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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情绪管理是中职学生实现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的重要内容。 基于对国内外已有量表的适切

性改编与验证,从情绪识别、情绪表达、理解与分析自己的情绪、理解与分析他人的情绪、情绪调节等五大要素

出发对上海市中职学生进行抽样调查与分析。 结果表明,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整体水平较高,但情绪表达

与调节能力相对较弱;女生情绪表达与调节能力显著高于男生;二年级情绪调节能力显著高于其他年级。 在

影响因素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因素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此,结合情绪管理能力发展理论、家庭投资理论等相关理论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发展特点及影响

因素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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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情绪管理是个体实现全面发展与社会适应的重

要内容,不仅影响个体认知活动的方向、行为的选

择、人格的形成等多方面心理健康,[1] 还能够显著预

测个体的人际关系[2]、生活满意度和身体状况[3]、个

人掌控感[4],与个体能否很好地适应社会、享受生活

以及获得事业的成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职学生处

于“青春期阶段”(15 ~ 18 岁),心理发展尚未完全成

熟,易受家庭、社会、同伴等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而

陷入情绪困扰,加之中职学生的生源结构与家庭背

景等相对复杂,情绪情感问题较为突出。 特别在社

会环境加速发展的今天,情绪管理能力对于中职学

生在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环境中保持心理健康发

展、实现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但纵观已有研

究发现,国内情绪管理相关研究主要聚焦普通中小

学生或大学生,少数关于中职学生的实证测评工具

多以自编为主,其科学性和有效性相对有限,对于中

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水平究竟如何、中职学生情绪

管理能力受哪些因素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尚未进行深

入探讨。 本研究将对国内外科学的情绪管理测量工

具进行适切性改编与验证,并以上海市中职学生为

研究对象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

力的发展特点,并对影响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

因素进行探讨,以期为促进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发

展、改善中职学校教育管理、提升中职教育质量等方

面提供思考,更好地回应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二、国内外已有研究

(一)情绪管理能力的内涵结构研究

国内外对情绪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行为

学和心理学两大领域。 在组织行为学领域,情绪管

理更关注员工在工作组织中的情绪表达与规则,旨
在帮助员工缓解工作情绪与压力,而在心理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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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管理则起源于情绪智力这一概念。 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 Salovey、Mayer 首先提出情绪

智力概念,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加工情绪信息的能

力,它包括准确地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恰当地表

达情绪以及适应性地调控情绪的能力。[5] 在内涵结

构讨论中,形成了以 Salovey、Mayer 为代表的能力型、
以 Gross、John 为代表的过程型、以 Goleman 为代表的

混合型三种典型理论模型,其中能力型为主要代表。
以 Salovey、Mayer 为代表的能力型认为情绪智力是个

体的能力特质,包括四大要素十六种能力:(1)感知、
评估与表达情绪的能力;(2)促进个体思维过程的情

绪能力;(3)理解、分析运用情绪信息的能力;(4)情
绪管理的能力。 与此理解不同的是,Gross 更多地关

注个体的情绪反应过程,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对情

绪产生、体验以及如何表达等一系列的动态过程,并
提出了“输入—输出( input - output)” 的过程模型。
当前国内心理学界也更多认为情绪管理属于能力范

畴,但从过程角度对情绪管理进行研究的趋势愈加

明显,认为情绪管理是对个体和群体的情绪进行控

制和调节的过程,它是研究人们对自身情绪和他人

情绪的认识、协调、引导、互动和控制,[6] 主要包括情

绪识别(情绪感知)、情绪表达、情绪理解与分析、情
绪调节等要素。

(二)情绪管理能力的测评工具研究

国外情绪管理能力测量工具的相关研究较为成

熟,经典研究成果丰富,包括 Schutle 等人的情绪智

力量表,Gross、John 的情绪调节量表,Bar-On 的情商

量表,Goleman 的情绪胜任力量表,Roger、Najarian 的

情绪控制量表,Watson、Greer 的情绪控制量表,艾森

克人格问卷中的情绪性量表等。 其中,Schutle 等人

基于 Salovey & Mayer 情绪智力理论模型开发的情绪

智力量表(EIS)是情绪智力理论的代表量表之一;
Gross & John 情绪调节量表(ERQ)在西班牙、意大

利、澳大利亚、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儿童、青少

年、大学生、成人等不同群体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并
表现出了稳定的测量学性能,国内学者也对该问卷

进行修订并就其在我国中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进行

验证,最终达到测量学标准,[7]为我们进行情绪管理

能力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评价工具。 相比

之下,国内关于情绪管理能力测量工具的研究仍处

于发展阶段,已有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的成熟量表进

行介绍和本土化改良与验证,也有许多国内学者面

向大学生、中小学生、中职学生等自主进行情绪管理

问卷的编制工作。
(三)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测评实践

情绪管理能力的发展现状和成因探究是中职学

生情绪管理能力研究的重要主题。 在现状调查方

面,由于对情绪管理能力的内涵理解差异、自编测评

工具的科学性水平及难度差异、调查对象的抽样差

异等诸多因素影响,已有研究对于中职学生的情绪

管理能力究竟如何这一问题尚未形成统一认知。 殷

利从情绪觉知能力、情绪评价能力、情绪适应能力、
情绪调控能力、情绪表现能力等五个方面进行调查

发现,中职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除情绪觉知能力基本达到较高水平外,其余维度均

处于一般水平,并且情绪适应能力仅是基本合格层

次。[8]但谢雨希和邱晓彤从情绪表达、情绪感知、情
绪调控能力三个维度的调查结果显示中职学生情绪

管理的能力相对较好,但在不同维度上的发展情况

有所差异。[9] [10]在成因分析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从学

校和教师管理、家庭环境、同辈群体以及学生自我情

绪控制方面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进行成因探析,但
大多数研究者仅停留在经验或思辨层面,通过调查、
访谈、个案研究等方法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探

究的较少,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情况的分析不够深

入。 少数实证研究发现中职学生情绪管理在性别、
年级、专业、来源(城市 / 农村)、家庭教养方式、家庭

结构、家庭经济条件、学生成绩等方面存在差异。 其

中,女生、农村家庭学生、非单亲家庭学生、家庭经济

水平较高的学生、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的情绪管理

能力相对更高,[11] [12]但对中职学生的家庭背景等因

素如何影响其情绪管理能力缺乏深入探讨。
鉴于此,本研究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情绪识

别、情绪表达、情绪理解与分析(自己 / 他人)、情绪调

节等要素出发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的现实状况进行

调查,并从中职学生特殊的家庭背景及个体特征等

因素出发,结合相关理论探究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

力的发展特点与影响因素,回应中职学生情绪管理

能力水平究竟如何、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有哪些

影响因素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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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面向上海市商业学校和上海市贸易学校

两所中职学校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问卷 454 份,有
效问卷 389 份,问卷有效率 85. 7% 。 样本在性别结

构、年级结构、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受教育程度等

方面分布情况较为合理,父母婚姻基本处于正常已

婚状态,父母职业大多属于二类职业,在专业分布方

面涉及类型广泛,包括室内设计、西餐烹饪、商务英

语、数字影像、会计、食品加工技术、美发与形象设

计、旅游服务等(见表 1)。
　 　 表 1　 样本基本信息

背景变量 变量值 频数 频率

性别
男 126 32. 4%

女 263 67. 6%

是否为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262 67. 4%

非独生子女 127 32. 6%

年级

一年级 97 24. 9%

二年级 199 51. 2%

三年级 93 23. 9%

父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82 21. 1%

高中 156 40. 1%

大学及以上 137 35. 2%

(缺失值) 14 3. 6%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06 27. 2%

高中 1416 37. 5%

大学及以上 123 31. 6%

(缺失值) 14 3. 6%

父母职业

一类职业 111 28. 5%

二类职业 234 60. 2%

(缺失值) 44 11. 3%

父母婚姻状况

已婚 340 87. 4%

离异 43 11. 1%

丧偶 6 1. 5%

　 　 注:一类指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职业,二类指社会经

济地位相对较低的职业。

(二)测评工具

本研究主要借鉴 Schutle 的情绪智力量表(EIS)

和 Gross 的情绪调节问卷(ERQ),并充分考虑高校专

家、中职教师、中职学生有关问卷的题项数量、语言

陈述、理解难度等方面的建议,初步编制了《中职学

生情绪管理能力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和测评量

表两部分。 基本信息部分包括学生的姓名、性别、专
业、年级、家庭结构(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受教育

水平、父母职业、父母婚姻状况等基本内容。 其中,
父母职业方面,选取父母二人中最高职业并划分为

高低两类,医生、律师、工程师、教授等社会经济地位

相对较高的为一类职业,工人、服务员、农民等社会

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为二类职业。[13] 测评量表部分

共 39 题(含 3 个反向计分题),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法,共五个分量表,分别对中职学生的情绪识别能

力、情绪表达能力、理解和分析自己情绪的能力、理
解和分析他人情绪的能力、情绪调节能力等五个方

面进行探究,各分量表的题项数量及指标操作性定

义如表 2 所示。
(三)信度与效度分析

1. 信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 SPSS 21. 0 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

能力测评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情绪管理能

力总量表科伦巴赫 Alpha 系数达 0. 80 以上,各分量

表信度系数均高于 0. 70,表示各分量表信度较高,达
到统计学意义上的可接受水平,量表具有较高的内

部一致性。
2. 结构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采用 Mplus7. 4 对各分量表进行拟合指

数评估与模型修正(见表 3),修正后的各分量表模

型拟合指数均达到统计学标准。 另外,情绪管理能

力总量表拟合指数为[χ2 = 2,233. 528;χ2 / df = 3. 25;
RMSEA=0. 076;SRMR = 0. 071;CFI = 0. 82]。 其中,
绝对拟合指数 RMSEA 是模型评估最重要的适配度

指标,本研究中 RMSEA 小于 0. 08,模型拟合度良好;
卡方自由度比值 χ2 / df 处于 1 至 5 之间,模型适配较

佳;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RMR 处于 0. 06 至 0. 08 之

间,比较拟合指数 CFI 在 0. 80 以上,模型拟合处于可

接受水平。
四、研究结果

(一)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总体水平

本研究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及各个维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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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测评量表基本情况

分量表 操作性定义
题项数量

(题)

1 情绪识别能力

个体从生理状态、情感体

验和思想中识别情绪的

能力以及从他人艺术活

动、语言中辨认情绪的

能力

12

2 情绪表达能力

以言语或非言语形式表

现情绪及与情绪相关需

求的能力;区分情绪表达

时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的

能力

5

3
理解和分析自

己情绪的能力

理解自己情绪所表达意

义的能力;理解复杂心情

的能力;认识情绪的转化

能力

6

4
理解和分析他

人情绪的能力

理解他人情绪所表达意

义的能力;理解复杂心情

的能力;认识情绪的转化

能力

10

5 情绪调节能力

根据对信息的判断和利

用,成功进入或远离某种

情绪的能力

6

分进行均值计算。 结果显示,中职学生的情绪管理

能力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M = 4. 191,SD = 0. 417)。
在情绪管理能力五个分维度上,除“情绪表达能力”

维度外,其余 4 个维度得分均高于 4,其中,“理解和

分析自己情绪的能力”的得分最高(M = 4. 515,SD =
0. 550),“情绪识别能力”位居第二(M = 4. 314,SD =
0. 458),“理解和分析他人情绪的能力”位居第三

(M=4. 215,SD= 0. 601),说明中职学生对自身及他

人情绪的识别、理解与分析能力较强,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从各种语言活动、情感体验、思想状态中进行不

同情绪的辨别,能够较好地理解和分析自己与他人

情绪所表达的意义以及情绪的转变等。 “情绪调节

能力”位居第四(M = 4. 125,SD = 0. 679),均值高于

4,但相比“情绪管理能力”得分仍较低。 说明中职学

生在调节自身情绪方面相比其他维度相对较弱,而
中职学生 “情绪表达能力” 得分最低 (M = 3. 785,
SD=0. 605),表明中职学生在情绪管理过程中,对于

如何区分自身情绪表达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方面的能

力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一些障碍,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差异分析

为探究中职学生情绪管理的影响因素,本研究

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与方

差分析(见下页表 4)。 第一,性别因素对中职学生

的情绪表达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有显著影响,女生

情绪表达能力(P<0. 05)和情绪调节能力(P<0. 01)
显著高于男生。 第二,年级因素对中职学生情绪调

节能力有显著影响,二年级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显

著高于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P<0. 01)。 第三,父母

受教育程度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有显著影响,
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大学及以上水平的学生情绪管理

　 　 表 3　 测评量表模型拟合指数

测评量表 χ2(df) CFI RMSEA SRMR

分量表 1 情绪识别能力
修正前 210. 858(54) 0. 881 0. 086 0. 050

修正后 169. 614(52) 0. 911 0. 076 0. 047

分量表 2 情绪表达能力
修正前 136. 006(5) 0. 623 0. 259 0. 117

修正后 4. 139(4) 1. 000 0. 009 0. 016

分量表 3 理解和分析自己情绪的能力
修正前 56. 259(9) 0. 913 0. 1169 0. 045

修正后 24. 209(8) 0. 970 0. 072 0. 030

分量表 4 理解和分析他人情绪的能力 — 120. 970(35) 0. 922 0. 079 0. 045

分量表 5 情绪调节能力

修正前 188. 416(9) 0. 769 0. 226 0. 110

修正后 30. 238(8) 0. 971 0. 084 0. 043

判断标准 1<χ2 / df<5 >0. 90 <0. 08 <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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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差异性分析

背景变量

各维度

情绪识别

(M±SD)

情绪表达

(M±SD)

理解和分析自

己情绪(M±SD)

理解和分析他

人情绪(M±SD)

情绪调节

(M±SD)

情绪管理能力

(M±SD)

性别

男① 4. 32±0. 50 3. 68±0. 61 4. 47±0. 65 4. 29±0. 63 4. 28±0. 66 4. 21±0. 44

女② 4. 31±0. 43 3. 83±0. 59 4. 53±0. 49 4. 18±0. 58 4. 5±0. 68 4. 18±0. 41

t 值 0. 234 -2. 415∗ -0. 864 1. 624 3. 046∗∗ 0. 551

年级

一年级① 4. 32±0. 47 3. 83±0. 60 4. 49±0. 45 4. 18±0. 53 4. 01±0. 64 4. 17±0. 39

二年级② 4. 32±0. 42 3. 78±0. 58 4. 54±0. 53 4. 25±0. 60 4. 21±0. 69 4. 22±0. 47

三年级③ 4. 29±0. 53 3. 75±0. 67 4. 47±0. 68 4. 15±0. 66 4. 04±0. 81 4. 14±0. 40

F 值 0. 206 0. 431 0. 706 1. 178 3. 944∗ 1. 478

事后检验 无 无 无 无 ②>③① 无

父亲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① 4. 23±0. 48 3. 74±0. 60 4. 48±0. 50 4. 47±0. 50 4. 08±0. 57 4. 11±0. 41

高中② 4. 31±0. 45 3. 74±0. 60 4. 51±0. 56 4. 51±0. 56 4. 23±0. 61 4. 19±0. 41

大学及以上③ 4. 39±0. 44 3. 88±0. 61 4. 56±0. 56 4. 56±0. 54 4. 28±0. 58 4. 26±0. 40

F 值 3. 510∗ 2. 077 0. 579 3. 090∗ 0. 944 3. 171∗

事后检验 ③>① 无 无 ③>① 无 ③>①

母亲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① 4. 18±0. 49 3. 71±0. 56 4. 44±0. 52 4. 09±0. 63 4. 11±0. 67 4. 11±0. 44

高中② 4. 36±0. 41 3. 84±0. 63 4. 53±0. 54 4. 26±0. 59 4. 06±0. 72 4. 21±0. 40

大学及以上③ 4. 40±0. 48 3. 82±0. 62 4. 56±0. 57 4. 29±0. 57 4. 23±0. 61 4. 26±0. 39

F 值 7. 684∗∗ 1. 398 1. 193 3. 923∗ 2. 385 4. 106∗

事后检验 ③>②>① 无 无 ③>②>① 无 ③>①

父母职业

一类① 4. 43±0. 42 3. 86±0. 57 4. 49±0. 50 4. 31±0. 56 4. 14±0. 71 4. 27±0. 38

二类② 4. 27±0. 46 3. 75±0. 63 4. 49±0. 56 4. 16±0. 62 4. 13±0. 65 4. 16±0. 43

t 值 3. 057∗∗ 1. 581 1. 680 2. 312∗ 0. 179 2. 288∗

是否

独生子女

是① 4. 34±0. 46 3. 80±0. 59 4. 53±0. 59 4. 26±0. 62 4. 15±0. 69 4. 21±0. 43

否② 4. 26±0. 46 3. 76±0. 63 4. 50±0. 46 4. 12±0. 54 4. 07±0. 66 4. 14±0. 39

t 值 1. 556 0. 620 0. 384 2. 303∗ 1. 090 1. 609

父母

婚姻状况

已婚① 4. 31±0. 47 3. 79±0. 61 4. 52±0. 56 4. 22±0. 62 4. 12±0. 69 4. 19±0. 43

离异或丧偶② 4. 35±0. 39 3. 72±0. 56 4. 49±0. 51 4. 21±0. 48 4. 15±0. 64 4. 18±0. 34

t 值 -0. 504 0. 758 0. 337 0. 032 -0. 306 0. 107

　 　 注:∗P<0. 05;∗∗P<0. 01;∗∗∗P<0. 001。

能力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处于初中及以下水

平的学生(P<0. 05),且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学

生群体其情绪管理能力得分越高,而且标准差更

小,说明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学生情绪管理能力

的重要因素。 第四,父母职业对中职学生的情绪管

理能力有显著影响,父母职业为一类的学生情绪管

理能力 显 著 高 于 父 母 职 业 为 二 类 的 学 生 ( P <
0. 05)。 第五,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中职学生理解和

分析他人情绪有显著影响,结果显示,独生子女的

中职学生在理解和分析他人情绪得分显著高于非

独生子女学生( P<0. 05)。 第六,父母的婚姻状况

对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没有显著影响,从均值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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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父母婚姻状况为正常已婚的学生情绪管理能

力得分相对高于父母婚姻处于离异或丧偶状况的

学生,但差异并不显著(P>0. 05)。
五、分析与讨论

(一)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总体特点

1. 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整体水平较高,但情

绪表达与调节能力相对较弱

我国中职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总体水平较高,

但在不同维度上发展不均衡。 具体而言,中职学生

的情绪识别、情绪理解与分析能力较好,情绪表达与

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较弱,该结论与已有研究结果一

致。[14] [15]究其原因,情绪展开有其顺序性和阶段性

规律,据 Gross 等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个体情绪

主要按照“情景—注意—评价—反应”的顺序展开,

在这一过程中情绪的注意、识别、理解、分析能力处

于基础发展阶段,更多包含的是感知认知成分,一般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已得到较为成熟的发展,但情绪

表达和情绪调节更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更高阶的

自我调节和合理外化,对学生的情绪表达和管理调

节等策略技巧掌握程度要求相对更高。 同时,中职

学生从小所处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社会环境等

相对复杂,学生“察言观色”的能力相对更强,更善

于注意和观察他人细微的语言语气、表情神态、动

作行为等,对复杂情绪的理解与分析能力相对更

强,但由于对如何在复杂情境中通过语言和行为合

理表达自身情绪,对如何通过注意力转移、积极暗

示、情绪归因等技巧进行合理调节等方面的发展尚

未十分成熟,故在情绪表达和调节方面相对更弱,

这一点需要家长、学校、社区等各方教育教学主体

加以关注与支持。

2. 女生情绪表达与情绪调节能力显著高于男生

女生的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能力显著高于男

生,但在其他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该结论与大多研

究一致,但也存在差异。 已有大多研究证明,在中学

生或青少年群体中,女生的情绪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显著高于男生。[16] [17]但张秋艳等人发现初中阶段女

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显著高于男生,高中阶段男女生

的情绪管理不存在显著差异;[18] 也有研究发现中职

学生中男生的情绪管理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女生[19]。

可见,关于情绪管理的性别差异特点在目前仍存在

争议。 就本研究而言,首先,进化心理学认为“性别

差异在心理变量上广泛存在”,从神经系统的发育形

成上看,女性的神经系统相比男性而言普遍兴奋性

更高,[20]对客观环境中的刺激反应更加敏感,在情绪

感知、理解、表达等方面更加细致入微;但生物社会

理论提出心理差异并非完全由生理差异决定,认为

不同性别在生理属性上虽存在差异,但其心理特质

会因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不同而产生变化,性别

化的认知与行为更多源于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建构,

社会上性别文化情境越平等,两性心理差异越小。[21]

本研究中女生在情绪表达与调节方面显著高于男

生,一定程度上与男女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与敏感性

差异有关,同时随着社会上性别平等意识逐渐觉醒,

男女平等、相互理解等文化环境因素逐渐形成,社会

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不再僵化,对男生的情绪理

解、分析、识别等要求也相对更高,减轻了以往性别

刻板印象及角色观念对男女生在心理路径形成等方

面的固有影响,男女生在情绪理解与分析等方面的

性别差异逐渐减弱。

3. 二年级学生情绪调节能力显著高于其他年级

中职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年级差异性,二年

级学生情绪调节能力显著高于一年级和三年级学

生,三年级学生情绪调节能力高于一年级学生,但二

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该结论与已有结论存在差异。
就能力发展的基本趋势而言,个体情绪管理各方面

能力会随年龄增长逐渐提升,但调查研究发现不同

年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所呈现的特点不尽相同。

邱晓彤发现中职学生在情绪识别能力、情绪表达能

力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三年级学生得分更高;在情

绪调控能力方面二年级学生得分最高,但在统计学

意义上不存在显著差异。[22]究其原因,情绪调节能力

的发展与提升不仅与个人情绪调节策略掌握和运用

熟练程度有关,同时也与个体所处的特殊环境与成

长阶段密不可分。 对于一年级学生而言,刚入学面

对全新的学习环境和社交环境,尚处于对外在环境

的熟悉和适应阶段,情绪调节能力在充满新鲜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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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中处于快速提升和发展阶段;对于二年级学

生来说,经过一年的快速适应和能力发展,加之教师

的关心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支持,学生情绪调节的技

巧和策略掌握程度得以提升,情绪调节能力达到峰

值;而三年级学生对于新环境的刺激趋于平淡,对情

绪管理能力的要求达不到入学的水平,加之面临毕

业升学、找工作等外在压力,情绪调节的能力相比二

年级有所下降。

(二)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1. 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

重要因素

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

标,对子女心理素质具有重要影响。[23]本研究结果显

示,第一,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中职学生的情绪管理能

力具有显著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大学及以上的

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显著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处于初

中及以下水平的学生,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一致。
虽较少研究对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

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探究,但国外研究显示,以父母

文化程度为核心指标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

的情绪认知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认知障碍问题。[24] 而情绪

认知包括个体对不同情绪的识别与理解分析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处于较低水平的

中职学生在情绪识别与理解和分析他人情绪方面显

著低于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学生。 第二,母亲受

教育程度对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影响相比父亲

受教育程度而言更高,特别在情绪识别能力方面的

差异性影响更加显著(P<0. 01),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越高,中职学生的情绪识别能力更强。 究其原因,父

母受教育程度影响父母教养观念与教养行为。 有研

究显示,受教育程度低的母亲在教养方式中的溺爱、

忽视、专制、惩罚、成就要求与教育的不一致等趋向

性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25] 加之中国家庭中对

子女的管教多以母亲角色为主,母亲的教养行为和

性格情绪等对子女情绪管理能力的养成与发展等相

比父亲而言具有更为直接且深刻的影响,因此,母亲

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情绪管理能力的影响更为直接

且显著。
2. 父母职业是影响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重

要因素

父母职业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本

研究结果显示,父母职业属于一类职业的中职学生

在情绪管理各方面得分均优于父母职业属于二类职

业的学生,且在情绪识别能力、理解与分析他人情绪

能力、情绪管理能力方面具有显著差异,该结论与已

有研究一致。 认知神经科学相关研究表明,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在面部表情识别能力方面显

著更高,[26]更易察觉和识别他人的面部情绪。 究其

原因,一方面,教师、律师、医生、企业管理人员等被

视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职业,其工作角色、工作环

境、工作关系相对复杂,对个体包含情绪管理能力在

内的社会交往能力往往要求更高,父母自身的情绪

识别、情绪表达、理解与分析他人情绪、情绪调控等

方面相对更强,通过教育要求和行为示范等方式在

有形或无形中对子女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产

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在

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等方面更具优势,不

仅更易获得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信息与服

务,同时通常具备更加多种多样的人际交往机会与

环境,能够为子女的情绪识别与表达、情绪理解与分

析、情绪管理等社会化发展所需的心理品质提供指

导与支持。

3. 独生子女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和分析他人的

情绪

在人口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于二十世纪七八

十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群体成为

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群体。 本研究结果显

示,独生子女学生在各项情绪管理能力得分均高于

非独生子女学生,且在理解和分析他人情绪这一能

力维度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该结论与已有研究一

致。[27] [28]关于对独生子女群体的认识,受中国“多子

多福”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大众给独生子女贴上

了诸如“任性”“自私”等刻板标签,认为独生子女在

家庭生长环境中缺乏兄弟姐妹的陪伴不利于其心理

健康和社会化发展。 但从家庭投资相关理论进行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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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独生子女家庭通常来说家庭经济水平相对更高,
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家庭所拥有的经济、文

化、社会资本等相对更多,[29]独生子女通常能够得到

更多的教育投入与资源;并且相较于多子女家庭,独

生子女家庭对子女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各方面投入

更为集中,对独生子女的心理和情绪状态变化等给

予更多的关注;加之伴随年龄的增长,独生子女从家

庭进入学校,同伴群体、学校教师、大众媒体等社会

化因素对个体成长的影响逐渐加深,“独生”这一特

性所造成的成长环境差异逐渐消失,个体的成长发

展更多地受家庭本身的经济、文化等资本拥有量的

支持以及家庭教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独生子

女在情绪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心理发展相比非独生子

女相对更好。
六、结论与建议

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是心理健康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职学生情绪管

理能力整体水平相对较好,但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

能力较弱,并且不同性别和年级学生的情绪能力水

平特征不同;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是影响中职学生

情绪管理能力的重要因素,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

业、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对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具有显

著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重视中职学生情绪表达和调节能力培养。 一方面中

职学校和家庭等需要营造良好的情绪表达环境与氛

围,给予学生充分表达自身情绪的机会与空间,教师

与家长在表达自身情绪时也要注意表达的准确性和

真实性,给予学生积极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中职学

校可以通过开展情绪调节相关的主题讲座、班会讨

论等,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学习情绪调节各种策略

方法,提升自我情绪调节的能力和水平,为有需要的

学生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与辅导。 第二,中职学

生情绪管理能力培养需要遵循有针对性和差异性的

原则。 一方面,一年级学生和男生群体的情绪调节

能力相对较弱,中职学校需要做好针对低年级学生

的心理调节与辅导工作,同时需要多关注男生群体

的情绪状态,鼓励学生表达自身的情绪需要;另一方

面,教师在帮助学生进行情绪疏导时需要充分关注

学生的个体特征,在了解学生成长环境和家庭背景

的前提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第三,家庭是影响

中职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重要因素,父母应提高对

孩子情绪管理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有意识地提高

自身教养水平,主动学习和了解情绪管理策略与技

巧等相关知识,对孩子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进行恰

当的干预,积极引导孩子以合理的方式表达内心的

情绪,教给孩子如何通过转移注意、转变观念等方式

进行情绪调节,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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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He Shawei　 　 Zhang Jing

Abstract:Emotion management is important for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to achieve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daptation. Based on the adapt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existing scales,this study conducted a sampling surve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n Shanghai from the five elements of emotion recognition,emotion expression,under-
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their own emotions,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others' emotion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s good. Still,the
emotion expression abili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are relatively weak. The emotion expression abili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of femal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students,and the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of sec-
ond-grad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grades.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factors such as par-
ent's education level,parents' occupation,and whether they are the only child significantly impact on the emotion man-
agement abi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Based on this,this study combined the theory of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development,family investment theory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 to conduct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devel-
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influencing factors; mental health;
ment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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