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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

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 .

窦 凯 聂衍刚** 王玉洁 刘 毅 黎建斌

(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广州 ,51 仪旧6 )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情绪调节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采用

5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6 !5情绪调节方式量表 6 !5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 6和<快乐感量表 6对 112 8 名中学生进行测查,结果

表明:(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调节方式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关系紧密;(2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

节方式可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3) 减弱调节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健词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主观幸福感 情绪调节方式青少年

1 前言

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re 即lat o叮 "m otional ,elf

一effi ca cy , RE SE )指个体对能否有效管理自身情绪
状态的一种信心程度 ,它能缓和情绪紧张 ,维护情绪

调节 ,帮助调节情绪冲动和促进心理健康(B an du ra ,

C ap rara , B arb aran elli , G eth ino & Pastore lli , 2003 ;

Cap ra ra et al . , 2(X) 8 ; G arn efs ki, Te erd r, Kraaij ,

玩ge rs te / , & Va n , 20 04 ;窦凯 , 聂衍刚 , 王玉洁 , 黎

建斌 , 20 12 ) "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包括识别 自身

情绪状态的能力感 !理解他人情绪体验的能力感及

表达积极和管理消极情绪的能力感(Ba nd ura et al . ,

2003 ; C aprara & Ge th ino , 20(} 1) "目前 ,关于青少年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机制

的研究是该议题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之一 (Li gh tse y ,

et al , 20 12 ; U ghtsey , M axw ell, N ash , R arey , &

M e K in n ey , 2 0 1 1 ; W an g , F re dri e k so n , & T a ylo r ,

20() 8; 田学英 , 卢家嵋 , 2012 ) "

主观幸福感(subj eetive well一being , SW B )是指

个体以内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的整体评价 ,

它是衡量个体生活品质和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

(Pav ot & D iener, 20() 8 ; 丁新华 , 王极盛 , 2004 ) "

以往研究发现 ,管理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

有助于个体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 !使个体体验到更

多的积极情绪和幸福感 ;管理生气/愤怒效能感和管

理沮丧/痛苦效能感与负性情感呈显著负相关 ,与生

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Caprar a , 200 6 ; Lightsey , et

al . , 201 1 , 201 2 ) "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除了直接

作用于主观幸福感 ,还可以通过人际关系效能感 !共

情效能感等因素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 Cap ~ ,

2005 ) "由此可见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主观

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

我们认为 ,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

产生影响的一个机制在于具有不同水平情绪调节 自

我效能感的个体采用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 ,进而影

响主观幸福感 "首先 , 自我评价的获益机制认为高

自我评价的个体较少采用回避的调节策略 ,他们能

够通过持续对环境作出积极的响应来维持积极的认

知与情感 ,知觉到更多的积极 !正性的认知和情绪 ,

较少体会到消极 !负面的认知和情绪 ,从而维护积极

的情绪体验 (K am m eyer一M ueller , Judg", & seott,

2009; 黎建斌 , 聂衍刚 , 2010 ) "相关研究表明 ,相

对于那些怀疑自己能力的人来说 ,相信自己有能力

调节情绪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有效的情绪调节策

略 , 避 免情绪 所带来 的 困扰 ( Ban du ra & w oo d ,

1989 ; Bro w n , 20() 9 ) "

情绪调节方式包括增强调节 ,减弱调节和自然调

节 "增强调节包括评价重视和表情宣泄 ,减弱调节包

括评价忽视和表情抑制(黄敏儿 , 郭德俊 , 200 1) "不

同的情绪调节方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 "

研究证实 ,主观幸福感与正性情绪的增强调节呈显著

正相关 ,而与负性情绪的增强调节呈显著负相关 ,负

性情绪的减弱调节与积极情感呈正相关 (杨芳 ,

2(X) 7) "这表明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对主观幸福感产

生不同的影响 ,个体选择正性情绪增强调节和负性情

绪减弱调节将有助于提高主观幸福感 (黄敏儿 , 郭德

俊 , 2的2;侯瑞鹤 , 俞国良, 2(X拓) "

如上所述 ,当个体相信 自己有能力进行情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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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时 ,他们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调节策略 ,如采取持

续扩大已有的快乐体验和减弱负性情绪体验等有效

情绪调节方式来维持积极情绪和幸福感;而低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可能更倾向于采用压抑 !否

认等不良情绪调节方式来进行调节 ,因此他们难以

体验到良好的主观幸福感 "

为此 ,本文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考察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情绪调节

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并假设:(1) 情绪调节自我

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性影响;(2 ) 情

绪调节方式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

间起中介作用 "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 ,在广州市 6 所中学(城市

3 所 ,农村 3 所)共发放 12 00 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

1128 份 "其中 ,男生 389 人 ,女生 739 人;初一 174

人 ,初二 19 0 人 ,初三 178 人 ,高一 244 人 ,高二 巧6

人 ,高三 18 6 人;城镇学生 357 人 ,农村学生 771 人 "
所有被试的年龄在 12 一18 岁之间 "

2.2 研究工具

2.2.1 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对 C即rar a 等人(200 8) 的 5情绪调节 自

我效能感量表 6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量表共由 17 个

项 目组成 ,是一个二阶五因素模型结构 ,分别是表达

快乐/兴奋情绪效能感(H A P) !表达自豪情绪效能感

(G LO ) !管理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A NG ) !管理沮

丧/痛苦情绪效能感(DE S) 和管理内疚/羞耻情绪效

能感(CO M ) ,前两个因素构成高阶因子 /表达积极

情绪效能感 0(PO S) ,后三个因素构成高阶因子 /管

理消极情绪效能感 0(NE G) "量表采用 u ke rIS 点计

分(从 /1 二非常不符合 0到 /5 =非常符合 0) ,得分越

高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 ,

五因素的cFA 拟合参数为丫二17 2.52 ,df = 94 ,xz /df

= 1 . 8 4 , -FI = . 9 8 , A -FI == . 9 7 , 刀F 了= . 9 7 , C FI =

.99 )卢了= .99 ,尺材SEA = .03 "总量表的 C ro nbaeh "
系数为 .85 ,各分量表的 Cro nb ac h a 系数介于 .63

一 75 之间 "
2 .2.2 情绪调节方式

采用黄敏儿 (200 2) 等人修订的情绪调节方式问

卷 ,共50 个项 目,包括五个基本分量表:忽视调节分

量表 !抑制调节分量表 !重视调节分量表 !宣泄调节

分量表和自然调节分量表 "该问卷用于测量 日常生

活中对 10 种基本情绪(2 种正性情绪 !8 种负性情

绪)进行减弱调节(忽视 !抑制) !增强调节(重视 !宣

泄)和自然调节的调节量 "该量表采用 Like rts 点计

分(从 / 1 = 从没发生 0到 /5 = 总是发生 0) ,得分越高

说明个体采用某种情绪调节方式的频率越高 "本研

究中,该问卷的CFA 拟合参数为犷二3913 .51,df =

1139 ,x , /df = 3.科 , GFI = .82 , AG FI = .84 ,刀尸z =

.87 , CFI 二.82 J F了二.83 ,尺材SE摊= .05 "总量表的
Cro nbaeh a 系数为 .91 ,各分量表的 Cro nbaeh a 系

数介于 .77 一 87 之间 "

2 .2.3 主观幸福感

(l) 青少 年生 活满 意度 量表 :采用 张兴 贵

(2(X) 4 )编制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 ,共 36 个条

目,包括学校满意 !环境满意 !学业满意 !自由满意 !

家庭满意和友谊满意六个维度 "采用 Li ke rt7 点计

分(从 /l = 完全不符合 0到 /7 二完全符合 0) "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CFA 拟合参数为犷二1762 .07 ,df =

545 ,x ,/df = 3.23 , G FI = .92 , A GFI 二 .90 , N FI 二

.89 , CFI = .92 )尸了= .92 ,尺用悠EA 二.04 "总量表的
Cro nbaeh a 系数为 .92 ,各分量表的 C ro nbaeh a 系

数介于 .62 一 88 之间 "

(2)快乐感量表 :采用 Di en er (20(X) )编制的快

乐感量表 ,用于测量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的体验频

率 "该量表由6 个描述正性情绪和8 个描述负性情

绪的形容词所构成 ,采用 Li ke rt7 点计分(从 / 1 二根

本没有 0到 /7 二所有时间 0) "本研究中 ,总量表的

Cro nb ac h a 系数是 .72 ,正性和负性情感分量表的

Cro nbaeh a 系数分别为 .77 和 .80 "

2.3 统计工具

使用 SPS S1 5.o 和 A m os 7.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

3 结果分析

3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由于采用问卷调查法 ,所有

的项 目均由中学生回答 ,因此测量中可能存在共同

方法偏差(Com m on M ethod B ias ) "在数据收集过程

中采用班级统一施测的方法 ,强调匿名性 !保密性以

及数据仅限于学术研究等说明进行程序控制 "在数

据分析时 ,根据 Po dsakoff , M aeK enzie , 玩e 和 Podsa-

ko ff( 200 3) 的建议 ,本研究进行了 H arm an 单因子检

验(H arm an .5 o ne 一fac tor Test) ,也就是同时对所有

变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 "结果显

示 ,共有 19 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均大于 1 ,且第一个因

子解释的变异量只有 11 .99 % ,小于 40% , 因此 ,本

研究的共同方法变异问题并不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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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N E G 与增强调节 !自然调节 !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

表 1 显示 , R ESE 与减弱调节 !生活满意度 !积极 关 ,与减弱调节 !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

情感呈显著正相关 ,与增强调节 !消极情感呈显著负 关;增强调节与消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减弱调节与

相关;PO S 与增强调节 !自然调节 !生活满意度 !积极 生活满意度 !消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 ;自然调节与积

情感呈显著正相关 ,而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 极情感 !消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 "
表 , 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情绪调节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 . R E S E

申 申 申

. 3 2 . 申.

* . , . 6 6 申卒.

. . .一 0 4

. 04

. 2 3 . , .
5 6 . 5 1

1 1. 6 8

. 2 4 二 巾

. 1 3 * 巾. 一 0 1

. 0 7 . . 09 . - .4 5 二 碑

一 0 2 . 10 中色 . 30 申申.

2 2 . 8 1 2 6 . 7 6 1 66 .7 3

5 . 9 7 6 . 17 29 .0 1

- . 0 1

2 0 . 4 1

7 . 3 5

20 . 8 1

7 . 19

4740532424191413

6nI

q亩t内几q

2 . P O S .7 0 . 申冲

3. N E G .9 1 . , 34 中, *

4. 增强调节 一 06 . . 18 -.

5. 减弱调节 .14 . - . .06

6. 自然调节 一 04 .巧 0 .

7. 生活满意度 .49 二 . .28 . - .

8. 积极情感 .26 . . 二 18 *. -

9. 消极情感 一 23 . . . 一 11 .二
M 6 0 .3 7 2 3 . 9 7

S D 9 .9 5 4 .4 2

注:-p < #仿; 0 p < #01 ; 0 .p < .00 1, 下同;RES E 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 l!2S = 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 NE G 二管理消极情绪效能感 "

3.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情绪调节方式对主观幸 为24 .5% (F (5 , 1122 ) 二72 .88 , p < .00 1) "在积

福感的回归分析 极情感中 , D ES !H A P !自然调节和 A N G 逐层进人回

以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为因变量 , 归方程 , 显著正 向预测积极情感 , 其总预测力 为

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方式各维度为 自 9.0% (F( 4 , 1123) = 27 .61 , p < .00 1) "在消极情

变量 ,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表 2 ) ,在生活 感中 ,增强调节显著正向预测消极情感;DE S !G LO !

满意度中 , D ES !C OM !H A P !A N G 和减弱调节逐层进 自然调节和 A N G 显著反向预测消极情感 ,其总预测

人回归方程 ,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 ,其总预测力 力为 10 .5% (F( 5 , 1122 ) = 26 .30 , p < .00 1) "
表2 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情绪调节方式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v护 F 月

生活

满意度 DES .25 72 .88 .16 4.36 . -.
C O M . 18 5 . 4 8 水* .

H A P . 15 5 . 4 5 ,

A N G . 16 4 . 7 4 申二

减弱调节 .07 2.63 二

积极情感 DES .09 27.61 .15 4.28 , **

H A P . 13 4 . 3 6 中中中

自然调节 .10 3 .22 *咖

A N G .0 9 2 .6 1 申*

消极情感 增强调节 .11 26 .30 .28 7 .27 ,
D E S 一 1 1 一 2 . 9 9 . *

C L O 一 oo 一 3 .00 中*

自然调节 一 10 _ 2 .74 /
A N G 一 09 一 2 .4 7 .

注:H AP = 表达快乐/兴奋情绪效能感;GLO = 表达自豪情绪效能感; ANG 二管理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 DES = 管理沮丧/

痛苦情绪效能感;COM = 管理内疚/羞耻情绪效能感"所有模型均取自最后一层 "

3.4 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模型检验 上 ,依据模型修正指标值分别构建修正模型 Al 一

为进一步探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影响主观幸 A3 "

福感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假设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 由表3 列出的假设模型及修正模型的拟合指数

通过情绪调节方式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我 可以发现 ,模型 A 与数据的拟合效果不够好 "考察

们首先构建假设模型 A (完整模型) ,然后在此基础 模型修正指标后发现 , /ell 一 e12 0存在共变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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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H 和el Z 有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Al ,拟合 A3 ,结果发现犷再次降低了 10 .373 ,丫/df 降至
指数有了明显改进,其中犷降低了50 .695 ,犷/df 小 3.749 沂材SE .A < 0.05 ,CFI 和 -FI 等拟合指标均接
了1.093 ,尺刀SEA 也小了0.00 7 ,拟合指数 cFI !-FI ! 近 1 ,说明修正模型 A3 与数据非常拟合(见图 1)"

刀刀j F了均有所提高 "由修正模型 Al 的修正指标 综合结构方程建构的过程 ,可以发现情绪调节

值发现 ,增设 /管理消极情绪 自我效能感 ! 减弱调 自我效能感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 ,并通过情绪调节

节0这条路径将至少降低44 .80 的犷值"因此,在 方式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修
模型 A l 的基础上增设这条路径得到修正模型 A2 , 正模型 A3 进一步说明减弱调节方式所起的中介作

结果发现修正模型 A2 与数据非常适配 ,与模型 Al 用更加明显 "根据模型图的标准系数 ,我们可以计

相比 ,x , 降低了46 .06 ,其他拟合指标均有所改进 " 算出减弱型调节在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与主观

由修正模型 A2 可以发现 ,减弱调节在情绪调节 自我 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值为 .ro x .17 二.017 ,在管

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间所起的中介作用更加明显 , 理消极情绪 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

于是直接选取减弱调节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修正模型 用为 .27 x .17 = .046 "
表 3 各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

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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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一户n,内!q,才02F一42哎气aC一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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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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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正

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体验 ,反向预测消极

情感体验 , 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Coll ins ,

Glei, & Go ldm an , 2(X) 9 : Ligh tsey et al , 20 11 ,

2012) "但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 ,本研究中新增

设的 CO M 也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 ,对消极

情感有负向预测作用;G LO 对积极情感体验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 ,可见个体对调节 自我意识情绪的信

心程度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俞国良 , 赵军

修正模型 A3

燕 , 200 9 ) ,这是本研究的一个新发现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原

因是拥有高水平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的青少年更相

信自己能够有效的表达积极情绪和管理消极情绪 ,

即使面临各种挫折和逆境 ,也会很快的进行 自我情

绪调节 ,降低自我伤害的可能 ,进而减少消极情感体

验和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Bandura , 1997 ; C a-

prara , Steea , Z elli, & C apanna , 20 05 ) "
本研究还发现减弱调节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

度 ,说明当青少年选择减弱调节方式(包括评价忽视

和表情抑制 )来管理和控制自身情绪时 ,能够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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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负性事件对 自身的影响 ,体验到更高的生活满

意度 "这与杨芳 (200 7) 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所得到

的结果基本一致 "另外 ,国内学者李中权 , 王力 , 张

厚集和柳恒超(201 0) 依据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分析了

情绪调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并发现重新评价策

略的使用有助于降低 自身对负性情绪的体验和反

应 ,可以有效地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变异 ,这说明

了情绪调节方式的选择影响着个体应对情绪变化的

效果 ,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

本研究原来假设三种情绪调节方式在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均起到中介作用 ,但

结果只发现减弱调节的中介作用成立 ,其余两种调

节方式的中介作用不成立 "而且 ,减弱调节在管理

消极情绪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大于

在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

用 "该发现为我们解读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

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高水平情绪调节 自

我效能感的青少年会选择减弱调节方式(包括表情

抑制和评价忽视 )应对情绪的变化 ,这可能因为评价

忽视可有效减弱负性情绪对心理活动的负面影响 ,

表情抑制可有效地掩盖情绪 ,促进社会适应 ,保护人

际关系(黄敏儿等 , 200 2 ) ,而增强调节方式会使个

体扩大对负性情绪的感受 ,从而出现抑郁和不良情

绪症状 ,不利于心理健康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

我国的文化是一个崇尚人际和谐的集体主义文化 ,

文化的规则要求人们谦让和克制 ,中国人的互依包

容自我(interd ependent self )对不良的情绪更倾向采

取忍耐而非发泄和表达的处理策略 ,从而达到与他

人和谐相处(陆洛 , 2009 ) "因此 ,当人们出现消极

情绪时更倾向使用减弱调节方式 ,而非增强或 自然

(听之任之 )的调节方式 "可见 ,选择减弱调节会使

青少年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 ,进而提高主观幸福

感水平 "

本研究结果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有一定的启

示 "青少年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面临各种负

性情境在所难免 ,而良好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能显

著降低负性情绪体验(赵海涛 , 2008 ) ,本研究发现

对情绪调节越自信 ,就越能选择适合减少负性情绪 !

增强积极情绪的调节方式 ,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 "

因此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 ,老师可积极引

导学生树立良好的情绪调节信念 ,提高表达积极情

绪和管理消极情绪的能力 ,并开展各种活动传授负

性情绪减弱调节的具体方法 ,进而提高青少年的主

观幸福感 "

5 结论

(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调节方式 !主

观幸福感相关显著;

(2 )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

的显著预测作用 ;

(3) 减弱调节在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

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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