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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on relation-
ships between shyness and alien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Totally 360 college stu-
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Shyness Scale,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Scale and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Scale. Results: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nd shyness 
had predictive effect to alienation. Shyness still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ly predictability to aliena-
tion (β value declined from 0.507 to 0.383) on the basis that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was 
controlled. Conclusi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hyness and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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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羞怯与疏离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随机选取360名大学生，采用羞

怯量表中文版、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大学生疏离感量表进行测量。结果：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

羞怯对疏离感有预测作用，在控制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后，羞怯对疏离感的正向预测作用依然有统

计学意义(β值从0.507下降到0.383)。结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羞怯和疏离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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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青少年心理状况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而近几年对其疏离感的研究是热点之一。疏离

感是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正常关系发生疏远，甚至被其支配或控制，从而产生的孤独感、无意义感、不

可控制感、压迫束缚感和自我疏离感等消极的情感(杨东，吴晓蓉，2002)。青少年期是疏离感产生的敏感

高危期，但其在其他群体中也会存在，已经有研究者证明人格是疏离感的产生因素之一，而大部分研究

都是从个体生活环境、自尊、社会支持的角度探究个体疏离感产生的原因，却很少探究情绪的影响角度(杨
东等，2002)。而羞怯既可以当做个体的情绪表现，也可以看做人格特质。研究显示，羞怯个体常与低自

尊、社交焦虑、孤独、对社交情境的回避和人际排斥相伴随(孙妮，2011)。所有的这些都意味着羞怯个体

与周围环境和个人接触交流更少，对社会与社交的回避更多，也更少的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渐渐对周

围世界有了更多的疏离。已有研究证明，在大学生群体中，羞怯与疏离感显著正相关(黄林洁琼等，2015)。 
在探究羞怯与疏离感之间的关系时，还需要探究羞怯是通过何种因素导致个体感受到较高的疏离感。

已有研究表明，害羞个体并不缺乏社交知识和社交技能，其适应问题的关键是对自身社交能力信心的缺

乏(Caprara et al., 2008)。也就是说，羞怯其实是一种在社交领域的自我效能感偏低的表现，从自我效能感

的角度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符合逻辑。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

种自信程度，它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各种社会心理功能(汤冬玲等，2010)。有研究表明，羞怯个体表现出较

低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此类个体在面临社会压力情景时，调节自身情绪以适应环境的能力较差，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中介羞怯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李彩娜等，2013)。这些文献说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

能中介羞怯与孤独相关特质，比如疏离感之间的关系。 
研究的意义在于，探究羞怯是如何导致个体的疏离感的，进而就可以知道如何调节自身情绪及其它

因素使自己更少的感觉到疏离感，这是该研究的实践价值。查阅已有国内外文献，还没有发现羞怯、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以及疏离感三者关系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是一次尝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三点假设：

假设一，羞怯与疏离感呈显著正相关；假设二，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疏离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假设三，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羞怯与疏离感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随机选取河南省某高校大学生 393 名，剔除无效数据后保留 360 名被试，其中男生 114，女生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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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未标注信息者 26 名，理科生 252 名，文科生 108 名，平均年龄 19.98 岁，标准差 1.05。 

2.2. 工具 

2.2.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Scale, RES) (张萍、张敏、卢家楣，2010) 
选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中文版问卷(张萍等，2010)，用来测量个体对自我调控情绪能力的信念，

包括 12 个项目，可分为三个维度：表达正性情感的自我效能、克制失望沮丧的自我效能及控制愤怒情绪

的自我效能。问卷选用 7 级评分(1 = “完全做不到”，7 = “完全能做到”)，分数越高，说明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4，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77 至 0.82
之间。 

2.2.2. 羞怯量表(Shyness Scale, Cheek, 1983)中文版(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选用羞怯量表中文版(汪向东等，1999)，共 13 个项目，7 级评分(1 = “极不相符”，7 = “极为相

符”)，4 个题目反向计分后与其他项目相加得到量表总分，分数越高代表羞怯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

表的 α系数为 0.83。 

2.2.3. 大学生疏离感量表(The Sense of Alien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Scale) (邓军，2011) 
选用疏离感量表中文版(邓军，2011)。该量表有 17 个项目，包括自我疏离感、人际疏离感、环境疏

离感、文化价值疏离感四个维度。自我疏离指个体对自己评价缺乏肯定，产生对自己的嫌弃感；人际疏

离是由于人际冷漠而产生的孤独感和不信任感；环境疏离是个体与其生活的物理环境产生的疏离感；文

化疏离指的是个体无法认同原本共同遵守的传统习俗和社会规范，从而失去了意义感。采用 7 点计分法，

分数越高表示疏离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2 至 0.81 之间，总量表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82。 

2.3. 统计方法 

通过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经 Pearson 相关分析考察各变量之间的相关；通过用层次回

归分析检验羞怯、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疏离感的关系；用 Bootstrap 程序估计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 

3. 结果 

3.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羞怯和疏离感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负相关，与疏离感显著正相关，调节情绪自我效能

感与疏离感呈显著负相关。文化疏离、自我疏离、关系疏离、环境疏离均与羞怯呈显著正相关，与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见表 1)。 

3.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羞怯与疏离感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3.2.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羞怯对疏离感的回归分析 
以疏离感总分为结果变量，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分以及羞怯总分为预测变量。为避免变量间多

重共线性影响，首先将各变量对应的数据中心化，采用层次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两个因

子分别进入。结果表明，羞怯、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依次进入回归方程，两个回归模型均显著[F(1, 359) = 
121.72, p = 0.000; F(2,358) = 86.15, p = 0.000]，羞怯可解释疏离感总方差的 25%，而增加情绪调节自我效

能感后，可解释方差的比例增加到 32%。进一步对各回归系数检验，两者的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β = 
0.38, t = 7.86, p = 0.000; β = −0.30, t = −6.17, p = 0.000)。根据理论假设，本研究构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在在羞怯感和疏离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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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nd shyness and alienation 
表 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羞怯和疏离感的相关分析 

变量 x ± s 疏离感 人际疏离感 自我疏离感 文化价值疏离感 环境疏离感 羞怯 

疏离感 2.74 ± 0.79       

人际疏离感 2.48 ± 1.20 0.70**      

自我疏离感 2.05 ± 0.78 0.63** 0.35**     

文化价值疏离感 3.05 ± 1.28 0.73** 0.34** 0.42**    

环境疏离感 3.51 ± 1.26 0.75** 0.30** 0.16** 0.43**   

羞怯 3.73 ± 1.01 0.50** 0.24** 0.42** 0.48** 0.34**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4.96 ± 0.84 −0.46** −0.28** −0.55** −0.36** −0.19** −0.42** 

注：**p < 0.01。 
 
Table 2. Alienation as dependent variable,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nd shynes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n = 360) 
表 2. 以疏离感为因变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羞怯为自变量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n = 360)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系数(β) 标准误(SE) t 值 p 

羞怯 0.38 0.048 7.86 0.000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0.30 0.047 −6.17 0.000 

3.2.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羞怯和疏离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陈瑞等，2013)。首先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

法在原始数据(n = 360)中抽取 5000 个 Bootstrap 样本，然后根据这些样本拟合羞怯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至疏离感的中介效应模型，生成并保存 5000 个中介效应的估计值，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将这些效应

值按数值大小排序，用第 2.5 百分位数和第 97.5 百分位数估计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如果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括 0，表明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使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方法得到羞怯至疏

离感的直接效应在 95%置信区间为 0.2822 至.4705，羞怯至疏离感的间接效应在 95%置信区间为 0.0725
至 0.1949。说明此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羞怯对疏离感的直接效应为 0.376，间接效应为 0.126，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5%，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为部分中介羞怯与疏离感的关系。 

4. 讨论 

对疏离感的探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疏离感的特点及家庭、生活方式等影响因素的初步探

索。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疏离感及其四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疏离

感较强的个体，他们对自己能调节控制情绪的自信心更弱。这可能是因为当个体认为自己对自己的情绪

更能把控时，对自己的日常表现也更有信心，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就会更紧密，相应的，疏离感就减

少了。现有文献对羞怯的研究较多的是不同年龄层次的羞怯的表现及其与人格的关系，本研究选取了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切入点。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羞怯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羞怯个

体认为自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对情绪通常是“顺其自然”的。而羞怯与疏离感呈显著正相关，

这可以作为本研究中的“疏离感是羞怯的不良后果之一”的证据。 

前人有研究，羞怯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孤独感发挥作用(李彩娜等，2013)，而相比较孤独感，

疏离感是更为特殊，研究也较少的一种情感。它的产生有个体人格的原因，也受到社会支持、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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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生活经历的影响。而本研究是从人格影响疏离感的思路出发，认为有羞怯表现较多的个体与出现

疏离感的个体有较大的共生性。因为羞怯与疏离感的行为表现都是抑制型的。中介分析表明，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部分中介了羞怯对疏离感的作用，这提示我们，羞怯情绪较多的人可以通过提升自己对调节

情绪的能力的自信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疏离感。 

5. 结论 

1) 羞怯与疏离感呈显著正相关。 
2) 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疏离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羞怯与疏离感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6.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发现，羞怯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部分调节疏离感，与其他研究一样证明了情绪调节自我

效能感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6]。但是本研

究仍有一些局限，如仅选取了一所大学的在校学生作为样本，代表性欠佳，不够多元化。另外，未来可

以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探讨其具体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改变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以便更好地运用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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