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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当代师范类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现状，分析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之间的

相互关系，本文以贵州省506名师范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我效能感量表和情绪管理能力量表进行施测。

得出以下结论：1)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年级、是否班干上存在显著差异；2) 师范类大学

生情绪管理能力在性别、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差异；3)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均在

0.0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4) 自我效能感能正向预测情绪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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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elf-efficacy and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of 
contemporary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fficacy and 
emotion management ability, 506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in Guizhou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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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ing a questionnaire.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mposed of Self-Efficacy Scale and Emotion Man-
agement Ability Scal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elf-efficacy of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in gender, grade and class work; 2) There are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management ability of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in gender and whether 
they have brothers or sisters; 3) The self-efficacy and emotional management ability of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at the level of 0.01; 4) The self-efficac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emotional managemen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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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在教育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培养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更显得尤为重要。

师范院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意义重大。强国必先强师，教师是国家科教兴国政策的基础，而师范生正是

教师的重要来源，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技能，而且要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素质。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工作的自信程度，对个体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个体的情绪

与心理健康有密切的联系，情绪管理能力水平的高低会对师范生在将来岗位上任教的行为、作风的呈现

产生一定影响。情绪能力强的教师往往体验到更多积极乐观的情绪，这有利于教师发挥潜能、增强其自

信心，使得工作绩效更好，工作满意度更高，与学生、同事和领导的沟通更专业，关系也更融洽，并且

也可以运用情绪解决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升个人幸福感的同时帮助学生成长，进而取得

双赢。 
著名心理学家马卡连柯说：“教育首先是教师品格的，陶冶行为的教育，然后才是专门知识和技能

的训练”。那么师范生自身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希望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探讨师范类大学生

的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状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师范生在未来能够更好地进行教学提供帮助。 

2. 文献综述 

2.1.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 1977)在他的社会学习理论

研究中提出的，它被定义为“人们对于否能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的信心”。学者李茜

(2018)系统的总结了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定义：一般自我效能感出现在个体行为和活动之前。它是个体的主

观感受，是个体在不同环境中完成特定任务的自信程度。一般自我效能感不是针对特定领域，更具有普

遍意义。本文将采用李茜的定义，对大学生这种一般性的自我效能感进行研究。 
关于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其在社会中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其中，许多学术研究者着重探

究自我效能感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作用。如学者 Wong & Law (2002)发现，自我效能感对学生在学习活动

中遇到困难和曲折时的情绪反应、努力过程和持久力存在重要的作用。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比低效的人会

有更高的成就动机，且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拥有更高自信，他们在面临选择时更倾向于挑战任务难度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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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我效能感低的人，在面对任务的选择时，往往选择任务难度较小的，且其绩效和坚持性较差。

学者 Taghani & Razavi (2022)研究发现通过对学习技能的训练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有助于推动学生学习成绩的进一步提升。学者 Samuel & Warner (2021)研究则发

现好的课堂心理体验可以提高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学习成绩。国内学者多倾向于探讨自我效能感在相关

领域中的应用和自我效能感培养策略的研究，以教育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居多。例如，学者田甜(2016)研究

表明，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学生应对压力事件的能力越强，经历焦虑的可能性也越小，同时他们能够保持

较强的学习动机，学习策划、时间管理更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越成熟。崔琦等(2021)学者发现，大学

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有密切关系，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抑郁有负向预测作用。建议采用舞蹈疗

法、正念干预或瑜伽干预等方法来提高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以减轻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李雪平，

刘月(2016)学者的研究中发现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而且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幸

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拥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才会有信心有恒心去开展和坚持做某件事，

从而在其中体会到幸福。 

2.2. 情绪管理能力 

情绪管理(Emotion Management)方面的研究可被追述至 20 世纪 60 年代。情绪管理研究逐渐展开，学

者们对各概念的范畴界定意见不相统一。我更为认同的是学者王琇萱(2014)总结的定义：情绪管理能力指

个体能够觉察自我和他人的情绪状态，适度掌控自己的情绪，使情绪表现与当时情境相符，并由于自我

调适及有效的处理，增强正面情绪，达到身心平衡的状态的能力。 
关于情绪管理能力的研究，国外学者探究了多种因素与情绪管理能力的相互关系。如学者 Goleman 

(1995)研究发现情绪管理能力与个体幸福感呈正相关，表明了有较高情绪管理能力的人，不仅环境适应能

力较强，而且可以找到生活中的趣味，享受并且体验生活过程中带来的幸福。学者 Kimberly & Kathryn 
(2010)研究认知情绪管理策略中的性别差异是如何与个体的焦虑和抑郁水平紧密相关的，结果表明女性更

乐于使用冥想策略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因为她们对于负面情绪更敏感，更擅长分享和反思自己的情绪体

验，而男性则更偏向于通过指责他人来降低自己的情绪。目前国内较多探究情绪管理能力的现状及其在

学习、人际关系以及身心健康等在不同的方面关系研究。如学者胡晴(2016)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

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显示，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总体情况比较好，且大

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能显著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的高低，表明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

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达到对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学者田云清和秦迎林(2021)对 670 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发

现情绪管理对学业成就具有提升作用，善于情绪管理的学生，对于学习的态度是积极正面的，他们会调

整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学习策略，巧妙获得学业成就。通过研究，学者李雄鹰等人(2020)发现情绪管理能力

较强的大学生具有较好的人际适应能力，与人际关系较差的学生相比，人际关系良好的学生更加活泼开

朗，善于与朋友进行情绪沟通，遇到情绪波动或情绪问题时，会主动与朋友交谈或寻求帮助，以减轻不

良情绪。 

2.3. 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的直接研究较少，大多是与之相关或者三

个变量之间关系的间接探究。如学者夏蕾等人(2020)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社交焦虑、拖延、

负性情绪等呈负相关。贾颖婕等学者(2017)研究也同样表明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越高，他就越少有抑郁、

焦虑等情感，心理状况也更好。学者吴静涛等人(2022)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了体育锻炼对大学生负性情

绪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感在体育锻炼与负性情绪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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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可以让个体获得愤怒等情绪的掌控能力，身体不断适应运动带来的刺激、生理极限被一次次打

破的成就感，而掌控感、成就感能够加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越强，越有助于个体应对挫折

和困难，打破挫折和困难带来的负性情绪。 

3. 研究过程 

本研究先做出假设，而后随机选取贵州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 550 份调查问卷。

经过严格筛选分类后，最终对 506 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有效率达 92%。表 1 为各人口学变量的频率

分析，反映了本次被调查对象的分布情况。 
 
Table 1. Frequency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人口学变量频率分析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平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 181 36% 

1.64 0.48 
女 325 64% 

年级 

大一 116 23% 

2.46 1.053 
大二 140 28% 

大三 149 29% 

大四 101 20% 

生源地 
农村 407 80% 

1.2 0.397 
城市 99 20% 

是否为学生干部 
是 138 27% 

1.73 0.446 
否 368 73%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67 13% 

1.87 0.339 
否 439 87% 

4. 研究方法 

4.1. 文献法 

通过查阅和收集与本研究有关文献，关注国内外的研究动态，从而全面、准确地了解其研究方向，

为本文的撰写和后期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4.2. 问卷法 

运用王才康等(2001)修订的 Schwarzer 等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孟佳(2012)编制的《大

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问卷》对师范类学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自我效能感量表》共 10 条目，单维

结构，采用四点计分，涉及个体应对挫折或困难时对自身能力的认知评价。量表的得分越低，个体的

自我效能感越低。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信度良好。《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量表》共 22 个

条目，采用五点记分，从 1 完全不符合，至 5 完全符合，问卷中各项题均为正向计分。各项总和越低，

表示情绪管理能力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7，信度良好，可作为本研究的测

量工具。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2828


杨倩倩 
 

 

DOI: 10.12677/ap.2023.1312828 6501 心理学进展 
 

4.3. 数据统计法 

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录入与整理，再通过 SPSS 19.0 进行数据分析，具体分析过程如下：通过描述

分析，分析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情绪管理能力的现状；运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分析师范类大学

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人口学差异；运用相关分析，探究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

能力二者之间的关系。 

5. 研究结果与分析 

5.1.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情绪管理能力的现状描述 

据表 2所示，此次调查对象的自我效能感条目平均得分为 2.532；情绪管理能力条目平均得分为 3.676，
都分别高于其理论中值，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和情绪管理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Table 2.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表 2. 现状描述 

 均值(M) 标准差(SD) 条目平均得分(M/I) 

自我效能感 25.32 4.91 2.532 

情绪管理能力总分 80.87 11.56 3.676 

情绪调控能力 21.91 3.57 3.652 

情绪表现能力 21.94 3.81 3.657 

情绪觉察能力 14.57 2.34 3.643 

情绪理解能力 11.30 1.94 3.767 

情绪运用能力 11.14 1.98 3.713 

5.2.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情绪管理能力的人口学差异 

5.2.1.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人口学上的差异分析 
根据表 3 所示，此次调查对象的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年级、是否班干这三个变量上有显著差异(P < 

0.05)。具体如下所示：在性别变量中，不同的性别在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差异(t = 4.861, P < 0.001)，且

女生低于男生；在是否班干上，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差异(t = 3.439, P < 0.001)，普通学生的自我效能低于班

干的自我效能；在年级这一变量中，自我效能感(F = 3.489, P < 0.05)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经 LSD 后发

现，大三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显著高于大一，大二高于大一(P < 0.05)，其他年级的自我效能感水平均

无显著差异(P > 0.05)。 

5.2.2. 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在人口学上的差异分析 
据表 3 所示，情绪表现能力维度(t = 2.164, P < 0.05)和情绪运用能力维度(t = 2.952, P < 0.01)在是否班

干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在情绪管理能力及各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065, P < 0.05)，其情绪理解能

力维度(t = −2.922, P < 0.01)、情绪表现能力维度(t = −2.361, P < 0.05)和情绪觉察能力维度(t = −2.101, P < 
0.05)也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而情绪调控能力维度和情绪运用能力维度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P ˃ 0.05)。
情绪管理能力及其维度在是否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252, P < 0.05)，其中，情绪调控能力维度(t = 
2.855, P < 0.01)、情绪表现能力维度(t = 2.031, P < 0.05)和情绪运用能力维度(t = 2.838, P < 0.01)在是否独

生子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而情绪觉察能力维度、情绪理解能力维度没有显著差异(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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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variables (M ± SD) 
表 3. 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M ± SD) 

人口学变量 自我效能感 情绪管理 
能力总分 

情绪调 
控能力 

情绪表 
现能力 

情绪觉 
察能力 

情绪理 
解能力 

情绪运 
用能力 

性别 

男 
(M ± SD) 26.71 ± 4.85 79.36 ± 13.07 21.72 ± 3.92 21.41 ± 4.16 14.27 ± 2.61 10.94 ± 2.20 11.03 ± 2.13 

女 
(M ± SD) 24.54 ± 4.78 81.71 ± 10.56 22.01 ± 3.37 22.24 ± 3.58 14.74 ± 2.16 11.50 ± 1.76 11.21 ± 1.89 

 t 值 4.861*** −2.065* −0.850 −2.361* −2.101* −2.922** −0.956 

生源地 

农村 
(M ± SD) 25.19 ± 4.92 80.91 ± 11.67 21.94 ± 3.63 21.90 ± 3.82 14.58 ± 2.32 11.34 ± 1.94 11.16 ± 1.99 

城市 
(M ± SD) 25.83 ± 4.87 80.70 ± 11.18 21.79 ± 3.35 22.13 ± 3.79 14.53 ± 2.43 11.16 ± 1.95 11.09 ± 1.92 

 t 值 −1.157 0.165 0.370 −0.549 0.227 0.803 0.299 

是否独生 

是 
(M ± SD) 26.12 ± 4.84 83.82 ± 8.95 23.06 ± 2.87 22.82 ± 3.47 14.94 ± 1.96 11.37 ± 1.77 11.63 ± 1.39 

否 
(M ± SD) 25.19 ± 4.91 80.42 ± 11.86 21.73 ± 3.64 21.81 ± 3.85 14.52 ± 2.39 11.29 ± 1.97 11.07 ± 2.05 

 t 值 1.439 2.252* 2.855** 2.031* 1.381 0.320 2.838** 

是否班干部 

是 
(M ± SD) 26.53 ± 4.91 82.63 ± 13.16 22.40 ± 3.86 22.59 ± 4.34 14.72 ± 2.64 11.35 ± 2.22 11.57 ± 2.12 

否 
(M ± SD) 24.86 ± 4.84 80.21 ± 10.85 21.72 ± 3.45 21.70 ± 3.57 14.52 ± 2.22 11.29 ± 1.83 10.99 ± 1.90 

 t 值 3.439*** 1.929 1.900 2.164* 0.892 0.295 2.952** 

年级 

大一 
(M ± SD) 24.10 ± 5.01 79.28 ± 12.30 21.55 ± 3.92 21.29 ± 4.09 14.34 ± 2.54 11.16 ± 1.99 10.94 ± 2.12 

大二 
(M ± SD) 25.56 ± 4.56 82.36 ± 8.93 22.35 ± 2.99 22.43 ± 3.14 14.83 ± 1.95 11.51 ± 1.51 11.24 ± 1.59 

大三 
(M ± SD) 26.00 ± 4.79 80.75 ± 11.74 21.99 ± 3.63 21.83 ± 3.76 14.47 ± 2.40 11.28 ± 2.02 11.18 ± 2.06 

大四 
(M ± SD) 25.37 ± 5.25 80.82 ± 13.44 21.57 ± 3.78 22.19 ± 4.32 14.64 ± 2.50 11.22 ± 2.28 11.20 ± 2.18 

 F 值 3.489* 1.517 1.424 2.080 1.081 0.849 0.553 

 LSD 3 > 1 - - - - - - 

  2 > 1       

注 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注 2：1 表示大一，2 表示大二，3 表示大三，4 表示大四。 

5.3.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关系分析 

5.3.1.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 4 所示，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及其各维度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5.3.2.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回归分析 
据表 5 所示，自我效能感对情绪管理能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P < 0.001)，其解释率为 22.9%。以

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情绪管理能力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为 ˆ 1.126 52.361= +Y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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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4. 相关性分析 

 自我 
效能感 

情绪管理

能力总分 
情绪调 
控能力 

情绪表现

能力 
情绪觉 
察能力 

情绪理解

能力 
情绪运用

能力 

自我效能感 1       

情绪管理能力总分 0.478** 1      

情绪调控能力 0.417** 0.886** 1     

情绪表现能力 0.446** 0.884** 0.715** 1    

情绪觉察能力 0.399** 0.830** 0.643** 0.667** 1   

情绪理解能力 0.321** 0.767** 0.577** 0.560** 0.628** 1  

情绪运用能力 0.394** 0.807** 0.669** 0.608** 0.606** 0.635** 1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5. 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常量 Beta t F R2 

情绪管理能力 自我效能感 52.361 1.126 12.221*** 149.358*** 0.229 

注：***表示在 P < 0.001。 

6. 讨论 

6.1.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分析讨论 

在本研究中师范类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略高于理论中值，表明师范类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整体处于

中等水平。在这里，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国民素质也不断提高，

大学生在校园里收到很好的保护，当遇到生活和学习上的问题时，家长和周围的同学和朋友可以及时帮

助他们。由此，大学生有着良好的自我效能感，但仍需要提高。 
性别方面，男生自我效能感得分均比女生高，此结论与陈梦姣和张艳(2022)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一方

面可能是受到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家庭里通常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拥有较高的地位，在社会中也

是往往得到更多的资源，从而男生易获得积极的肯定，更加自信，获得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

由于女生在对自我的认知上更介意的是能否被他人所接纳，当她们遇到来自生活、学习和工作方面的压

力时，往往会陷入持续的自我怀疑与否定，那么她们对自己是否能完成某项任务的主观判断自然也会受

到影响，进而逐步下降。 
师范类大学生在生源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谢宇等人(2016)关于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多元分

析研究结果相符。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的城乡分布不均有关，另一原因可能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

差距正在缩小，大部分父母的教育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对孩子进行鼓励教育，从小着重培养

孩子的自信，因此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对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是否独生子女上，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武光路(2016)的研究结果相符，

这或许是由于众人的旧思维，旧观念随着社会时代的不断进步而逐渐地在转变，父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

的侧重程度日渐上升，更多地注重每一个孩子的各方面发展。因而，是否为独生子女在自我效能感上的

影响是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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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是否班干上差异显著，普通学生在自我效能感上得分均低于班干部学生。

此结果与以往研究相符(李茜，2018)。当上班干部的学生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

学习又好，作为同学们的榜样，同时老师对班干部的期望也高，从而促进其自信心，并进一步提升了自

我效能感。 
本研究中结果发现，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年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陈晓霖等人(2021)的研

究相同。通过 LSD 检验，大二和大三年级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高于大一，但大一与大四、大二与大四、

大三与大四、大二与大三年级之间均无显著差异。在这里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大一年级的学生刚踏入

大学生的校门，对很多方面还不了解，对于未知的环境没有很大的把握，因此降低了大一学生的自我效

能感。而大二、大三的学生逐渐了解校园生活，获得信心，对学习生活有许多积极展望。对于大四年级

的学生来说，接受此次调查时正处于毕业实习期，初次进入社会，环境的转变，角色的转变，需重新建

立关系网的无措，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打击，也打破了自己对社会的固有认识，进一步感受到了来自生存

的压力等。 

6.2. 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分析讨论 

本研究得出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处于中等水平，这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一致(刘静霞，2017)。
个体的情绪能力会随着年纪的增长与实践经验的积累而提升，不仅如此，大学里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与人

打交道，这可以学习到如何处理情绪，表现出更适当的情绪反应。因此，本研究的情绪管理能力水平处

于中等水平，但有待提高。 
在本研究中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生得分比男生高，这与以往

方咪等(2015)的研究相符，且在情绪表现力维度、情绪觉察力维度、情绪理解力维度得分均男生低于女生。

这或许是因为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根深蒂固，在传统观念里女性角色多是温柔、羞涩、软弱，在一般情况

下会选择隐忍自己的情绪，而男性角色则是勇敢，担当，力量，男性由于雄性荷尔蒙的影响情绪，比较

容易激动自我理智控制能力不如女性，而且男性的情感也不如女生细腻敏感，同时不易感知与表达情绪，

这就是大家俗称的“直男”。 
在不同生源地上，来自农村的师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得分与城镇大学生得分几乎持平，从整体来看

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近年来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城乡之间差异减少，发展水平趋

于一致，因此，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在不同生源地上没有统计学意义。 
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在是否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独生子女情绪管理能力比非独生子女

要高，且在情绪调控能力、情绪表现能力、情绪运用能力维度上均表现为非独生子女低于独生子女。笔

者认为，独生子女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都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得到更好的培养，智力强，见多识广，

爱好广泛，同时情商也高。但以上的呈现的结果均也可能是在研究中各占比分布不均的因素导致的。 
本研究中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总分在是否班干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张蓓(2019)的研究结果

不一致。但本研究中在情绪表现能力维度和情绪运用能力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且为普通学生低于学生

班干部。产生的差异可能是由于问卷的发放以及测量工具没有统一性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然而在

本研究中笔者认为学生干部在日常与各老师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社交上的学习和经验，故而

在情绪表现能力维度和情绪运用能力维度上高于普通学生。 
在年级上，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表示师范类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水平的

高低与年级的关系甚微。这或是因为大学是学生从校园踏入社会的跳板，无论是大一还是大四，大多数

学生对于自己的角色不再是单纯的视作一名学生，而是把自己看作一位成年人，对自己的情绪以及行为

都有了一定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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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关系讨论 

6.3.1.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相关关系讨论 
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常欣，2014)。本研究

中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总分及其各维度之间在 0.01 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师范生自我效能感

越高，其情绪管理能力越强，也就是随着个体的自我效能水平的提升，其情绪管理能力也将慢慢增强，

进而会以更冷静的心态看待事物，从而对自己的情绪有更好的控制感和稳定性。黄安琪等人(2021)的研究

也证实自我效能感可以有效缓解和遏制负性情绪的表达。国外学者 Sutton & Wheatley (2003)研究发现教

师如何有效管理自身的课堂情绪问题已被视为教师职业的压力来源之一。教师的情绪能力是指在课堂教

育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情绪技能，促进课堂教育教学顺利进行的能力。每一位专业教师的情绪能力

都会对其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产生重大影响。那么根据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加强对师范生自我

效能感的培养，来提高师范生的情绪管理能力。师范生在未来踏上三尺讲台时，无论面对积极情绪还是

消极情绪都能具备较好的自我效能感，顺利地处理好课堂的每个环节，把握好课堂的主线，做好学生的

管理工作，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6.3.2.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的回归关系讨论 
自我效能感对提升情绪管理能力存在正向预测作用，说明范师类大学生可以利用自我效能感来预测

情绪管理的发展，可以通过对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来提高其情绪管理能力水平，从而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

水平，增进专业实践能力。学生从高中阶段升入到象牙塔学习之后，既面临着诸多机遇，又承担了来自

各个多方的期望，因为能够进入大学生学习他们经过了一道筛选，与之相匹配的是良好的心理意识素质，

较高水平的理性思维能力，以及其他具有一定水平的综合素质。正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对他们的期望

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以动力的形式而存在，而是表现为一种消极作用，甚至积累为长期的心理疾病，而这

种消极作用成为其成功的掣肘，另一方面，师范类大学生大多为准人民教师，要立德树人，这就更要求

教师不仅拥有渊博知识，而且有良好的人格，高尚的品质。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重视师

范生自信心的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培养学生与他人交往的能力，提升师范生的自我效能感，

进而提高情绪管理能力，从而提高师范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出优秀的人民教师，建设祖国做贡献。 

7. 结论 

1) 师范类大学生自我效能感在性别、年级、是否班干这三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生源地、是否

独生子女这两个变量上不存在差异。 
2) 师范类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在性别、是否独生这两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生源地、年级、是

否班干这三个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 师范生自我效能感与情绪管理能力及其各维度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关系。 
4) 自我效能感对情绪管理能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P < 0.001)，其解释率为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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