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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对不同面部表情识别的眼动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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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眼动技术%通过记录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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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FaC

岁儿童对不同强度表情识别的成绩表现及眼动数据%探讨儿童识别不同强

度表情的即时加工过程*发展状况及眼动模式%并在划分兴趣区的基础上%对不同强度表情识别过程中不同部位的优势效应

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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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

岁儿童对不同强度表情的识别成绩随着表情强度增加而提高!"

!

#

FaC

岁儿童对不同强度表情的

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随表情强度的增加而减少!"

%

#随着表情强度的增加%面部不同部位的作用会有所改变%如愉快表情的嘴

部越来越重要%愤怒表情的眉眼部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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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表情识别!眼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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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表情是个人情绪在面部的集中体现'它作

为非言语信号%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占据着十分重

要的位置'面部表情的识别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人

的情绪情感%同时也能为自己在社会情境中的反映

体会一定参考指标'儿童对面部表情的识别能力在

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其通过情绪表情推测他人内部

心理状态的能力.

#

/

'儿童在其特定的年龄阶段%通

过对一些简单面部表情的识别%能够帮助他们更好

地进行情绪交流和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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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四个年龄段儿童为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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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对不同面部表情识别的眼动特征分析

以
!aB

岁的儿童为被试.

%

/

%结果均发现儿童对面部

表情的识别能力随年龄增长而提高'王振宏等认为

幼儿最早能够识别的面部表情是高兴%

%

岁左右已

经能够正确识别%其次是愤怒%再次是悲伤'

%aB

岁

是幼儿面部表情识别的一个迅速发展期%

B

岁后逐

渐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F

/

'也有人发现幼儿园

阶段的儿童能很好地识别高兴与愤怒面部表情%识

别水平基本接近青少年%而对其他面部表情的识别

在幼儿阶段是逐步发展的.

BaC

/

'

影响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的因素有很多%表情强

度就是其中一个'乔建中以大*中*小学生为被试%

考察高*中*低强度表情对表情识别的影响%结果发

现%识别的正确率随着强度降低而减少.

$

/

'姚雪以

大学生为被试研究表明%同一种表情的强度越大%识

别成绩越好.

J

/

'目前有关学龄前儿童面部表情识别

的不少%但大多采用的是面部表情图片%没有对表情

强度进行划分%对不同强度的面部表情尚缺乏普遍

系统的研究'本研究使用眼动技术%通过记录
JJ

名

FaC

岁儿童对不同面部表情识别的成绩和眼动数

据%探讨其识别不同类型和不同强度的面部表情的

眼动模式%并进一步对不同强度表情识别所依赖的

面部部位进行差异性分析'

#

!

研究方法

#?#

!

被试

在西安市某幼儿园随机选取大中小班幼儿共

#""

人%其中
#!

人未按要求完成实验%有效被试为

JJ

人'被试的具体年龄如表
#

'

表
#

!

被试年龄的分组信息

人数 男 女 平均月龄

小班
!B #B #" BF?"

中班
%# #B #C CF?J

大班
%# #B #C $B?C

#?!

!

测验材料

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王妍和罗跃嘉制作的标准

面部表情图片.

I

/中选取愉快*愤怒*悲伤*惊讶四种

表情图片若干张%由
%"

名研究生匿名对其进行低*

中*高强度表情的划分%选择一致率在
J"Y

的图片

作为实验材料%其中每个强度表情由
F

张图片作为

正式实验材料"共
FJ

张%男女各半#%再选取一些图

片作为练习材料'

#?%

!

测验仪器

本研究采用瑞典
U'>11

公司生产的
U'>11U#!"

眼动仪%呈现材料并记录被试的眼动情况!主试机是

一台装有
U'>11.:(P1'

软件和眼动实验程序的笔记

本电脑'

#?F

!

测验程序

测验由两名主试共同完成%一名操作眼动仪%另

一名记录被试识别面部表情的答案'每次仅对一名

被试施测'具体步骤如下&

#

#让被试熟悉测验环境%

向被试介绍有关测验要求'

!

#测验开始前%幼儿坐

在距离眼动仪
%"aB"=6

处的椅子上%进行头*眼的校

准%然后宣读指导语&+

00

小朋友%你好6 今天我们

一起做一个游戏%游戏的内容是猜猜图片中叔叔阿

姨怎么了5 你会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一些叔叔阿姨的

愉快*愤怒*悲伤*惊讶的照片%如果你认为这个叔叔

或者阿姨是愉快的%你就大声说出7愉快2这个词!认

为他-她是愤怒的%就大声说出7愤怒2!认为他-她是

悲伤的%就大声说出7悲伤2!认为他-她是惊讶的%就

大声说出7惊讶2,'

%

#呈现练习材料'

F

#开始正式

测验%呈现面部表情图片%眼动仪开始记录数据'

#?B

!

数据处理

使用
.L..#$?"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

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果分为三个部分&对不同强度表情识别

成绩的分析%对整个面部表情识别的眼动指标"注视

时间和注视点#分析以及识别面部表情不同兴趣区

的眼动指标分析'

表情识别成绩是指被试正确识别面部表情的得

分%若能正确识别面部表情%记为
#

分%不能正确识

别则记为
"

分'注视时间是指儿童识别面部表情图

片时所有注视点停留的平均时间'注视时间可以从

U'>11.:(P1'

分析软件中直接获得%单位为秒'注

视点是指从儿童识别面部表情图片的平均注视个

数'注视点可以从
U'>11.:(P1'

分析软件中直接获

得%单位为个'面部表情兴趣区是指儿童对面部表

情识别时对面部不同区域的关注度'本研究根据需

要划分了眉眼部*鼻部和嘴部三个区域'

!?#

!

不同强度表情识别成绩的分析

年龄
k

表情类型
k

表情强度的两因素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表明%表情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5

"

%

%

!BB

#

\BC?J%B

%

B

%

"?""#

%愉快和愤怒表情的识别成绩

好于悲伤和惊讶!表情强度的主效应显著%

5

"

!

%

#$"

#

\#JI?BFB

%

B

%

"?""#

%高强度的识别成绩最

好%中强度次之%低强度最差!年龄的主效应显著%

5

"

!

%

JB

#

\J?""%

%

B

%

"?"#

%

B

%

C

岁儿童识别成绩好于

F

岁儿童!表情类型与年龄的交互效应显著%

5

"

C

%

!BB

#

\%?#CF

%

B

%

"?"#

!表情强度与年龄的交互效

应显著%

5

"

F

%

#$"

#

\%?!FC

%

B

%

"?"B

!表情类型与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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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强度的交互效应显著%

5

"

C

%

B#"

#

\%J?B$!

%

B

%

"?""#

!年龄与表情类型与表情强度三者的交互

效应显著%

5

"

#!

%

B#"

#

\%?F$B

%

B

%

"?""#

'

表
!

!

FaC

岁儿童对不同强度表情识别成绩比较

表情

类型

F

岁组"

DhQ4

#

B

岁组"

DhQ4

#

C

岁组"

DhQ4

#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愉快
"?%Ih"?%" "?I#h"?#C "?C!h"?%! "?BFh"?%! "?I#h"?#J "?FCh

"

"?%F "?CCh"?%# "?I"h"?#$ "?B!h"?%B

愤怒
"?C!h"?%! "?$"h"?!J "?%$h"?!J "?FCh"?%F "?$!h"?%# "?BIh"?%" "?B!h"?%B "?$Ih"?!J "?CIh"?!F

悲伤
"?#$h"?!J "?%Fh"?!I "?CCh"?%" "?!Jh"?!$ "?FJh"?!C "?$Jh"?!! "?!"h"?!% "?B!h"?!F "?JBh"?!F

惊讶
"?#Ch"?%" "?!Fh"?%" "?%Ch"?%I "?%Ih"?%$ "?F!h"?%% "?CCh"?F# "?BBh"?%J "?B#h"?!J "?$Ch"?%C

!!

对年龄*表情类型与表情强度三者的交互效应

进行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F

岁儿童对低强度表情的

识别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5

"

%

%

$!

#

\#F?ICF

%

B

%

"?

""#

%愉快最好%愤怒次之%悲伤和惊讶最差!对中强

度表情的识别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5

"

%

%

$!

#

\B!?

##F

%

B

%

"?""#

%愉快最好%愤怒次之%悲伤和惊讶最

差!对高强度表情的识别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5

"

%

%

$!

#

\#I?B$!

%

B

%

"?""#

%愉快最好%悲伤次之%愤怒

和惊讶最差'

B

岁儿童对低强度表情的识别成绩存

在显著差异%

5

"

%

%

I%

#

\F?$B#

%

B

%

"?"#

%愉快*愤怒

和惊讶好于悲伤!对中强度表情的识别成绩存在显

著差异%

5

"

%

%

I%

#

\%"?#II

%

B

%

"?""#

%愉快最好%愤

怒次之%悲伤和惊讶最差!对高强度表情的识别成绩

存在显著差异%

5

"

%

%

I%

#

\J?#!B

%

B

%

"?""#

%愉快最

好%悲伤次之%愤怒和惊讶最差'

C

岁儿童对低强度

表情的识别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5

"

%

%

I"

#

\#%?$JJ

%

B

%

"?""#

%愉快*愤怒和惊讶好于悲伤!对中强度表

情的识别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5

"

%

%

I"

#

\!C?!IF

%

B

%

"?""#

%愉快最好%愤怒次之%悲伤和惊讶最差!对

高强度表情的识别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5

"

%

%

I"

#

\

J?B%"

%

B

%

"?""#

%愉快*悲伤和惊讶均好于愤怒'

!?!

!

不同表情强度识别的眼动数据分析

!?!?#

!

不同表情强度的注视时间分析

年龄
k

表情类型
k

表情强度的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表明%年龄的主效应显著%

5

"

!

%

JC

#

\#C?!JB

%

B

%

"?""#

%

B

%

C

岁儿童的注视时间少于
F

岁儿童!表情

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5

"

%

%

!BJ

#

\!F?C!B

%

B

%

"?""#

%

愉快与愤怒表情的注视时间少于悲伤和惊讶!表情

强度的主效应显著%

5

"

!

%

#$!

#

\%$?J$C

%

B

%

"?""#

%低强度注视时间最多%中强度次之%高强度最

少!年龄与表情类型的交互效应显著%

5

"

C

%

!BJ

#

\

F?C%!

%

B

%

"?""#

!年龄与表情强度的交互效应不显

著%

5

"

F

%

#$!

#

\#?#$I

%

B

\"?%!!

%表情类型与表情

强度之间的交互效应显著%

5

"

C

%

B#C

#

\C?"#"

%

B

%

"?""#

'年龄*表情类型和表情强度三者的交互效应

不显著%

5

"

#!

%

B#C

#

\#?%BF

%

B

\"?#JF

'

表
%

!

FaC

岁儿童对不同强度面部表情注视时间比较#单位!秒$

表情

类型

F

岁组"

DhQ4

#

B

岁组"

DhQ4

#

C

岁组"

DhQ4

#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愉快
!?J%h"?$B !?%Bh"?J# !?!Jh"?I! !?""h"?FI #?C$h"?%# #?C!h"?!I !?!Ch"?JF #?$"h"?F! #?CBh"?FF

愤怒
!?CCh"?J" !?F%h"?$$ !?!Jh"?I! !?"!h"?BC #?JBh"?B% #?C!h"?!I !?%#h"?$J #?ICh"?C# #?CBh"?FF

悲伤
!?CCh"?I$ !?C#h"?$% !?CCh"?J% !?"Jh"?C" #?I%h"?FJ #?I%h"?B$ !?%Jh"?JF !?#%h"?C# #?IBh"?FJ

惊讶
%?IJh"?JJ %?"Ih#?"$ !?$"h"?J% !?##h"?CF #?I!h"?FI #?JJh"?F$ !?##h"?CC !?"!h"?C" #?IBh"?BJ

!!

对年龄与表情类型的交互效应进行简单效应分

析表明%

F

岁儿童对不同类型表情的注视时间存在

显著差异%

5

"

%

%

$!

#

\I?"J"

%

B

%

"?""#

%惊讶多于愉

快*愤怒和悲伤!

B

岁儿童对不同类型表情的注视时

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I%

#

\#"?$$I

%

B

%

"?""#

%愉

快与愤怒少于悲伤和惊讶!

C

岁儿童对不同类型表

情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I%

#

\#!?C#!

%

B

%

"?""#

%悲伤最多%惊讶次之%愤怒再次之%愉快

最少'

对表情类型和表情强度交互效应进一步进行简

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愉快表情上%对不同表情强度的

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J

%

B

%

"?""#

%低强度多于中*高强度!在愤怒表情上%

对不同表情强度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IC

%

B

%

"?""#

%低强度最多%中强度

次之%高强度再次之!在悲伤表情上%对不同表情强

度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B?F%#

%

B

%

"?"B

%低强度多于中*高强度!在惊讶表情上%对

不同表情强度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C

%

B!J

#

\B?#J$

%

B

%

"?"B

%低*中强度多于高强度'

!?!?!

!

不同强度表情的注视点分析

年龄
k

表情类型
k

表情强度的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发现%年龄的主效应显著%

5

"

!

%

!BJ

#

\#$?$#%

%

B

%

"?""#

%

B

%

C

岁的儿童的注视点少于
F

岁!表情类

型的主效应显著%

5

"

!

%

!BJ

#

\#$?$#%

%

B

%

"?""#

%

对愉快表情的注视点少于愤怒*悲伤和惊讶!表情强

!I



!

总
%%

卷 王
!

蕊&

FaC

岁儿童对不同面部表情识别的眼动特征分析

度的主效应显著%

5

"

!

%

#$!

#

\!B?BFC

%

B

%

"?""#

%对

中高强度表情的注视点少于低强度!年龄与表情类

型的交互效应显著%

5

"

C

%

!BJ

#

\%?$JC

%

B

%

"?"#

!

年龄与表情强度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5

"

F

%

#$!

#

\

#m$"B

%

B

\"?#B#

!表情类型和表情强度之间的交互

效应显著%

5

"

C

%

B#C

#

\C?!IF

%

B

%

"?""#

!年龄*表情

类型 与 表 情 强 度 的 三 者 交 互 效 应 不 显 著%

5

"

#!

%

B#C

#

\#?""J

%

B

\"?FF"

'

表
F

!

FaC

岁儿童对不同强度面部表情注视点比较#单位!个$

表情

类型

F

岁组"

DhQ4

#

B

岁组"

DhQ4

#

C

岁组"

DhQ4

#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愉快
J?JBh!?!C $?C!h!?!J $?%Jh!?I" C?!%h#?B% B?##h#?!% B?"$h#?"I $?!%h!?C% B?B!h#?"! B?#Ch#?%%

愤怒
J?B$h!?BJ $?IJh%?"! J?FFh!?F! C?!Ih#?C# B?J"h#?$# C?!Jh#?%F $?%Jh!?## C?"Ih#?J% C?C%h#?C#

悲伤
J?C#h%?!$ J?%Ch!?JC J?C$h!?%! C?F!h#?BB B?J!h#?C! B?IIh#?$! $?FJh!?%J C?JFh#?JB C?#!h#?!B

惊讶
I?!Jh!?$" I?!Ih!?IB J?JFh!?F$ C?#!h#?B% B?$$h#?IC B?I#h#?BI C?%Jh#?J% C?%Ch#?CF C?F!h!?"#

!!

对年龄与表情类型的交互效应进行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

F

岁儿童对不同表情类型的注视点存在显

著差异%

5

"

%

%

$!

#

\$?%%$

%

B

%

"?""#

%惊讶最多%愤

怒和悲伤次之%愉快最少!

B

岁儿童对不同表情类型

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I%

#

\$?#J$

%

B

%

"?""#

%愉快少于愤怒*悲伤和惊讶!

C

岁儿童对

不同表情类型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I%

#

\

#"?"FJ

%

B

%

"?""#

%愉快少于愤怒*悲伤和惊讶'

对表情类型和表情强度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行简

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愉快表情上%对不同表情强度的

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B?#$%

%

B

%

"?""#

%低强度多于中*高强度!在愤怒表情上%

对不同表情强度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I?##F

%

B

%

"?""#

%中强度少于低*高强度!在悲伤

表情上%对不同表情强度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B?%#"

%

B

%

"?"B

%低强度多于中*高强

度!在惊讶表情上%对不同强度表情的注视点不存在

显著差异%

5

"

!

%

#$C

#

\

%

"?%J"

%

N

\"?CJB

'

!?%

!

不同强度表情兴趣区的眼动数据分析

!?%?#

!

兴趣区的平均注视时间分析

以注视时间为因变量%表情类型
k

表情强度
k

兴趣区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表情类型

的主效应显著%

5

"

%

%

!CF

#

\#B?I%C

%

B

%

"?""#

%对惊

讶表情的注视时间最多%悲伤和惊讶次之%愉快最

少!表情强度的主效应显著%

5

"

!

%

#$C

#

\#F?"%B

%

B

%

"?""#

%对低强度表情的注视时间多于中*高强

度!兴趣区的主效应显著%

5

"

!

%

#$C

#

\%%?F!I

%

B

%

"?""#

%对眉眼部的注视时间最多%嘴部次之%鼻

部最少!表情类型和表情强度的交互效应显著%

5

"

C

%

B!J

#

\B?BJB

%

B

%

"?""#

!表情类型和兴趣区的

交互效应显著%

5

"

C

%

B!J

#

\I%?J!%

%

B

%

"?""#

!表情

强度和兴趣区的交互效应显著%

5

"

F

%

%B!

#

\%?C""

%

B

%

"?"#

!表情类型和表情强度和兴趣区三者的交

互效应显著%

5

"

#!

%

#"BC

#

\!F?JBB

%

B

%

"?""#

'

对表情类型*表情强度和兴趣区的交互效应进

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低强度愉快表情上%不同兴趣

区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F?$#B

%

B

%

"?""#

%眉眼部和嘴部多于鼻部!中强度愉快表情

表
B

!

FaC

岁儿童对不同强度面部表情

!!

兴趣区注视时间比较#单位!秒$

表情

类型
兴趣区

低强度

"

DhQ4

#

中强度

"

DhQ4

#

高强度

"

DhQ4

#

愉快

眉眼部
"?C$h"?B" "?BFh"?F! "?F$h"?%I

鼻部
"?%Bh"?!J "?!$h"?#$ "?%#h"?!%

嘴部
"?CFh"?F% "?BJh"?%I "?C!h"?%J

愤怒

眉眼部
"?$Jh"?BF "?JBh"?BB "?$Ch"?F$

鼻部
"?F$h"?!I "?%#h"?!F "?%Bh"?!B

嘴部
"?%$h"?%" "?!Ih"?!C "?BJh"?%J

悲伤

眉眼部
"?ICh"?C! "?JCh"?BC "?$Ch

"

"?F%

鼻部
"?%Fh"?!J "?%Bh"?!J "?%Ch"?!F

嘴部
"?F"h"?%$ "?%!h"?!$ "?%Jh"?!I

惊讶

眉眼部
"?J!h"?B# "?C"h"?FB "?JCh"?BF

鼻部
"?!Ch"?!F "?%"h"?%" "?!Jh"?!#

嘴部
"?$#h"?FB "?J#h"?FJ "?BFh"?%J

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I?FFB

%

B

%

"?""#

%眉眼部和嘴部多于

鼻部!高强度愉快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时间存

在显著差异%

5

"

!

%

#$C

#

\#$?BII

%

B

%

"?""#

%嘴部最

多%眉眼部次之%鼻部最少'低强度愤怒表情上%不

同兴趣区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

!J?%$C

%

B

%

"?""#

%眉眼部最多%鼻部次之%嘴部最

少!中强度愤怒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时间存在

显著差异%

5

"

!

%

#$C

#

\BC?B##

%

B

%

"?""#

%眉眼部多

于鼻部和嘴部!高强度愤怒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

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F?IF!

%

B

%

"?""#

%眉眼部最多%嘴部次之%鼻部最少'低强

度悲伤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

异%

5

"

!

%

#$C

#

\FJ?ICB

%

B

%

"?""#

%眉眼部多于鼻部

和嘴部!中强度悲伤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时间

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FB?#J"

%

B

%

"?""#

%眉眼

部多于鼻部和嘴部!高强度悲伤表情上%不同兴趣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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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F%?F#%

%

B

%

"?""#

%眉眼部多于鼻部和嘴部'低强度惊讶表

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F#?C#%

%

B

%

"?""#

%眉眼部和嘴部多于

鼻部!中强度惊讶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时间存

在显著差异%

5

"

!

%

#$C

#

\%%?!#B

%

B

%

"?""#

%嘴部最

多%眉眼部次之%鼻部最少!高强度惊讶表情上%不同

兴趣区的注视时间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

FFmI%%

%

B

%

"?""#

%眉眼部最多%嘴部次之%眉眼部

最少'

!?%?!

!

兴趣区的平均注视点分析

对表情类型
k

表情强度
k

兴趣区的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显示%表情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5

"

%

%

!CF

#

\

#%?BII

%

B

%

"?""#

%对惊讶表情的注视点最多%愤怒

和悲伤次之%愉快最少!表情强度的主效应显著%

5

"

!

%

#$C

#

\#B?!"!

%

B

%

"?""#

%对低强度的注视点最

多%高强度次之%中强度最少!兴趣区的主效应显著%

5

"

!

%

#$C

#

\%J?%JI

%

B

%

"?""#

%对眉眼部注视点最

多%嘴部次之%鼻部最少!表情类型*表情强度之间的

交互效应显著%

5

"

C

%

B!J

#

\F?!#C

%

B

%

"?""#

!表情

类型*兴趣区之间的交互效应显著%

5

"

C

%

B!J

#

\

$#m!$$

%

B

%

"?""#

!表情强度*兴趣区之间的交互效

应显著%

5

"

F

%

%B!

#

\C?%FC

%

B

%

"?""#

!表情类型*表

情强度和兴趣区之间的交互效应显著%

5

"

#!

%

#"BC

#

\#B?BC$

%

B

%

"?""#

'

表
C

!

FaC

岁儿童不同强度面部表情

!!

兴趣区注视点比较#单位!个$

表情

类型
兴趣区

低强度

"

DhQ4

#

中强度

"

DhQ4

#

高强度

"

DhQ4

#

愉快

眉眼部
!?#Bh#?BC #?CJh#?#F #?B#h#?#I

鼻部
#?#Ih"?J! "?IIh"?BB #?"Ch"?CC

嘴部
#?BJh"?I! #?B%h"?J$ #?CFh"?IF

愤怒

眉眼部
!?FFh#?C" !?BCh#?C$ !?%Ih#?F%

鼻部
#?B"h"?JF #?"Fh"?CB #?#Jh"?$%

嘴部
#?"Fh"?$! "?J#h"?CB #?BBh"?I%

悲伤

眉眼部
!?J!h#?$$ !?B%h#?BF !?%#h#?FJ

#

鼻部
#?#$h"?JC #?"Ih"?$" #?!#h"?CJ

嘴部
#?#Fh"?IB "?I$h"?$% #?#!h"?J#

惊讶

眉眼部
!?B#h#?BB #?I%h#?FF !?CBh#?$B

鼻部
"?I%h"?CJ #?"#h"?$I #?"Fh"?$#

嘴部
#?$#h"?JF #?JJh"?IJ #?BFh"?JJ

对表情类型*表情强度与兴趣区的交互效应进

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低强度愉快表情%不同兴趣区

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F?%%C

%

B

%

"?

""#

%眉眼部最多%嘴部次之%鼻部最少!中强度愉快

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B"!

%

B

%

"?""#

%眉眼部和嘴部多于鼻部!

高强度愉快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点存在显著

差异%

5

"

!

%

#$C

#

\I?CBC

%

B

%

"?""#

%眉眼部和嘴部

多于鼻部'低强度愤怒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

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B

%

B

%

"?""#

%眉

眼部最多%鼻部次之%嘴部最少!中强度愤怒表情上%

不同兴趣区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

C%?I$J

%

B

%

"?""#

%眉眼部最多%鼻部次之%嘴部最

少!高强度愤怒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点存在显

著差异%

5

"

!

%

#$C

#

\!J?!#$

%

B

%

"?""#

%眉眼部最

多%嘴部次之%鼻部最少'低强度悲伤表情上%不同

兴趣区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

FImFJ%

%

B

%

"?""#

%眉眼部多于鼻部和嘴部!中强度

悲伤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B%?!C%

%

B

%

"?""#

%眉眼部多于鼻部和嘴

部!高强度悲伤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点存在显

著差异%

5

"

!

%

#$C

#

\%F?$FF

%

B

%

"?""#

%眉眼部多于

鼻部和嘴部'低强度惊讶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

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FB?"B#

%

B

%

"?""#

%

眉眼部最多%嘴部次之%鼻部最少!中强度惊讶表情

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I?FB!

%

B

%

"?""#

%眉眼部*嘴部多于鼻部!高强

度惊讶表情上%不同兴趣区的注视点存在显著差异%

5

"

!

%

#$C

#

\F#?I"%

%

B

%

"?""#

%眉眼部最多%嘴部次

之%鼻部最少'

%

!

讨论

%?#

!

FaC

岁儿童对不同强度面部表情识别的特点

与差异分析

从结果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B

岁和
C

岁儿童的

表情成绩好于
F

岁儿童%愉快表情的识别成绩最好%

愤怒次之%悲伤和惊讶最差%同时随着表情强度的增

大识别成绩的正确率也逐渐提高%这一研究结果与

乔建中的研究结论一致.

$

/

%也得到国外一些学者的

证实.

#"a##

/

'

在中低强度表情上%

FaC

岁儿童对愉快*愤怒*

悲伤和惊讶四种面部表情的识别成绩最好的是愉

快.

#"

/

%其次是愤怒%再之是悲伤和惊讶%这一研究结

果与国内研究结果相一致.

#!a#F

/

%但与国外的研究结

果有些不相符.

#Ba#C

/

%这可能因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

背景下%人们对情绪情感表达方式的不同%从而影响

其对不同面部表情的识别和判断%如中国人对情绪

情感的表达比较含蓄%西方则稍微夸张'但在高强

度表情上%愉快表情识别最好%悲伤次之%愤怒和惊

讶最差%这可能因为笑脸是幼儿最常见的表情%而愤

FI



!

总
%%

卷 王
!

蕊&

FaC

岁儿童对不同面部表情识别的眼动特征分析

怒和惊讶的表情强度的增加可能会引起面部肌肉的

变化%因而影响幼儿对其判断'

%?!

!

FaC

岁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的即时过程及优势

部位分析

研究发现%

FaC

岁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面部

表情的注视时间和注视点逐渐减少%对愉快表情的

注视时间和注视点均显著低于愤怒*悲伤和惊讶%这

与愉快面部表情识别成绩最好之间有关联'儿童对

面部表情识别时需要进行一定的视知觉加工'一般

来说%识别比较容易的面部表情需要进行视知觉加

工的时间也会较少%正确率也会较高!对于比较难的

或者接触较少的面部表情则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视

觉加工%错误率也可能会比较高'

从总体上来看%低强度表情的注视时间和注视

点最多%中强度表情次之%高强度表情再次之'这和

对不同强度表情的识别成绩有直接关系%对比较容

易识别的表情%注视时间会少%注视点也会较少'具

体来说%在对低强度表情的识别时%可能因为低强度

表情的面部肌肉运动较小%儿童对细微的变化很难

准确的辨认%所以对低强度表情的识别存在一定的

困难%而对中高强度表情%则相对容易些'对于不同

表情类型%不同强度表情进行识别时眼动模式又有

所不同 %愉快和悲伤表情上%中高强度表情的注视

时间和注视点少于低强度!在愤怒表情上%中强度表

情的注视时间和注视点少于低强度和高强度!在惊

讶表情上%高强度表情的注视时间少于低中强度%注

视点没差异%可能是因为在识别惊讶表情的注视时

间较长%但注视点比较集中%每个注视点的注视时间

比较长'

研究发现%低*中强度愉快表情上%眉眼部和嘴

部的注视时间和注视点多于鼻部!低*中强度愤怒表

情上%眉眼部注视时间和注视点最多%鼻部次之%嘴

部最少!低*中*高强度悲伤表情上%眉眼部的注视时

间和注视点多于鼻部和嘴部!低*中*高强度惊讶表

情上%眉眼部和嘴部的注视时间和注视点多于鼻部!

高强度愉快表情上%嘴部的注视时间和注视点最多%

眉眼部次之%鼻部最少!高强度愤怒表情上%眉眼部

注视时间和注视点最多%嘴部次之%鼻部最少'这说

明%随着表情强度的增加%对愉快表情识别时嘴部所

起的作用更重要%对愤怒表情的识别%眉眼部起的作

用更重要'

F

!

结论

FaC

岁儿童对不同强度表情的识别成绩随着表

情强度增加而提高'

FaC

岁儿童对不同强度表情的注视时间和注视

点随表情强度的增加而减少'

随着表情强度的增加%面部不同部位的作用会

有所改变%如愉快表情的嘴部越来越重要%愤怒表情

的眉眼部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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