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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感知恋人回应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并研究自尊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我们通过调查

和分析，得出结论：感知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当个体感知到他

们的恋人对他们有积极的回应时，他们会更加满意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此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自

尊在这一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当个体的自尊水平较高时，感知恋人回应对关系满意度产生

的影响就会减弱。这些结果对于理解亲密关系中的情感交流和个体情感健康的维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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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on 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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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we 
conclude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at is, when individuals perceive that their partner responds posi-
tively to them, they will b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 our study found 
that self-esteem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when an individual’s 
self-esteem level is high,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on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s weakened. Thes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individual emo-
tion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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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社会和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期望逐渐升高。亲密关系满意度被视为衡量个

体对这种关系感到满意的标准，对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产生深远影响。在亲密关系中，个体对恋

人回应的看法牵涉到一个复杂而关键的议题——感知恋人回应。这指的是个体在情感、信息、物质等多

个方面体验到恋人提供和反馈所带来的主观感受。研究指出，个体对恋人回应的感知与亲密关系满意度

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杨柳，黄敏儿，2022)。 
在人际关系中，最新研究表明，理解、关心和认可他人的感受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至关重要。这种

感知恋人回应的能力被视为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要素。积极回应有助于提升人际关系质量，促进情

感健康，而消极回应可能带来不良影响(Woods et al., 2015)。尤其是一些更具破坏性的回应，如对积极事

件提出否定看法，可能使积极事件和情绪对个体的正面影响减弱甚至受到破坏(Gable et al., 2004)。这些

研究结果深刻阐明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同类型的回应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核心理论是亲密关系人际过程模型(IPMI; Reis & Shaver, 1988)，它旨在解释亲密关系的渐进发展。该

模型强调了在亲密关系演变中感知恋人回应的核心地位。多项研究验证了 IPMI模型的可靠性(Manne et al., 
2018)。这些研究结果更进一步确立了感知恋人回应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 

一般来说，当我们感知到恋人对我们回应时，会感觉到与他/她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从而增强我

们对这种关系的满意度。本次研究旨在探讨其内在的调节机制。过去的研究发现，自尊和心理健康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自尊是构成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个体自我系统的核心要素。自尊水

平的高低是心理资源的重要表现，它对个体的人格适应和心理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张向葵等，2015)。
杨紫嫣等(2017)指出，高自尊可以助帮个体应对负面情境，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并增强其环境适应能力。

除此之外，自尊也是个体适应社会文化情境的关键心理机制之一。它能够调节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

在正常发挥时具有缓解焦虑的功效。据研究结果显示，自尊与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不良情绪之间存在

着极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低自尊者在面对人际拒绝时，往往会将问题归咎于自己，从而形成负面的自我评价。在亲密关系中，

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突出。他们往往会低估和怀疑恋人对自己的爱意，并且对恋人的回应也容易感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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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当对恋人感到失望时，他们可能会倾向于选择自我防御并将自己隔离开来，进而引发愤怒情绪，这

种行为往往会对双方之间的亲密关系产生不良影响。相比之下，高自尊的人在对待自己时具有内在坚定

的信念，不易被他人的评价所左右。当发生亲密关系冲突时，他们会积极采取行动，努力拉近与恋人之

间的距离，并致力于修复和维护稳定的亲密关系，以达到满意的状态。 
因此，本次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感知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深入探讨自尊

心理对其中调节作用的影响。本研究旨在透彻探究这一关系，并为人们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亲密关系

建立和维护方法，以此提升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的假设是，自尊对感知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具有调节作用。即低自尊者对于亲密

关系的评价更加依赖于恋人的回应，当他们感知到恋人的回应更积极时，对于亲密关系的满意度会更高；

反之，则会降低满意度。相比之下，高自尊者在同样情况下，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变化幅度会更小一些。

假设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odulate the model 
图 1. 调节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采用了方便取样的方法对 121 位成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经过剔除答题时长短、

问卷填写不全以及关键信息缺失的被试后，我们最终获得了 111 份有效问卷，这些问卷的有效率达到了 
91.74%。在所有被试中，男性占比 35.14%，共计 39 人，女性则占比 64.86%，共计 72 人。被试的平均

年龄为 22.20 岁。我们还对被试的恋爱时长进行了测定，结果发现，恋爱时长为三个月以下的被试有 17
人，占比 15.32%；半年的有 24 人，占比 21.62%；一年的有 35 人，占比 31.53%；两年的有 19 人，占比

17.12%；三年及以上的有 16 人，占比 14.42%。这些数据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2.2. 研究工具 

2.2.1. 感知恋人回应量表 
本研究使用了经过 Reis 和 Carmichael 改编的感知回应量表(PPRS)来测量个体对恋人积极回应程度的

感知。分数越高，说明个体感受到的恋人积极回应程度越高。这样的测量工具为我们深入理解亲密关系

中的回应机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2.2. 亲密关系满意度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翻译修订的关系评估量表(Relationship Assessment Scale, RAS; Hendrick et al., 1998)来

衡量被试对自身和交往对象的亲密关系满意度。该量表共有 7 个问题，例如：“总的来说，你对你们的

关系感到满意吗？”在评分方面，我们采用了 5 点计分制，从 1 (完全不符合)到 5 (完全符合)。分数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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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被试对这段恋情的满意度越高。这种量表的运用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了解亲密关系中的满意度水

平。 

2.2.3. 自尊量表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采用了 Rosenberg (1965)设计的包含 10 个问题的自尊量表，例如：“我认为

我是一个不错的人。”采用了 5 级评分，范围从 1 (完全不正确)到 5 (完全正确)。高得分反映了个体更强

烈的自我价值感，自尊水平也就越高。通过这个量表，我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个体的自尊水平。 

2.3. 数据处理 

在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时，我们采用了 SPSS28.0 以及 Hayes (2013)所提出的 PROCESS 方法。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差异检验结果表明，自尊和亲密关系满意度在性别上不存在差异(自尊：t = −0.174，p > 0.05；亲密

关系满意度：t = −0.720，p > 0.05)，而且与恋爱时长也无关(自尊：F = 2.273，p > 0.05；亲密关系满意度：

F = 1.879，p > 0.05)。在后续的分析中，我们将性别和恋爱时长作为控制变量，以消除它们对研究结果的

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感知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各项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

以及相关矩阵见表 1。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表 1. 变量间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性别 1.65 0.480 -     

2 恋爱时长 3.03 1.430 0.014 -    

3 感知恋人回应 124.03 23.29 0.188* 0.166 -   

4 亲密关系满意度 29.59 4.76 0.069 0.138 0.828** -  

5 自尊 32.92 7.397 0.017 0.046 0.608** 0.600** - 

注：n = 111。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 = 1，女性 = 2。*p < 0.05，**p < 0.01。下同。 

3.2. 调节效应检验 

使用 Hayes 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检验感知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是否受到自尊的调

节。结果表明，自尊在感知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起调节效应。为了检验自尊的调节效应，对

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知，调节作用分为三个模型，模型 1 中包括自变量(感知恋人回应)。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

上加入调节变量(自尊)，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交互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项)。 
针对模型 1，其目的在于研究在不考虑调节变量(自尊)的干扰时，自变量(感知恋人回应)对于因变量

(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情况。 
表 2 通过简化可以得到表 3。 
从表 3 可知，自变量(感知恋人回应)呈现出显著(t = 15.410, p = 0.000 < 0.05)。意味着感知恋人回应对

于亲密关系满意度会产生显著影响关系。感知恋人回应、自尊正向预测亲密关系满意度，感知恋人回应

与自尊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性(t = −2.527, p = 0.013 < 0.05)。意味着感知恋人回应对于亲密关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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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ults of adjustment effect analysis 
表 2.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B 标准误 t p β 

常数 32.919 0.396 83.216 0.000** - 32.919 0.388 84.848 0.000** - 33.472 0.437 76.521 0.000** - 

感知恋人回应 6.124 0.397 15.410 0.000** 0.828 5.435 0.491 11.072 0.000** 0.735 5.109 0.496 10.297 0.000** 0.691 

自尊      1.132 0.491 2.306 0.023* 0.153 1.104 0.479 2.303 0.023* 0.149 

感知恋人 
回应*自尊 

          −0.918 0.363 −2.527 0.013* −0.138 

R² 0.685 0.700 0.717 

调整 R² 0.683 0.695 0.709 

F 值 F (1,109) = 237.470, p = 0.000 F (2,108) = 126.099, p = 0.000 F (3,107) = 90.384, p = 0.000 

ΔR² 0.685 0.015 0.017 

ΔF 值 F (1,109) = 237.470, p = 0.000 F (1,108) = 5.319, p = 0.023 F (1,107) = 6.383, p = 0.013 

因变量：亲密关系满意度 

*p < 0.05, **p < 0.01. 
 
Tabl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表 3. 自尊的调节效应 

 b SE β 95%CI 

感知恋人回应 0.691 0.067 0.691 [0.588, 1.702] 

自尊 0.149 0.065 0.149 [0.630, 1.587] 

感知 × 自尊 −0.124 0.049 −0.138 [0.886, 1.128] 

adjusted R2  0.717   

F  0.013   
 

产生影响时，调节变量(自尊)在不同水平时，影响幅度具有显著性差异，感知恋人回应与自尊的交互项负

向预测亲密关系满意度。 
为了进一步分析感知恋人回应与自尊的交互效应，计算出了自尊为平均数正负一个标准差时，感知

恋人回应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效应值，即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Table 4. Simple slope test 
表 4. 简单斜率检验 

调节变量水平 回归系数 标准误 t p 95% CI 

平均值 5.109 0.496 10.297 0.000 4.137 6.082 

高水平(+1SD) 4.191 0.687 6.099 0.000 2.844 5.538 

低水平(−1SD) 6.027 0.533 11.301 0.000 4.982 7.073 
 

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如图 2 所示，由图可知，自尊在感应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起调节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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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perceive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图 2. 自尊在感知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的调节效

应 

4. 讨论 

研究指出，个体感知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紧密相关，证实了其能直接正向预测亲密关系满意

度，这一发现与之前的调查结果相符(Hershenberg et al., 2016)。在情感表达中，恋人若以理解、认可和关

怀的方式回应个体的情绪分享，将提升个体的愉悦感，同时加强彼此间的信任和亲密感。而在个体表达

不愉快情绪时，积极的恋人回应有助于个体感受到被理解，增强对恋人接纳情感的信心(Forest et al., 2014)。
随着时间推移，积极的效果将逐渐累积，进一步提升亲密关系的满意度(Reis & Gable, 2015)。这些积极回

应满足了个体对归属感、亲密感和安全依恋的需求。研究表明，积极的回应对人际关系质量产生积极作

用，对情感健康有正面影响；相反，消极的回应可能对人际关系和情感健康造成负面影响(Woods et al., 
2015)。 

个体的自尊水平在感知恋人回应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尊水平较低时，其

对恋人回应的感知更容易影响到其亲密关系的满意度；相反，自尊水平较高时，这种影响相对较小。这

一现象背后有多种原因：首先，自尊心较低的个体更强烈地期望透过恋人的理解和关怀来确认个体的自

我价值，他们渴望得到恋人的认可和接纳，因而对恋人的回应更为敏感。其次，如果恋人以负面方式回

应，这将引发个体更为强烈的防御心理，感到有必要保护自身(Murray & Holmes, 2012)。这可能导致个体

对自我评价的降低，使其在下次表达情感时更为谨慎，不太愿意展示内心，进而可能影响亲密关系的满

意度。另一方面，积极的恋人回应会让个体感到被认可，进而加强对恋人的信任和依赖。这有助于满足

人际交往、亲密关系和安全依恋的内在需求，并提升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 
对于那些自我评价不够自信的个体而言，他们更迫切地期待从恋人处获得积极回应，以提升个

体的幸福感。这项研究强调了关注个体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研究表明，感知恋人回应是预测亲

密关系满意度的关键指标。因此，恋人的积极回应对于个体感到被认可和支持具有关键性作用。在

情感分享的过程中，双方的积极回应、理解、关心和赞赏对彼此都极为有益，有助于提升亲密关系

的满意度，促进更健康的关系发展，同时增进幸福感和满意度。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自尊心发挥

着调节作用，提醒我们在亲密关系中要善于沟通，同时要坚定自我，积极肯定自己的价值，正确理

解健康亲密关系。 

5. 问题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对于个体亲密关系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引导，也强调了自尊和自我认知在亲密关系中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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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重要性。 
该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阐明感知恋人的反应对亲密关系的影响以及自尊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然而，

研究仍有待完善的方面。首先，该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方法来探究自尊对情感关系的影响，这种方法

相对单一。未来的研究可考虑引入实验室观察法，以在不同情境下观察个体的反应。同时，可以运用其

他评估手段，如自我陈述等，以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其次，研究中存在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女性参与

者较男性多。尽管数据分析显示性别对结果的影响较小，并已在后续分析中得到控制，但这或许对研究

结果的外部效度产生一些影响。未来的研究应注意保持样本中男女比例的平衡，适度增加参与者数量和

多样性，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最后，本研究的假设是将自尊作为感知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

之间的调节机制，在前期文献分析和初步访谈时，我们也曾考虑依恋在其中的作用，已有较为详实的文

献研究证明依恋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只是其在感知恋人回应与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

未来研究也可以从依恋的角度入手，作为对本研究的发展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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