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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不愉快事情并且使自己产生消极情绪体

验。当学生从少年期到青少年时期，很多学生会面临诸如学习负担重、成绩不理想、

与人交往不顺利、家长对自己期望大、缺乏社会支持等负性生活事件，如果面对问

题不能很好地处理，许多心理和行为上的问题就会发生在青少年身上。已有研究中

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等社会适应。认知情绪调节作为一种情

绪调节方式对社会适应会起到一定作用，既有研究发现认知情绪调节的使用可以促

进个体心理健康、使个体社会适应水平提高。

本研究在阐释现有研究对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社会适应的概念解释、

测量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选取山西省太原市某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由学生

完成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和少年

儿童社会适应量表的填写，回收问卷后采用 SPSS22.0进行统计分析，探讨青少年

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三者间的关系。

研究结论显示：

1.首先，青少年在学习自主、人际友好、活动参与上适应较好，在社会认同和

社会活力上适应较差；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集中表现在受惩罚、学习压力、人际关

系方面；相比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青少年更多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

2.青少年社会适应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总体来说女生社会适应较良好；在年

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初中学生社会适应较良好；在是否独生方面有显著差异，非独

生子女社会适应较良好。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方面存在性别的差异，男生在日常

学习生活中比女生经历较为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初中生负

性生活事件多于高中生；在居住地存在显著差异，城市负性生活事件多于农村。认

知情绪调节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女生比男生较多使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年级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初中生比高中生较多使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3.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社会适应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具体表现为：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呈现负相关；负性生活事件与消极情绪调节

呈现正相关；负性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因子与积极情绪调节呈正相关；积极情绪调

节与社会适应呈正相关；消极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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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对社会适应具有预测作用，负性生活事

件对认知情绪调节具有预测作用，具体表现为：负性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与其它因

子负向预测社会适应；认知情绪调节中积极情绪调节正向预测社会适应，消极情绪

调节负向预测社会适应；负性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与健康适应正向预测积极情绪调

节，其它负向预测积极情绪调节，人际关系、受惩罚、丧失正向预测消极情绪调节，

受惩罚负向预测消极情绪调节。

5.积极情绪调节在负性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因子和社会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消极情绪调节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情绪调节；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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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gative life events are the unpleasant things we encounter in our lives
and make us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s. When students go from
adolescence to adolescence, many students will face negative life events such
as heavy learning burden, unsatisfactory grades, poor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ir parents,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nd so on. A
lot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can happen to teenagers if they
canundefinedt be dealt with properly in the face of problem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negative life events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social
adaptation such as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s an emotional regulation mode,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social adapta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use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can
promote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and improve individual social adaptation
level.

Research results show:
1.First of all, adolescents adapt better to learning autonomy,

interpersonal friendliness,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and poor social identity
and vitality; negative life events focus on punishment, learning pressur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young people; and (1) first of all,
adolescents are well adapted in terms of learning autonomy, interpersonal
friendliness, and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vitality. Compared with the use of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dolescents use more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2.First of all,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cial adaptation of
adolescents in terms of gender,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girls is bett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rade,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better;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ingle child, non-only-child social adaptation is better.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negative life events, male students experienc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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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life events than girls in daily study lif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rad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more negative life
events than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sidence, urban negative life events more than rural areas. Finally,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girl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than boy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rad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than high school students.

3.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which are as follows: negative life
events hav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adaptation;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factors
and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negative life even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4.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adolescents,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can
predict social adaptation, negative life events ha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ha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ha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is as follows: in
negative life ev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other factors negatively
predict social adaptation; In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predicts social adaptation positively,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negatively predicts social adaptation; In negative life ev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health adaptation positively predict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others negatively predict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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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unishment, loss of positive prediction of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negative prediction of punishment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5.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plays a part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factor and social adaptation i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plays a part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ocial adaptation.

Key words:Adolescent；Negative life events; Cognitive regulation; Social

adaptation





引言

1

引 言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期，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时

期，是一个开始由家庭更多地迈向社会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变化巨大，面临多种

危机的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渴望独立，渴望与社会接触。因此，社会交

往、发展亲密的伙伴关系作为青少年的一种精神需要被受到关注。而与此同时他们

又缺乏信心，害怕挫折，害怕在交往中感受到孤独感和压力感，尤其是对于性格相

对比较内向的、自尊心强而承受力较弱的青少年来说，青少年的社会压力和社会风

险会随之而来，因此这个时期为了能在社会更好地生存，要进行心理上以及行为上

的各种适应性的改变，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

而青少年在青春期容易出现一些负性生活事件，比如考试失败或者不理想，没

有达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沉重的学习、升学压力，升学压力大；人际关系紧张，

异性交往等问题；外部评价过低等等，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进而会产生负性情绪，

如果这些情绪问题不加以正确的疏导和处理，这些负性事件所产生的负性情绪会逐

渐恶化，影响青少年的学习生活状态，从而使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降低。在以往

研究中显示负性生活事件对社会适应可以起到显著预测作用。

负性生活事件给个体会带来一定的负性情绪，如何调节负性情绪便成为一个重

要话题。情绪调节方式中认知情绪调节是一种重要的方式，许多心理学家认为情绪

的产生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是取决于个体对所经历事件的看法和认识，因此认

知情绪调节可以指导青少年改变对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的看法，从而将改变个体

的负性情绪，利于青少年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作为心理健康专业的学生，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以及促进学生良好社会

适应有重大的责任。研究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所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以及他们社会

适应的概况，对于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认知情绪调节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

适应间也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所以研究三者的内在机制对于有效开展学生身心健

康教育、提升青少年社会适应水平有着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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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情绪调节的作用

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社会适应的概述

1.1.1社会适应的概念界定

目前对于社会适应这个概念每个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想要对社会适应有

一个全面的理解，应该结合以下学者对社会适应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国外对于社会适应的概念界定：

社会适应是通过个体或群体与社会进行交往互动，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1]；

社会适应包括心理和生活适应[2]。Ward等认为心理适应指对于社会文化满意度高较

高，而生活适应则是能够有效处理在工作、学习、生活过程遇到的各种问题来顺应

社会文化[3]。

（二）国内对于社会适应的概念界定：

朱智贤认为个体社会适应指个体对于目前的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道德法则

接受的过程[4]；张春兴认为社会适应指个体行为符合社会的标准与规范、维持与社会

环境的和谐不断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和行为[5]；黄希庭、杨治良、林崇德认为个体适

应指随着环境的变化，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改变，以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

过程[6]；陈会昌认为社会适应是指人的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观随社会环境的变

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7]；贾晓波认为个体社会适应是个体为了生存努力改变自己的行

为以适应社会生活环境[8]。

结合以上概念，本文认为社会适应是指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可以随着社会环

境的变化而做出改变，达到适应所处社会环境的过程。

1.1.2社会适应的相关研究

从国外对社会适应研究的状况来看，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已经把社会适

应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分析研究，学校适应、环境适应、角色适应等研究的较多。

Wentzel 和 Asher[9]对青少年的学业适应进行研究，主要从学生学业成就动机、学习

自制力、与教师同伴的关系以及学习成绩方面的表现来探讨；Berndt[10]的研究中认为

在学校中学生人际关系是否良好会影响学生的学校适应，甚至这个影响会持续到成

年之后，影响成年后进入社会的社会适应。Balkc 和 Deci.[11]认为在影响青少年适应

发展因素中，心理自主是其中影响因素较大的一种。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儿童社会适应的特点、影响儿童社会适应的因素的研究

中，以及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大学生的生活适应、学生学习适应行为的研究及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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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类特殊群体（如有智力问题的儿童、留守儿童、离异家庭儿童等等）[12]的社会适应

状况的研究。

1.2负性生活事件的概述

1.2.1负性生活事件的概念

生活事件即在平时学习、工作生活中发生的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应激事件，

可以分为正性和负性两种。是目前测量应激水平的重要指标。

负性生活事件（NLE）是指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各类使个体感到痛苦和苦恼，同

时会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情感体验。刘贤臣等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多

种应激的总和统称为生活事件[13]。

1.2.2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的特点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发展中，负性生活事件作为其发展的一个危险

因素影响着青少年的社会发展。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趋势呈

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状况持续下降的特点。而在探讨其中的原因中认为，在社会逐

渐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的增加影响着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发展。

已有研究表明，从发生数量上看，男生比女生面临的日常负性生活事件更多，

这些结果与实际情况相一致。男生比女生攻击性强，容易发生打架斗殴的事件、也

容易触犯学校的规章制度而受到处分，男生比女生有更多的外显问题行为以及违纪

行为，这些方面男生比女生报告率更高。从事件的影响率看，女生面临负性生活事

件后产生的影响高于男生[14]。在年级差异上，随年级升高，青少年的负性生活事件

呈现先增长后减少的变化趋势，而评价为有较大影响的负性事件则随年级的增高而

不断增长。一方面，随着年级升高（特别是年龄的增加）、由于其愿意与社会接触

的机会更多，但心理并未到达成人的阶段，客观上来说还是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负性

生活事件，但与此同时随着年龄增长思维也会逐渐变得成熟起来，很多事情慢慢有

了自己的想法以及处理的方法，加上学习到一些处理问题的技巧与方法，对于事件

的认识也会有所改变，负性生活事件就会随之呈现减少的态势。而另一方面，随年

级升高对青少年评价为较大影响的负性生活事件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负性事件的客

观发生率和主观评价的影响率不是同步和对称发展[15]。这些发展特点使得青少年在

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青少年能以积极的态

度去面对这些事件，则可以促进其心理健康的发展，而如果采取消极的态度去应对，

则会引发比较多的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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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负性生活事件的相关研究

已有文献中负性生活事件作为生活应激压力源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当个

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评价会变得消极、还会继而引发个体出

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心理健康状况变得较差，同时个体所处社会环境不同，经

历的事件数量和类型也会有所不同，如家庭经济条件、居住地的环境等等同样也会

影响个体的发展。

李育辉在对大连中学生研究中发现个体经历不同负性生活事件类型会出现不同

的心理症状[16]；李双双在研究发现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正向预测焦虑，即发生负性

事件越多，焦虑水平越高[17]；冯丽云等研究发现，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与心

理健康的发展相关[18]。胡军生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个体的身心状况越差、自我

不和谐程度越低，则会面临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19]；刘贤臣[20]研究发现，个体经历

的压力事件越多时会出现疲惫效应，则会越多地采取消极的态度去应对事件。

国外学者 Garnefski、Paykel E S.、Spinhoven和 Kraaij等的研究表明，个体出现

抑郁焦虑等情绪，负性的生活事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很大。国内学者丁新华等的研

究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是引起个体焦虑与抑郁水平的重要因素。Jackson[21]对青

少年群体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个体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抑郁、焦

虑等都存在显著相关，且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存在的行为问题越严重。

1.3认知情绪调节的概述

1.3.1认知情绪调节的含义

心理学家 Gross 将情绪调节定义为“个体对自身情绪的认识，了解情绪如何变

化、如何影响自身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的过程”[22]。

认知情绪调节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情绪调节方式，是个体在改变认知状态努力以

适应社会文化生活环境给个体本身所带来的一些情绪问题。Garnefski[23]提出的认知

情绪调节具体释义如下[24-26]：（1）自责（Self-blame）：由于个体因个人缺点或错误

而感内疚谴责自己，即自己谴责自己；（2）接受（Acceptance）：个体对自己经历

的事情表示接受、理解和接纳；（3）沉思（Rumination）：个体对所经历的事件认

真、深入地思考，可增强自我意识，增强自我对事件的识别、管理与控制力；（4）

积极重新关注（Positive Refocusing）：个体尽量做到不去关注当下经历的负性生活

事件，而去关注一些其它的积极性的事件；（5）重新关注计划（Refocus on Planning）：

个体在面对负性事件时思考如何恰当处理不当的情绪及事件。（6）积极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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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Reappraisal）：个体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负性事件而非消极的态度；（7）

理性分析（Putting into Perspective）：个体在面对事件时能冷静面对，在正常思维状

态下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并进行处理；（8）灾难化（Catastrophizing）：个体

夸大自己所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程度的恐怖性并对事情做最坏的打算；（9）责备他人

（Other-blame）：个体认为他人应当承担事件的责任并对他人进行指责。

当个体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不同的情绪反应与不同的行为会使个体采取

不同的认知调节策略[27]。

1.3.2 认知情绪调节的相关研究

国外认知情绪调节的研究：N.Garnefski等在研究中发现对于在校大学生和成年

人进行认知情绪调节可以通过减少表情行为，降低消极情感体验来缓解负性生活事

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积极认知情绪调节可以通过知觉唤醒需要调节的情绪进而解

释情绪唤起的原因并做出改变情绪的决定，不但可以使得消极情绪的体验水平得到

降低，而且可以使得个体对事件的认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情绪调节能力得以加强，

促进其身心的发展[28]。

国内对认知情绪调节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情绪调节的现状、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

的影响方面，如孤独感、抑郁、焦虑、攻击行为、学业适应不良等方面、情绪调节

的内部（如人格特质）、外部（家庭环境）影响因素等方面。

1.4认知情绪调节与负性生活事件、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

1.4.1负性生活事件与认知情绪调节的研究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生活事件的相关的研究源于荷兰心理学家 Garnefski编制的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

魏义梅、张剑[29]在对大学生的研究中显示生活事件与认知情绪调节呈显著正相

关，即当大学生使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数量随经历生活事件的增多而增加。

刘启刚、李飞[30]在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中表明生活事件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有

关，并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样说明了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频率与所经历的

生活事件多少有关；他在另一研究中得出，生活事件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之间同样

存在较高的正相关，生活事件能有效预测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情况。

焦彬等人[31]在研究中得出 ASLEC 与 CERQ 中的多个指标为正相关关系、生活

事件通过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影响自杀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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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的研究

大量研究显示，负性生活事件能够对社会适应产生影响[32]。负性生活事件中如

学业压力、人际冲突、父母离异等均会使个体的产生抑郁、焦虑等情绪以及一些如

吸烟、打架等问题行为，与社会适应的多个指标密切相关[33]。Jeronimus研究表明：

微小负性生活事件看似比较小，但它的影响力也会很大。对于青少年来说，事件的

数量以及长时间的累积会产生“累积效应”，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比重大事件的影响

还要大。杨颖[34]等人在对中学生社会适应的研究中显示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间的关

系呈显著相关，且对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分别起负向和正向的预测作用。周凡[35]等

人研究发现个体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会影响其焦虑水平进而影响社会适应水平。郭

海英在对大学新生的研究调查中也发现负性生活事件负向预测大学新生的适应和安

全感[36]。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学业问题和人际交往问题是青少年存在的较多的主要

问题以及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对于两者间存在的关系本

文将进一步去做研究。

1.4.3认知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的研究

JosePhJ.c & Franketc 发现在人际关系确立的三个过程中，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

对人际交往和关系质量有不同的影响[37]。Gross & John研究表明经常认知重评策略与

人际关系存在相关关系。经常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可以获到更多的来自父母和同伴的

社会支持，促进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使得个体更受同伴的欢迎。相反，经常使用

反应关注策略（如：表达抑制）的人则报告有较少的亲密关系[38]。刘志军在初中生

的研究中发现认知情绪调节中不同策略的使用与个体的交往行为、问题行为之间存

在相关关系[39]。

Rubin等[40]的研究发现，认知情绪能力会影响儿童的社会交往，采用不同的认知

情绪调节策略，其人际交往质量方面会有所不同。那些认知情绪调节能力较强的儿

童社会交往技能水平也较高，在与其他儿童的交往过程中表现良好，也较少出现问

题行为，而认知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的儿童通常表现出比其他儿童较多的焦虑体验，

他们也更容易不受同伴欢迎，同伴也不愿意接纳此类儿童，他们会形成更低的社会

行为，从而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也会降低，逐渐表现出对所处环境的不满，且他

们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容易得到父母的负面评价。

目前研究中发现儿童的认知情绪调节可以对其社会情绪能力起保护作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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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儿童的社会行为。Rubin [41]研究发现，学生在同等社会交往情况下，具有不同的

情绪调节能力社会适应会有所不同，良好的情绪调节可以使儿童体验到更多的社会

支持，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社会适应较好，反之不良情绪调节情绪情感体验较差，

表现出更少的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社会适应水平较弱。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认知情绪调节会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在本研究中会进一步

探讨不同的认知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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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已有研究不足之处

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其不足与问题如下：

首先，国内外研究者主要侧重对儿童、成人、特殊人群（有问题行为、留守儿

童、流动儿童）等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健康青少年认知

情绪调节的使用状况的关注相对较少。

其次，以往认知情绪调节的研究中，很多研究都是一概而论其在负性生活事件

与社会适应间的作用，较少具体到积极情绪调节、消极情绪调节分别在负性生活事

件与社会适应间的作用。

最后，以往研究中情绪调节策略大多集中在行为调节、生理调节、人际调节等

方面，鲜有研究从情绪调节的认知层面进行探讨。

2.2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主要探讨青少年社会适应、负性生活事件与认知情绪调节的总体特征以

及它们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探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对社会适应、负性生活事

件对认知情绪调节、认知情绪调节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探讨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在

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间的作用。

以下是本研究的主要假设：

假设 1：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负性生活事件以及认知情绪调节的各因子在性别、

年级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存在差异性；

假设 2：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

假设 3：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对社会适应有预测作用、负性生活事件对

认知情绪调节有预测作用；

假设 4：青少年积极情绪调节、消极情绪调节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之间起

中介作用。

2.3研究意义

2.3.1理论意义

本研究通过探讨认知情绪调节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间起的作用，

可以一定程度上丰富以往对情绪调节的研究，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一定的补充，对

于干预青少年社会适应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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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实践意义

通过对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机制的探讨，一方面可以使

学校、家长意识到如学习压力、人际交往等负性生活事件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从而提

出一些预防和干预的合理化建议；另一方面对青少年情绪调节进行研究有利于青少

年了解自我的情绪发展特点，熟悉并掌握对于自身处于青春期的情绪变化，学习到

认知情绪调节的策略来应对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负性生活事件，改变对于负性

事件所带来的负性情绪反应，从而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能够适应发展着的环境变

化，提高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从而使学生的心理健康得到发展。

2.4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山西省某中学初中、高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调查采用整群抽样

的方式，在征得学生班主任和家长的同意后，于 2018 年 12月向学生发放问卷，初

中发放问卷 201 份，有效回收问卷为 191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5%；高中发放问卷

200份，有效回收问卷 184份，有效回收率为 92.5%。最终确认的有效问卷为 375份。

被试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被试基本情况（n=375）

人口学变量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84 49.1

女 191 50.9

年级 初中 191 49.1

高中 184 50.9

家庭居住地 城市 273 72.8

农村 102 27.2

独生子女 是 177 47.2

否 198 52.8

家庭结构 双亲 341 90.9

单身 14 3.7

留守 1 3.0

离异 15 4.0

重组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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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研究工具

2.5.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本研究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自评量表（Adolesecnt Self-Rating Life Event Cheek

List. ASLEC）。该量表为刘贤臣于 1987年编制，评定期限为最近一年发生的生活事

件。本量表分为 6个维度，分别是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

量表的题项共 27项，计分方式为 5级评分，生活事件总分越高则表示受到的应激越

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X2/df=1.67，NFI=0.90，CFI=0.96，RMSEA=0.04，本研究中量表信效度良好，符合心

理测量学标准。

2.5.2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

该量表由胡韬等人编制，量表包括人际友好、生活独立、社会活力等 8个维度。

量表题项共 48题，计分方式采用 5点计分，量表中得分越高，社会适应水平越高[43]。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X2/df=1.47，NFI=0.92，

CFI=0.93，RMSEA=0.04，本研究中量表的信效度良好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

2.5.3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由荷兰

心理学家 Garnefski 于 2001 年编制。其包含两大维度，分别为积极认知情绪调节

（PCER）和消极认知情绪调节（NCER），积极认知情绪调节又分为接受、重新关

注计划等五个维度；消极认知情绪调节又可分为自我责难、责难他人等四个维度。

量表题项共 36题，计分方式采用 5级评分，量表总分越高代表被试使用策略的频率

越高。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9。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X2/df=1.38，

NFI=0.91，CFI=0.97，RMSEA=0.03，本研究中量表信效度良好，符合心理测量学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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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中问卷为被试自己填写，人为的共变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所

以首先根据周浩和龙立荣[42]的建议，使用 SPSS22.0中 Harman进行检验。把问卷中

所有题项输入进行因子分析观察提取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结果发现，本

研究中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30个，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14.26%，说明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特征分析

3.2.1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总体情况

为了解青少年社会适应总体情况，首先对数据进行基本的描述统计。青少年在

人际友好、学习自主、活动参与方面社会适应较高，而在社会认同和社会活力方面

社会适应较弱。（如表 2）。

表 2社会适应总体水平（n=375）

项目 min max M SD

学习自主 6 30 21.44 4.83

环境满意 5 25 18.77 3.93

活动参与 5 25 19.41 3.92

生活独立 5 25 17.57 4.08

人际协调 5 25 17.67 3.69

人际友好 10 30 23.34 4.38

社会认同 4 20 16.96 2.69

社会活力 4 20 15.88 3.39

总分 44 200 151.04 30.91

3.2.2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差异性检验

为了解不同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的青少年社会适应的情

况，分别做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如下：

青少年社会适应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3）：女生在活动参与（t=-2.40，

p<0.01）、人际协调（t=-.98，p<0.01）、社会认同（t=-3.96，p<0.001显著高于男生，

总体来说女生比男生社会适应水平良好（t=2.02，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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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青少年社会适应在性别水平上的差异（M ± SD）

项目 男生（n=184） 女生（n=191） t

学习自主 20.88±5.10 21.99±5.19 -2.23

环境满意 18.61±4.14 18.92±3.72 -.75

活动参与 18.91±4.41 19.88±3.33 -2.40**

生活独立 17.36±4.25 17.76±3.91 -.94

人际协调 17.48±4.05 17.85±3.30 -.98**

人际友好 23.19±4.64 23.49±4.10 -.67*

社会认同 16.41±3.06 17.49±2.16 -3.96***

社会活力 15.76±3.42 16.01±3.36 -.74

总分 148.60±25.39 153.38±20.28 -2.02**

注：*p<0.05；**p<0.01；***p<0.001（下同）

青少年社会适应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下（如表 4）：初中学生在学习

自主（t=.34，p<0.001）、环境满意（t=2.45，p<0.05）、人际协调（t=2.76，p<0.001）、

人际友好（t=3.76，p<0.01）水平显著高于高中学生；总体上来说初中学生比高中学

生社会适应水平良好（t=3.22，p<0.001）。

表 4青少年社会适应在年级水平上的差异性检验（M ± SD）

项目 初中（n=191） 高中（n=184） t

学习自主 21.53±5.53 21.36±3.99 .34***

环境满意 19.01±4.66 18.52±2.99 1.20**

活动参与 19.66±4.26 19.14±3.53 1.28

生活独立 18.59±4.11 16.50±3.77 5.13

人际协调 18.18±4.18 17.14±3.01 2.76***

人际友好 24.16±4.63 22.49±3.93 3.76**

社会认同 17.19±2.89 16.72±2.45 1.70

社会活力 16.42±3.58 15.31±3.09 3.22

总分 154.74±25.73 147.18±19.16 3.22***

青少年社会适应在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下（如表 5）独生子女在学

习自主（t=.63，p<0.01）、人际协调（t=-2.74，p<0.05）、水平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

总体上来说，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社会适应水平良好（t=-252，p<0.01）（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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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青少年社会适应在是否独生子女水平上的差异性检验（M ± SD）

项目 独生（n=177） 非独生（n=198） t

学习自主 21.28±4.23 21.59±5.91 -.63**

环境满意 18.67±3.66 18.86±4.16 -.47

活动参与 19.07±3.91 19.75±3.91 -1.82

生活独立 16.86±3.84 18.19±4.20 -3.18

人际协调 17.12±3.18 18.16±4.03 -2.74*

人际友好 22.73±4.22 23.89±4.44 -2.57

社会认同 16.66±2.53 17.23±2.80 -2.06

社会活力 15.55±3.34 16.17±3.41 -1.75

总分 147.89±20.20 153.84±25.00 -2.52**

青少年在家庭居住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3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的特征分析

3.3.1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的总体情况描述

首先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来了解青少年生活事件总体情况。结果表明，青少

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中，受惩罚、学习压力、人际关系面的问题比较多且影响较

大（如表 6）。

表 6生活事件各因子描述性统计一览表（M ± SD）

项目 min max M SD

人际关系 10 22 13.70 3.44

学习压力 10 28 14.05 3.32

受惩罚 14 34 16.48 3.86

丧失 6 18 7.11 2.13

健康适应 8 21 10.32 2.43

其它 8 19 9.48 2.25

总分 56 145 151.03 23.03

3.3.2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的差异性检验

为了了解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在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的

差异，分别做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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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下（如表 7）：男生在学习

压力（t=.35，p<0.05）、受惩罚（t=2.44，p<0.001）、丧失（t=2.07，p<0.001）、其

它（t=3.78，p<0.001）上的负性生活事件显著多于女生；总体上男生的负性生活事

件多于女生（t=1.44，p<0.01）。

表 7青少年生活事件在性别水平上的差异性检验（M ± SD）

项目 男（n=184） 女（n=191） t

人际关系 13.54±3.35 13.86±3.53 -.91

学习压力 14.11±3.67 13.99±2.95 .35*

受惩罚 16.97±4.20 16.01±3.44 2.44***

丧失 7.34±2.29 6.88±1.94 2.07***

健康适应 10.28±2.53 10.36±2.33 -.31

其它 9.92±2.62 9.06±1.73 3.78***

总分 72.17±14.44 70.17±12.39 1.44**

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下（如表 8）：初中年级在

受惩罚（t=3.66，p<0.001）、丧失（t=2.28，p<0.001）与其它（t=.28，p<0.001）生

活事件显著多于高中年级；初中年级在学习压力（t=-.69，p<0.001）生活事件显著低

于高中年级；总体上高中负性生活事件比初中多（t=.80，p<.001）（如表 8）。

表 8青少年生活事件在年级水平上的差异性检验（M ± SD）

项目 初中（n=191） 高中（n=184） t

人际关系 13.64±3.57 13.76±3.30 -.33

学习压力 13.94±3.83 14.17±2.69 -.69***

受惩罚 17.19±4.58 15.75±2.75 3.66***

丧失 7.35±2.46 6.85±1.70 2.28***

健康适应 9.52±2.44 10.59±2.35 -2.12

其它 9.65±2.75 9.45±2.05 .28**

总分 71.10±15.44 70.58±11.03 .80***

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居住地上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下（如表 9）：城市

在学习压力（t=-1.78，p<0.05）、受惩罚（t=-2.65，p<0.001）和其它（t=-3.35，p<0.001）

生活事件显著少于农村；总体上看城市负性生活事件比农村多（t=-3.3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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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青少年生活事件在家庭居住地的差异性检验（M ± SD）

项目 城市（n=273） 农村（n=102） t

人际关系 13.50±3.38 14.23±3.56 -1.81

学习压力 13.87±3.09 14.55±3.85 -1.78*

受惩罚 16.16±3.38 17.34±4.83 -2.65***

丧失 7.14±2.08 7.03±2.25 .43

健康适应 10.26±2.45 10.48±2.38 -.77

其它 9.25±2.03 10.11±2.68 -3.35***

总分 70.18±12.50 73.73±15.49 -2.29**

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在是否独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4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的特征分析

3.4.1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总体情况描述

首先对数据进行基本的描述统计来了解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总体情况。总的来

说青少年在遇到生活事件时较多运用理性分析和自我责难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较

多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积极情绪调节使用频数从多到少依次为理性分析、接受、

积极重新关注、积极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消极情绪调节使用频数由多到少依

次为自我责难、沉思、责难他人、灾难化。（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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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认知情绪调节各因子描述统计一览表（M ± SD）

项目 min max M SD

积极情绪调

节

接受 4 20 12.29 2.93

积极重新关注 8 24 10.25 2.56

重新关注计划 8 21 10.15 2.43

积极重新评价 8 22 9.99 2.70

理性分析 6 20 15.32 2.39

总分 34 107 57.99 8.08

消极情绪调

节

自我责难 6 20 15.28 3.33

沉思 4 20 10.27 3.25

灾难化 4 20 8.40 3.85

责难他人 4 20 9.10 3.27

总分 18 80 43.06 8.42

总分 52 187 101.05 13.88

3.4.2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的差异性检验

为了解不同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的

差异，分别做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如下：

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下（如表 11）：男生在重

新关注计划（t=1.56，p<0.001）策略的使用上多于女生；男生在理性分析（t=-3.36，

p<0.001）策略的使用上显著少于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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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验（M ± SD）

项目 男生（n=184） 女生（n=191） t

接受 12.00±3.01 12.58±2.81 -1.91

积极重新关注 10.40±2.74 10.10±2.37 1.12

重新关注计划 10.35±2.65 9.96±2.18 1.56***

积极重新评价 10.25±2.85 9.73±2.52 1.86**

理性分析 14.73±3.62 15.89±3.05 -3.36***

自我责难 14.99±3.32 15.57±3.32 -1.68

沉思 10.27±3.40 10.28±3.10 -.02

灾难化 8.35±3.76 8.44±3.94 -.22

责难他人 9.32±3.46 8.88±3.07 1.28

总分 100.66±14.09 101.43±13.71 -.54**

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下（如表 12）：初中年级

在自我责难（t=2.09，p<0.01）、灾难化（t=.24，p<0.001）的使用上显著多于高中年

级；初中年级在接受（t=-4.49，p<0.05）、沉思（t=-2.03，p<0.001）、责难他人（t=-1.98，

p<0.05）的使用上显著少于高中年级；初中生比高中生较少使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t=-.57，p<0.001）。

表 12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在年级上的差异性检验（（M ± SD）

项目 初中（n=191） 高中（n=184） t

接受 11.64±3.03 12.97±2.65 -4.49*

积极重新关注 9.97±2.51 10.53±2.59 -2.14

重新关注计划 10.19±2.73 10.11±2.07 .32

积极重新评价 10.43±3.12 9.53±2.08 3.28

理性分析 15.62±3.50 15.61±3.25 1.77

自我责难 15.64±3.57 14.92±3.01 2.09**

沉思 9.94±3.59 10.62±2.82 -2.03***

灾难化 8.44±4.25 8.35±3.39 .24***

责难他人 8.77±3.51 9.43±2.98 -1.98*

总分 100.65±15.51 101.47±12.00 -.57***

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在是否独生上和家庭居住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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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

3.5.1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为了解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社会适应三者间的相关性，使用 SPSS22.0

进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如表 12）：

人际关系（r=-.30，p<.01）、学习压力（r=-.24，p<.01）、受惩罚（r=-.15，p<.01）、

丧失（r=-.15，p<.01）、健康适应（r=-.27，p<.01）、其它（r=-.33，p<.01）均与社

会适应有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r=.24，p<.01）、学习压力（r=.13，p<.01）、丧

失（r=.21，p<.01）、健康适应（r=.27，p<.01）、其它（r=.16，p<.01）与消极情绪

调节呈显著正相关；负性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r=.13，p<.01）与积极情绪调节显著

相关；积极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呈显著正相关（r=.22，p<0.1），消极情绪调节与社

会适应呈显著负相关（r=-.12，p<0.05）。

表 12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的 Person相关分析结果

1 2 3 4 5 6 7 8

1人际关系 1
2学习压力 .56** 1

3受惩罚 .57** .58** 1

4丧失 .41** .36** .52** 1
5健康适应 .52** .47** .44** .47** 1

6其它 .48** .47** .66** .37** .46** 1

7积极情绪调节 .13* .02 .03 -.02 .1 0.09 1
8消极情绪调节 .24** .13* .10 .21** .27** .16** .36** 1

9社会适应 -.30** -.24** -.15** -.15** -.27** -.33** .22** -.12*

3.5.2负性生活事件与认知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的回归分析

相关基础上，做一般线性回归检验生活事件与认知情绪调节对社会适应的预测

力。具体结果如下：

人际关系负向预测社会适应（β=-.20，p<.001）；受惩罚负向预测社会适应（β=-.22，

p<.001）；其它负向预测社会适应（β=-.31，p<.001）；积极情绪调节正向预测社会

适应（β=.26，p<.001）；消极情绪调节负向预测社会适应（β=-.21，p<.001）（如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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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各维度对社会适应的预测

步

骤
变量

社会适应

B β t

1 性别 5.17 .10 2.05*

年级 -8.79 -.18 -3.45***

独生 4.87 .10 1.91

△R2 .06

△F 7.86***

2 人际关系 -1.37 -.20 -3.04***

学习压力 -.43 -.06 -.92

受惩罚 1.32 -.22 -2.91***

丧失 -2.88 -.02 -.42

健康适应 -.64 -.06 -1.02

其它 -3.21 -.31 -4.77***

积极情绪调节 .45 .26 4.91***

消极情绪调节 -.61 -.21 -3.94***

△R2 .20

△F 12.16***

3.5.3认知情绪调节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对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中积极情绪调节、消极情绪

调节和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建立以负性生活事件中的人际关系因子为自变量，以积极情绪调节为中

间变量，以社会适应为因变量的模型 1与以负性生活事件为自变量，以消极情绪调

节为中间变量，社会适应为因变量的模型 2（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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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介变量的模型图

运用 SPSS中的 PROCESS插件对模型一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研究结果显示模型 1中路径 a、b、c' 均极其显著，可以得出积极情绪调节的中

介效应显著。由于 c也显著，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比值=a*b/c=18%（如

表 15）。

表 15积极情绪调节作为中介变量的效应检验

模型 2中路径 a、b、c' 均极其显著，可见消极情绪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

c也显著，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比值=a*b/c=23%（如表 16）。

表 16消极情绪调节作为中介变量的效应检验

预测变量 因变量 B SE t 95%CI p

人际关系 积极情绪调节 .51 .21 2.46 [.10，.92] .01

积极情绪调节 社会适应 .49 .09 5.52 [.31，.66] .00

人际关系 社会适应 -2.35 .34 -6.97 [-3.02，-1.69] .00

预测变量 因变量 B SE t 95%CI p

负性生活事件 消极情绪调节 .14 .03 4.74 [.08，.20] .00

消极情绪调节 社会适应 -.15 -1.00 -3.10 [-.44，-.14] .00

负性生活事件 社会适应 -.53 -5.83 -5.86 [-.71，-.3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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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青少年社会适应、负性生活事件、情绪调节的特征

4.1.1青少年社会适应的特征

总体上来说，青少年在人际友好、学习自主、活动参与上社会适应表现良好，

在社会认同、社会活力上社会适应水平较低。这符合选取的被试样本特征以及青少

年的发展特征。样本为市重点中学，学校的学生经由选拔进入学生，学生间的竞争

压力较大，学校学生的学习氛围比较浓厚，学习的自主意识较强；升入中学之后，

青少年更倾向于将感情的重心偏向于关系密切的朋友，同伴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个

人需要的满足，因此有了心里话也更愿意向朋友倾诉，该校经常会开展一些文化活

动并成立了很多社团，学生在校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和文艺活动就相对较多，容易结

识各种类型的同龄朋友，所以学生人际交往和活动参与方面表现较良好；而处于青

春期的个体面对着多种社会群体，会产生相对多的社会认同，基于本身处于价值观

比较矛盾的时期，所以在社会认同方面适应较弱，加上他们更多地在学校生活，在

社会参与上相对较少。

青少年社会适应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差异：

青少年女生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冯正直的研究结果相同，发现

女性比男性更听从教导[44]。我国研究者[45]也发现中学女生的宜人性显著优于男生。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社会对男性女性的要求不同，所以父母对男生女生的教育

观念有不同。

初中学生比高中学生社会适应水平良好，这与之前的研究是不一致的，可能这

与目前的社会情况相吻合，也与被试群体有关，被试为省重点高中，平时的考试压

力与学习压力相对较多，所以高中生的社会适应水平要低。初中学生在人际协调、

环境满意与人际友好水平高于高中生，是因为初中生从小学阶段跨入中学阶段，虽

然也有中考的压力，但相对较小，学习压力较高中比较小；加上初中生开始与父母

情感上的脱离使得他们将情感更多地投入到同伴关系中，因此能更好的与同学交朋

友，友谊发展质量较高，而升入高中之后同学们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到了高考上，相

对来说友谊的质量会有所下降；初中生对于学校、社会满意度也比较高，活力也比

较充足。初中生人际协调水平高于高中生，这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

进入高中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复杂的个体使得他



22

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情绪调节的作用

们在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问题时也变得更为复杂，选区的被试学校中高中生会咨

询更多的有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

在学习自主和人际协调方面，非独生子女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这一结论与

风笑天[46]研究结果一致，非独生子女由于家庭成员多，家长不能全面监督到孩子的

学习，从而就会鼓励孩子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所以非独生子女学习相对较自觉；

学生如果有多个兄弟姐妹，会从小开始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增强与人交往的

能力，而独生子女从小同伴较少，如果加上性格内向的原因，使得参与到与人交往

的活动减少，所以非独生子女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会更强。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对

青少年儿童中的独生子女的学习自主和人际交往的能力仍然需要引起重视。

4.1.2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的特征

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中，受惩罚、人际关系和学习压力这三方面是青少

年面临的最多的问题。说明在青少年的日常学习生活中，由于学生叛逆心理的发展，

喜欢挑战权威，所以容易受到家长和学校的惩罚和处分；这个时期的学生自我意识

增强，内心情感丰富、敏感，不轻易相信别人，易产生误会从而引起矛盾冲突。当

与同学和朋友之间出现误会时他们又表现出自尊心强并且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

使得不被别人理解，心理上产生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同时进入高中后，学习的科目

增加，难度加大而且上课进度加快，学生面临很大的学习压力，其中不乏重点学校

的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的思想压力来源于他们对学习现状的不满和不恰当的比较，

不能接受自己的现状，过分注重结果，而体会不到学习的兴趣，这种压力在期中、

期末考试时更为严重。

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在性别、年级、家庭居住地上存在差异：

青少年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其他上的负性生活事件在性别上差异显著且

男生高于女生，这与段小池[47]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在学习压力上，男生高于女生是

由于男生在如今的社会承受更大的社会责任，希望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更大成就和成

功；男生在如“受批判或处分”、“遭父母打骂”的受惩罚方面多于女生是因为社

会对于男生女生态度和评价不同，男生应该经受更多的生活历练，生活中会被要求

比较高，加上男生性格比较调皮，容易闯祸，而女生相对来说比较懂事，受到的惩

罚也就相对较少。

初中生负性生活事件总分显著高于高中生，集中表现在负性生活事件的其他因

子上，包括“不喜欢上学”、“与人打架”、“遭父母打骂”。原因是初中生叛逆



第四章 讨论

23

心理会更强，迫切希望摆脱成年人的监护，对任何事情和事物都采取批判的态度，

喜欢挑战，因此会更多地触犯规则而受到惩罚；在学习压力上高中生显著高于初中

生，原因是因为升入高中后高考的压力随之而来，学习压力加大；在受惩罚因子上，

初中生得分比高中生高，初中生刚刚步入中学阶段，对于学校的制度还不能很好的

适应，往往会因为违规而受到责罚；在丧失因子上初中生得分高于高中生，这与以

往的研究有差异，可能是因为初中生进入中学阶段比小学阶段学习时间更长，更多

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去，对于之前家庭的关爱感觉有所减少，且家长更关注他们的学

业。

青少年在受惩罚、学习压力和其他负性生活事件上农村显著高于城市。本身来

自农村的学生物质方面相对较差，可能会受到城市学生的另眼看待，而且家庭的经

济压力也比较大。且家长给予的期望大，学生自知身上肩负着更多的责任和担当，

希望通过学习来改变现状，因此学习压力也相对较大。且来自农村的学生规则意识

较弱，农村的家长对孩子使用惩罚手段较多。

4.1.3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的特征

从青少年对九种认知情绪调节的使用频数来看，青少年更多地会选择使用积极

认知情绪调节，具体来说，使用理性分析、接受的策略较多，与加尼弗斯蒂[48]研究

结果一致。这表明青少年面对困难时，对于事件能够冷静分析，从积极方面去看待

事件，从而采取一些理性的措施来应对解决问题，对于生活还是充满希望，充满阳

光的，如果改变不了事情的发展就试着去接受这件事情，可能与采取的样本有关系。

且在采样的高中学校有设立的心理健康中心，学生遇到问题可以预约咨询，心理老

师也会经常给学生开设一些专项讲座，诸如《培养积极心态，自信面面对成长和挑

战》等，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培养学生积极人

生态度。而结果显示较多使用自我责难和沉思等消极认知情绪调节是因为样本选取

本省市重点中学，此中学学生学习压力比较大，从初中到高中的落差使得他们往往

对自己失去信心，经常会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所以对遇到一些负性事件时，会过多

地去责备自己，认为是自己不够好，往往会对所发生的负性事件产生消极的态度和

行为。

青少年认知情绪调节在性别、年级上有显著差异：

青少年中男生采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的策略多于女生，女生采用理

性分析策略多于男生。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男生女生的性格特点不同导致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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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负性事件时会更懂得采取一些改变方式来应对，如找人聊天、刷心灵鸡汤、

一段时间过后会更理性地去看待事情地发展，更积极，更愿意把事情往好处想，也

更愿意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而且女生比男生更能冷静

去分析事情，男生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会往往较少采用认知情绪调节地策略来改变

对事情的看法，而是重新去关注另外的事件或者消极面对，而且比较冲动。

青少年在接受、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因子上存在年级差异，高

中生比初中生更多使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接受和沉思因子上，高中生得分高于

初中生是由于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多，当遇到一些负性生活事件时，高中生尽量少

地采取一些抱怨、责备的态度，而是试着去接受，去反思事件背后的原因，理性分

析作出反应；在自我责难、灾难化因子上，初中生得分高于高中生可能是因为刚刚

从小学阶段进入中学阶段，对于初中学校地新环境、新面貌、新的同伴和新的代课

教师还不是特别熟悉，中学的学业标准更加严格，学生对于中学的评价不如小学那

么正面，适应不是很良好，适应不良就可能对于事件会有不当的归因，他们更多地

会把原因归因成自身的原因。

4.2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对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

以往研究表明引起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不仅取决于生活事件本身，还有诸多因素

影响，而认知情绪调节中积极认知情绪调节可以使个体社会适应水平增强，消极认

知情绪调节会使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减弱。由此可见，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

节与社会适应之间有一定相关关系。

第一、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显著负相关。这与 Jeronimus[49]等的研究结果一

致。其中人际关系负向预测社会适应，也就是说当青少年经历越多的人际关系冲突

时，会认为自己不受同伴欢迎，处理不好人际关系，逐渐变得不愿意与人交往，采

取退缩的态度，安全感和幸福感会降低，适应环境和应对问题的能力就会下降，社

会适应就会减弱；受惩罚负向预测社会适应，也就是说青少年在学习和生活中受的

惩罚越多，孩子久而久之会变得自我信任感下降，认为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得

不到家长和老师的认同，进而认为自己得不到社会的认同，社会适应就会减弱。

第二、认知情绪调节中积极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呈现显著正相关，而消极情绪

调节与社会适应呈现显著负相关。表明青少年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越多，社会适

应水平越好；使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越多，社会适应水平越差。进一步来说，当个

体面对负性生活事件使能更多地使用接受、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等积极情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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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策略时，能够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反之，使用自我责难、灾难化、责难他

人等消极调节策略会降低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

第三、研究中负性生活事件（除受惩罚因子）与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呈显著

正相关，负性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因子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显著正相关。青少年面

对负性生活事件时，往往会更多采取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而当青少年面对人际

关系冲突时，较多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原因可能是本身青少年的这个时期生理

心理发展就不平衡，也没有经历过较多的负性事件，社会经验本身就不足，另外他

们处理事情的能力有限，不能完全控制事件的发展，采取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往往

会较多。而在面对人际关系出现问题时往往采取积极情绪调节，因为这个时期他们

注重同伴和友谊，他们更愿意去以积极的方式去解决出现的问题。

4.3认知情绪调节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适应中的中介作用

首先本研究中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在负性生活事件人际关系因子与社会适应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解释为一方面青少年人际关系可以直接作用

于社会适应；另一方面，人际关系通过积极情绪调节间接作用于社会适应。积极情

绪调节在人际关系和积极情绪调节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青少年在面对人际交往问

题时，较多地使用如理性分析等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让学生更理性去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提高同伴质量，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而人际关系事件的发生可以增加

积极情绪策略的使用从而促进学生的社会适应的发展。

其次本研究中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解释为一方面负性生活事件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适应；

另一方面，负性生活事件通过消极情绪调节间接作用于社会适应。消极情绪调节在

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青少年在面对诸如学习压力大、

环境不满等负性生活事件之后，由于青少年本身的生理心理特点以及心理承受能力

相对较低，所以常常会陷入情绪低落、不愿意接触社会，易采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

这样则会加大负性生活事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而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增加了消极

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从而影响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的提高。

在魏义梅、张剑、夏宇欣、周仁来的研究中[50]，认知情绪调节作为中介变量的

结果也得到了论证。面对的生活事件越多，就会越多地使用认知调节策略，认知情

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可以使个体在面对负性情绪时起到一定的作用，积极的情绪调节

可以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发展，利于个体社会适应性的发展，而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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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使个体陷入消极的情绪体验中，不利于其心理健康的发展[51]。个体根据自身

所面对的具体情境相应的采取合适的认知调节策略可以使人们改变对负性事件的看

法，使得个体能够让情绪得以控制和调节，从而降低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并减少负性

情绪所引发的消极情绪体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52]。当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采用

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会加大负性生活事件对于社会适应的影响，而采用积极情绪调节

策略会减弱负性生活事件对社会适应的影响。这启示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开展

积极认知情绪调节训练，以减低生活事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促进个体

良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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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1）青少年在学习自主、人际友好、活动参与上社会适应良好，在社会认同和

社会活力社会适应较低；青少年社会适应存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女生比男生社

会适应水平高，初中年级比高中年级社会适应水平高。

（2）青少年经历的受惩罚、学习压力、人际关系方面的负性生活事件中较多，

对于青少年影响较大，值得我们关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

男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多于女生，初中学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多于高中学生。

（3）青少年使用积极认知情绪调节要多于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的使用，青少年面

多负性生活事件时采取的理性分析和自我责难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较多；认知情绪

调节存在性别和年级的差异。女生比男生较多采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高中年级比

初中年级较多采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4）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呈显著负相关。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

件越多，其社会适应水平越低，反之经历的越少，其社会适应水平越高；认知情绪

调节与社会适应呈显著相关。其中，积极认知情绪调节、消极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

分别呈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除受惩罚因子）与消极认

知情绪调节呈显著正相关，负性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因子与积极情绪调节呈正相关，

青少年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消极情绪调节的使用就越频繁，而在经历人际关

系事件时较多使用积极情绪调节。

（5）消极情绪调节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积

极情绪调节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因子与社会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5.2 建议与启示

本研究考察了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并进一步对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认知情

绪调节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可以看出，青少年的负性生活事件中学

习压力、人际关系是青少年经历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负性生活事件不仅影响着青

少年的日常学习生活，同时通过认知情绪调节作用于社会适应，进而影响着青少年

的社会适应。综合以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来提高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

第一，提高学生的应激能力，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当前面对影响青少年发展比较大的生活事件，学校应该充分运用积极的团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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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升学生的自我抗挫折能力的心理拓展训练，树立健康向上，正视挫折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另外学校应真正意识到心理健康对学生的影响，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到

教育体系中，开设相应的心理课、活动课、心理交流讨论课让学生可以学习到一些

宣泄压力的方法；学校应开设如考前进行压力放松训练、开设例如如何与人交往、

如何轻松快乐学习等有关的心理课或者心理讲座、在课余活动时间增加娱乐项目以

放松身心，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第二，拓展心理援助方法。

在学校设立心理咨询中心，并设立相关的心理阅览室、心理测量室、个体咨询

室、沙盘游戏室以及情绪宣泄室，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和指导，以解决学生的心理

问题，遇到问题相对严重的可以家校合作，共同解决学生存在的问题。除此以外，

学校还可以拓展其他渠道，比如定期举办一些诸如《提高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的心

理健康教育讲座、开展班级团体辅导、定期调查并制作班级心理状况晴雨表。

第三，培养学生情绪调节能力。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和知识的丰富，学生会对周围的人或事形成自己的见解，

这其中就会出现困惑或烦恼。教师要经常与学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加强心灵对话，

培养学生良好的情绪状态，进行情绪的正确归因提高对情绪的自我理解和领悟能力，

实行情绪正向发展；教师也应经常与学生家长进行交流，多进行家访，让家长协助

配合好教师的工作，以巩固教育的成果；对一些情绪失调的孩子要进行心理辅导，

帮助学生宣泄排解剧烈情绪，同时指导一些情绪调节的方法和策略，如转移和升华、

认知重建、放松训练、合理情绪疗法等都可以用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学会正确的情

绪表达，将心理调至最佳状态。

第四，营造轻松的环境，缓解心理压力。

作为学校要适当开展各种活动，尽可能使学生的教育教学环境舒适放松，这样

学生才能以轻松的状态来面对学习，在繁重的学习之余可以得到多方面的体会；教

师要树立素质教育的新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唤起学生探索的欲望，注重与学生

建康成长有关的目标；作为家长要理解孩子的心情，在学习上切勿急躁焦虑、接受

孩子的现状，适当降低期望值、关心孩子的情绪感受，鼓励孩子用“语言”而非“动作”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作为学生要保持好的心态，积极面对难题，如果压力太大，可

以学会自我调节，以适当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与不快，以排除心理压抑和精神紧

张，具体可以做一些感兴趣的事，比如旅游、逛街、听音乐、运动来释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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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次研究在对相关的文献作了分析并且在分析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对青少年负

性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社会适应的特征作了分析，进一步对三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后取得了一定价值的研究结果。但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1）被试的选取。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山西省太原市某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样

本选取范围不够广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的外部效度。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

扩大地域、年级、年龄范围等来选取被试，来提高外部效度水平。

（2）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在研究中仅采用文献法和问卷法调查法对青少年负性

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和社会适应进行研究，虽然获得的信息较为丰富，达到了

本研究的目的。但采用学生自我报告的形式，有一定的主观性，在以后的研究中可

以采用访谈和观察等多种方法相结合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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