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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绪智力是对情绪感知、理解、表达和调节的能力。情绪智力的发展对个体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在不

同的阶段，个体能力发展也有着显著差异。因此，重视不同阶段我国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十分必要。本

研究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在情绪智力发展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深入分析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同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促进学生情绪智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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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s the ability to perceive, understand, express, and regulate emo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s crucial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individuals.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stag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t differ-
ent stage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ages, deep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rules of studen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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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智力是人类社会智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们对情绪进行信息加工的一种重要能力。1990 年，

萨尔尼在其著作《社会情感的发展》中首次提出了“情绪能力”这一概念，并在 1999 年将情绪能力总结

为 8 种亚能力，即察觉自身情绪的能力、认知他人情绪的能力、同情和移情的能力、使用情绪语言的能

力、区分内部情绪和外部表情的能力、应对紧张情绪和情景的能力、使用适当情绪进行交流的能力以及

情绪的自我效能[1]。自其诞生起，该领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与争议的焦点。一方面，现代生活中，与操

作情绪相关联的能力对个人生活越来越具有突出的意义，因而吸引了许多研究者致力于情绪智力的相关

研究；另一方面，情绪智力并不包括在传统智力研究范畴之内，在内涵上又似乎与人格概念有诸多重合

之处，因此情绪智力作为一个独立心理学概念的意义受到不少研究者质疑[2]。 
情绪智力一般被定义为个体适应性地知觉、理解、调节和利用自己及他人的情绪的能力[3] [4]。研究

者都相信情绪智力对于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探究情绪智力在个体一

生的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和变化规律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 不同学龄段情绪智力发展 

2.1. 学前儿童情绪智力发展 

学前期是儿童情绪智力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一时期内儿童的神经结构日趋复杂，功能日益完善，特

别是儿童大脑的兴奋和抑制功能得到充分发展[1] [5]。相比于其他年龄阶段的发展，学前期个体的生理和

心理都是高速发展，但是其身心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和差异性。 
随着儿童大脑的成熟和发展，其情绪的感知能力也逐渐发展[6] [7]。伴随着年龄的增加，儿童识别基

本情绪的能力也有较大的增强[8]。字词学习和表达是学前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表达和评价基本情绪方

面，儿童的能力在这一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同时，由于认知与理解能力发展迅速，儿童在情绪表达时会

主动采取一些简单的策略[9] [10]。与此同时，学前期儿童调节情绪和控制情绪的能力也有所发展，主要

是由依赖他人到自主控制，并且开始有意识地使用情绪调节策略。这个时期儿童的自主能力和自我意识

得到进一步增强，有意地与成人竞争以获取更多的自主权。在与外界的互动中，这个阶段的儿童更加主

动地应用策略调节自我情绪和他人情绪。我国学者陆芳的研究发现，替代策略是学前儿童的主要策略，

问题解决和认知重建策略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日益占据主导地位[11]。 
综上可知，在整个学前期，儿童情绪智力的各方面同其身心发展具有一致性，都是呈线性增长的，

且发展速度快[12]。 

2.2. 小学生情绪智力发展 

随着个体的成长和发展逐渐稳定，情绪性问题会减少，情绪会表现得较为稳定。研究发现，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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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群体中，情绪智力各年级的差异不显著，这表明情绪智力在这一阶段具有跨时间和情境的一致性和稳

定性[13]。小学生的情绪智力总水平处于中等偏上。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发展，在小学阶段，个体的情绪感

知和理解能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低年级的水平低于高年级的小学生。具体而言，小学生认识自我情绪

的能力高于认知他人情绪。在情绪管理方面，整个小学期处于中等水平。小学高年级自我情绪管理能力

的水平显著高于他人情绪管理。 
总的来说，小学生情绪智力较稳定，其情绪感知和理解能力的水平高于情绪管理的能力。 

2.3. 中学生情绪智力发展 

中学群体的学生，情绪智力得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2] [14]，其总体水平高于小学阶段。但在整个中

学阶段，不同年级学生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此阶段，情绪智力也是稳定的[15]。由于进入初中后，

女生更早进入青春期，情绪发展更加成熟，因此男女差异显著。到了高中以后，男生也逐渐经历了青春

期，情绪智力也发展，此时性别差异慢慢减小。由于个体生活经验和学习能力的提升，情绪感知能力随

着年级呈线性增长。情绪理解能力发展趋势存在着性别差异。女生的理解能力强于男生，但两者的差距

逐渐缩小。相反地，男生的情绪管理能力逐渐强于女生，呈增强的趋势。在情绪运用方面，男生和女生

的能力都有下降的趋势[16] [17] [18] [19]。 
由此可知，在整个中学时期，个体的总体情绪智力处于较高水平，情绪管理能力高于情绪运用、感

知和理解能力。 

2.4. 大学生情绪智力发展 

大学生处于人生阶段的一个成熟期，各种心理已经基本成熟并稳定。通过以往文献发现，我国大学

生情绪智力总体上呈现正向发展，在各维度上发展不平衡[20]。通过研究调查发现，大学生情绪智力的总

体水平高于理论均分[21]，这说明大学生情绪智力状况良好。 
大学生在情绪表达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情绪理解和知觉、情绪表达以及情绪评价能力上不存在

显著的差异。将情绪智力各维度进行比较发现，大学生情绪表达和应用的能力强于情绪调节，同时，情绪

调节的能力优于情绪感知能力。此外，在性别方面，男女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22]。 
综上可得，在大学阶段，个体的情绪智力较上一阶段有所提升，处于高水平。 

3. 情绪智力发展策略 

3.1. 儿童阶段情绪智力发展策略 

3.1.1. 重视情绪感知和识别能力的培养 
由于在小学阶段个体的理解和判断能力较弱，因此在提升其情绪智力时，要更具有针对性。在日常

的教学活动中，家长和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情绪活动，使学生们能真实地参与到识别、体验自己和他人情

绪的活动过程中。比如通过展示情绪图片、解释说明不同表情的含义、播放动画片或是绘本故事，有意

地通过多种方式使其提升感知和识别基本情绪的能力。研究表明，在学龄前期运用绘本教学是有效提升

幼儿情绪智力发展的途径[23]。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教学目标有重点地对情绪智力进行培养，

从而促进教学方式的优化。 

3.1.2. 关注幼小衔接期对儿童情绪的疏导 
生理发展上的成熟会带来情绪调节策略的变化，同时环境因素、成人期待也会影响情绪智力的发展。

其中，成人对个体幼小角色的期待对儿童情绪智力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个体从学龄前过渡到小学阶段时，

周遭所处的环境和心理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波动起伏的情绪，在此阶段，父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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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帮助儿童的情绪适应和调节上，减少对儿童“大孩子”、“小学生”

的社会角色期待。父母和老师也应该调整思维认知，意识到幼小衔接的阶段不仅是学习知识、学习习惯

的培养过渡，更是培养儿童对情绪变化的认同的关键期。 

3.2. 中学阶段情绪智力发展策略 

3.2.1. 善用体育活动加强情感引导 
通过以往文献资料和问卷调查发现，通过体育锻炼可以提升中学生的情绪智力，从而间接改善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24]。经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参与不同的课外体育活动会显著影响中学生的情绪智

力[25]。具体而言，初中足球运动员的情绪感知、情绪调控以及情绪智力总体水平均显著高于普通初中

生。同时，集体类的项目对于情绪智力的影响十分突出，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其情绪智力水平均

高于不经常参与的学生[26]。这主要是由于体育运动是一种有着行为规范的团体活动，并且可以通过培

养学生意志品质实现情绪智力教育。因此，学校要重视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开展多样化的运动活动，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家长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培养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在团体中学会合作，加强

情感引导。 

3.2.2. 增加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次数 
家长与老师要引导中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视程度，强调社会实践对于中学阶段学生情绪智力提

升的重要性。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中学生的思维方式、处事逻辑等都能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促使其

情绪智力水平得到提高。成人可以结合自身工作特点以及生活经验的优势，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给学生提

出合理化建议，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准确定位，科学规划，健康成长与成才。 

3.3. 大学阶段情绪智力发展策略 

3.3.1. 开设情绪调节和使用策略的课程与讲座 
根据以往相关研究表明，开设情绪相关课程和培训是提升情绪智力水平的有效途径[27]。因此，针对

大学生的情绪改善策略可以采取以下方式：首先，开展个性化的情绪调节讲座。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

可以采取多样化的讲座形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其次，针对教师群体开展讲座，使其对学生产生更深远

的影响。最后，增设情绪调节和使用策略的课程或是将其与心理健康课程、团体辅导相结合。情绪调节

的能力是在后天的发展中逐渐提升的，而当前大学都尚未开设相关的课程。比如，“参与式”心理课与

传统的心理课程相比，对于提升学生的情绪智力水平更为有效[28]。 

3.3.2. 注重情绪调节的技能训练 
情绪管理和调节的培养要尤其注重实际的技能训练，让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人际沟通技术、自我放松

技术等，包括涉及自身发展的生涯规划方法等，让学生在“保底线、求发展”的工作思路下对情绪和压

力形成辩证、全面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具体的操作技能来应对未来的问题与困难。教师要引导学生体会

到压力情绪带来的除了紧张、沮丧、挫败等，还伴随着自我超越等积极情绪，由此提升大学生的情绪理

解力、感知力、管理力。 

4. 研究展望 

通过对我国各阶段学生情绪智力的发展特征进行归纳和比较之后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情绪智力

发展的侧重点和速度存在着差异，这无论是对研究者还是教育者而言都有着重大启示意义。笔者认为，

以下是未来不同阶段学生情绪研究的重点。 
首先，针对儿童阶段的学生，要特别注意把情绪调节能力放到儿童–父母、儿童–成人、儿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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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等互动的环境中进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儿童会通过社会学习，大量运用社会性参照

以得到对重大事件的理解，这种互动的内容会极大地促进儿童对自身情绪和行为的调节，这些对儿童情

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次，针对中学阶段的学生，要聚焦情绪教育对中学生情绪稳定性的影响研究。中学生身心发展的

特点有其特殊性，身体、心理都快速成熟，但外部又伴随着升学、人际等压力，这时候心理情绪问题就

异常凸显。在这个阶段，中学生情绪智力是帮助学生适应与同学、老师、家长人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所以未来研究应多关注中学生情绪教育中的情绪稳定性训练。 
最后，针对大学阶段的学生，要注重情绪智力的干预机制研究。大学生是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要全社会予以关注与重视，从情绪智力的实践干预出发，是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未来的

研究在详实的理论基础上开发具体可操作的情绪智力提升课程、团辅等，以团辅为例，要明晰在情绪智

力团辅中究竟是哪些因素如领导方式、互动方式、团体氛围对大学生情绪智力的影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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