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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研究生心理韧性与情绪智力相关性。随机抽取江苏省某大学３９６名在校研究生作为 研 究 对 象，

采用心理韧性量表和情绪智力量表进行测试，然后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研三学生心理韧性均分为（３．７４

±０．４５）分，显著高于研二学生（３．５２±０．３９）分（ｔ＝－３．６３７，Ｐ＜０．０００）和 研 一 学 生（３．５２±０．４０）分（ｔ＝－

３．２３９，Ｐ＜０．０１）；研究生的心理韧性与 情 绪 智 力（ｒ＝０．５９２）之 间 存 在 显 著 正 相 关 的 关 系；自 我 情 绪 评 估、情

绪调节和情绪运用能较好地预测研究生的心理韧性，解释率为３８．８％。研究生心理韧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情绪智力是影响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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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研究

的热点，它是指个体在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
胁或其他的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它意味着

面对逆境和挫折的“反弹能力”［１］。国外对心理韧性

的研究非常广泛，主要集中于个体面对应激情境时，
能否有效 应 对。国 内 对 于 心 理 韧 性 的 研 究 起 步 较

晚，研究仍旧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发表的论文也是以

文献综 述 为 主，仅 有 少 量 研 究 报 告。如 席 居 哲 等

（２０１２）总结 概 括 了 心 理 韧 性 研 究 的 相 关 方 法 和 途

径［２］；潘运（２０１３）对国外心理韧性研究现状及发展

趋势进行过 探 讨［３］。此 外，部 分 学 者 进 行 了 实 证 研

究。如徐贤明等（２０１２）探 讨 了 心 理 韧 性 对 于 留 守

儿童的保护机制［４］；杨光（２０１２）研究了高中生心理

韧性与应对方式的关系［５］；王永等（２０１３）对大学生

的心理韧性、积极情绪、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探讨［６］。本研究将从情绪智力角度对心理韧性进行

研究，探究心理韧性及其与情绪智力的相关性。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江苏省某大学在校研究

生（研一至研三）共４５０人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有效

问卷３９６份，有 效 率 为８８．８％。其 中 男 生１９６人，
平均年 龄２３．８０±０．７６岁；女 生２００人，平 均 年 龄

２４．１９±１．００岁。其中研一２２２人，研二１２０人，研

三５４人。
（二）方法

１．心理韧性测评

采用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



表》，该表共有２７个题目，由个人力和支持力两个因

素组成，前者包含目标专注、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３
个因子，后者包含家庭支持和人际协助两个因子［８］。

采用李克特５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在该项目上

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５，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３。

２．情绪智力量表

采用 Ｗｏｎｇ和Ｌａｗ《情绪智力问卷》（ＷＬＥＩＳ），
该问卷共有１６个题目，包含自我情绪评估、对他人

的情绪评估、情绪调节、情绪运用４个因子。采用李

克特７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在该项目上的情绪

智 力 水 平 越 高。该 量 表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为

０．８３［９］，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５。
（三）统计学处理

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资料录入并做ｔ检验、

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

分析。

二、结　果

（一）研究生心理韧性的现状及人口统计学差异

研 究 生 心 理 韧 性 总 体 状 况 见 表１，平 均 数 为

３．５５，最大值为４．７８，最小值为２．４４，说明研究生心

理韧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此外，不同年级的研究

生在心理韧性及其各维度得分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见表２。多重比较结果显示研究生三年

级学生得分 显 著 高 于 一 年 级 和 二 年 级（Ｐ＜０．０１），
而后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８８１）；研究生的心

理韧 性 得 分 在 性 别 （Ｐ＝０．７９３）、生 源 地 （Ｐ＝
－０．１１０）、独生子女（Ｐ＝０．９４５）、专 业（Ｐ＝０．３０６）
上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　研究生心理韧性整体水平描述性统计

Ｍ　 ＳＤ 最大值最小值 理论区间 理论中值

心理韧性 ３．５５　０．４１　４．７８　２．４４　 ５　 ３

表２　研究生心理韧性的人口统计学差异

因子

Ｍ±ＳＤ
研一

（ｎ＝２２２）
研二

（ｎ＝１２０）
研三
（ｎ＝５４）

Ｆ值

（个人力）３．５８±０．４９　３．６１±０．４６　３．７８±０．５３　３．９３２＊

（支持力）３．５０±０．４５　３．４８±０．４４　３．７５±０．４４　７．２１９＊＊

心理韧性 ３．５１±０．４０　３．５２±０．３９　３．７４±０．４５　７．１０６＊＊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二）研究生心理韧性与情绪智力的关系

１．研究生心理韧性与情绪智力的相关分析

将心理韧性与情绪智力得分及各个维度得分做

相关分析，具体结果见表３。由 表３可 知，研 究 生

心理韧性与情绪智力的四个维度及总分均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相 关 程 度 从 高 到 低 分 别 为：自 我 情 绪 评

估、情绪调节、对他人的情绪评估和情绪运用。
表３　研究生心理韧性与情绪智力的相关分析

因子
自我情绪

评估

对他人的

情绪评估
情绪调节 情绪运用

情绪智力

总分

（个人力）０．５００＊＊ ０．３５２＊＊ ０．５７５＊＊ ０．２１９＊＊ ０．６３５＊＊

（支持力）０．４１０＊＊ ０．１７６＊＊ ０．３０４＊＊ ０．７７３＊＊ ０．３６５＊＊

心理韧性０．５２２＊＊ ０．３０９＊＊ ０．５２０＊＊ ０．４４７＊＊ ０．５９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不同情绪智力水平心理韧性的比较分析

为了探讨不同情绪智力水平研究生心理韧性大

小的差异，按情绪智力得分分别取高分端和低分端

各２７％的被试（ｎ＝１０６）组 成 高 情 绪 智 力 组 和 低 情

绪智力组，分别对这两组被试 的 心 理 韧 性 进 行ｔ检

验，具体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不同情绪智力水平研究生心理韧性的比较分析

情绪智力低分组情绪智力高分组 ｔ值

个人力 ３．２２±０．４４　 ３．９６±０．５０ －１１．５９６＊＊＊

（目标专注） ３．２６±０．６７　 ４．１３±０．６３ －９．６８１＊＊＊

（情绪控制） ２．８６±０．６２　 ３．４７±０．７７ －６．３５９＊＊＊

（积极认知） ３．５３±０．７５　 ４．２９±０．６２ －８．０６８＊＊＊

支持力 ３．４０±０．４１　 ３．７０±０．４９ －５．７３４＊＊＊

（家庭支持） ３．４８±０．６０　 ４．００±０．７０ －５．８５８＊＊＊

（人际协助） ３．２０±０．４６　 ３．４０±０．４８ －３．１５１＊＊

心理韧性 ３．２５±０．３４　 ３．８１±０．４４ －１０．５４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三）影响研究生心理韧性相关因素的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以研究生心理韧性得分

为因变量，选取情绪智力各维度对心理韧性进行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１０］。结果发现，情绪智力中自我情

绪评估、情绪调节、情绪运用对研究生的心理韧性水

平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心理韧性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联合解释变量３８．８％ 的变异，即自我情绪评估、情

绪调节和情 绪 运 用 能 联 合 预 测 心 理 韧 性３８．８％的

变异量。回归方程为ｙ＝０．１７４＊自我情绪评 估＋
０．１６９＊情绪调节＋０．０８０＊情绪运用，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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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研究生情绪智力与心理韧性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Ｒ　 Ｒ２ 调整Ｒ２　 Ｆ值 Ｂ　 ｔ值

自我情绪

评估
０．５２２　０．２７２　０．２７０　１４６．１５８　０．１７４　７．０７３＊＊＊

情绪调节０．６１３　０．３７６　０．３７２　１１７．２９４　０．１６９　６．１２０＊＊＊

情绪运用０．６２６　０．３９２　０．３８８　８３．６９４　０．０８０　３．２６７＊＊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三、讨　　论

（一）研究生心理韧性的基本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生心理韧性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这与杨冠军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当代研

究生遇到不良情绪时通过合理途径宣泄，能够较快

从挫折中恢复过来，积极参与各种社团活动，注重与

同学、老 师 沟 通 交 流，比 较 容 易 获 得 社 会 支 持［１１］。
但结果显示，仍 有７．６％的 研 究 生 心 理 韧 性 水 平 低

于理论均值。近年来，研究生心理脆弱、适应力差的

报道常见诸媒体，尽管是个别案例，但也应该引起教

育工作者的重视［１２］。因此，学校相关部门需要积极

开展研究生新生入学心理普查工作，及时发现并干

预此类学生。并且，在今后的学习、生活过程中，对

这部分学生加强关心、支持和引导。
此外，本调查结果表明，研究生心理韧性在年级

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研三学生心理韧性得分显著高

于研一、研二学生，而后两者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其

他研究者的调查结果不尽相同。Ｈａｎｎａｈ、郭峰等研

究发现，年龄和年级与韧性之间呈负相关，即韧性随

着年龄和年 级 的 增 长 而 降 低［１３］。而 本 研 究 中 研 三

的心理韧性显著高于研一和研二学生，说明在面对

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时，研三学生的适应能力

比低年级的学生要好，更具有反弹能力。这可能因

为研三学生，除了有研一、研二阶段学业的压力，还

有就业等挑战，阅历更丰富，心智得到更多的磨练，
能客观准确地评价自己，积极应对压力和困境。此

外，研究生心 理 韧 性 在 性 别（Ｐ＝０．７９３）、独 生 子 女

（Ｐ＝０．９４５）、生 源 地 （Ｐ＝－０．１１０）、专 业（Ｐ＝
０．３０６）上均无统计学意义，这与以往的研究均存在

差异，可能与被试的取样（研究生、本科生等）、施测

的方法（量表选择的差异）、被试的生活学习环境、竞
争 压 力 以 及 掩 饰 程 度 等 因 素 有 关，需 要 进 一 步

研究［１４］。
（二）研究生心理韧性与情绪智力的关系分析

心理韧性与情绪智力及各因素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说明情绪智力是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之一，即情

绪智力高的人相应也具有较强的心理韧性。王娟的

研究也表明情绪智力与心理韧性之间存在着非常高

的正相关［１５］。从 情 绪 智 力 各 构 成 要 素 对 心 理 韧 性

的相关性来看，自我情绪评价和情绪调节要大于情

绪运用和对他人情绪评价。自我情绪评价和情绪调

节恰好与心理韧性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即个体能

够承受生活变化、挫折和逆境，并同时表现出尽可能

少的不良行为的能力。此外，从个人力和支持力的

视角出发，可见，个人力与自我情绪评估、情绪调节

相关 系 数 较 大，均 达 到 中 度 相 关（０．５≤︱ｒ︱＜
０．８），说明如果研究生能够理解自己深层次的情绪

并且能够在高兴或烦恼之后迅速地恢复到正常的心

理状态［１６］，就可能获得更多内在的积极能量来应对

困难；同时，支持力与情绪运用的相关系数更高，甚

至接近高度相关（︱ｒ︱≥０．８），表 明 研 究 生 运 用 情

绪的能力越强，就能不断自我激励，更有可能努力寻

求外界的支持与帮助。此外，心理韧性与对他人的

情绪评估相关较低，似乎表明心理韧性的高低，与感

知他人的情绪和预测他人的情绪反应关系不大，而

个体对于自 身 的 情 绪 状 态 的 掌 控 与 心 理 韧 性 关 系

密切。
不同情绪智力水平的研究生在心理韧性上也存

在着显著差异，即心理韧性与情绪智力存在共变性。
本研究发现 情 绪 智 力 高 分 段（前２７％）的 研 究 生 的

心理韧性明 显 高 于 情 绪 智 力 低 分 段（后２７％）的 学

生。说明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因其更能有效地感

知、掌控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在遇到创伤、威胁或者

其他重大压力事件时，能够更积极调动个体内部保

护因子，更容易充分应用外在保护因子，从而顺利度

过逆境。
（三）研究生情绪智力对心理韧性的回归结果

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心理韧性与情绪智

力二者的关系。自我情绪评估、情绪调节和情绪运

用对研究生的心理韧性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表

明，自我情绪评估、情绪调节和情绪运用对心理韧性

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而他人情绪评估对心理韧性没

有预测作用，这与本文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其中

自我情绪评估、情绪调节、情绪运用解释了大部分的

变异，是心理韧性的主要预测源，影响心理韧性的强

度。心理韧性被看做是积极发展结果的概念，即个

体尽管处于不利环境仍然表现出很好的社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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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个体成长、成功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与展望

研究生作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１７］，培养其心理韧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

了提升研究生的心理韧性，学校要加强心理辅导工

作，包括个体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咨询［１８］。特别是

针对研究生心理韧性的影响因素，如情绪智力，开展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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