悦度。这表明自动化加工降低了认知资源的需求(Schneider & Chein, 
2003)，使认知重评策略能够更有效地使用。分心策略在自动化条件下仅能降低唤醒度，对提升愉悦度的

作用仍不明显。这与实验 1 的结果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分心策略在社会性消极情绪调节中的局限性。而

在调节非社会性消极情绪时，认知重评策略与分心策略在自动化条件下均表现出显著效果，既能降低唤

醒度，又能提升愉悦度。这表明自动化加工提高了两种策略的调节效率，使其在非社会性消极情绪调节

中效果相似。这或许是因为非社会性刺激所引发的情绪显著性更低(Britton et al., 2006)，持续时间也较短

(游园园等，2019)，分心策略在这种情境下更容易通过转移注意力取得较好的调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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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的结果与实验 1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自动化条件下认知重评策略的调节效果显著提升。

这或许因为自动化加工降低了认知资源的需求，使认知重评策略能够更有效地使用，从而在唤醒度与愉

悦度两方面成功调节两种类型的负性情绪。 

6. 结论 

(1) 外显受控分心策略在调节非社会性消极情绪时表现出显著优势，能够有效降低唤醒度并提升愉

悦度。相比之下，认知重评策略仅能降低唤醒度，但无法显著提升愉悦度。外显受控认知重评策略在调

节社会性消极情绪时更具优势，既能显著降低唤醒度，又能提升愉悦度。分心策略则仅能降低唤醒度，

对提升愉悦度的作用不明显。 
(2) 外显自动化认知重评策略与分心策略在非社会消极情绪的调节上均表现出显著效果，既能降低

唤醒度，又能提升愉悦度；认知重评策略在社会性消极情绪刺激表现出显著优势，既能显著降低唤醒度，

又能提升愉悦度。分心策略则仅能降低唤醒度，对提升愉悦度的作用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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