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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前后测问卷的研究方法，随机抽取参与日慈公益基金会自主研

发的《积极情绪包》课程的近 50 名学生进行课程效果评估。结果显示，在参与

《积极情绪包》课程之后，学生的情绪智力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的分析表

明，不同性别和留守情况的学生均能从该课程中获益。学生们表示，该课程帮助

他们学会正确认识并合理控制自身情绪，增强自信。与此同时，学生对该课程的

满意度达到 9.45 分（满分 10 分），表明他们对《积极情绪包》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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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0年，Salover 和 Mayer 在其论文《情绪智力》中，正式提出了情绪智力

的定义：它是一种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包括准确评价自己和他人情绪，恰当表

达自己的情绪和调控情绪。随后他们多次对该定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直到1995

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Goleman 在其专著《情绪智力》中对情绪智力进行了

系统介绍，他指出，情绪智力是一种保持自我控制、热诚和坚持，且能自我激励

的能力，包括5方面的能力：认识自己的情绪、妥善管理情绪、自我激励、认识

他人的情绪以及人际关系的管理。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关于情绪智力的研究对象

主要集中在中学生、大学生以及成人，关于小学生情绪智力的研究比较少。而台

湾地区关于小学生的情绪智力研究比较丰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邱雅

芳（2008）对小学生高年级学生自尊、情绪智力与生活适应的相关研究表明，小

学生情绪智力越高，其生活适应越好。陈骐龙（2000）关于小学儿童情绪智力与

幸福感、人际关系及人格特质的研究也表明，小学生的情绪智力与幸福感成正相

关，该研究同时指出，小学生情绪智力越高，其人际关系越好。在我国基础教育

领域，长期以来老师和家长过度看重学生成绩，而对他们的情绪智力培养有所忽

视。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正处于即将进入青春期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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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自我意识开始迅速发展，所以这是进行情绪智力培养的关键时期（宋玉凤，

马志燕，杨子珺，陈振帮，2018）。

日慈公益基金会自主研发的《积极情绪包》旨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身情绪，

学习合理表达与调节负面情绪。重要的是，每节课的教学过程都融入了游戏、绘

本故事、互动分享、角色扮演等多种学生们喜爱的学习方式，让他们玩中学，学

中玩。基于此，本研究随机选取部分参与《积极情绪包》课程的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探究该课程是否能够显著地提高学生的情绪智力水平。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收回前后测问卷各49份，其中有效问卷49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具体样本分布情况见下表 1。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人口统计学变量 类别 人数 占总人数百分比

性别 男

女

27

22

55.1%

44.9%

年级 五年级 49 100%

留守情况 留守

非留守

15

21

30.6%

42.9%

总计 49 100%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前后测问卷法，其中前测问卷由姓名、性别、年级、留守情况等

基本信息调查和心理学专业量表构成；后测问卷由课程满意度调查和与前测相同

的量表构成。问卷中的量表为改编的情绪智力量表（邱雅芳，2008），采用 5点

计分，依“很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很符合”分别记

1、2、3、4、5分。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答，分数越高，表明其情绪智力

水平越高。本次施测中，前测 Cronbach a = 0.78，后测 Cronbach a = 0.75，表

明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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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量表之外，前测问卷中有一道题目，请学生回答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烦

恼和困难；后测问卷中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对该课程的满意度给课程

打分（满分 10 分），同时回答一道陈述性问题，阐明该课程对自己的帮助。

2.3 研究过程

在开课之前，由受过培训的教师统一发放问卷，实施前测。待结课一周之内，

实施后测。问卷统一回收后，日慈志愿者将数据录入电子文档，之后日慈评估人

员使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课程满意度分析结果

通过对后测问卷中课程满意度的得分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对该课

程的满意度达到9.45分（满分10分），表明学生对《积极情绪包》非常满意。

3.2 情绪智力量表总体分析结果

通过比较前后测问卷中情绪智力量表的得分情况，结果显示，学生在后测问

卷中的得分高于前测问卷，且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F=4.86，p<0.05）。

这说明，在参加《积极情绪包》之后，学生的情绪智力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表2. 情绪智力水平量表总体得分情况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前测

后测

43.27

44.96

8.01

7.39

1.70*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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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情绪智力水平量表总体得分情况

3.2.1 按性别分析结果

以性别为解释变量，对学生的前后测问卷得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前后测与性别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0.36，p>0.05）。进一步的简单效应

分析显示，男生和女生在后测问卷中的得分均高于前测问卷，其中女生前后测问

卷的得分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男生，F=1.30,p>0.05;女生，

F=4.49,p<0.05）。这说明在课程实施后，不同性别的学生的的情绪智力水平都得

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女生情绪智力水平的提升更为显著。

表 3. 不同性别学生情绪智力水平量表得分情况

性别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人数

男

女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43.57

44.85

42.89

45.10

8.63

7.12

7.37

7.87

1.28

2.21*

27

22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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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性别学生情绪智力水平量表得分情况

3.2.2 按留守情况分析结果

以留守情况为解释变量，通过对学生的前后测问卷得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前后测与留守情况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0.03，p >0.05）。进一

步的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不同留守情况学生的后测得分均高于前测得分（留守，

F=0.83,p>0.05；非留守，F=0.36，p>0.05）。这说明在课程实施后，不同留守情

况的学生的情绪智力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

性差异可能是因为样本量较少。

表4. 不同留守情况学生情绪智力水平量表得分情况

留守情况 前/后测 平均分 标准差 平均差（后测-前测） 人数

留守

非留守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45.24

46.18

42.84

43.50

8.66

7.48

8.54

7.70

0.38

0.66

15

21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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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留守情况学生情绪智力水平得分情况

3.3 质性数据分析结果

3.3.1 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烦恼和困难

学生在前测问卷中阐述了自己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烦恼和困难。通过对学

生的表述进行总结分析，结果发现，学生的烦恼和困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考试压力（“考试的时候我很紧张”“我害怕考试”）；

（2）无法独立完成作业（“作业不会的时候，我就会很烦恼”“有时候作业一道

题都不会”）；

（3）较难调节自己的情绪（“有人不理我我就很生气、很郁闷”“考试分数低我

就会很生气”“有点不快乐就想和同学打架”）。

3.3.2 课程收获分析结果

学生在后测问卷中阐述了对《积极情绪包》课程的感想以及它对自己的帮助。

通过对学生的表述进行总结分析，结果发现，课程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有很大

的帮助：

（1）正确认识自身情绪（“让我知道了情绪有很多种”“让我更加了解我自己的

情绪了”）；

（2）合理控制并调节自身情绪（“让我知道了怎么控制情绪”“课程的内容很有

意思，可以让我在伤心的时候变得开心”“我知道了在伤心的时候可以想一些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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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开心的事情”“让我在生气的时候慢慢控制情绪，伤心的时候通过课上的

‘稀里哗啦’来解决”）；

（3）增强自信（“课上有很多活动，让我变得更阳光自信了”）。

4. 结论

《积极情绪包》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情绪智力水平，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

同性别和留守情况的学生均能从该课程中获益。学生们表示，该课程帮助他们学

会正确认识并合理控制自身情绪，增强自信。与此同时，学生对该课程的满意度

达到 9.45 分（满分 10 分），表明他们对《积极情绪包》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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