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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200.htm 一、詹姆斯兰格情绪学

说 19世纪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James)和丹麦生理

学家卡尔兰格(C．Lange)分别于1884年和1885年提出了相似的

情绪理论。该理论基于情绪状态和生理变化的直接联系，提

出情绪是对机体变化的感知，是机体各种器官变化时所引起

的感觉的总和。詹姆斯说：“我认为，当我们一知觉到使我

们激动的对象时，立刻就引起身体上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出

现之时，我们对这些变化的感觉，就是情绪。”“我们因为

哭，所以愁；因为动手打人，才生气；因为发抖，所以怕。

并不是我们愁了才哭，生气了才打，怕了才发抖。”兰格认

为：“任何作用凡能引起广泛的血管神经系统功能的变化的

，都会有情绪表现。”詹姆斯一兰格情绪学说强调生理变化

对情绪的作用，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它片面夸大了外围性

变化对情绪的作用，而忽略了中枢对情绪的主导作用。 二、

情绪评估兴奋学说 美国心理学家阿诺德(M．B．Arnold)在20

世纪50年代提出的情绪评估一兴奋学说，强调来自外界环境

的影响要经过人的评价与估量才产生情绪，这种评价与估量

是在大脑皮层上产生的。例如在森林里看到一只熊会引起惧

怕，但在动物园里看到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熊却并不惧怕，这

就是个体对情境的认识和评价在起作用。阿诺德给情绪下的

定义是：情绪是驱利避害的一种体验倾向。他认为情绪反应

包括机体内部器官和骨骼肌的变化，也认为对外围变化的反

馈是情绪的基础。阿诺德认为皮层兴奋是情绪的主要机制。 



三、情绪三因素说 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沙赫特(S

．Schachter)提出了情绪三因素说，认为情绪的产生不是单纯

地决定于外界刺激和机体内部的生理变化，而把情绪的产生

归因于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即刺激因素、生理因素和认知

因素。他认为，认知因素中对当前情境的估计和过去经验的

回忆在情绪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某人在过去经验中

遇到的某种危险的情境，但能平安度过，当他再次经历这种

险境时，回忆起过去的经验，便能泰然自若。也就是说，当

现实情境与过去建立的经验模式相一致，相信能加以应付，

人就没有明显情绪；当现实情境与预期和愿望不一致，感到

无力应付时，就会产生紧张情绪。这种学说更加强调人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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