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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 emoji 位置变化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
冲动性水平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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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在不同的冲动性水平下愤怒 emoji 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采用实验的方法，选中一个特定的愤怒 emoji

为主要研究材料，在负面评论的条件下进行研究，采用重复测量回归分析对收集到的 235 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愤怒

emoji 位置对发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主效应显著（F=93.16，p<0.000）；冲动性水平对愤怒 emoji 位置和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

调节效应显著（β=0.82，p<0.05）。可得出如下结论：（1）与愤怒 emoji 位于句尾的评论相比，个体读到愤怒 emoji 位于句中的评论会

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更加明显。（2）在同样的情境下，冲动性水平程度的高低会调节愤怒 emoji 位置对评论发布者的愤怒情绪感

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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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购物已然渗透到人们的

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

至 2021 年底，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已跃升至 8.42 亿，同比增长

显著，占整体网民的 81.6%。这一庞大数字不仅直观反映了网络

购物的普及，也昭示着数字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

网络购物之所以备受青睐，一方面得益于其突破了传统购物

模式的时空局限，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灵活、便捷的购物体验；

另一方面，则在于其提供了海量的商品信息和多样化的购物选择。

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对于其他消费者的在线评论的依赖度逐渐提

升。相较于官方信息，消费者更倾向于信任来自其他消费者的真

实反馈和评价，因为这些评论往往更加贴近实际，更能引起共鸣。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也为人们的在线交流带来了

革命性的变化。其中，emoji 等表情符号因其直观、生动的特性，

迅速成为在线交流的重要工具。它们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表达方式，

也使得线上交流更加丰富多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emoji 被广泛

应用于个人聊天和评论发布中，用以表达各种复杂的情感。

鉴于 emoji 在在线评论中的广泛应用，本研究聚焦于愤怒

emoji 在负面评论中的位置变化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

响。通过深入剖析 emoji 在在线评论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为

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此外，本研究还将进

一步探讨冲动性水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期对消费者行为学和

社交媒体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有所贡献。

一、愤怒 emoji 位置变化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实验

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招募 572 名大学生参与，随机分配到 emoji 位于句中

组和句末组，其中 35 人因为没有按照要求完成测试题目，因此他

们的数据被剔除出之后的统计，剩余有效被试 537 人，有效率为

93.9％。计入统计的有效被试中男性 315 人，女性 222 人，平均年

龄为 20．51，标准差为 0．67。emoji 位于句中组有效被试数量为

253 人，其中男性 165 人，女性 105 人；emoji 位于句末组有效被

试为 284 人，其中男性 150 人，女性 117 人。

（二）研究材料

1、愤怒情绪感知测量工具

本研究参考了武瑞娟、陈玖柒、李研（2021）的研究工具

（α=0.94），用来测量被试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效应。为

了探究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的感知作用，本研究描述了两个情

景，即“你计划从网上买一盒签字笔笔芯。在浏览诸多网店后，

你找到一家网店，并在这家网店发现一款心仪的笔芯。这时，你

查看笔芯评论，看到一位评论者写道”，在愤怒 emoji 在句中的情

景下，被试会看到这样的负面评论“这家店的笔芯漏墨 并且写

出的字气味大”；愤怒 emoji 在句尾的情景下，被试会看到“这家

店的笔芯漏墨并且写出的字气味大 ”。每个模拟情景下均有 3

个七分量表问项，“总体来说，你感觉到这条评论的评论发布者

很生气”；“总体来说，你感觉到这条评论的评论发布者很恼怒”；

“总体来说，你感觉到这条评论的评论发布者很恼火”，本量表

采用李克特七分量表进行统计计分，1= 非常不同意、2= 不同意、

3= 有点不同意、4= 中立、5= 有点同意、6= 同意、7= 非常同意。

2、冲动性量表（BIS-11）

Barratt Impulsiveness Seale 中 文 版 问 卷（BIS-11） 由 北 京 心

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进行翻译和修订。用来评估一个人是否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患有冲动控制障碍或病理性冲动。中文版

Barratt 冲动性人格量表由 26 个条目构成，包括三个不同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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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冲动性、运动冲动性和无计划冲动性。每个条目按照 1-4

级评分方法计分，1-4 分别代表几乎不 / 从不、偶尔、经常、几乎

总是 / 总是。75 分或更高的分数表示冲动控制障碍，而病理性冲

动性患者的得分通常在 70 到 75 分之间。在本研究中 BIS-11 的 α

系数为 0.699。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采用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 emoji 的位置（emoji 位于

句中或句末），因变量为感知到的评论发布者的愤怒情绪等级。

以集体施测的形式进行，告知被试参与一个情景实验，被试被随

机分配到两种情境任务中的一种，要求被试设身处地体会情境，

并给出情绪等级判断，任务结束之后，进行冲动性水平以及一些

人口学变量的测量。最后再询问被试本实验目的，实验完成后向

被试道谢并发放实验报酬。

图 2.1 研究流程图

（四）统计工具

本研究采用 SPSS26.0 进行数据分析。

二、愤怒 emoji 位置变化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

（一）愤怒 emoji 位置和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结果

分析

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愤怒 emoji 位置和对评论发

布者愤怒情绪感知两个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分析，（M 句中

±SD=5.71±0.07，M 句 尾 ±SD=4.89±0.08）， 二 者 主 效 应 显 著

（F=93.16，p=0.00，η²=0.29）。

表 3-1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主体内效应检验

F p 偏 Eta 平方

愤怒 emoji 位置 93.16 0.000 0.29

* p<0.05 ** p<0.01*** p<0.01 下同

（二）冲动性水平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结果分析

由于收集到的数据为重复测量数据，需要先对数据进行处理，

使数据适于计算分析，因此在分析数据之前需要对自变量的两个

水平进行虚拟编码，设定句中 =1，句尾 =0。随即使用 process 对

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表 3-2 所示，emoji 位置 * 冲

动水平得分的交互作用显著（p ＜ 0.05），即冲动性水平对愤怒

emoji 位置和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调节作用显著。

表 3-2 回归分析

B t p

emoji 位置 8.82 7.86 0.04

冲动水平得分 1.17 7.32 0.000

emoji 位置 * 冲动水平得分 0.82 2.56 0.01

此时，愤怒 emoji 位置和冲动性水平的交互作用对评论发布

者愤怒情绪感知效应显著，继续做简单斜率分析，首先用问卷的

平均值来区分高低冲动水平组，将高于问卷总分平均数 1 个标准

差以上的被试选出作为高冲动水平组；将低于问卷总分平均数 1

个标准差以下的被试选出作为低冲动水平组。得出图 3-1。两条

线可以相交，说明冲动性水平影响愤怒 emoji 位置和对评论发布者

愤怒情绪感知二者之间的关系。高冲动性水平组的被试无论是在

emoji 位置位于句中的条件下，还是在 emoji 位于句尾的条件下，

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都高于低冲动性水平的被试。

图 3-1 简单斜率分析

三、愤怒 emoji 位置变化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

分析

（一）愤怒 emoji 位置和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关系

本研究以线上消费者发布的带有愤怒 emoji 的负面评论为例，

重点在于愤怒 emoji。目的在于探讨在不同的冲动性水平程度下愤

怒 emoji 位置的不同对于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效应。本

文通过研究验证了提出来的 2 个假设，验证了愤怒 emoji 位置对评

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作用，以及冲动水平对于二者的调

节作用。本研究在选择签字笔芯作为材料，在描述签字笔芯这种

产品的负面特征时，相对比较关注刺激物的实用属性，而不是其

享乐属性。

本研究得出的实验结果支持提出的 H1，即愤怒 emoji 的位置

会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有显著相关，愤怒 emoji 位于句中对

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效应显著强于愤怒 emoji 位于句尾对评论

发布者的愤怒情绪感知，也就是说，愤怒 emoji 位于句中能引发评

论阅读者更明显的对评论发布者的愤怒情绪感知。在愤怒 emoji 位

于句中和愤怒 emoji 位于句尾的两种研究条件下，愤怒 emoji 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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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时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作用显著高于愤怒 emoji

位于句尾时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作用，这证明了愤

怒 emoji 对文字确实具有情感加强的作用，句中出现 emoji 会使读

者更加强烈的体会到评论发布者发布评论时的情绪和感受。这也

许是由于当愤怒 emoji 在句中的时候，人们在阅读这条负面评论的

时候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这样的表述并不符合人们日常进行信

息交流时使用的语言规范，那么查看评论的人可能会认为评论发

布者已经生气到根本等不及把一句完整的评论写完就忍不住想要

把当下愤怒情绪表达出来，以期让其他消费者也能感同身受的感

受到评论发布者的愤怒情绪。即愤怒 emoji 位于句中突出了评论发

布者想要表达的对买到的产品或者服务产生的消极情绪和不满。

（二）冲动性水平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

根据以往关于冲动性水平和情绪感知的研究，在研究中，加

入了一个新的变量（冲动性水平），通过 process 验证高低冲动水

平与情绪感知效应之间具有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冲动性水平与愤

怒 emoji 位置两个因素之间有显著交互作用。在验证了愤怒 emoji

位置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能力主效应显著的基础上，继续

研究在不同的冲动性水平程度下愤怒 emoji 位置的不同对于被试对

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作用。首先用 BIS-11 量表测量了

被试的冲动性水平，接着测量了被试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

首先用问卷的平均值来区分高低冲动性水平组，将高于问卷总分

平均数 1 个标准差以上的被试选出作为高冲动水平组（高冲动性

水平组得分＞ M ＋ 1SD）；将低于问卷总分平均数 1 个标准差以

下的被试选出作为低冲动水平组（低冲动性水平组得分＜ M-1SD）。

研究结果显示，冲动性水平的高低对愤怒 emoji 位置和对评论发布

者愤怒情绪感知效应有显著调节作用，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在

同样的情境下，冲动性水平程度的高低会调节愤怒 emoji 位置对评

论发布者的愤怒情绪感知效应。以往针对冲动性水平和愤怒情绪

感知的研究不多，本研究的出现为这一方面进行了补充。在营销

领域，为商家用户提供了维护自己品牌的新思路，从购买者发布

的评论中 emoji 所在的位置推测购买者的实际使用感受，这不仅可

以用于带有 emoji 的负面评论，对含有 emoji 的正面评论也同样适

用。影响情绪感知能力的因素不仅仅有冲动性水平这一个因素，

还会有众多其他因素，比如说，个体在阅读评论之前已有的情绪

情感，当个体的情绪状态处于相对兴奋的水平时对于事物的包容

度会大于个体情绪处于负性状态时的包容度。

综上所述，与愤怒 emoji 位于句尾的评论相比，个体读到愤

怒 emoji 位于句中的评论会对评论发布者愤怒情绪感知更加明显；

在同样的情境下，冲动性水平程度的高低会调节愤怒 emoji 位置对

评论发布者的愤怒情绪感知效应。因此，通过 emoji 位置信息的改

变，对评论发布者和网店管理者有一定的管理启示。首先，评论

发布者可以通过使用负性 emoji 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而网店管

理者则需要要求客服人员及时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复，通过追加评

论等方式向信息发送者解释、处理问题，并安抚情绪。此时，虽

然读者看到评论者的负面评价及 emoji，感受到评论者的负面情感，

但同时也会看到网店做出的努力，读者可能会转变对网店的负面

态度。本文仅探讨了线上消费者负面评论中愤怒 emoji 位置对发送

者愤怒情绪感知的影响，冲动型水平的调节作用，在评论效价的

选取上选择非常单一，虽然这样方便在行为学实验中操纵，有利

于证实研究假设，但在未来研究中，加入不同效价的评论，更能

扩大研究的适用性及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并值

得继 续深入探索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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