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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hynes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393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measure shyness scal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the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 efficacy scale. 
Result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hyness had a predictive effect on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After controlling for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hyness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emotional self efficacy (β decreases from −0.42 to −0.33, p < 0.01). Conclu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ay 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hyness and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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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羞怯、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随机选取393名
大学生，采用羞怯量表、领悟到的社会支持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测量。结果：羞怯和领

悟到的社会支持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有预测作用，在控制了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后，羞怯对情绪调节自

我效能感的负向预测作用仍具有统计学意义(β值从−0.42下降到−0.33，p < 0.01)。结论：领悟到的社会

支持可能在羞怯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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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有效调节自我情绪状态的自信程度(Bandura, Caprara, & Bar-
baranelli, 200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与人际关系质量、积极消极情绪以及攻击行为等社会心理功能均密切

关联(Caprara & Steca, 2006)。近些年来，作为一种典型的跨领域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的功能

及其影响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大量研究显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以使个体更加有效地

应对压力、提升主观幸福感、改进人际关系质量，对羞怯、抑郁、成瘾行为及犯罪等发挥重要的调节作

用(汤冬玲，董妍，俞国良，2010)。 
羞怯是一种以持久、弥散性的社交焦虑为主要表现的人格特征。在社交情境中，羞怯个体会怀疑自己

建立并维持亲密关系的能力，在自我效能信念上存在不足(Caprara, Alessanderi, Di Giunta, Paneral, & Eisen-
berg, 2010)。近期有研究指出，羞怯个体较多的负性情绪可能与其调节自身情绪的信心不足有关(Lightsey et 
al., 2011)。具体说来，羞怯个体并非缺少社交知识和技能，而是对自身的交往能力信心不足。综上所述，

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关系紧密，但羞怯为何降低了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或者说两者之间的

中介因素是什么，还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我们认为，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可能是其中关键的变量。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评价、期望与感受，是对需要时可能获得特定社会支持

的信心和信念(叶俊杰，2005)。研究发现，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密切相关，且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对一般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正向预测作用(颜桂梅，2008)，而羞怯则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显著负相关(王可可，2009)，但是对于羞怯、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本研究用羞怯做预测变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为结果变量，检验领悟到的社会

支持是否在羞怯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三点假设：假设一，

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负相关；假设二，羞怯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对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假设三，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中介羞怯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2. 对象与方法 

选取河南省某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共 407 名，其中有效问卷 393 份，男生 123 人，女生 235 人，未

注明性别信息的 35 人，被试年龄在 18 到 22 之间，均值 18.16，标准差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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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具 

2.2.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张萍等人(2010)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中文版，共有 12 个项目，包括 3 个维度：表达积

极情绪效能感、调节沮丧/痛苦情绪效能感和调节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问卷 7 级评分(1 = “完全做不

到”，7 = “完全能做到”)，高分代表更高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本研究中，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

在 0.77 至 0.90 之间，总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 0.83。 

2.2.2. 羞怯量表 
采用羞怯量表中文版(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本量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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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目前广泛应用于对我国大学生羞怯状况的研究。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83。 

2.2.3.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量表 
选用中文版领悟到的社会支持量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共 12 个项目，包含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维度，采用 7 级计分。总分反应的是个体感受到社会支持程度。总分越高，则

表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中，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86 至 0.92 之间，总量表内部一致

性信度达到 0.89。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用 Pearson 相关分析了解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用偏差校

正的 Bootstrap 程序分析检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在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间的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大学生羞怯、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呈现了大学生羞怯、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描述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大

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平均值为 4.95，羞怯的平均水平为 3.74，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平均值为 4.14，
表明大学生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居于中等偏上水平，羞怯居于平均分之下。 

3.2.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羞怯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羞怯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见表 2)。 

3.3.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在羞怯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3.3.1. 羞怯、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对情绪调节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为结果变量，羞怯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采用逐步进入法进行线

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羞怯和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依次进入回归方程，两个回归模型均显著[F(1,391) = 
83.09, p = 0.000; F(2,390) = 70.24, p = 0.000]，羞怯可解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17.3%的方差，而增加领悟

到的社会支持后，可解释方差的比例增加到 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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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330, t = −7.29, p = 0.000; β = 0.312, t = 6.89, p = 0.000) (表 3)。 

3.3.2.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在羞怯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以羞怯为自变量，以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采用逐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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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hynes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表 1. 羞怯、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描述性统计 

 N Min Max M SD 

羞怯 372 1．00 7.00 3.74 1.00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372 1.25 5.25 4.14 0.70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372 2.00 7.00 4.95 0.83 

 
Table 2. Correlation with shynes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emotional self-efficacy 
表 2. 羞怯、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羞怯 1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0.28** 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0.42** 0.41** 1 

注：N = 393，**p < 0.01。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hynes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表 3. 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羞怯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n = 393)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系数(β) 标准误(SE) t 值 p 值 

羞怯 −0.33 0045 −7.29 0.000 0.33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0.31 0.045 6.89 0. 000 0.31 

 

归分析法考察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为避免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首先将各变量对应的数

据中心化，采用强迫进入法进行分步回归分析，作羞怯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

c；第 2 步做羞怯对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 a；第 3 步纳入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作对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得到路径系数 b 和 c'。结果；在第 1 步回归分析中，羞怯负向预测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第 2 步回归分析中，羞怯负向预测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第 3 步将中介纳入回归方程，

在控制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影响的基础上，羞怯仍负向预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回

归系数减少，说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在羞怯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表 4)。 
参照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陈瑞，郑毓煌，刘文静，2013)，在 95%置信区间下，

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 0(LLCL = −0.1400, ULCI = −0.0517)，表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

此外，控制了中介变量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之后，自变量羞怯对因变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依然显

著，区间(LLCI = −0.4194, ULCI = −0.2412)，不包含 0。因此，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并不是完全中介，只是

自变量羞怯和因变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部分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0.1%。 

4. 讨论 

4.1. 羞怯、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首先考察了大学生羞怯、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结果表明，羞怯

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呈负相关，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负相关，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越是羞怯

的个体，越不情愿与他人亲近或者不愿意接触那些不容易回避他人注意的情境，这必将直接削弱羞怯者

所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领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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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shyness and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 efficacy 
表 4.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在羞怯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的中介作用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β) R2 t 值 

1(路径 c)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羞怯 −0.42 0.18 −9.12** 

2(路径 a)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羞怯 0.28 0.78 −5.86** 

3(路径 b)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 0.41 0.16 8.78** 

(路径 c’)  羞怯 −0.33  −7.56** 

注：N = 393，**p < 0.01。 
 

的社会支持越多，积极情绪就越多，从而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越有控制感，进而强化了个体对未来的积极

预期，使得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到有效提升。 
本研究以羞怯为预测变量，领悟到的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为结果变量，构建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在羞怯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模型。这一中介效应的结果分别通过分布回

归及 Bootstrap 程序检验共同得出。结果表明，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在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的中介

效应显著，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20.1%。即羞怯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

感有显著的负性预测作用，并通过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来间接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由于高羞怯个体

自身较为保守，在社交场合中抑制自己的欲望，也常感受到更多的消极情绪，进而对自己的社会关系不

满，感受到更低的社会支持水平。由于较低的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个体应对社会压力的资源减少，

导致情绪调节性能力差。在遇到负性刺激时，情绪难以及时调整，导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偏低。反之，

低羞怯水平个体能更好的参与社交，体会到社交带来的积极情感，与团体成员友好相处，从而体会到较

多的社会支持。由于自身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增加，积极情绪也增多，也更有信心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也得到有效提升。 
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假设，即羞怯通过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来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一结果启

示我们，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可以通过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来缓和，即羞怯个体可以积极参

与到社交活动中，更多的体验到社会资源的支持，提升自己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的能力，确保自己良好的

情绪状态，使个体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改变他们的生活观念，提高其对未来的积极期待。 

4.2.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如下局限，首先，本研究选用问卷法，难于确定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研究的样

本仅选自同一高校的大学生，结论的外部效度有限，在推广到其他人群时需要谨慎。最后，研究方法为

横向设计，样本量有限，研究结果尚需增加样本量并采用纵向设计等方式加以完善。 

5. 结论 

1) 大学生的羞怯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负相关； 
2) 大学生的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羞怯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3) 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在羞怯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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