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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情绪敏感对共情的影响：
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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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揭示情绪敏感性与自我情绪控制在同伴沟通对青少年共情 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方法：广东地区 1157 例初高中

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中文版、情绪智力量表、道德敏感性问卷、人际反应指标问卷问卷对其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1）在情绪敏感性对青少年共情的影响中自我情绪管理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自我情绪管理的部分中介效应与

情绪敏感性对共情的直接效应均受到了同伴沟通的调节。

青少年；情绪敏感性；共情；自我情绪管理；同伴沟通

共情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和
价值。从个体层面来说，共情有助于帮助个体与他人建立情感
联系，抑制或减弱其攻击性 , 促进其亲社会行为和合作 [1]。它
是个体顺利适应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从社会层面来说 , 共情
被认为是促进社会中利他性行为的动机因素 , 有助于形成积极
向上、和谐共赢的社会道德风气 [2]。共情包括情绪共情和认知
共情这两个心理过程 [3]。情绪共情是一个自动的、应激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 个体首先觉知到他人的情绪 , 而后自身也出现
相应的情绪唤起 , 体现个体对他人情绪所产生的分享或共鸣。
这个概念与一个人的情绪敏感性密切相关，它指一个人对他人
情绪的警觉和脆弱程度。

沙赫特提出的情绪三要素理论认为情绪产生于来自环境的
刺激、身体的生理转变以及对于认知的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
这一理论的重点是强调了认知过程对情绪进行管理和调控 [4]。
情绪的调节和管控是由 Daniel Goleman 最先提出，他认为
个人有良好的能力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并对生活中的压力事
件作出适当的反应，适当地降级，并以积极的态度来调节消
极的情绪。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是一种心理特征，也是感知、
监控和处理自己情绪的能力，以及识别和适当应对周围情况的
能力 [5]。由此本研究试着探讨情绪敏感性、共情与自我情绪管
理的关系。

对于青少年来说，同伴关系是他们成长与发展中的重要课
题，它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会对个体的各方
面产生积极影响 [6]，有研究表明同伴依恋能预测个体的共情能
力，因此本研究将同伴依恋中的同伴沟通这一维度引入研究中，
与情绪敏感性、共情和自我情绪管理共同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 ( 如图 1)。

图 1 理论模型

1、方法

1.1  被试
本 研 究 采 用 问 卷 调 查 法， 以 广 东 地 区 1197 青 少 年 为

研究对象，共回收有效问卷 1157 份，男生 504 名，女生
653 名。

1.2  工具
1.2.1  人际反应指标问卷 (IRI) [7]
人 际 反 应 指 针 量 表 ( lntcrpcrsonal Rcaclivily 

lndex，IRI) 是在共情的两成分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后，
由 Davis(1983) 在共情的多维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所编制的共
情能力测量工具，该量表包括观点采集、想象、个人忧伤和
共情关注四个因子，从共情的认知与情感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用 1-5 计分，每个维度各有 7 道题，每个纬度相加得到的总
分越高，则共情能力越强。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 系数
是 0.83。

1.2.2  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中文版（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8]

研究采用该问卷中的“同伴依恋”分量表对青少年的同
伴依恋进行测量，量表包含 25 个题目，由 3 个维度组成分别
是：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同伴疏离，本研究仅关注同伴沟通
这一维度。该维度分为低、中、高、三个水平。同伴沟通的
Cronbach ＇ sα 系数为 0.89。

1.2.3  情绪智力量表 [9]

该量表由斯科特编，王才康译，是一份自陈问卷，涵盖了
33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法，被试根据自身情况的选择数字
（1= 很不符合，5= 很符合）。情绪智力是准确的感知、评估
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情绪感知）；对思维产生积极影响的情感
能力（运用情绪促进思维）；理解情绪以及情绪认知的能力（理
解情绪）；调控情绪和情绪智力发展的能力（调控情绪），5
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情绪智力越高。本研究仅使用
自我情绪管理这一重要维度。自我情绪管理的 Cronbach ＇
sα 系数为 0.82。

1.2.4  中学生道德敏感性问卷
该问卷由杜飞月编写，其包含四大项目，分别由两个

小项目组成，共涵盖了 35 个题目，采用 5 点记分。项目一“责
任敏感性”包括宽容和责任归属；项目二“规范敏感性”
由社会公德感和尊重他人组成；项目三“情绪敏感性”由
情感传达和情感理解组成；项目四“人际敏感性”由处理
人际关系差异和关心爱护他人组成。本研究仅关注情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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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这一大项目。中学生情绪敏感性的 Cronbach ＇ sα
系数为 0.88。

1.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问卷的方式，以问卷星为发布和收集问卷的

工具，对广东肇庆的 1197 名青少年实施调查，部分被试未完
成所有题目，这部分问卷为无效问卷，因此共回收有效问卷
1157 份，有效问卷占比达 96.66%，平均年龄 16.11±0.97 岁。
其中，女生 653 人 (15.99±0.88 岁 )，男生 504 人 (16.26±1.05
岁 )。 本 研 究 主 要 采 用 SPSS26.0 以 及 Hayes(2013) 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首先，使用
PROCESS 的模型 8 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再采用线性回归对自
我情绪管理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该检验采用了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检验结果显示，
有 8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8.02%，该结果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结果表明共同方法偏
差不明显。

2、结果与分析

2.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为初步探索情绪敏感、自我情绪管理、同伴沟通以及共情

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变量进行了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显示各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2.2  青少年情绪敏感影响共情 :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将所有变量进行统一的标准化处理，然后在严格控制

性别变量的情况下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本研究过程中
的所有分析过程均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进行。采用偏
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进行检验，并重复取样 5000 次，
计算 95% 的置信区间。

第一步，先对简单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在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中，简单中介模型是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基础，因此对其先
进行检验。基于温忠麟和叶宝娟的理论，中介效应成立需要满
足以下三个条件：（1）情绪敏感性对青少年共情的作用显著；
（2）情绪敏感性对自我情绪管理的作用显著；（3）自我情绪
管理对青少年共情的作用显著。先对自我情绪管理在情绪敏感
性与青少年共情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 model4 进行检验。回归
分析表明，各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表现为情绪敏感
与青少年共情、同伴沟通及自我情绪管理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1）；自我情绪管理与青少年共情呈显著正相关（p < 0.01）。
因此，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在情绪敏感性和青少年共情之间存在
中介作用，中介模型成立。

第二步，同伴沟通在情绪敏感性与自我情绪管理之间的调
节作用通过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 Model1 进行检验，情
绪敏感性和它的交互项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共情（β=-0.01，
t=-2.84，p < 0.01），且其与自我情绪管理以及情绪敏感性呈
显著正相关，说明它在情绪敏感和自我情绪管理之间起到调节
作用，即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的调节作用成立。

第三步，对情绪敏感性、自我情绪管理、同伴沟通和青少
年共情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 Model8 进行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检验。对 3 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评估是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检验成立的基础：

（1）情绪敏感性对青少年共情的总效应显著；
（2）情绪敏感性对自我情绪管理的预测作用显著，且其对

共情的预测作用显著；
（3）同伴沟通对情绪敏感和共情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且

其对情绪敏感和自我情绪管理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如果满足
以上 3 个条件，则证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该模型满足了
以上 3 个条件，因此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2.3  自我情绪管理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研究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检验自我情绪管理在情绪敏

感性和青少年共情中的中介作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情绪敏感
性对青少年共情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β=0.46，p < 0.001)，
情绪敏感性对自我情绪管理有的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β=0.06，
p < 0.001)，当情绪敏感性与自我情绪管理一同预测青少年
共情时，在自我情绪管理对青少年共情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β=1.26，p < 0.001)，情绪敏感性对青少年共情仍然起到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7，p < 0.001)。研究结果表明，自我
情绪管理在情绪敏感性和青少年共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其中介效应是0.57，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46，0.68］，
并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72.82%。

2.4  同伴沟通的调节作用检验
首先，检验同伴沟通在情绪敏感与自我情绪管理间的调节

作用。分别将同伴沟通的得分按照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分为
高同伴沟通组以及低同伴沟通组两组，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其
水平较低时 (M － 1SD)，情绪敏感性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情绪管
理；其水平较高时 (M+1SD)，情绪敏感性也能正向预测自我情
绪管理。

其次，检验同伴沟通在情绪敏感性到青少年共情上的调节
作用。把同伴沟通得分按照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分为高、低
两组，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其水平较低时 (M － 1SD)，情绪敏
感性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共情。其水平较高时 (M+1SD)，情绪
敏感性对青少年共情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之后又分析在不同
同伴沟通水平下 (M － 1SD;M;M+1SD) 自我情绪管理在情绪
敏感性与青少年共情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及其 95% 置信区间 ( 表
4)，得到的结果与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一致，自我情绪管理的
在同伴沟通低水平下中介效应显著，且随着同伴沟通水平不断
升高，自我情绪管理在情绪敏感性和青少年共情的中介效应也
不断提高。

3、讨论

3.1  情绪敏感性对青少年共情的直接影响
研究表明，情绪敏感性是共情发展的重要前提。本研究结

果也显示情绪敏感性对青少年共情有正向的预测作用，这与以
往研究结果一致 [11]。“狂暴期”、“反叛期”是青少年情绪发
展面临的普遍现状，在这一阶段青少年的情绪起伏大，且情绪
具有明显的完善程度低和恒定性差的特质。自上而下的共情通
常最先由情绪感知触发，当个体通过外界环境刺激产生自身情
绪的唤醒之后，才会触发共情行为，因此，情绪的感知力即情
绪敏感性将是青少年共情产生的必要条件，此外，正确的感知
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是青少年情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适当的
情绪敏感性有利于青少年共情能力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促使青
少年更能换位思考、包容他人，倾向于作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和利他行为。

3.2  自我情绪管理的中介作用
情绪是主体感知外部世界的认知过程，会产生一系列的心

理活动和认知体验。青少年正处于心理退缩期，容易受到身体
和心理的巨大变化的影响。激烈的情绪体验经常发生，而这种
情绪反应不受到控制时就会对青少年造成较大的困扰，具体表
现为在面对他们的学习环境或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来自人际
交往和学习成绩方面的压力时，会造成的较大困扰。因此对于
这种剧烈的情绪反应的合理化控制对于情绪反应起伏剧烈的青
少年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Matthias 等人研究认为
自身情绪的管理能力对情绪类的心理疾病病情的改善有着重
要作用，因此学会调控自身情绪对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学生至
关重要 [12]。

本研究将自我情绪管理作为中介变量引入研究，并探究了
情绪敏感性对青少年共情的作用途径 , 结果表明 , 其不仅具有
能够显著的直接预测青少年共情的作用 , 而且还会通过青少年
的自我情绪管理能力这一中介变量在情绪敏感性与青少年共情
之间产生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本研究中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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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校和家长可以开展对青少年自我情绪管理方面的教育，
提高青少年的对自身情绪的调控能力，从而有效培养青少年的
共情能力。

3.3  同伴沟通的调节作用
发展与适应是个体逐步进行社会适应的重要过程。皮亚杰

认为 , 逃避、同化、顺应等方式是个体应对所处环境所作出的
适应及改变。因此，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发展依恋，与父母、
同伴、恋人等建立相对稳定而强烈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会对
个人的社会性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 依恋能够预
测个体社会适应 , 且预测性具有强弱的差别，由强到弱分别为
母亲依恋、同伴依恋、父亲依恋 [13]。

本研究将其中的同伴沟通这一维度引入研究，试图揭示它
在情绪敏感性对青少年共情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情绪敏感不仅对青少年共情有显著的直接作用以及部分中介作

用，而同伴沟通分别在情绪敏感性到青少年共情以及情绪敏感
性到自我情绪管理这两条路径上起到调节作用。因此，在培养
青少年共情能力的培养的过程中，家长和学校应该对其同伴沟
通能力进行重点培养，以有效提高青少年共情能力。

4、结论

自我情绪管理在情绪敏感性对共情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同伴沟通分别调节了情绪敏性到共情以及到自我情绪管理

两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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