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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Chongqing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a random stratified sampling survey method, to form the capacity for 302 valid 

samp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has carri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cit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recovery experience as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stressful life events as a moderator variable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recovery experi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motional 

intellige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2) 

Emotional intellige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recovery experience. (3) 

To rest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rience-mediate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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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achie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4) Stressful life events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college students’ recovery experience.

Key word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cademic achievement; Restore the experience; 

Stressful lif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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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重庆市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随机分层抽样调查方式，形

成了容量为 302 个的有效样本，对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学业成就的关系进行了实

证研究，并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和特质激发理论，引入恢复体验作为情绪智力和

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变量，压力性生活事件作为情绪智力和恢复体验之间的调

节变量。研究结果显示：（1）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学业成就有正向影响；（2）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恢复体验有正向影响；（3）恢复体验中介情绪智力和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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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4）压力性生活事件正向调节情绪智力对大学生恢复体

验的影响。

关键词：情绪智力；学业成就；恢复体验；压力性生活事件

收稿日期：2020-08-07；录用日期：2020-08-13；发表日期：2020-09-01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研究背景

2019 年 10 月，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拟对 16 名大学生予以退学的决定》，

广受外界关注，究其被退学的原因，发现这些大学生在校期间应修、未修及不

及格课程累积超过 20 学分，该现象揭示了大学生学业投入不够、学业成就低下

的本质。那么，大学生的学业成就究竟是智力因素还是非智力因素起主要作用

呢？ Goleman（2006）认为，作为非智力因素的情绪智力（也有学者称其为情商）

比智力更为重要。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智商只起到 20%

的作用，剩下的 80% 取决于情商（即情绪智力）。可见，情绪智力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业成就。那么，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已有的研

究主要分析了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学业成就的直接影响［1］［2］，但是并未研

究其中的机理。

由资源保存理论可知，情绪智力是一种重要的情绪资源［3］，高情绪智力

个体能够更好地从应激状态中脱离出来进行资源的恢复［4］，有效保存个体的

情绪资源，这种情绪资源有助于个体更好地投入到学业中从而获得较高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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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而个体从应激状态恢复的过程称为恢复体验［5］，故本文引入了恢复体

验作为情绪智力与大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变量。

此外，情绪智力是一种特质［6］，根据特质激发理论，个体内在特质与外

部情境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对个体行为产生一定的预测作用［7］。

蔡妤荻（2016）的研究指出，对不同水平情绪智力的个体而言，他们的行为在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作用下具有显著差异［8］。在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作用下，高

情绪智力个体能够更好地从应激状态中脱离出来进行资源的恢复［4］。因此，

依据特质激发理论，本文认为压力性生活事件是一种重要的激发情境，会影响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恢复体验的作用，故本文引入压力性生活事件作为情绪智力

与大学生恢复体验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

本研究试图揭示情绪智力对学业成就在具体变量下的作用机制，从而丰富

相关研究，为提升大学生学业成就提供思路。

2  研究假设

2.1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情绪智力分为特质观和能力观［3］［4］。本文采用特质观的观点，将情

绪智力的内涵延伸到与情绪情感关联领域的个性特质［3］。

马强等（2016）指出个体的情绪智力越高，自身的积极情绪越多［5］，而

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指出，各种积极情绪，如快乐、兴趣、满足和爱等

都能够扩宽人的知行能力，建构人们的资源。情绪具有拓展和建构两大功能，

能够反映个体幸福感，利于个体的成长与发展，积极情绪拓展功能主要表现在

能够拓展个体的思维和行动范畴上，包括个体的感知、行为等范畴。Fredrickson

（1998）认为在拓展功能的基础上，它还可以帮助个体构建持久的社会、身体、

智力和心理等资源［6］，补充这些资源会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7］［8］［9］。

董妍等（2010）的研究得出积极的学业情绪对学业成就产生正向影响［10］。因此，

情绪智力有助于学业成就的提升。龙川平等（2002）、刘玉娟（2008）发现情

绪智力对大学生学业成就存在显著正相关［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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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文推出如下假设：

H1：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学业成就有正向影响。

2.2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恢复体验的影响

恢复体验是指员工从工作要求中得到恢复的心理过程，包含心理脱离、放

松体验、控制体验和掌握体验四个维度［13］。本文将从以上四个维度来阐述

情绪智力对个体恢复体验的影响。

 首先，高情绪智力的个体更容易实现心理脱离。学者们指出高情绪智力个

体往往含有高积极情绪，而积极情绪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实现心理状态与工作状

态的脱离［5］［13］。吴维库等（2008）提出情绪智力较高的个体在工作时往

往更容易找到有效的方式，适当地运用和支配自己的情感资源［14］。可见，

这类高情绪智力个体拥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15］［16］［17］。

Spector 等（2010）的研究表明，拥有较强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的个体对自己能

够成功完成某事或者避免消极结果更加有自信，所以他们更擅长从工作中脱离

［18］。

其次，高情绪智力个体更容易产生放松体验。Harvey（2007）指出高情绪智

力个体会以积极的方式去处理所面临的压力［19］，如跑步、看书等。耿彦丽

等（2014）论证了情绪智力与休闲活动偏好和参与都呈显著正相关［20］，而

这些积极的休闲活动能够带来放松体验。

再次，高情绪智力个体更容易有良好的控制体验。吴伟炯等（2012）认为

在非工作状态，行为自主能够带来控制体验［21］。情绪智力能够正向预测生

活满意度［22］，而生活满意度较高的个体其行为自主性也较高。下班后自由

安排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事务等行为能够带来控制体验［21］。

最后，高情绪智力个体有更强的掌控体验。叶晓倩（2017）指出积极的情

绪能够充实人的精力、提升能力、提高工作效率，是个体从事一切行为的巨大

动力［23］。罗榛等（2016）的研究表明，高情绪智力个体往往拥有较积极的

情绪［24］，他们在成功完成某事后，往往能够带来对事物的掌控感。据此，

本文推断，情绪智力越高的个体，其恢复体验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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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文推出如下假设：

H2：情绪智力对大学生恢复体验有正向影响。

2.3  恢复体验的中介作用

Sonnentag 和 Fritz（2007）引用了 Mulder（1998）所提出的定义，认为恢复

体验是一个过程，与紧张过程相反，这是个体从压力经历中恢复到原有水平的

过程［12］。Fritz 和 Sonnentag（2005）提出恢复体验能够帮助个体缓解工作压

力［25］，提升工作绩效［21］［25］。

学业成就作为衡量学业状况的重要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学生的学

业绩效。章鹏程（2017）提出中学生恢复体验与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26］，

而蒋承等（2015）研究证明了学习投入会对学业成就产生正向影响［27］。叶

宝娟等（2011）指出个体需要同时处理来自家庭、学业等社会各方面的压力［28］。

大学生群体除了应对繁重的学业压力，还要处理家庭、社会关系，使他们产生

资源耗损［29］。对心理资源过度损耗会对学业成就产生负向影响［30］。丁

璐等（2010）提出情绪智力的各个维度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31］，高情

绪智力个体在面临压力时会以积极方式应对［32］［16］。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积极应对有利于缓解个体的资源损耗，获得新兴资源。

个体未产生恢复体验时对工作要求往往感知到更大的压力［33］，而情绪智力

可以调节个体对压力的知觉［34］，有利于大学生更好地将资源投入到学业，

以获得学业成就。鉴于此，我们认为较高情绪智力的个体更容易产生较高水平

的恢复体验，进而对学业成就产生正向影响。

综上，本文推出如下假设：

H3：恢复体验在情绪智力和大学生学业成就之间产生中介作用。

2.4  压力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

压力性生活事件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使个体由于压力而产生焦虑、

困扰等负面情绪的负性生活变动［35］。Tett 和 Burnett（2003）提出特质激活

理论（Trait Activation Theory，简称 TAT），指出外部情境与个体内在特质之间

存在着某种有机联系，并且这种有机联系对个体的行为具有预测作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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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据特质激发理论，选取压力性生活事件作为一种重要的情境，分析压力

性生活事件如何调节情绪智力与大学生恢复体验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们发现在压力性情境下，高情绪智力个体能够更好地管控自身情绪，

采取适当的行为应对压力［37］［38］。蔡妤荻等（2016）以 494 名工读生作

为被试，探究被试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作用下，不同情绪智力个体行为表现差异，

发现随着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增多，高情绪智力大学生的不良行为如毒品使用并

未增加，而低情绪智力的个体则无法恰当地管控自身情绪及行为，其毒品使用

率显著上升［39］。由此可见，高情绪智力个体能够以积极的情绪面对压力应

生活事件，更趋向于进积极应对，获得恢复体验。

综上，本文推出如下假设：

H4：压力生活事件正向调节情绪智力对恢复体验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压力性生活事件

H4

H1

H2 H3

情绪智力 学业成就

恢复体验

图 1  研究模型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量

3.1.1  情绪智力

本文采用由刘艳梅、陈红（2008）修订的《中文版情绪智力量表》（SS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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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共 21 项，五个维度；五个维度分别为对他人情绪调节、对他人情绪评

价、对自己情绪评价、对自己情绪调节和情绪运用。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

说明情绪智力水平越高。以往实践结果表明，该量表主要用于研究在校大学生，

且信效度良好。

3.1.2  学业成就

本文采用武丽丽（2016）修订的《大学生意志力量表的编制及其与学业成

就的关系》量表［41］，其基础量表是是王雁飞编制的绩效评价量表该量表包

括四个因素，分别命名为学习奉献（题目为 1、2、3、4）、任务绩效（题目为 5、

6、7、8、9、10、11）、人际促进（题目为 12、13、14、15、16）、总绩效（题

目为 17、18、19），这四个维度就成为了评价大学生学业成就的指标。该量表

经过检验有很好的信效度，非常适合作为调查工具。

3.1.3  恢复体验

本文采用的是 Sonnentag 和 Fritz（2007）所编制的量表［13］，共计 16 题。

在本问卷中，题项 1 ～ 4 属于控制维度；题项 5 ～ 8 属于超然维度；题项 9 ～ 12

属于掌控维度；题项 13 ～ 16 属于放松维度。

3.1.4  压力性生活事件

本文采用了刘贤臣等（1997）编制的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ASLEC）［42］。

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其他六个维度。未发生，则 0 分，

若发生过则根据项目发生时对自身的影响分 5 级评分，即无影响 1 分，轻度影

响 2 分，中度影响 3 分，重度影响 4 分，极重度影响 5 分。各条目得分相加为总分。

3.2  问卷收集及样本情况

3.2.1  问卷收集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整理分析以及研究中所牵涉到的理论知识和变量量化

所需要涉及的内容，再综合考虑研究目的，选取了贴合度和信效度都较高的系

列成熟量表，整合设计了研究所需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最终形成研究问卷。

依据本文所包含的不同变量，将问卷分四次发放，分别测量了大学生情绪智力、

恢复体验、压力性生活事件和学业成就，每一次测量都囊括了学生基本信息。

问卷调查的方式分为线下调查和线上调查两种。线下调查时，研究者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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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好的问卷打印为纸质文件，发放给大学生被调查者，并说明问卷填写的基本

规则，由大学生被调查者自行填写后交还予负责人；线上调查则需要向大学生

被调查者发送包含问卷题目的网络链接，被调查者填写提交成功后问卷信息自

动录入数据库。最后，由研究人员将线下填写的问卷信息以手动方式录取数据库，

并反复核查信息，确认无误后，将线上和线下信息汇总统合。

3.2.2  样本情况

本文研究对象为重庆市高校全日制大学生。此次调查共收集到 310 份问卷，

获得 302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7.41%。其中，男性被调查者占 21.5％，

女性被调查者占 78.5%；18 周岁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 0.7%，19 岁至 21 周岁被

调查者占 89.4%，22 至 24 周岁被调查者占 9.9%。

4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4.1  信度分析

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来检验量表的信度。情绪智力、恢复体验、学

业成就、压力性生活事件测量量表在本文中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874、0.747、

0.993、0.925，均大于 0.700，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在实证分析之前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借助 SPSS19.0 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出 13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

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 67.319%，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15.451%，低于 50%

的判断标准，可见样本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情绪智力

与学业成就显著正相关（r=0.299，p<0.01）；情绪智力与恢复体验显著正相关

（r=0.303，p<0.01）；恢复体验与学业成就显著正相关（r=0.309，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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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对假设 1、2 和 3 进行了初步验证。接下来，我们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进

一步检验研究假设。

表 1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bles

M SD 1 2 3 4 5
1．性别 1.791 0.423
2．年龄 2.093 0.313   0.097
3．情绪智力 3.525 0.599   0.021   0.037
4．恢复体验 3.586 0.484 -0.087 -0.064    0.303**

5．学业成就 3.129 0.703   0.078 -0.009    0.299**    0.309**

6．压力性生活事件 1.969 0.687   0.031 -0.004 -0.010 -0.124* -0.160**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0.05 在 0.01 水平上（双尾）显著。

4.4  回归分析

4.4.1  主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龄等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将情绪智力引入以学业成

就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并建立相应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2 所示，情

绪智力对学业成就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M6：β =0.299，p<0.001），假设 1

得到验证。这说明情绪智力能够显著地促进其学业成就。

4.4.2  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将情绪智力引入以恢复体验为因变量的

回归方程并建立相应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情绪智力对恢复体

验有显著的正向作用（M2：β =0.308，p<0.001），假设 2 得到验证。这说明情

绪智力能够显著地提升其恢复体验。

然后，对情绪智力与恢复体验同时对因变量学业成就影响作回归分析。层

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恢复体验对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7：

β =0.249，p<0.001）。同时，情绪智力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依然显著，但其预测

作用明显降低（M7：β =0.222，p<0.001）。因此，恢复体验在情绪智力和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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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关系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3 得到验证，这说明恢复体验在情

绪智力和学业成就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4.4.3  调节效应检验

在控制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分别将情绪智力、压力性生活事件以及

交互项（情绪智力 × 压力性生活事件）依次引入以恢复体验为因变量的回归方

程并分别建立相应模型。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交互项对恢复体验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M4：β =0.106，p<0.05），假设 4 得到验证。这说明压力性生

活事件对大学生情绪智力与恢复体验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即压力性生

活事件越高，其情绪智力对恢复体验的促进关系越强。

表 2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恢复体验 学业成就
M1 M2 M3 M4 M5 M6 M7

性别 -0.081 -0.087 -0.083 -0.087   0.080   0.075   0.096
年龄 -0.056 -0.067 -0.068 -0.055 -0.017 -0.028 -0.011

情绪智力   0.308***   0.306***   0.319***   0.299***   0.222***

恢复体验   0.249***

压力性生活事件 -0.119*** -0.127***

情绪智力 × 压力性生活事件   0.106*

拟合指标
F   1.602 11.656*** 10.041***   8.842*   0.963 10.501*** 13.213***

R2   0.011   0.105   0.119   0.130   0.006   0.096   0.151
△ R2 —   0.094   0.014   0.011 —   0.089   0.055

注：***、**、* 分别表示在 0.001、0.01 和 0.05 的水平显著。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学业成就、恢复体验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恢复体验在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学业成就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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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活事件正向调节情绪智力对大学生恢复体验的影响。

5.2  研究启示

（1）高校应重点关注情绪智力的个体差异。情绪智力不仅对大学生个体有

一定影响，还对其学业成就有着正向影响作用。在教学工作中应该将不同情绪

智力的大学生筛选出来，对于不同情绪智力的大学生应有的放矢地进行管理，

对于情绪智力较低的大学生，其情绪和行为管理能力可能较低，易对学业和生

活产生不利影响，高校应予以重点关注。

（2）通过活动和课程提升恢复体验。大学生长期处于学习状态。当学业压

力较大或大学生个体对学习内容并不感兴趣时，容易产生学业倦怠，所以有必

要对大学生开展恢复体验提升训练。高校应鼓励劳逸结合，提倡大学生在非学

习状态，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实现心理脱离；不定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以及

一些关于提升个体积极情绪的讲座，如定期组织冥想等活动，以科学的方式尽

量减少消极情绪，使个体得到放松；鼓励大学生自主开展活动，如参加兴趣社

团等，提升大学生自主感；定期举办各种竞赛，如数学竞赛、英语演讲等，让

大学生参与到有挑战性且有趣的项目中，在活动中获得掌控体验。

（3）针对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差异性与共性，高校心理辅导中心应进行专业

化、模块化建设。高校辅导中心应该兼顾大学生的普遍诉求和阶段性个体差异。

作为大学生群体而言，大学压力性生活事件有一定共性，所以也可能产生一定

类似的心理困扰，如对于低年级大学生群体而言，需要短时间内适应环境，这

个过程容易产生心理不适和迷茫感。高校心理辅导中心可以更专业化、模块化

的方式在辅导中心内布局，如划分团体辅导部以解决如学业压力等共性问题，

个体咨询部解决个人经历困惑等方面问题。

5.3  不足与展望

（1）恢复体验的本土化。在概念方面，东西方文化差异较大，西方主要是

个体主义文化为主，而东方更加盛行集体主义，如西方人的恢复体验较少受到

面子、关系导向的影响，而面子、关系、人情等因素都是影响东方人恢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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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所以恢复体验的本土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开展。

（2）样本的局限性。本文得到结论情绪智力对学业成就具有正向影响，而

部分研究认为情绪智力对学业成就并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研究对象的差异所

导致的。本文主要以重庆市高校大学生作为被试群体，在以后的研究中希望能

够对研究样本加以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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