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19, 9(4), 657-663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4081   

文章引用: 王丽霞(2019). 情绪调节在心理弹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心理学进展, 9(4), 657-663.  
DOI: 10.12677/ap.2019.94081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silience 

Lixia Wang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Received: Mar. 18th, 2019; accepted: Apr. 1st, 2019; published: Apr. 8th, 2019 

 
 

 
Abstra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500 college students by using life stress event scal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and Beck depression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stressful life 
events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ed to depression; 2) depress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
relation with cognitive reappraisal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inhibi-
tion of expression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on; 3) the group of resilience students use 
more cognitive reappraisal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other 
thre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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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生活压力事件量表、情绪调节方式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对5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情

绪调节方式在心理弹性作用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1) 生活压力事件与抑郁显著正相关；2) 认知重

评的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显著正相关；3) 心理弹性组大学

生更多地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方式，且与其他三组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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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身心快速发展的阶段，面临着角色、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转变(杨阳，2013)，是个

体身心健康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大学生面临着许多压力(如学习、就业、恋爱等)，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

应对这些压力，就可能出现心理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经历过压力的大学生都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也就是部分大学生表现出了心理弹性。心理弹性是指在面临压力事件时，个体所拥有的保护性因素与逆

境或创伤性生活压力事件相互作用，从而使个体的身心健康获得积极或平稳发展的动态过程(王丽霞，

2016)。心理弹性是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看待压力对人的影响，是维护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资源。对心理

弹性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同样经历了压力/逆境，有些人不受影响甚至发展更好，而有些

人却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刘斯漫，刘柯廷，李田田等，2015)。通过干预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对

大学生压力管理，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教育指导意义。 

1.1. 压力事件、情绪调节方式与抑郁 

Lazarus 和 Folkman (1984)认为压力是当一件事被知觉为与个体的健康有关，有可能带来伤害或丧失，

并需要心理、生理和/或行为努力来应对这件事及其结果的相互作用过程。压力是产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原

因，对个体的健康和幸福感有消极影响。压力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受，但是必有其压力源，即引起压力

感受的刺激或事件(杨心德，蔡李平，张莉，2005)。本研究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压力事件指的就是大学生

经历过的或者正在经历的给他们带来压力感的事件或刺激。研究表明，压力事件是引起个体心理障碍的

一个重要因素(杨心德等，2005)，并且与抑郁显著正相关(王丽霞，2016)。 
情绪是个体身心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器”，而生活事件是引发情绪体验的重要前提(罗峥，付俊杰，

熊庆秋，张腾月，2012)。情绪管理能力是影响生活事件与情绪体验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情

绪调节对心理功能的实现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孙俊才，卢家楣，吉峰，2014)。Gross 和 John (2003)
认为情绪调节就是个体对情绪的发生、体验和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常用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是认知重

评和表达抑制。认知重评是一种认知改变，通过改变对诱发情绪的情境的解释进而改变情绪的影响；表

达抑制是抑制情绪的表达。对情绪调节方式的研究表明，认知重评者体验并表达更多积极情绪(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策略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魏义梅，付桂芳，2007)。相反，经常使用表达抑制策略

的个体报告更多的抑郁症状(王振宏，郭德俊，2003)。综上可知，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个体的抑郁情绪

存在不同的影响，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似乎在压力适应过程中起到更多积极的作用。 

1.2. 情绪调节方式与心理弹性 

对情绪的管理能力是心理弹性个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弹性个体能很好地识别并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恐惧，愤怒和抑郁等(Kumpfer, 2002)。“情绪调节策略对消极生活事件与焦虑、抑郁的关系有重要的

影响，并能促进个体在压力生活事件下的情感恢复”(罗峥等，2012)。良好的情绪调节方式能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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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适应功能，对我们自身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在面对压力时如果能采用适当的情绪调节策略，

将减轻压力事件对个体的影响。这也是个体心理弹性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

的发展，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会更成熟，个体能更好地处理压力(邓欣媚，王瑞安，桑标，2011)，心理

弹性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Tusaie & Dyer, 2004)，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弹性也会逐渐增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被试自愿填写问卷。在重庆市两所高校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

卷 45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1.20%。其中，被试平均年龄为 20.41 ± 2.02；男生 152 人，女生 273 人，缺失

值为 31 人；大一 102 人，大二 171 人，大三 39 人，大四 78 人，缺失值为 66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生活压力事件量表 
采用王丽霞(2016)编制的大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量表。共 30 个题目，包括亲友安全和谐、亲密人际关

系、日常烦扰、孤立彷徨、竞争五个维度。对压力事件的评分从 0~10，得分越高，表明感受到的压力越

大。该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本研究中 Cronbachα 系数为 0.94，各分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 0.94、0.81、0.80、0.74、0.86。 

2.2.2. 情绪调节方式量表 
采用 Gross 和 John (2003)编制的用于测量个体习惯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

该问卷共 10 个项目，1 到 7 级评分，1 表示“完全同意”，7 表示“完全不同意”；两个分量表分别测

量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被试在各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倾向于使用这种情绪调节策略。本研究中，

认知重评分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78，表达抑制分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69。 

2.2.3. 贝克抑郁量表 
采用贝克抑郁量表(BDI) (汪向东等，1999)，该量表包括 21 个“症状–态度”类别，如心情、悲观、

失败感、不满等。每个类别四级评分(0~3)，本研究中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采用连续评分，根据每级的

描述将评分小于 1 的评定为无抑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87。 

2.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2.0 和 Amos 24.0 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生活事件、抑郁、情绪调节方式的相关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见表 1)，生活事件、表达抑制与抑郁显著正相关(p < 0.01)；认知重评的

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显著负相关(p < 0.01)。 

3.2. 不同心理弹性结果分组 

压力与个体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存在多样化，Quyên Q. Tiêt 和 David Huizinga (2002)在研究压力对

青少年发展结果的影响时，根据青少年的压力水平及最终的发展结果将青少年分为四组(见表 2)。以往研

究多以第二组的个体为研究对象，关注压力过后个体出现的精神病理学问题。而对经历压力之后个体出

现积极结果这一现象的关注促进了心理弹性领域的研究(即表中第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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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 of life events, depress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styles 
表 1. 生活事件、抑郁、情绪调节方式的相关 

变量 M SD 1 2 3 4 

1.生活事件 3.78 1.90 1    

2.贝克抑郁 0.46 0.38 0.20** 1   

3.认知重评 4.99 0.86 −0.06 −0.35** 1  

4.表达抑制 2.62 0.69 −0.11* 0.05 0.21** 1 

注：**p < 0.01，*p < 0.05，下同。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adolescents based on stress level and outcome status 
表 2. 基于压力水平和结果状态对青少年的分类 

 低压 高压 

结果不好 低压/结果不好(一组) 高压/结果不好(二组) 

结果好 低压/结果好(三组) 高压/结果好(四组)/(弹性组) 

注：引自 Quyên Q. Tiêt & David Huizinga (2002)。 
 

根据心理弹性的定义，对心理弹性的评定必须包括逆境/压力因素和结果两方面。本研究中以生活压

力事件得分作为压力/逆境指标，抑郁状态作为结果指标。本研究按照 Quyên Q. Tiêt 和 David Huizinga 的

分类方法，根据大学生的压力水平，抑郁情绪状态对所有被试进行分组。根据压力评分等级(0~10)，本

研究采取绝对分值 2 分法，即评分大于 5 即为高压；抑郁评分(0~3)小于 1 则为无抑郁。根据压力得分情

况将被试分为压力大、压力小两组，再根据被试的抑郁得分将被试分为结果好和结果不好两组，最终将

被试分为四组(见表 3)。 
 
Table 3. Grouping of participants based on stress levels and depressive status 
表 3. 基于压力水平和抑郁状态对被试的分组 

 压力大(126) 压力小(330) 

结果好(413) 弹性组(115) 正常发展组(298) 

结果不好(43) 非弹性组(11) 脆性组(32) 

3.3. 不同心理弹性大学生在压力事件、抑郁状态、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差异比较 

将结果类型作为自变量，生活事件、抑郁状态、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结果(见表 4)表明除表达抑制各组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在四种结果类型上差异均显著。多重比较结果

表明，心理弹性组在各变量上的得分显著大于非弹性组和脆性组(p < 0.05)。 
 
Table 4.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resilience groups in the stress events, the depression state and th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表 4. 不同心理弹性分组在压力事件、抑郁状态、情绪调节策略上的差异 

 M(SD)  

 
弹性组 非弹性组 

(n = 11) 
脆性组 
(n = 32) 

正常发展组 
F 

(n = 115) (n = 298) 

生活事件 6.24(0.79) 6.32(1.08) 3.55(1.07) 2.76(1.23) 287.41** 

抑郁状态 0.46(0.29) 1.27(0.26) 1.33(0.25) 0.34(0.25) 171.80** 

认知重评 5.02(0.77) 4.3(1.05) 4.19(1.13) 5.09(0.80) 13.99** 

表达抑制 2.54(0.75) 2.45(0.63) 2.45(0.70) 2.68(0.66)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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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心理弹性组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在生活压力事件和抑郁状态之间起调节作用 

着重对心理弹性组情绪调节策略在生活压力事件和抑郁状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探讨情绪调节

策略在心理弹性作用过程中的保护性作用机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弹性组的生活压力事件与抑郁

状态显著正相关(p < 0.01)，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状态显著负相关(p < 0.05)，表达抑制情绪调节

策略与抑郁状态显著正相关(p < 0.05)，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采用 Amos 24.0 对心理弹性组的数据进行模型检验，以抑郁状态作为校标变量，检验生活压力事件

对抑郁状态的影响，并检验认知重评的调节效应。建立模型图(图 1)，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2 1.09dfχ = ，

0.93GFI = ， 0.64GFI = ， 0.84AGFI = ， 0.67NFI = 。 
 

 
Figure 1. The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stress events and depression 
图 1. 情绪调节策略在生活压力事件和抑郁状态之间的作用机制 

4. 讨论 

4.1. 大学生生活事件、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的关系 

众多研究结果均表明生活压力事件是引起心理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杨心德，蔡李平，张莉，2005)，
并且与焦虑抑郁等消极结果相关；认知重评调节策略与抑郁情绪显著负相关(Glozah & Pevalin, 2014；吴

国兰等，2013)。本研究结果发现，生活事件、表达抑制与抑郁显著正相关(p < 0.01)；认知重评的情绪调

节策略与抑郁显著负相关(p < 0.01)，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的方向是一致的。 
本研究结果发现，并不是所有经历了生活压力事件的大学生均出现了抑郁情绪。对全部大学生进行

分类后发现，压力之后个体的发展情况存在四种类型，即心理弹性组、正常发展组、脆性组和非心理弹

性组(如表 3)。进一步分析四组大学生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抑郁状态上的得分，结果表明，心理弹

性组的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显著高于非弹性组(p < 0.01)和脆性组(p < 0.01)；抑郁得分显著低于非弹性

组(p < 0.01)和脆性组(p < 0.01)。研究结果表明在压力之后部分大学生表现出了心理弹性，有些大学生并

未受到压力的不良影响。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心理弹性出现的原因，即当遭遇生活压力时，作为

保护性因素的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是否可以有效地缓解压力的消极影响。本研究根据大学生的压力水

平及抑郁状态进行分组，比较不同组情绪调节策略的差异，建立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机制模型，

对于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干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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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心理弹性组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情绪调节策略对大学生抑郁状态的影响，以及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在心理弹性

作用机制中的作用。本研究中对高低抑郁组的认知重评进行差异比较，结果表明高抑郁组比低抑郁组更

少地使用认知重评的调节策略(p < 0.01)；高认知重评组比低认知重评组的积极情感更多、消极情感更少，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程利，袁加锦，何媛媛，李红，2009；Gross & John, 2003；罗峥等，2012)。此外，

研究结果还表明，心理弹性组比其他各组更多地使用认知重评调节策略(p < 0.01)，这也表明了认知重评

策略是心理弹性的一个保护性因素。即，在遭遇压力事件时，具有心理弹性的大学生能对压力事件进行

积极的认知评价，减少消极情绪的产生，并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这表明，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

在大学生的压力适应过程中具有积极的作用。面对压力时，采用合理的认知调节策略对情绪进行调节，

可以有效缓解压力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大学生能保持更多的积极情绪。因此，在考虑提高大学生心

理弹性时，可以通过引导其正确使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以减少压力事件对自身负性情绪的影响(李彩

娜等，2016)。 

4.3. 研究意义和局限 

心理弹性的干预是目前心理弹性研究的热点。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弹性保护性因素的可能作用机制，

即个体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是如何使个体在遭遇压力后获得积极发展的。试图建立情绪调节策略在心理

弹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模型。研究结果对于干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对于在日常生活中遭受较大压力

的大学生，父母、教师和朋友的关怀和支持，可以帮助他们成功应对压力。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大学生

本身要学会积极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比如更多地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管理自己的情绪，减少

对情绪表达的抑制。研究结果既可以丰富心理弹性的理论研究，也可以为心理弹性的干预提供理论指导，

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来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弹性，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不能很好地呈现出心理弹性的过程性，

今后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注重不同时间点上个体心理弹性的特点，力求全面了解心理弹性过

程。其次，研究中均使用问卷调查法，只能了解到个体心理行为的一部分，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

心理弹性的研究还可以采用 fMRI、ERP 等方法研究个体的认知神经机制，真正了解心理弹性保护性因素

背后的神经机制。本研究中只考虑了跟抑郁相关的情绪调节策略一种因素，而影响抑郁的因素还有很多，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也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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