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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专贫困生自尊对特质情绪智力的影响：心理健康的调节作用
王　怡　杨绍清　王伟芳

（华北理工大学心理与精神卫生学院　河北　唐山　063509）

【摘　要】为了解高专贫困生的自尊、特质情绪智力和心理健康的现状特点并探讨自尊、心理健康与特质情绪智力之

间的关系和心理健康在自尊与特质情绪智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对河北省唐山市某校 795 名高专贫困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高专贫困生自尊、特质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均呈显著的两两正相关，心理健康在社会支持与特质情绪

智力之间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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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各行各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

全面化，高专学生作为高等教育中特殊的群体，学历较本科

生低，同时相较职校生的从业技术较弱，面临较大的学业和

就业压力。尤其高专院校的贫困生，在择业和经济的压力状

况下，他们在渴求自立自强又内心自卑的矛盾下容易产生对

贫困和挫折的消极认知，甚至导致焦虑、抑郁、偏执、低自

尊等心理问题 [1,2]。特质情绪智力是指通过问卷和等级量表

评估的一系列情绪自我认知，是位于人格较低层次的情绪自

我感知的体验，主要分为自我控制、情绪性、社会性和幸福

感四个方面 [3]。特质情绪智力水平的高低可以解释为个体在

调节压力、体察情感、处理社会关系和感到积极满足的程度

这些方面认为自己有多好。在特质情绪智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心理健康是一个重要因素。薛海丽的研究表明 [4]，心理

健康总分对特质情绪智力有预测作用。另有研究表明 [5]，特

质情绪智力与自尊有显著的相关性。自尊作为个体健全人格

的重要部分，影响着一个人对自身价值的体验和评价，对生

活的目标和理想的确立。恰当的自尊水平有助于个体维系健

康的心理状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周喜华等人的研究

结果表明 [6]，自尊水平对心理健康水平有预测作用。特质情

绪智力、自尊和心理健康都是关乎高专贫困学生未来发展的

重要因素。以往多为关于自尊和心理健康分别与特质情绪智

力的研究，尚没有关于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本研究对高专

生的自尊、特质情绪智力和心理健康水平进行了调查，并进

一步考察心理健康对特质情绪智力的影响以及心理健康在自

尊和特质情绪智力之间的调节效应，为高专院校在贫困学生

特质情绪智力的培养方面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 795 名高专贫困学生使用问卷星

进行调查研究，共发放问卷 869 份，回收 795 份，回收率

91.5%。其中男生 555 名，女生 240 名。

1.2 方法

1.2.1 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SES）[7] 采

用 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该量表由 10 个条

目组成，分四级评分，其中有4项反向计分，总分分值越高，

自尊程度越高，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为 0.81。

1.2.2 特质情绪智力量表简化版（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TEIQue-SF）[8] 

量表共 30 个项目，包括情绪性、幸福感、社交性和自我控

制四个因子。采用李克特7级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

全同意”进行作答，该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信

效度良好。

1.2.3中文健康问卷（Chinese Health Questionnaire,CHQ-12）[9] 

采用Goldberg编制，台湾学者郑泰安改编的中文健康问卷，

问卷共 12 个项目，包括躯体、焦虑和抑郁三个维度，四个

选项对应分数为 0、0、1、1，总分大于４分的个体被检出

疑似心理疾病。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74。

1.2.4 使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 t检验、相关和多层线

性回归的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本次数据共同方

法偏差进行检验，共析出 10 个特征根大于１的因子，首因

子解释率为 23.85%，低于 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

同方法偏差。

2.2 高专贫困生自尊、特质情绪智力和心理健康的相关

高专贫困生自尊、特质情绪智力和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1。结果显示，自尊得分与特质情绪智力总分呈显

著正相关；心理健康得分与自尊和特质情绪智力的得分均呈

显著负相关，说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的学生自尊和特质情绪

智力水平越高。

表 1 自尊、心理健康和特质情绪智力的描述性统计和

相关（ｒ）

项目  ± s 1 2 3

1. 自尊 28.58 ± 3.69 1

2. 心理健康总分 1.16 ± 1.73 -0.512** 1

3. 特质情绪智力总分 4.86 ± 0.70 0.746** -0.460** 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3 心理健康在自尊和特质情绪智力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调节效应采用温忠麟的检验方法 [10]，以自尊

为自变量，特质情绪智力为因变量，性别作为控制变量，采

用多层线性回归方法检验心理健康在自尊与特质情绪智力之

间的调节作用。为了避免出现共线性问题，将预测变量进行

去中心化处理以后，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顺序如下：第一

步，将控制变量性别纳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自尊、心

理健康纳入回归方程；第三步，将自尊和心理健康的交互

项纳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自尊对特质情绪智力具有显著

正向预测作用（β=0.69，p<0.001）；自尊与心理健康的交

互项对特质情绪智力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12，

p<0.01），自尊和心理健康共同解释整个变异量的 57%。结

果表明心理健康对自尊与特质情绪智力的关系具有调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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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结果见表 2。

表 2 心理健康在自尊和特质情绪智力之间的调节效应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β t β t β t

性别 0.04 1.05 -0.01 -0.39 -0.01 -0.31

自尊 0.69 25.29*** 0.70 25.56***

心理健康 -0.11 -3.84*** -0.19 -5.05***

自尊×心理健康 -0.12 -3.28**

R2 0.001 0.57 0.57

△ R2 0.001 0.56 0.01

△ F 1.09 512.04*** 10.76**

为了进一步解释心理健康在自尊与特质情绪智力之间的

调节效应，采用简单斜率回归分析，分别按照平均数加减

一个标准差划分出心理健康水平高分组和低分组，自变量在

不同调节水平上表现出差异性。结果表明，对于高心理健康

水平组，自尊对特质情绪智力的正向预测显著（b=0.14，

t=24.47，p ＜ 0.001）；对于低心理健康水平组，自尊对特

质情绪智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0.12，t=17.36，

p ＜ 0.001）；并且相对于低心理健康水平组，高心理健康

水平组中这种预测作用增强。即相对于低心理健康水平的贫

困高专生，高心理健康水平学生的自尊提升特质情绪智力水

平的倾向更加明显，随着自尊水平的提高，低心理健康水平

学生的特质情绪智力增加程度显著低于高心理健康水平的学

生。见图 1。

3 讨论

高专贫困生的特质情绪智力、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之间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即任何一个因素的水平越高，另外两

个因素的水平也越高。自尊对特质情绪智力有直接的正向影

响，并且与心理健康共同影响特质情绪智力水平。心理健康

水平在自尊和特质情绪智力之间有调节作用，即心理健康水

平高的学生比心理健康水平低的学生更容易提升特质情绪智

力水平，在情绪管理，与人交往以及幸福感体验方面会起到

增强的作用。本研究启示我们，关注高专贫困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提升他们的自尊水平对形成较高水平的特质情绪智

力有重要意义。在贫困生特质情绪智力培养时，要提高他们

的情绪情感体察能力、社会关系处理能力、抗压能力和幸福

感，需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基础。注意心理健康水

平较低或有心理疾病的学生，通过就医或个体、团体干预解

决学生的躯体症状和较严重的焦虑、抑郁情绪，以此为基础

进行认知调整和自我价值观等方面的心理建设。通过本研究

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对高专贫困生的培养和心理健康教育提

供参考，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积极的价值观，更好地进行自

我管理和适应社会，获得更多的幸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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