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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总结过去的情绪研究成果 , 把个体的情绪分为四个组成区域:原始状态区 (zoneofprimal

fettle,简称 ZPF)、自我防御区(zoneofselfdefense,简称 ZSD)、外力援助区(zoneofouterhelp, 简称 ZOH)和崩

溃区(zoneofbreakdowninemotion,简称 ZBE),并在此分类基础上提出了情绪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

velopment, ZPD)概念及相关理论。 ZPD理论认为 , 人的 ZSD和 ZOH共同组成了情绪的 ZPD,只有处于 ZPD区

域内的情绪影响才有可能被个体所接受。但在这一接受过程中 ,情绪影响所消耗的自我心理能量和个体对该

情绪影响的接受度有一定的关联。同时 , ZPD内的两个组成成分会相互转化 , 其转化的结果便是心理学过去

研究所得到的钢化效应和敏化效应。 ZPD理论不仅梳理了过去情绪研究的结果 ,还有助于解释过去情绪研究

中所出现的一些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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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

域 ,尽管心理学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

成果 ,但情绪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困惑 ,这些困惑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心理辅导领域存在的困惑 。目前面对

情绪障碍的心理辅导 ,不同的辅导者常常采用不

同的辅导方法 ,许多方法之间甚至相互对立。如

面对一个经历了负性事件(如亲人的去世 、失业 、

失恋等)的辅导对象 ,有的辅导员要求其大声哭

泣 、让对象把自己的悲痛释放出来 ,而有的辅导员

却要求对象要坚强 、要快乐起来 。针对这一现象 ,

有人甚至这样评价心理学:心理学有时是有点让

人哭笑不得 。

第二是关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到底哪个更

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困惑。美国心理学家阿罗伊等

人
[ 1]
的研究结果表明 ,相比于乐观的个体 ,抑郁

的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更准确 ,存在所谓的 “结果

接近效应 ”或 “消极实在主义 ” (outcome-density

effectordepressiverealism)。
[ 2]
尽管阿罗伊等人的

这一研究结果有点让人感到沮丧 ,但随后的一系

列研究还是证实了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
[ 3]

然而到了 1998年 ,另一个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雷

德里克森(1998)却提出了积极情绪扩建理论(the

broaden-and-buildtheoryofpositiveemotions),
[ 4]

她认为积极情绪可以增加个体即时的思想和行为

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个体持久的发展资源 ,

她同样用一系列结构巧妙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自

己理论的正确。

情绪研究领域所出现的这些困惑一方面是心

理学研究所面临的一种纠结或一种尴尬 ,但在一

定意义上 ,这些纠结或困惑实际上也是一种暗示 ,

暗示在情绪研究领域可能还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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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没有被发现 。如果说本世纪之前的情绪研究

还局限于一个个实验个案的话 ,那今天的情绪研

究已经到了可以把以前积累的实验个案进行合并

的时机了。为此 ,我们在对此前众多情绪研究实

验进行审察的基础上 ,提出了情绪的最近发展区

(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概念 ,即情绪变化

存在一个最近发展区 ,只有当外在影响处于最近

区之中时 ,它才能取得最好的影响效果。下面我

们就这一主张做一具体的分析 。

一 、情绪的结构

从结构角度上来看 ,个体的情绪由深层到外

层可以划分为四个区域 ,这四个区域分别是原始

状态区(zoneofprimalfettle,简称 ZPF)、自我防御

区(zoneofselfdefense, 简称 ZSD)、外力援助区

(zoneofouterhelp,简称 ZOH)和崩溃区(zoneof

breakdowninemotion,简称 ZBE),其具体如图 1

所示。

(一)情绪的原始状态区(ZPF)

每个个体生下来都有一种先天的神经构造类

型 ,这种神经构造类型形成了个体一系列最早的

情绪特质 ,我们把这种主要由遗传而获得的特质

类情绪的总和统称为情绪的原始状态区(类似于

气质 ,见图 1)。由于情绪的原始状态区主要由先

天的生物因素构成 ,因此 ,它在人的一生中变化很

小或根本不发生任何改变 。从功能上说 ,个体原

始的特质类情绪属于生存性情绪 ,也就是说情绪

的原始状态区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获得生

存 ,依据自然选择原则而保留下来的 。从图 1中

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按特质类情绪的性质和强度

的不同来对人进行分类 ,我们就可以根据原始情

绪性质的不同而将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平静状

态类个体 ,这类个体的情绪状态正好处于对角线

OD上(见图 1),其情绪特点是积极与消极倾向的

强度大致相当;第二类是偏消极状态个体 ,这类个

体的情绪状态处于图 1对角线 OD的左上方区域

内 ,其情绪特点是积极倾向的强度小于消极倾向;

第三类是偏积极状态个体 ,这类个体的情绪状态

处于图 1对角线 OD的右下方区域内 ,其情绪特

点是积极倾向的强度大于消极倾向 。

一般情况下 ,出生不久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

的情绪状态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原始状态 ,如果生

活中出现了一些外在刺激影响而导致其情绪出现

了不稳定 ,由于回归力的作用 ,个体会通过各种方

式而使自己的情绪重新接近其先前的原始状

态 。
[ 5]
这就如一个人的气质特点 ,不管你处于什

么样的环境中 ,先天的气质特点总会时时弥漫在

个体的生活中。

(二)自我防御区(ZSD)

在原始的特质类情绪基础之上 ,个体会派生

出一个新的情绪区域 , 我们称之为自我防御区

(见图 1所示)。自我防御区主要是后天形成的 ,

是个体出生后利用先天的特质类情绪应对外在挑

战而获得的经验累积。当一个婴儿刚出生时 ,他

的情绪是原始的 ,其应对外在刺激完全受先天遗

传基因的影响。但婴儿在每次应对外在刺激(特

别是一些情绪问题)后都会获得一定的经验 ,这

些应对经验就构成了个体早期的自我防御区。随

着个体不断接受各种外在刺激 ,其自身开始累积

更多的各种情绪应对经验 ,因而个体的自我防御

区范围就随之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 ,从某种意义

上说 ,自我防御区实际上既包括了个体的先天遗

传(特质类情绪特点),也包括了个体后天的情绪

应对经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个体的自我防御

区一旦形成之后 ,它会自动代替个体原始情绪状

态区的功能 ,也就是说 ,个体以后日常生活所表现

出的情绪状态更主要是其自我防御区的特点。例

如一个婴儿可能会因为没有吃到一颗糖表现出强

烈的情绪波动而大声哭闹 ,但当他到了一定年龄

之后 ,当他面临同样的情形时 ,这种情况便会消失

了 。自我防御区是一个无意识情感工作区 ,即当

自我防御区在发生作用时 ,个体意识不到其作用

过程 ,因而其不消耗或消耗极少的心理能量。

如果一个外在刺激而造成的情绪问题的强度

正好落在自我防御区域内 ,即使个体出现了一些

情绪上的波动(如受到某些外在消极刺激而出现

情绪低落),但由于回归力的作用 ,个体也可以利

用自我防御机制(selfdefensemechanisms)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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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来稳定的情绪状态 ,这一过程称之为心理自

愈 。如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让我们开心或

不开心的小事 ,但不久之后 ,我们的情绪就又会自

动恢复到早先的稳定状态 。自我防御区范围内的

情绪波动基本还处于常态之中 ,这种波动是暂时

的而非持续性的 。

图 1　个体情绪结构示意图

注:其中 N代表 Negative, P代表 Positive

图 2　ZSD变化示意图

注:其中 N代表 Negative, P代表 Positive

(三)外力援助区(ZOH)

自我防御区之外还存在另一个情绪区域 ,我

们称之为外力援助区(Zoneofouterhelp,见图

1),外力援助区是一个有意识情感作用区。外力

援助区不是个体应对经验的直接累积 ,而是在自

我防御区基础上派生(derive)的 ,是个体所能忍

受的最大情绪刺激范围。如果一个外在刺激所造

成的情绪影响强度超出了个体的 ZSD而落在了

ZOH,个体已有的 ZSD就会因受力过大而发生解

构 ,这会直接影响其原来相对稳定的情绪状态 ,见

图 2所示的 A2B2C1O区域(外在消极刺激所导致

的消极情绪影响)和 A1B1C2O区域(外在积极刺

激所导致的积极情绪影响)。其中 A2 、A1表示纯

消极情绪刺激和纯积极情绪刺激 , B2 、B1则表示

的是一种综合情绪刺激 ,但 B2的消极成分大于积

极成分 ,而 B1的积极成分大于消极成分 。由于个

体的情绪状态总会倾向于重新回归稳定 ,这时候

个体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回归其原来的 ZSD状

态 ,另一种是重建一个新的 ZSD。但不管是恢复

还是重建 ,个体都不能依靠自身的防御机制来达

到目的(因为个体原来的 ZSD已经处于解构状

态 ,失去了自我建构的能力),所以个体只能借助

外在力量的帮助来重新恢复自己原来的稳定状态

或重建一个新的稳定状态 。 ZOH范围内的情绪

波动具有非常态性和一定的持续性 。

ZOH区域的消极一端以个体所能承受的最

大打击而不至于出现情绪崩溃为限 ,同样积极的

一端也是个体所能承受的最大快乐而不至于出现

情绪崩溃为界 。也就是说 ,只要外在刺激所造成

的情绪体验强度落在 ZOH区域之内 ,不管是积极

的还是消极的 ,尽管它们都会导致个体出现一定

程度上的情绪问题 ,但都不至于使个体出现精神

崩溃。

(四)情绪崩溃区(ZBE)

情绪崩溃区是指 ZOH之外的一个区域 ,也是

个体情绪结构中最外面的一个区域 。个体如果受

到这个区域的情绪刺激影响 ,就将会耗竭自己所

拥有的心理资源 ,从而使自己处于混乱状态 ,出现

各种严重心理疾病(如歇斯底里等),也即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情绪崩溃 。情绪崩溃个体的一切情绪

结构都被解构了 ,因而也失去了情绪稳定的基础 ,

这种个体的最大特征是失去了认知能力(包括对

自我和周围世界)。

二 、情绪影响的最近发展区

我们认为情绪影响或变化存在一个最近发展

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简称 ZPD),也就

是说 ,个体在受到外在刺激而出现情绪问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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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altrauma)时 ,心理学所能施加的外在影响

具有一个特定范围。那怎样界定 ZPD的范围呢?

ZPD主要有两个区域构成 ,一个是 ZSD,另一个是

ZOH。因此 ,情绪变化的 ZPD作用机制也就可以

分为两种情况(下文均以外在消极刺激所造成的

情绪问题为例)。

第一种情况 ,当一个外在消极刺激所造成的

情绪问题的强度处于 ZSD内 ,它只能造成个体出

现暂时性的 、短期的情绪波动 ,也即个体原有的

ZSD并没有被打破 。这时个体一般不需要他人的

帮助 ,时间就可以使个体恢复到早先的稳定状态 ,

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主要是个体的自我防御机

制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 ,个体的自我防御过程

是自身意识不到的 ,因而个体的心理自愈过程也

就基本不消耗或消耗很少的心理能量(现在也有

一些研究证明 ,人的无意识情绪过程也会消耗少

量的心理能量
[ 6]
)。当然 ,出现 ZSD范围内情绪

变化的个体也可以借助外力的帮助来恢复原先的

稳定 ,但这种外力帮助最终还是要通过个体的自

我防御机制来起作用 ,因此 ,外力帮助的强度应该

合适 ,它必须落在 ZSD范围内 。如果这时候的外

力帮助太过强大(如外力所造成的情绪体验强度

超越了个体的 ZSD范围),外力就有可能打破个

体原来的 ZSD,外力本身这时候就会演变为心理

问题源 ,这反而会使个体出现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

也即外力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我们把这种外力超

越 ZSD而起相反作用的现象称为过度性救助(ul-

tra-help)。所以 ,当一个人面临一些小的挫折或

失败时 ,他人不必太大惊小怪 ,也许中性色彩的情

绪安慰就已经足够了 ,否则就容易犯超过度救助

的错误 。

第二种情况 ,当一个外在消极刺激所造成的

消极情绪 (也即出现了情绪问题 )的强度处于

ZOH内 ,由于这种情绪影响的强度足够大 ,它解

构了个体已有的 ZSD,因此个体的自我防御机制

就失去了作用。失去自我防御机制的个体的情绪

状态是不稳定的 ,个体这时候如果想恢复其稳定

的情绪状态 ,就必须修复自己已经被解构的 ZSD、

或干脆重建一个 ZSD,而这都需要借助外在力量

的有效帮助 。但这里同样有一个问题很重要 ,即

外在的帮助力量要合适。不同于 ZSD, ZOH区域

内的情绪波动由于个体已不能纯粹依靠自身的防

御机制而必须借助外在力量的帮助来恢复稳定 ,

而借助外力的帮助来恢复稳定或者重建一个新的

稳定都是在个体意识状态下才能完成 ,因而它们

都要消耗个体已有的自我心理能量(egopsycho-

logicalenergy)。一个人的自我心理能量是相对

固定的 ,当一种外在影响消耗的心理能量过多 ,个

体随后的活动就会受影响 ,
[ 7]
因而个体对消耗大

量心理能量的活动天生就具有排斥力 。也就是

说 ,如果外在帮助性刺激的强度越大(即外在刺

激影响所产生的情绪和其当时情绪间的落差越

大),那么个体消耗的自我心理能量就会越多 ,相

应地 ,个体的反抗力也就会越强 ,这实际上是过度

救助的另一种情况。

例如当一个个体受到外在消极刺激而出现了

很大程度的情绪问题(处于接近 ZOH消极一端的

边缘 ,见图 2)时 ,如果我们用极大的积极情绪(靠

近 ZOH积极一端的边缘)来影响他 ,那个体就会

消耗极大的心理能量 ,这时候个体可能就会由于

要消耗极大的心理能量而采取拒绝的态度 ,也即

我们的外力帮助可能会无效 。反之 ,如果我们用

相对较小的积极情绪 、甚至或是带有一点消极性

质的情绪刺激来影响他 ,个体由于只需消耗较少

的心理能量而更可能接受这种外力帮助。所以 ,

在某种意义上说 ,有时候去分享一个人的痛苦也

是一种很好的帮助或安慰 。

从理论上说 ,当一个个体面临情绪问题时 ,只

要外力帮助所造成的情绪强度处于 ZPD内 ,个体

都有可能接受这种外在影响。但由于个体接受处

于 ZOH内的外在情绪影响要消耗自身的心理资

源 ,因此 ,并不是越积极的影响就越有效 。当然 ,

ZPD理论也并不认为心理援助应该是步子越小效

果就越好 ,因为这里还存在一个效率问题 ,也就是

说 ,心理帮助应该是情绪落差(外在刺激所造成

的情绪影响和其原有情绪状态间的差异大小)和

自我心理能量消耗间的一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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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防御区与外力援助区间的关系

个体刚出生时 ,其早期的 ZPD主要由 ZSD构

成而没有 ZOH,这是因为 ZOH和自我心理能量的

有意识操控有关 。只有当个体具有了自我意识之

后 ,它的 ZPD中才开始增加了一个新成分———

ZOH,因为自我意识标志着个体能主动控制和使

用自己的心理能量。

个体的 ZOH会向 ZSD发生转化 。当受到一

个来自于 ZOH的情绪影响而出现情绪问题后 ,个

体通过一定的外力帮助而使自己重新建立了新的

情绪平衡 ,在这一过程中 ,个体所获得的应对经验

就有可能转化为 ZSD。也就是说 ,当个体以后再

次面临相同或相似的情绪问题时 ,个体就不再需

要外力的帮助 ,而只依靠自己的防御机制就能恢

复情绪稳定 。所以总的来说 ,年龄大的人总是比

年龄小的人有更好的心理抗压力 ,生活经历丰富

的人比生活经历单调的人有更好的心理抗压力。

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并不是个体每一次战胜外

界情绪影响的经验都会转化为 ZSD,这一转化过

程受个体的先天情绪特质 、自尊 、自我效能感 、先

前的生活经历 、外在的环境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
[ 8 -10]

个体的 ZSD同样也有可能向 ZOH转

化 ,当个体受到一个外在情绪刺激而出现情绪问

题后 ,尽管通过自我防御机制或者外力的帮助而

恢复了情绪稳定 ,但个体却也因此会变得对此类

刺激更敏感 ,会使自己在面对同类或相似刺激时

的自愈能力进一步降低 , 这一过程就是 ZSD向

ZOH转化的结果。

心理学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了所谓的敏化和

钢化效应(sensitizingorsteelingeffects)。
[ 11-13]

钢

化效应是指先前的害怕体验 、压力和逆境 ,使个体

对今后类似消极经历的耐受性提高 ,所谓 “见怪

不怪”。比如说 ,如今社会上流行的户外拓展训

练 ,就是通过预先的训练而使练习者获得一定的

经验 ,从而做到在真正面临各种问题时能从容应

对 。钢化效应实际上就是 ZOH向 ZSD的转化 ,

这一转化过程意味着个体的心理自愈水平得到了

提高 ,因为个体的心理自愈水平实际上主要是由

ZSD的大小决定。而 ZSD向 ZOH的转化则是敏

化效应 ,敏化效应是指个体先前应对的消极体验 、

压力和逆境等的经验使个体在今后面临类似的消

极经历时变得更为脆弱。生活中所谓的 “一朝被

蛇咬 ,十年怕井绳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心理学

研究表明 ,某些生活早期遭受过不良性伤害的女

性 ,会对男性与婚姻产生敌对情绪 ,
[ 14 -15]

这便是

一种典型的敏化效应 。

四 、最近发展区概念对当代情绪研究困惑的解答

(一)关于心理辅导领域的困惑

目前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一直相对比较混

乱 ,各个学派间不仅方法有差异 ,甚至观点也不尽

相同。
[ 16]
面对出现情绪问题的个体 ,有人主张用

高强度的积极情绪去引导 ,有人主张用低强度的

积极情绪去引导 ,还有人主张用中性情绪(宁静)

去引导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2008年 5月 12日 ,

中国四川省的汶川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大地震 ,在

随后的心理救助现场 ,面对一个在地震中失去了

父母的孩子 ———小丽(化名),一个心理辅导小组

鼓励她要坚强 ,不要哭 ,要勇敢地面对生活 ,该心

理辅导小组还邀请小丽参加随后举行的救灾晚

会 ,但被小丽拒绝了;尔后又来了另一个心理辅导

小组 ,这个小组的成员却鼓励小丽大声地哭出来 ,

而且工作组成员也坐在她旁边一起陪着她流泪 ,

分享她的痛苦。这时一直陪护在小丽身旁的一位

志愿工作者说了一句话:“心理学是怎么回事?

一会不让人哭 ,一会又让人哭 。”当时在场的所有

心理学工作者听了这句话后都目瞪口呆 ,不知道

怎样回答。

小丽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深深困扰着

心理学界 ,现在笔者终于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

只要对小丽施加的外在情绪影响强度处于其 ZPD

内 ,不管是让其 “哭 ”还是让其 “不哭 ”,这些影响

就有可能被小丽接受 。但外在影响即使处于 ZPD

区域内 ,如果这种外在影响和小丽现在的情绪状

态落差太大 ,不管这种影响多么积极 ,小丽也有可

能因为会消耗太多的心理能量而不接受。

(二)关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到底哪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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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人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所谓的抑

郁的人更聪明的结论
[ 17]
和积极情绪扩建理

论
[ 4, 18, 19]

之间的矛盾。尽管当代许多研究者从各

个方面对抑郁实在论进行了质疑 ,
[ 2, 17, 20]

而对积

极情绪扩建理论表示赞同 ,
[ 21-28]

但这并不能说明

抑郁实在论理论就是错误的 。事实上 ,这两个结

论都是由精确的实验得来 ,它们都应该被认为是

正确的 。那为什么两个相对立的结论会都正确

呢 ?这是因为阿罗伊等人研究中所涉及的是生存

性情绪 ,而弗雷德里克森研究中所涉及的则是发

展性情绪。

1.生存性情绪

生存性情绪是指那些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刺激

而由先天神经机制影响所导致的特质类情绪 ,其

主要目的在于保存生命的存在 ,这种情绪经常是

个体自身意识不到的 ,个体的原始状态情绪就是

典型的生存性情绪。阿罗伊等人在实验中根据贝

克抑郁量表(BeckDepressionInventory)
[ 29]
的得

分高低筛选出两组大学生 ,一组是较抑郁的 ,另一

组是非抑郁的 ,然后让两组被试同时参加同一个

电灯点亮控制实验。所有被试均同时参与了三轮

实验 , 三轮实验的控制概率分别预先设定为

25%、50%和 75%,实验结果发现 ,抑郁的人自我

报告的控制概率和实际设定概率比较接近 ,而非

抑郁的人却过分夸大了自己的控制力 ,自我报告

的控制概率大大超过了实际设定概率 ,从而得出

结论 ———抑郁的人更聪明 。
[ 1]
也就是说 ,阿罗伊

等人是根据被试先天的特质类情绪特征(ZPF)的

不同来把被试分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 ,抑郁组被

试即处于本文图 1中对角线 OD的左上方 ,非抑

郁组被试即处于图 1对角线 OD上或其右下方。

ZPF情绪是个体受遗传机制影响而形成的原始情

绪 ,它属于人类进化过程中保存下来的生存性

情绪。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psychology)的研究

告诉我们 ,个体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消极情绪对

人的生存具有更大的价值 ,
[ 30]
它的提醒和警示作

用可以帮助人们在早期恶劣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生

存机会 。
[ 31]
人类早期的生活环境比较严酷 ,我们

的祖先必须要时刻准备着与比自己凶猛得多的猛

兽进行争斗 ,消极情绪会让人产生避开或攻击

(而不是接近)的行为或行为倾向 。我们不难想

象 ,早期人类在充满危险的挑战环境中 ,攻击 、驱

逐 、逃跑等行为更具有生存价值 ,因而消极情绪自

然就构成了人类的生存性资源 。这就是说 ,在个

体的原始情绪状态下 ,消极情绪能为人对周围世

界的认知提供更多的生存性资源 。这样 ,阿罗伊

等人实验中的抑郁的人就比非抑郁的人拥有了更

多的生存性资源 ,因而实验中抑郁被试就比非抑

郁被试判断更准确。

2.发展性情绪

发展性情绪是指个体受到外在刺激(尤其是

社会性刺激)而引发的情绪 ,是一种典型的状态

类情绪 ,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个体获得社会性发

展 ,这种情绪是个体意识的产物 。如社会地位的

上升 、体育比赛中获得的胜利等都会使个体出现

积极的情绪状态 ,
[ 31]
而经历挫折 、面临不幸时则

又会出现消极情绪状态。

弗雷德里克森在实验中没有用量表来对被试

进行分类 ,而是对正常的个体施加一种外在影响

(积极刺激或消极刺激),因此被试被激起的是状

态类情绪 ,是一种发展性情绪。虽然都是积极情

绪 ,但发展性积极情绪却可以使个体更容易被社

会接受而获得良好的社会性发展 ,而生存类积极

情绪则有可能会使个体面临更多的生存风险;当

然 ,同样是消极情绪 ,生存性消极情绪可以增加个

体在危险情境下的生存机会 ,而发展性消极情绪

则可能使个体丧失其在良好社会条件下的发展资

源 。如有研究表明 ,社会地位提高的个体(会产

生发展类积极情绪)更可能以一种亲社会行为

(pro-socialbehavior)的方式行事 ,出现较多的积

极行为 ,而社会地位的突然下跌易导致个体出现

消极保守行为。
[ 32 -33]

因此在生命不受到威胁的今天 ,诱发而生成

的积极情绪能使人产生各种与社会性发展相关的

行为 ,并为个体的进一步发展建构资源 。
[ 18]
因此 ,

弗雷德里克森实验中的积极情绪组被试就比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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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组被试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性资源 ,因而积极

情绪组被试在实验中就出现了认知等方面的扩建

(broaden-and-build)现象 。

五 、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目前已经有许多实验结果支持情绪最近

发展区概念 ,但在一定意义上 ,这一概念仍然还只

是一种设想 ,它还需要进一步获得更多相关实验

结果的支持 。为了进一步完善或修正这一设想 ,

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心理能量的变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程

度还需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尽管有研究显示个体

如果受到外在积极情绪影响会增加其心理能量 ,

而受到外在消极情绪影响则能损耗其心理能

量 。
[ 7, 34]
但如果面对一个处于平静状态的人 ,是不

是极大的积极情绪体验和极大的消极情绪体验都

一样能消耗个体大量的自我心理能量? 此外 ,还

必须弄清楚个体消耗的心理能量需要通过多长时

间才能得到补充 ?同时这种补充过程的心理机制

又是怎样的 ?这方面可能更需要生理学或免疫学

方面的证据支持 。

第二 ,自我在 ZPD理论中所起的作用还需要

得到进一步的明确 ,尤其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

如果婴儿没有产生自我意识 ,那他就不会出现情

绪问题 ,那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到底有没有情绪

问题? 二是当个体处于情绪崩溃状态下 ,心理学

到底能做些什么 ?

第三 ,个体先天的 ZPF到底包括哪些基本情

绪 ?积极性质的生存性情绪又到底具有些什么作

用 ?这种元情绪研究不光需要心理学研究的支

持 ,同时还需要社会学 、人类学等多方面研究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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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of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withEmotionalChanges

RENJun
1
, ZHOULing

1
, LUOJing

2

(1.SchoolofTeacherEducation, ZhejiangNormalUniversity, Jinhua32100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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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ildingonpreviousresearchonemotion, thispaperdividesindividualemotionintofourcom-

ponentialzones:thezoneofprimalfettle(ZPF), thezoneofselfdefense(ZSD), thezoneofouterhelp

(ZOH), andthezoneofbreakdowninemotion(ZBE).Onthebasisofthecategorization, thepresentstudy

putsforwardtheconceptof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andformulatesthetheoriesrelatedthere-

to.ItsuggeststhatemotionalZPDconsistsofZSDandZOH, andthatonlythestrengthofouterhelp(psycho-

logicalcounseling)withinZPDcanbeacceptedbyvictimsofemotionaltrauma;inthatprocessofaccepting,

however, thepsychologicalenergyconsumedinindividual' semotionalchangeshascertaincorrelationswith

thedegreeofindividual' sacceptanceofthosechanges.Simultaneously, thetwocomponentsofZPD, i.e.,

ZSDandZOH, aremutuallytransformative, resultinginwhathavebeenknowninpsychologyasthesensiti-

zingandsteelingeffects.TheZPDtheoryisnotonlyanaturalresultoftheresearchhithertomadeinthisfield,

butalsoasolutiontotheproblemst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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