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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通过探寻不同沟通特征下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差异性，寻找到提高婚姻满意度、创建和谐家庭

氛围的有效方式。基于《婚姻满意度量表》以及夫妻线上沟通自编表，采用问卷调查法对330名已婚人

员进行线上调查，收回有效问卷303份，并使用SPSS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等分析，

以研究预测夫妻互动模式(网络沟通)对亲密关系满意度影响。结果表明：正面情绪表情包沟通、正面情

绪文字与表情包沟通、负面情绪表情包沟通与婚姻满意度及夫妻认知、情感、沟通等维度显著相关；正

面情绪文字沟通、负面情绪文字沟通与婚姻满意度及夫妻认知、情感维度显著相关，与夫妻沟通维度不

相关；夫妻间沟通状况良好，能够做到相互理解、互相扶持，则夫妻间矛盾较少。这些发现为夫妻日常

沟通和婚姻满意度之间的理论关系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同时也为提出提升婚姻关系的方法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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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and the modified scale,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online 
survey of 330 married people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collected 303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used SPSS to analyze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of the recovered valid data, so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5309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5309
https://www.hanspub.org/


文睿 等 
 

 

DOI: 10.12677/ap.2024.145309 247 心理学进展 
 

as to study and predict the impact of couple’s interaction mode (network communication) on in-
timate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ositive emotion emoji communication, 
positive emotion text and emoji communica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 emoji communic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husband and wife cognition, emotion, and 
communication. Positive emotional text communica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al text communica-
t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di-
mensions of couples, but not with the dimensions of husband and wife communication. If the hus-
band and wife communicate well and can understand and support each other, there will be fewer 
conflicts between the husband and wife. These findings provide more evid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ples’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also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proposing ways to improve marital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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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夫妻沟通特征对夫妻亲密关系满意度有显著预测效果，不同的沟通特征对婚姻满意度存在着较为明

显的影响。在众多有关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中，夫妻之间的沟通特征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沟通特征在

维系夫妻之间的情感联系、解决问题和促进亲密关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夫妻间的常见沟通行为

可以概括为以下 12 种：即敌意、控制、回避、否认、反问、抱怨、表达、协商、幽默、迎合、关注和顺

从。有效的沟通不仅可以促进夫妻之间的理解和亲密，还可以解决问题和冲突，增加夫妻的满意度，这

些不同的沟通行为反映了个体所采取的不同沟通策略。其中，敌意、抱怨、否认和反问可归于“消极敌

对”沟通策略；表达、协商、关注、幽默和回避(反向)代表了“积极建设”沟通策略；而余下的顺从、迎

合和控制(反向)三种行为则反映了一种“回避冲突”的沟通策略(琚晓燕等，2020)。夫妻的沟通质量与夫

妻生活的许多方面有关，包括关系满意度(Weber et al., 2023)。在吴婷等人(2016)的研究中表明丈夫的积极

建设沟通与妻子的消极敌对沟通对自身婚姻满意度影响显著，妻子回避冲突沟通对自身满意度的影响边

缘显著，妻子的积极建设沟通与回避冲突沟通对丈夫的满意度影响作用显著。1979 年，在 Olson 等人提

出的家庭功能环状模型理论中指出，家庭内部的互动关系包括亲密度、适应性和沟通三个方面，而沟通

对于家庭在亲密度和适应性两个维度上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赵亮亮，2023)。国内学者张锦涛，方

晓艺(2011)使用相关工具测量了 130 对平均婚龄为 11.49 年的中国夫妻，得到了相似的模式。许多国外针

对特殊群体的研究也揭示了沟通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抑郁患者及其配偶报告的婚姻不满程度更高，

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差(Basco et al., 1992)；JH Rowland et al. (2009)在乳腺癌幸存者随机对照实验中

表明通过对干预小组进行为期 6 周的心理干预、夫妻沟通课程后，结果表明干预小组更有可能报告关系

调整和沟通的改善以及对性的满意度增加。琚晓燕等人(2020)的研究表明在不同情境中，夫妻不同性质的

沟通行为对其婚姻质量的预测模式具有差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夫妻沟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等新媒体

的兴起，以及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都对夫妻沟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微信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主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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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软件，是当代夫妻沟通的重要手段。在网络人际交流中，网络表情符号相当于面对面人际交流中的

非语言符号，能够传达文字信息之外的情绪、情感及态度等信息(刘凯欣，2017)。有类似研究发现，对

伴侣披露的文字和贴纸回应的结合可以产生最高水平的亲密体验，其次是纯文字和贴纸的回应。它进

一步表明，卡通般的线条贴纸可能更好地传达积极情绪而不是消极情绪，因为详细的插图更类似于现

实生活中表达幽默和快乐的非语言行为，并且可能促进交流伙伴在空间中移动时想象的亲密关系

(Wang, 2015)。亲密关系是指评价个体主观幸福感、夫妻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重要指标(宋苏丽等，

2021)；孙小博(2015)认为亲密关系可以显著预测夫妻质量，即亲密关系好的夫妻与高婚姻质量呈显著

正相关。新时代夫妻沟通的特征与传统时代相比呈现明显的变化，从而可能会导致夫妻双方对亲密关

系满意度的评价。除去沟通方式的变化，伴随着社会进步的还有人们不断提高的婚姻质量要求。董凤

芝(2000)强调在变革的中国社会，经济对夫妻家庭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大。已有研究论证了经济因素对夫

妻关系的实际制约作用，但经济因素并非唯一的影响因子，伴随媒体环境日益更新，影响夫妻关系的

一些新因素正悄然登场。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新时代夫妻的沟通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交

流。在如今两性关系中的，手机使用渗入普通的夫妻家庭生活领域之中，表情包作为一个新兴起的表

达工具，在不同性格、不同婚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婚龄的夫妻中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和运用。在学

界有关手机使用、夫妻间网络互动及现实沟通等问题的研究中，袁莉(2017)指出新的家庭信息场景和新

的媒介情境重新塑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手机上网以一种虚拟与真实交织的沟通方式拓展了夫妻

间情感沟通方式，但因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反而压缩了夫妻间现实的交流空间，容易引发夫妻矛盾。

郭永昌(2020)分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相关统计报告指出，全国离婚率与手机网民人数相关度为

0.994，与手机网民占比相关度为 0.939。过度的手机依赖降低了家务分担、子女看护、沟通交流等方面

的时间，有可能成为婚姻解体的导火索。在网络人际交流中，网络表情符号相当于面对面人际交流中

的非语言符号，能够传达文字信息之外的情绪、情感及态度等信息，如何更好利用微信等新兴交流方

式以增进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已成为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议题。然而不同沟通特征对于夫妻关亲密关

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正如谢晨(2022)所言，现有的夫妻沟通、关系研究大多局限在

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并未移步于网络空间进行讨论。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夫妻微信表情包使用与

亲密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探寻不同家庭类型下，不同沟通模式下婚姻满意度的差异性，

寻找提高婚姻满意度、创建和谐家庭氛围的有效方式。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随机抽样方式，选取被试共 330 名，其中男性 169 名，女性 161 名，年龄在 20~70 岁，多分布

于 30~40 岁。本次问卷共收回 330 份，有效问卷共计 303 份，其中 27 名被试因做题时长太短、数据结果

不完整将其剔除。 

2.2. 研究工具 

本次问卷共计 38 道大题，其中夫妻微信对话方式量表采用“自编 + 改编”式；亲密关系满意度量

表摘自陈世民等人(2010)编制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夫妻关系问卷。陈世民等人(2010)在以往文献的基础

上，将夫妻关系分为夫妻沟通、夫妻认知、夫妻情感 3 个维度，并在开放式调查和预测修改的基础上形

成 21 题的初测问卷，对 153 名已婚被试进行施测，通过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 14 题的正式问

卷。每一个条目均采用“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 1~5 级评分，评分高表明婚姻关系大多数方面

是和谐与满意的；评分低则反映婚姻不满意。被试在回答量表题目时，按照每个句子与自己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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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的程度选择一个选项，将选择对应的分数相加，即为总的满意度评分。 

2.3.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已婚家庭成员，考虑到选取被试的随机性和被试作答的方便性等因素，本研究数据

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调查，收集线上数据。研究对象包括不同婚龄的夫妻，年龄分布从 20 岁到

70 岁，婚龄时长五年为一个阶段，根据结婚年限分为以下几个组别：1~5 年、6~10 年、11~15 年、16~20
年和 20 年以上。问卷包括关于夫妻互动模式、沟通方式、亲密关系满意度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对收集到

的数据用 SPSS 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夫妻互动模式(网络沟通)对亲密关系满意度影响，同时比较不同婚龄

组别之间的差异，即婚龄对夫妻关系的影响。 

3. 数据分析 

3.1. 信效度检验 

本次样本数据收集完成后，对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得到 Cronbach-α 系数为 0.73，该系数大于 0.7
即说明该问卷内容可以接受。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参与问卷的人员进行人口学变量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人数(人) 占比(%) 

性别 
男 150 49.5 
女 153 50.5 

年龄 

18~25 岁 32 10.6 
26~30 岁 62 20.5 
31~35 岁 35 11.6 
36~40 岁 45 14.9 
41~50 岁 80 26.4 
51~60 岁 36 11.9 
≥61岁 13 4.3 

婚龄 

≤5年 101 33.3 
6~10 年 55 18.2 

11~15 年 40 13.2 
16~20 年 24 7.9 
21~25 年 40 13.2 
26~30 年 21 6.9 
31~35 年 12 4.0 
36~40 年 5 1.7 
≥41年 5 1.7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学历 56 18.5 
高中/中专 56 18.5 
大专/职高 72 23.8 

本科 102 33.7 
硕士及以上 17 5.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5309


文睿 等 
 

 

DOI: 10.12677/ap.2024.145309 250 心理学进展 
 

如表 1 所示，在参与调查的 303 名人员中，男性 150 人(49.5%)，女性 153 人(50.5%)；年龄 18~25 岁

32 人(10.6%)，26~30 岁 62 人(20.5%)，年龄 31~35 岁 35 人(11.6%)，36~40 岁 45 人(14.9%)，年龄 41~50
岁 80 人(26.4%)，51~60 岁 36 人(11.9%)，≥61岁 13 人(4.3%)；婚龄 ≤ 5 年 101 人(33.3%)，婚龄 6~10 年

55 人(18.2%)，婚龄 11~15 年 40 人(13.2%)，婚龄 16~20 年 24 人(7.9%)，婚龄 21~25 年 40 人(13.2%)，婚

龄 26~30 年 21 人(6.9%)，婚龄 31~35 年 12 人(4.0%)，婚龄 36~40 年 5 人(1.7%)，婚龄 ≥ 41 年 5 人(1.7%)；
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 56 人(18.5%)，高中/中专 56 人(18.5%)，大专/职高 72 人(23.8%)，本科 102 人

(33.7%)，硕士及以上 17 人(5.6%)。可以看出参与调查的男性人数较多，婚龄小于等于 5 年的人数占比最

大。 

3.3. 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正面情绪

文字沟通 1          

2. 正面情绪

表情包沟通 0.459** 1         

3. 正面情绪

文字 + 表情

包沟通 
0.326** 0.355** 1        

4. 负面情绪

文字沟通 0.720** 0.392** 0.314** 1       

5. 负面情绪

表情包沟通 0.370** 0.779** 0.334** 0.549** 1      

6. 负面情绪

文字 + 表情

包沟通 
0.262** 0.329** 0.738** 0.330** 0.387** 1     

7. 认知 0.308** 0.193** 0.363** 0.192** 0.136* 0.375** 1    

8. 情感 0.214** 0.290** 0.421** 0.114* 0.236** 0.339** 0.680** 1   

9. 沟通 0.029 −0.122* 0.183** −0.072 −0.189** 0.140* 0.162** 0.1 1  

10. 婚姻 
满意度 0.262** 0.191** 0.444** 0.121* 0.113* 0.394** 0.867** 0.850** 0.481** 1 

*p < 0.05，** < 0.01 (下同) 
 
根据表 2 可知，正面情绪表情包沟通、正面情绪文字和表情包沟通、负面情绪表情包沟通、负面情

绪文字和表情包沟通与婚姻满意度及夫妻认知、情感、沟通等维度显著相关；负面情绪文字沟通、负面

情绪文字沟通与婚姻满意度及夫妻认知、情感维度显著相关，与夫妻沟通维度不相关。因此可以得出在

夫妻微信沟通中正面情绪文字加表情包的沟通方式，能够为双方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传达友好的态度，

从而正向预测亲密关系满意度的结论。 

3.4. 家庭婚姻阶段和婚姻满意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无显著差异) 

表 4 中 F 值为 0.557，对应的概率值为 0.790，大于 0.05。得出结论：不同家庭婚姻阶段对应的婚姻

满意度得分的样本平均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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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One-way ANOVA for marital satisfaction 
表 3. 单因素方差分析婚姻满意度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1312.921 7 187.560 1.145 0.337 
组内 31450.499 192 163.805   
总数 32763.420 199    

3.5. 正性情绪的沟通方式与亲密关系的相关 

3.5.1. 与夫妻情感维度的相关 
在夫妻情感维度中，正面情绪沟通方式中的文字形式与夫妻情感无显著相关，表情包和文字表情包

形式与夫妻情感总分有显著相关(见表 4)。 
 

Table 4. Positive emotions and husband and wife emotions 
表 4. 正面情绪与夫妻情感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9.957 1.006  9.896 0.000 
正面情绪文字沟通平均分 0.034 0.255 0.008 0.133 0.895 

正面情绪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0.596 0.215 0.158 2.777 0.006 
正面情绪文字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1.739 0.248 0.382 7.004 0.000 

a. 因变量：夫妻情感总分。 

3.5.2. 与夫妻认知维度的相关 
在夫妻认知维度中，正面情绪沟通方式中的文字和文字表情包形式与夫妻认知总分无显著相关，表

情包形式与夫妻认知总分有显著相关(见表 5)。 
 

Table 5. Positive emotions and couples’ cognition 
表 5. 正面情绪与夫妻认知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9.029 0.991  9.109 0.000 
正面情绪文字沟通平均分 0.948 0.251 0.215 3.778 0.000 

正面情绪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0.118 0.211 −0.031 −0.558 0.577 
正面情绪文字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1.734 0.245 0.381 7.088 0.000 

a. 因变量：夫妻认知总分。 

3.5.3. 与夫妻沟通维度的相关 
在夫妻沟通维度中，正面情绪沟通方式中的文字形式、表情包形式与文字表情包形式与夫妻沟通总

分均有显著相关(见表 6)。 
 

Table 6. Positive emotions and husband and wife communication 
表 6. 正面情绪与夫妻沟通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19.253 2.034  9.46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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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正面情绪文字沟通平均分 −1.388 0.515 −0.171 −2.696 0.007 

正面情绪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1.351 0.434 0.195 3.116 0.002 
正面情绪文字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1.151 0.502 −0.137 −2.293 0.023 

a. 因变量：夫妻沟通总分。 

3.5.4. 正面情绪与亲密关系总分 
数据表明，正性情绪沟通方式中的文字形式和文字表情包形式与亲密关系总分有显著相关(见表 7)。 
 

Table 7. Total score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表 7. 正面情绪与亲密关系总分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30.003 2.082  14.408 0.000 
正面情绪文字沟通平均分 1.226 0.517 0.134 2.371 0.018 

正面情绪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0.163 0.445 −0.021 −0.366 0.715 
正面情绪文字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4.372 0.507 0.460 8.622 0.000 

a. 因变量：亲密关系总分。 

3.6. 负性情绪的沟通方式与亲密关系的相关 

3.6.1. 与夫妻情感维度的相关 
在夫妻情感维度中，负面情绪沟通方式中的文字形式与夫妻情感总分无显著相关，表情包、文字表

情包形式与夫妻情感总分有显著相关(见表 8)。 
 

Table 8. Negative emotions and husband and wife emotions 
表 8. 负面情绪与夫妻情感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15.497 0.846  18.317 0.000 
负面情绪文字沟通平均分 0.157 0.276 0.037 0.571 0.569 
负面情绪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0.733 0.250 0.196 2.938 0.004 

负面情绪文字加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0.161 0.081 0.113 1.987 0.048 

a. 因变量：夫妻情感总分。 

3.6.2. 与夫妻认知维度的相关 
在夫妻认知维度中，负面情绪沟通方式中的文字形式与夫妻认知总分有显著相关，表情包形式和文

字表情包形式与夫妻认知总分无显著相关(见表 9)。 
 

Table 9. Negative emotions and couples’ cognition 
表 9. 负面情绪与夫妻认知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15.734 0.846  18.598 0.000 
负面情绪文字沟通平均分 0.930 0.276 0.220 3.373 0.001 
负面情绪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0.175 0.250 0.047 0.702 0.483 

负面情绪文字加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0.112 0.081 −0.079 −1.386 0.167 

a. 因变量：夫妻认知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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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与夫妻沟通维度的相关 
在夫妻沟通维度中，负面情绪沟通方式中的文字形式、表情包形式与文字表情包形式与夫妻沟通总

分均有显著相关(见表 10)。 
 

Table 10. Negative emotions and couple communication 
表 10. 负面情绪和夫妻沟通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7.657 0.656  11.675 0.000 
负面情绪文字沟通平均分 −0.465 0.214 −0.060 −2.178 0.030 

负面情绪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0.836 0.194 −0.121 −4.322 0.000 
负面情绪文字加表情包沟通平均

分 
2.416 0.063 0.921 38.489 0.000 

a. 因变量：夫妻沟通总分。 

3.6.4. 负面情绪与亲密关系总分 
数据表明，负性情绪沟通方式中的仅有文字表情包形式与亲密关系总分有显著相关(见表 11)。 
 

Table 11. Negative emotions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表 11. 负性情绪与亲密关系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量) 32.752 2.187  14.979 0.000 
负面情绪文字沟通平均分 0.229 0.542 0.026 0.423 0.673 
负面情绪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0.487 0.490 −0.063 −0.994 0.321 

负面情绪文字加表情包沟通平均分 4.714 0.554 0.472 8.504 0.000 

a. 因变量：亲密关系总分。 

3.7. 家庭婚姻阶段和婚姻满意度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le 12. One way ANOVA: marital satisfaction   
表 12. 单因素方差分析：婚姻满意度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组间 1312.921 7 187.560 1.145 0.337 
组内 31450.499 192 163.805   
总数 32763.420 199    

 
根据结果显示，表 12 中 F 值为 0.557，对应的概率值为 0.790，大于 0.05。得出结论：不同家庭婚姻

阶段对应的婚姻满意度得分的样本平均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4. 讨论 

4.1. 文字或表情包的使用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夫妻间不同沟通特征对亲密关系影响，结果显示正面情绪的文字、表情、文字表情包对

夫妻的亲密关系有积极影响，文字加表情包的沟通方式与文字沟通、表情包沟通相比更能准确具体表达

情感，建立良好的形象，获得亲密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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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微信已成为夫妻间沟通的重要媒介，大多数配偶之间经常以文字和语音的方式

进行沟通，偶尔使用微信表情符号。但在微信中使用文字沟通有一个很大的局限：不能全方位地传达人

们的情绪，特别是缺乏面对面沟通中常用的“表情”(彭兰，2019)。所以表情包的使用能够使夫妻间的沟

通更加的生动形象。表情包常用于表达情感与态度，具有柔化、夸大、伪装情绪等作用，从这个方面看

表情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微信文字沟通情感传达的缺陷。反之，文字沟通的准确消除了表情包

敷衍的表演情形特征。在夫妻微信沟通中，文字加表情包的沟通方式，能让双方准确沟通，理解交流内

容的基础上，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传达友好的态度、表达心情和情绪、拉近双方的距离，让双方的交流

更加形象和轻松。 

4.2. 不同沟通情境中文字或表情包使用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在不同的沟通情景中，文字和表情包通过不同方面影响夫妻间亲密关系。在正面情绪沟通方式中，

文字表情包沟通通过影响夫妻情感而影响亲密关系的。在负面情绪沟通方式中，文字表情包沟通通过影

响夫妻认知而影响亲密关系的。这对夫妻沟通中文字和表情包的使用带来思考和启示，针对于正面沟通

情景，积极表达情感有助于亲密关系的提升；针对于负面沟通情景，准确传达态度更有助于亲密关系的

提升。 
这对夫妻沟通中文字和表情包的使用带来思考和启示：在微信沟通中，夫妻双方要学会合理使用表

情包来消除时空界限所带来的困扰与矛盾。针对于正面沟通情景，积极表达情感有助于亲密关系的提升；

针对于负面沟通情景，准确传达态度更有助于亲密关系的提升。因此，在微信沟通中，夫妻双方要学会

合理使用表情包来消除时空界限所带来的困扰与矛盾。 

4.3. 沟通模式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低人际关系压力和高水平的积极沟通在人际关系中都很重要(Ledermann et al., 2010)。积极的沟通模

式与婚姻满意度正相关，夫妻之间采用积极的沟通模式，如开放性对话、尊重和理解对方等，与婚姻满

意度呈正相关。这表明通过积极的沟通模式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亲密和满意度。良好的沟通行为与婚姻

满意度正相关：夫妻之间的良好沟通行为，如表达关怀和爱意、倾听对方的需求和感受、积极解决问题

等，与婚姻满意度呈正相关。这说明通过良好的沟通行为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理解和和谐。积极的言语

表达与婚姻满意度正相关：夫妻之间积极的言语表达，如肯定、鼓励和赞美对方，与婚姻满意度呈正相

关。这表明通过积极的言语表达可以增强夫妻之间的亲密和满意度。 
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夫妻在婚姻生活中夫妻应该鼓励开放、诚实和理解的对话，培养积极的沟通模

式，避免攻击性和消极的沟通方式，因为有研究表明，随着互动变得越来越消极，通过创建负面过滤，

记忆变得偏向负面事件，而牺牲了共享的积极事件。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亲密和满意度；夫妻应该学会

倾听对方的需求和感受，表达关怀和爱意，积极解决问题和冲突，培养良好的沟通行为，可以增加夫妻

之间的理解和和谐；夫妻应该学会肯定、鼓励和赞美对方，采用积极的言语表达，避免负面和批评性的

言语表达，可以增强夫妻之间的亲密和满意度。 

4.4. 不同婚龄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随着婚姻关系的演变和时间的推移，夫妻之间的互动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通过分析不同婚龄夫妻

的互动模式，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婚姻中的动态和特征，为夫妻关系的理解和支持提供参考。婚姻是一种

长期的伴侣关系，而夫妻之间的互动模式对于婚姻的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不同婚姻阶段的夫妻可能会

面临不同的挑战和需求，因此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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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婚龄夫妻在信任与积极应对维度无显著差异。推测是由于信任与亲密

关系可以显著预测婚姻质量，而婚姻质量影响夫妻互动模式，所以倾向于信任与积极应对模式的夫妻间

婚姻质量较好，夫妻互动模式受婚姻质量影响较小，差异性不显著。有前人的研究证明，信任越高的夫

妻，对伴侣的未来行为发展模式有一定的预测，比较能够理解伴侣，夫妻间冲突少，婚姻生活中积极行

为更多，家庭关系更和谐稳定(覃宏源，2018)。影响信任关系和亲密关系的各种因素在不同婚龄阶段表现

不同——刚步入婚姻的阶段，夫妻双方面对问题或冲突都倾向于采取较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去解决；经过

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夫妻二人热情下降，婚姻生活逐渐趋于平淡；而当有了孩子，养育孩子就成为了生

活的重心，有研究表明，当孩子占据了夫妻双方的主要精力，共同娱乐与沟通交流的时间就会减少，夫

妻对越来越多的冲突也会感到无力与厌烦，更倾向于采取回避或冷处理的方式(孙小博，2015)，研究结果

强调了婚龄对夫妻关系的影响，不同婚龄组别的夫妻在互动模式、沟通方式和冲突处理上存在显著差异，

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夫妻关系的演变和成熟过程。 

5. 结论 

随着移动通信工具的发展，夫妻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便捷和频繁，开放性和平等性的沟通方式增进

了夫妻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多元化的沟通渠道为夫妻提供了更多选择，快节奏和高效性的沟通风格则更

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夫妻间不同沟通特征对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满意度具有一定的

影响，积极文字以及表情包的使用对夫妻亲密关系满意度起正向预测的作用。但同时夫妻之间的沟通也

面临着一些挑战，如过度依赖移动通信工具和情感流失等。因此，夫妻双方应注意保持情感表达和共享，

并灵活运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建立健康、和谐的夫妻关系，通过对新时代夫妻沟通的特点了解和掌握的

基础上，可以帮助夫妻自身改善沟通效果，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促进夫妻关系的健康发展。 

6. 不足与展望 

1) 本研究仅使用定量研究，未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在后期研究中可以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更深层次

的探讨线上沟通方式与夫妻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例如针对夫妻微信对话方式使用与亲密关系进行深

度访谈。 
2) 仅从媒介环境——微信表情包方面给予了一部分的补充，内容较少，未涉及到如何从文字表情包

入手来搭建夫妻之间的互动模式，因此还需要构建一个更为立体完整的研究体系。 
3) 本研究出发角度是夫妻在微信上的沟通方式与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并未考虑夫妻类型不同的

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例如可以针对不同类型(依恋类型、

人格类型等)的夫妻研究微信对话方式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4) 本研究探讨了微信沟通方式与夫妻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关系，但并未得出是如何影响的，后续研究

可以深入讨论微信沟通方式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即如何从表情包下手，搭建新型的互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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