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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心理学·时间心理] 主持人: 黄希庭 
主持人语:“诗经”有一首题为《鸱鸮》的诗,其中有几句诗:“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诗

经·豳风·鸱鸮),描写了一只失去幼鸟的母鸟,在下雨之前,用桑树根的皮把鸟巢的空隙缠紧。这几句

诗被引申为“未雨绸缪”,指为即将发生的事情作准备。想象与体验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是人类的一项

基本能力,是未雨绸缪的基础,心理学将之称为“将来情节想象”。将来情节想象的研究涉及认知心理

学、脑成像、神经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领域,其心理成分包括主观时间、情节记忆等。本期刊登的《将来

情节想象对事件发生主观可能性的影响》一文探讨了将来情节想象对于将来情绪性事件发生主观可能

性的影响,发现将来情节想象能够提高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胡塞尔时间心理学思想初探》一

文对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进行了介绍,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主观时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内

时间意识的基本结构,这些思想对时间的心理学研究有重要的启迪。《任务重要性对前瞻记忆不同时段

干扰效应的影响》考察了任务重要性和事件出现的时间对前瞻记忆的影响,发现任务重要性和时段对混

合型前瞻记忆的干扰效应有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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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向未来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将来情节想象指的是在心理上预先体验将来可能发生的个

人事件的能力。尽管最近很多研究集中在将来情节想象的神经机制的探讨上,但其在决策等领域所具有的重

要应用价值尚未得到深入研究。本研究采用随机化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和后测设计探讨了将来情节想象对于

将来情绪性事件发生主观可能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将来情节想象能够提高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并

且,本研究还首次发现了将来情节想象对将来情绪性事件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即将来情节想象对消极事件

主观可能性的提升效应要比其对积极事件主观可能性的提升效应要大。本研究分别从可用性启发、解释水平

理论和情绪的作用等角度分别探讨了该现象背后可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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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面向未来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对于未来事件,我们总是带有不确定性,需要对这些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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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可能性进行判断。例如,我们需要判断一项投资在未来收益的可能性大小,需要判断服用某种

药物对于治愈疾病的概率,需要判断自己在一份工作中将来升职的机会大小。判断将来事件发生

的主观可能性,是人类面向未来重要表现之一。同时,它也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但

是,对于人类是怎么判断将来事件发生主观可能性的,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最近,在心理学各个分支领域人类对将来的想象能力得到了大量研究[1-5]。将来情节想象(epi-

sodicfuturethought)指的是在心理上预先体验将来可能发生的个人事件的能力[4]。例如,还没有

毕业的学生想象将来毕业典礼的场景。将来情节想象之所以得到关注,是因为它具有重要的功能

意义。一方面,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将来情节想象对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具有重要意义[6]。
如果我们的祖先在打猎的过程中能够想象到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并准备好相应的工具和技能,这
样就能够大大提高生存的机率。另一方面,将来情节想象在实际生活中,如决策、情绪调节、压力应

对和问题解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7]。例如,在压力应对方面,与控制组被试相比,想象将

来压力性事件的具体细节的被试会采用更多的应对策略并且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8]。然而,目前

研究集中探讨的是将来情节想象的认知成分、过程及其神经机制,对其应用性的研究却还较少。
正如Gilbert和Wilson[1]所言,人类对于将来进行判断或预测的基础就是将来想象。以往研究

也证实了将来情节想象对于决策判断有重要影响[9,10]。作为判断的重要维度之一,将来事件发生

的主观可能性是怎么受到将来情节想象影响的呢? 尽管目前没有直接研究,但已有了一些间接相

关的研究。很早的心理学研究就发现,通过心理想象,能够影响到个体对该事件发生主观可能性的

预测[11-16]。例如,在Carroll的研究中,想象卡特赢得总统选举的被试更倾向于预测卡特在总统选

举中胜出。心理想象甚至能够改变态度和行为[13]。Gregory等发现,与控制组相比,那些想象自己

遭遇车祸的被试更加倾向于支持交通安全方面的立法[14]。Gregory等的研究也发现,那些进行想

象的居民比没有进行想象的居民在将来更有可能订阅有线电视服务[15]。
尽管以往研究发现心理想象能够提高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但是心理想象和将来情节

想象这两个概念不能等同,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3]。首先,在时间指向上,心理想象可以指向过去,
也可以指向将来。而将来情节想象只是想象将来,所以心理想象在时间指向上要比将来情节想象

更加模糊。对于将来情节想象来说,将自我投射到将来某一时间点的过程更有可能影响将来事件

主观可能性的判断。其次,两者的想象内容也不同。心理想象包含了一系列的事件,并不一定包含

具体的事件;而将来情节想象的内容是特定的将来事件,想象的事件具有具体的时间和情节。这种

想象内容上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因此,本研究是想探讨将来情节想象

会对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产生怎样的影响。
另外,关于心理想象提高将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证据是模糊的,且相对较少。由于以往研究都

只把某一件事作为实验材料,这可能导致选择偏向,即这种效应是由于选择了某一具体事件才导致

的。然而,具有广泛意义的一般的将来事件经过情节想象之后其主观发生概率是否会改变还没有

得到研究证实。第二,以往的研究缺乏严格的控制,如对想象的时间、内容以及现象学维度都没有

加以测量,这有可能导致其他因素的混淆。因此,本研究想在严格的实验控制下探索大量的一般事

件经过将来情节想象之后主观可能性是否会发生变化。
最后,如果将来情节想象确实会影响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那么将来情节想象对不同效

价的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的影响是否会存在差异呢? 也就是说,将来情节想象对于积极将

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的影响与其对消极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的影响是否会存在差异?
以往研究大多是对积极和消极事件单独加以研究,从而无法比较,因此,本研究拟在同一个实验中,
比较将来情节想象对积极和消极将来事件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采用随机化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设计,探讨将来情节想象对事

件主观可能性的影响。另外,如果将来情节想象确实能够提高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那么本



研究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比较将来情节想象分别对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主观可能性的影响的差

异。结合以往研究,本研究假设,将来情节想象能够提高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并且将来情

节想象对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方 法

(一)被试

58名大学生被试自愿参加实验。其中有2名被试中途退出,另外2名被试的将来情节想象不

符合要求而删除(详见下文),最后剩下54名大学生被试(23名男生,31名女生)。平均年龄为

21.73±2.96岁。实验组(想象组)27人(9男)和控制组(非想象组)27人(14男)。被试视力或矫

正视力正常。
(二)实验材料

1.将来情绪性事件

将来情绪性事件24个,积极和消极各半。

2.生活定向测验量表修订版(LOT-R)

该量表用于测量被试的特质乐观倾向。采用5点计分,共6个题项。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被广泛用于测量被试的乐观倾向[17]。

3.Beck抑郁量表

该量表用于测量被试的抑郁程度。采用0~3级评分,共21个题项,分数范围是0-60。考虑

到被试都是未婚,所以删除了测量夫妻生活的第21题。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8]。
(三)实验程序

实验分成前测和后测。前测的具体流程为:实验以白色“+”开始(0.75-1s),之后呈现一个将

来事件,例如“发生车祸”(2s)。随后,随机呈现效价、熟悉度、想象难度和发生可能性等四个维度,

要求被试输入1-99之间的任意数字对该事件进行评价。完成之后进入下一个trial。正式实验一

共24个将来事件,分成4个block,每个block有6个trial,积极和消极事件各半。每个block和每

个trial都是随机出现。前测完成之后,让被试完成生活定向测验量表修订版(LOT-R)和Beck抑

郁量表。

间隔一周之后进行后测。随机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具体见表1。对于实验组的被试,

程序和前测基本相同。和前测不同的是,呈现将来事件2s后,会出现一个红色的“+”,表示要求被

试根据所呈现的事件想象一个相关的具体的将来情节事件(要求该事件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情

节,持续时间在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之间,但不超过一天)。并且,要求该事件是发生在未来十年之内

的。红色“+”呈现时间即想象的时间为30s。想象完之后,与前测一样,要求被试对随机出现的效

价、熟悉度、想象难度和发生可能性等进行评价。正式实验之前,让实验组被试对4个事件(在正式

实验中不采用,正负各半)进行出声练习。对于控制组的被试,实验流程和前测完全一样。

在完成以上实验之后,再呈现一遍将来事件,要求实验组被试对自己刚才所想象的将来情节事

件进行评价。同样,要求被试对随机出现的情绪效价(1负性-3正性);视角(1第一人称视角-3
第三人称视角);详细程度(1没有细节-7有很丰富的细节);感受到的情绪强度(1不强烈-7非常

强烈)等四个现象学维度进行评价。为了确保被试想象的确实是将来情节想象,随机挑选6个事

件,要求被试在进行评价之前在纸上写下来。经过评定,删除2个不符合要求被试的数据。最后,

对被试进行访谈,询问被试是否知道实验目的。
(四)数据采集和分析

采用E-prime1.1运行实验程序和记录数据。采用SPSS15.0对实验结果进行处理。



三、结 果

(一)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同质性

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乐观倾向、抑郁程度、对事件评价的效价、熟悉度和想象难度上进行独立

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1。结果发现,它们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认为,实验组和控制组是同

质的。
表1 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比较

LOT-R BDI
效价

积极 消极

熟悉度

积极 消极

想象难度

积极 消极

实验组(M±SE) 5.07±0.43 7.07±0.72 89.6±1.47 24.2±2.16 64.1±2.43 56.1±1.98 71.8±2.53 57.16±2.60
控制组(M±SE) 5.15±0.44 9.63±1.36 88.2±1.49 22.4±1.62 61.2±2.87 56.3±2.21 70.6±2.61 58.77±3.17

t -0.12 -1.66 0.69 0.65 0.79 -0.08 0.31 -0.39
p 0.905 0.103 0.492 0.518 0.435 0.938 0.757 0.697

  (二)将来情节想象对将来情绪性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

图1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前测和后测中对积极和消极将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根据实验

设计,以组别(实验组和控制组)为被试间变量,以效价(积极和消极事件)为被试内变量,以前测得

到的将来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发生可能性为协变量,以后测得到的将来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发生可能

性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效价主效应显著,F(1,50)=69.20,p<0.001,η2p=
0.581;组别主效应显著,F(1,50)=12.01,p=0.001,η2p=0.194;没有发现显著的交互作用。事后

比较发现,积极事件的发生可能性要高于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p<0.001),实验组被试认为事件

发生的可能性要高于控制组(p=0.001)。这个结果表明,将来情节想象能够提高将来情绪性事件

发生的可能性。

图1 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前测和后测中对

将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评价

  (三)将来情节想象对将来积极和消极事件

发生可能性的影响的比较

为了比较将来情节想象分别对积极和消极

事件发生主观可能性的影响,将实验组的积极

和消极事件前测后测的变化量(后测-前测)进
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将来消极事件

发生的主观可能性提升量(M=5.58,SE=
1.64)要显著高于将来积极事件发生主观可能

性的提升量(M=0.44,SE=1.34)(t(26)=
-2.24,p=0.034,d=0.43),呈 现 出 不 对

称性。
(四)不同效价将来情节想象的现象学特征

对实验组所想象内容现象学特征的评价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不同效价将来情节想象在现象学特征上的比较

M±SE t p
效价 积极事件 2.91±0.05 25.88 0.001

消极事件 1.28±0.04
情绪强度 积极事件 5.27±0.19 2.23 0.035

消极事件 4.97±0.20
详细程度 积极事件 4.98±0.17 1.09 0.287

消极事件 4.77±0.18
视角 积极事件 1.74±0.12 0.35 0.726



消极事件 1.72±0.10



结果发现,所想象积极事件和消极事件在效价上有极显著的差异(t(26)=25.88,p<0.001,d=
4.93),而在情绪强度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t(26)=2.23,p=0.035,d=0.44),而在详细程度、视角

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讨 论

本研究通过随机化实验组和控制组前测和后测实验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进行将来情节

想象之后,显著地提高了将来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这证明了将来情节想象能够提

高将来事件发生可能性。另外,本研究还比较了将来情节想象分别对将来积极和消极事件的影响。
结果发现,将来情节想象对将来消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要比其对将来积极事件的影响要大,即将

来情节想象对将来情绪性事件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据本研究所知,这是首次发现这种效应存在。
(一)将来情节想象对于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发现,不管是积极事件还是消极事件,将来情节想象都会提高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

可能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3-16]。
以往研究大多从可用性启发(availabilityheuristic)来解释。人们是基于记忆或者建构相关事

件的难易程度来判断事件发生的概率的[19]。在本研究中,想象将来事件发生的场景,使得该事件

的表象随后可以更加容易地用于判断,最终提高了事件的主观可能性[13]。另外,还可以从解释水

平理论(construalleveltheory)来理解。解释水平理论认为,心理表征具有不同的抽象水平即解释

水平[20,21]。它影响了人们的判断与决策:对于抽象表征即高解释水平事件,人们倾向于低估事件发

生的可能性;而对于具体表征即低解释水平事件,人们倾向于高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22]。在本研

究中,将来情节想象使得人们有着更为具体的低解释水平的将来事件心理表征,从而增加了发生的

主观可能性。然而,该结果还可以从情绪的角度来解释。被试在想象将来情绪性事件时可能会产

生和感受到相应的情绪信息[23],而这种情绪会自动影响人们对于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的判

断[24,25]。例如,张萍等(2012)的研究发现,在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会认为积极事件发生的概率会

更大,而在消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会认为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更大[25]。因此,本研究也认为,
想象时产生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信息有可能是导致积极或消极事件主观可能性增加的中间

变量。
(二)将来情节想象对于将来情绪性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影响的不对称性

既然将来情节想象能够提高将来事件发生的主观可能性,那么将来情节想象分别对于将来积

极和消极事件发生主观可能性的作用是不是一样呢? 本研究发现,将来消极事件主观可能性提升

量要显著高于积极事件的提升量,呈现出不对称性。对于该结果,可以分别从可用性启发、解释水

平理论和情绪的作用等角度进行解释。
从可用性启发的角度来看,个体对于积极事件的可用性要高于消极事件的可用性[26],而想象

使得消极事件可用性增加的幅度要比积极事件增加的幅度要大得多。所以,将来情节想象对于将

来消极事件的作用要比其对积极事件的作用要大。另外,从解释水平理论来推测,经过想象之后,
消极事件解释水平的降低幅度可能要比将来积极事件的降低幅度要大,从而导致了该结果。最后,
从情绪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人们对将来消极事件要比积极事件较少地卷入情绪,这是人类的避

趋动机使然。但是,经过将来情节想象操作之后,人们对将来消极事件的情绪信息变化幅度要比积

极事件更大,这也有可能是导致这种效应的机制之一。
(三)本研究的内部效度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发现的结果不是由于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特征的差异或者被试对将

来事件的属性判断差异引起的。根据结果,实验组和控制组基本上是同质的。另外,本研究结果也

不是被试的要求特征引起的。在本研究中,主要通过两方面来控制被试的要求特征的:一方面,实



验时只告诉被试这是一个想象将来的研究,掩盖了实验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把将来事件发生可能

性和效价、熟悉度和想象难度混在一起随机让被试判断,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验目的,也
避免了可能的记忆效应。

(四)应用价值及研究局限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面临着对将来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和决策。本研究得到的结果可

能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例如,人们对于将来的判断会呈现一种不够理性的乐观偏向[27-31],如果在

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进行消极将来情节想象,有可能会增加决策的理性。又例如,公众对环境的风险

意识较低,如果能够引导公众想象自己将来遭遇环境灾难事件的话,有可能会增加公众的风险意识

和环境保护行为。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未来时间是分段的[32-34],想象不同距离的

将来事件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呢? 其次,对于不同类型的将来事件,比如预期和非预期的,后果

严重程度高的和低的,可控和不可控的等等,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效应? 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最

后,本研究也没有将具有情绪障碍的心理障碍被试与心理健康的被试进行比较。对这个问题的探

讨可能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35]。

五、结 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结果表明:
(1)将来情节想象能够增加将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2)将来情节想象对将来情绪性事件发生主观可能性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即将来情节想象对

将来消极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影响要比其对将来积极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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