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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绪智力自提出以来 ,已经引起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对情绪智力的概念和构成进行了介绍 ,并分析了个人
及社会文化因素对情绪智力的影响。情绪智力能对人格障碍 、青少年心理和行为以及员工和管理者的工作绩效等发挥积极作

用 ,也能对压力及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起中介作用。情绪智力未来的研究应着重拓展情绪智力的研究内容 , 改进与完善评定方

法 ,关注中国人情绪智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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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绪智力的概念及构成

“情绪智力”(EmotionalIntelligence)作为一个术语 , 较

早被人使用过(Leuner, 1966;Greenspan, 1989),但是在另一

种意义上(如用来描述皮亚杰的发展阶段理论), 与后来的

情绪智力研究的关系不大。 1990年 , 新罕布尔大学的梅耶

和耶鲁大学的萨拉维发表了名为《情绪智力》的文章 , 对这

个概念第一次作了系统论述。此后 , 研究者开始了对情绪

智力的系统研究。

对于情绪智力的概念和构成 ,众说纷纭 , 但在学术界有

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以梅耶和萨拉维为代表 ,另

一种是以巴昂和戈尔曼为代表。国外对情绪智力的研究 ,

基本是围绕这两种观点进行的。

1.1　萨拉维和梅耶的情绪智力概念及构成

萨拉维和梅耶认为 ,情绪智力是智力的一种 , 是个体准

确有效地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 1990年萨拉维和梅耶认

为情绪智力由情绪评估和表达能力 、情绪调节能力和运用

情绪信息能力三个因素构成 [ 1] (185-211), 此后一直对此概念

进行修正。 1997年 , 把情绪智力构成因素由三因素扩展为

四因素 , 即自我情绪认知能力 、他人情绪认知能力 、情绪思

维能力和情绪成熟监察能力 [ 2] (3-31)。 2004年提出了后来

普遍认同的四个因素 ,即感知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 、使用

情绪以更好的做出决定的能力 、理解情绪的能力 、管理自己

及他人情绪的能力 [ 3] (197-215)。 萨拉维和梅耶的这一概念

强调对情感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个体差异 , 常用客观推断法

和操作测验法来评估 ,和智力的评估方式相似 , 通常被认为

是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

1.2　戈尔曼 、巴昂的情绪智力概念及构成

1995年 ,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戈尔曼撰写的 《情绪智

力》一书 , 对情绪智力理论进行了通俗化的阐释。在该书

中 ,他提出了情绪智力五因素理论 , 这五个因素分别为:了

解自我 、管理自我 、自我激励 、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人际关

系的能力 [ 4] (43-44)。

巴昂于 2000年编写了 《情绪智力手册 》, 提出了情绪

智力的非认知理论 ,认为情绪智力是影响人应对环境需要

和压力的一系列情绪的 、人格的和人际能力的总和 ,情绪智

力不仅是决定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 并直

接影响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巴昂把情绪智力分为 5大类

15种能力 ,即个体内部成分(情绪自我觉察 、自信 、自我尊

重 、自我实现 、独立性)、人际成分(共情 、人际关系 、社会责

任感)、适应性成分(现实检验 、问题解决 、灵活性)、压力管

理能力(压力承受和控制冲动)、一般心境(幸福感和乐观

主义)。

戈尔曼 、巴昂的情绪智力除包括一般智力成分外 ,还涉

及了人格和动机的成分 , 在概念内涵上扩展了萨拉维和梅

耶情绪智力的原意 ,因而有学者称这种情绪智力的定义为

混合模型 ,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评估 , 与人格结构有更高的

相关。但这个模型因将无关变量纳入到情绪智力的定义之

中 ,所涵盖的内容太多 , 太过宽泛 ,也受到很多学者的批判。

2　情绪智力的影响因素

由于情绪智力涉及个人的心理认知与体验 , 因此 ,对于

不同的人 、不同的情境 ,情绪智力的意义也必然有所不同。

从以往的研究结果看 , 影响情绪智力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因

素和社会文化因素:

2.1　个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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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因素而言 ,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性别和年龄

差异。梅耶等(1999)研究发现 , 在能力情绪智力测验中 ,

成年人的得分比青少年高 , 女性比男性稍高 [ 5] (267-298), 并随

年龄的增长有所增高 [ 6] (689-700)。

特质情绪智力模型认为 ,情绪智力是一种特质 , 与人格

有一定的相关。研究者发现 , 特质情绪智力与开放性和神

经质相关显著 , 与宜人性和谨慎性也存在相关 [ 7] (797-812)。

2.2　社会文化因素

情绪智力的高低通常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大。情绪智

力与社会满意度 、社会工作质量有 一定的关系。 较高的情

绪智力通常与较好的心理社会功能相联系 , 对情绪智力较

高的个体而言 , 一些心理社会因素可以作为躯体疾病的缓

冲器。

文化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 , 在使用情绪智

力量表时 , 需要注意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 , 目前的研究主要

关注测量工具的跨文化普适性。 Parker等(2005)用情绪智

力的 EQ-i:YV量表 , 以加拿大的土著青少年和非土著青

少年作为配对样本 , 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来检验这个量表是

否适合这两个群体 , 结果发现 , 此量表适用于这两个群体 ,

但是土著青少年在人际关系 、压力管理和适应性这三个维

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土著青少年 [ 8] (215-227)。

3　情绪智力的实证研究

纵观以往有关情绪智力的实证研究 , 可以发现有两种

基本的研究模式:一种是将情绪智力作为自变量 , 探讨其对

相关结果变量的影响;另一种是将情绪智力作为中介变量 ,

考察其在相关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下面对国外相关的研

究进行简要介绍。

3.1　作为自变量的情绪智力研究

3.1.1　情绪智力对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青少年由于其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而成为研究者关注的

群体之一 , 关于情绪智力对青少年心理及行为的研究主要

有以下方面。

在人际关系方面 ,情绪智力影响青少年与同龄人及父

母的交往。 Lopes(2003)研究发现 , 情绪智力与他人和亲密

朋友之间的 消极交往 , 对父 母支持的知觉 有正相

关 [ 9] (641-658)。萨拉维 , 梅耶等(2001)研究发现 , 情绪智力

高的个体表现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 与父母和同龄人关系融

洽 [ 10] (1387-1402)。

在学业成绩方面 , 大多数研究使用 GradePointAverage

(GPA)来考察情绪智力和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研

究认为 GPA和情绪智力有中等程度的相关 , Schutte等

(1998)研究发现 ,大一学生学年初的情绪智力能够显著预

测学期末的 GPA成绩 [ 11] (167-177)。但是也有研究提出相反

的结论 , Newsome(2000)认为 GPAs和 EQ-i、MSCEIT两个

量表所测量的情绪智力之间几乎是零相关 [ 12] (1005-1016)。

在问题行为方面 , 情绪智力与吸毒 、酗酒 、行为异常 、人

际关系不好 、逃课 、退学存在负相关。情绪智力得分高的学

生有较少的旷课和退学行为 ,女生的情绪智力的得分高于

男生 ,并且情绪智力得分低的男生出现更多的吸毒 、酗酒和

其它不良行为。 Trinidad等(2004)研究发现 , 高情绪智力

是防止青少年出现吸烟行为的保护性因素 , 可以减少青少

年吸烟的意图 [ 13] (743-751)。

3.1.2　情绪智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 ,智力对工作绩效有影响 ,随着情绪智力的

提出 ,更多的研究者转向研究情绪智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对员工而言 ,情绪智力高的员工相对于情绪智力低的

员工 ,在产生消极情绪时 , 能更加理性的工作 , 将工作做得

更好。 RozellPettijohn等(2006)对 103名销售员进行调查

研究 ,发现他们的情绪智力与他们的销售业绩呈正相关 ,

Carmeli和 Josman(2006)也证实了员工的情绪智力与他们

的任务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

对管理者而言 ,情绪智力高的管理者比情绪智力低的

管理者更善于觉察并理解员工的情绪 , 能与员工进行更好

的沟通。 Thomas等人以分布在 9个不同地区的同一家连

锁饭店的 187名食品服务员工为研究对象 ,发现员工的情

绪智力与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并

且 ,研究还发现管理者的情绪智力 , 相对于情绪智力高的员

工 ,与情绪智力低的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更高的 、显著的正

相关。还有研究发现 ,管理者情绪智力与员工工作绩效的

相关情况与前一研究结果呈现相似的模式 , 但其相关程度

没有达到传统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 [ 14] (461-473)。

3.1.3　情绪智力对人格障碍的影响

目前对人格障碍的关注比较多 , 但是对人格障碍和情

绪智力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来说较少。 Lane和 Schwartz

(1987)发现 , 情绪障碍是人格障碍的基本表现之一 , 在

DSM-IV(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

dersFourthEdition)中 , 对每一个人格障碍的描述都包括情

感障碍和对情绪的管理情况。

研究关注最多的是情绪智力和人格障碍中的边缘性人

格障碍(Borderlinepersonalitydisorder)之间的关系 。边缘

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情绪往往不稳定 ,容易发怒 ,他们不能够

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也不能管理自己的情绪 ,但让边缘

性人格障碍的个体与其他正常人进行功能性情绪交往 , 可

以培养他们理解和控制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 , 并能够提

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Marziali和 Monroe-Blum(1995)发

现 ,经过短期的治疗能够使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学着接受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消极情绪 [ 15] (179-189)。

3.2　作为中介变量的情绪智力研究

将情绪智力作为中介因素来考察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是近年来常见的一种研究趋向 , 也获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关于情绪智力中介作用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关

于压力和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上。

情绪智力能够帮助个体免受压力 , 更好的适应生活。

Ciarrochi等(2002)在压力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

情绪智力在其中具有中介作用 , 情绪智力高的个体能更好

的知觉和管理情绪 ,并且能够报告更高水平的沮丧感 、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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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自杀想法 [ 16] (197-209)。 MoïraMikolajczak等(2007)考

察情绪智力是否是压力下个体的生物反应如皮质醇分泌的

中介因素 , 研究发现 ,特质情绪智力得分高的个体在面对压

力时 , 心理(情绪变差)和生理(唾液皮质醇分泌)明显出现

较少的反应 [ 17] (1000-1012)。

来自许多国家的研究都表明 ,工作压力在逐年增加 ,由

此引发的精神障碍 , 是引发工作能力降低和过早退休的重

要因素。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工作压力对员工心理健康的不

利影响。 Ashkanasy等(2004)在回顾以往研究和在 Jordan

等 (2002)工作不安全感和情绪智力关系模型的基础上 ,

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 ,即与压力相关的情感反应 , 在工作场

所的压力源对个体和组织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

用 [ 18] (1-43),与 Jordan等研究相一致 , 情绪智力是一个很重

要的中介变量。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归纳和总结可以发现 , 国外对情绪

智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 这对于帮助

人格障碍患者提高情绪智力 、管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对青

少年问题行为的预防和治疗 、对员工和管理者工作绩效的

提高以及缓解从业人员的工作压力都有积极意义。以后的

研究应关注以下方面:

4.1　情绪智力研究的内容有待拓展

由于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情绪智力理论模型 , 各个理论

之间也缺乏统一 , 因此限制了情绪智力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探讨情绪智力的内涵 、维度 , 开发情绪

智力量表 , 并在此基础上 , 研究哪些因素影响情绪智力 , 情

绪智力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情绪智力的后果变量有哪些 ,以

及情绪智力作为中介变量对哪些变量起作用。此外 , 未来

的研究还应关注某类具体职业从业人员的情绪智力状况 ,

以及把情绪智力和其它情绪研究如情绪工作和情感事件理

论结合起来研究。

4.2　评定方法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目前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缺陷是情绪智力以及它和其

它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主观的方法得到的 , 这样会因一

些额外因素的影响使研究结果不够准确。个体在情绪反应

的同时伴随着相应的生理反应 , 所以应把问卷评定的方法

和对生理反应的测定结合起来 , 这样可以避免主观报告的

不足 , 使结果更准确。此外 ,在研究设计上 , 可以通过横向

和纵向交叉的方式 , 考察情绪智力在时间上的变化;在数据

收集上 , 除直接测量外 , 可加入现场观察法等 , 以进行更准

确的研究。

4.3　应关注中国人的情绪智力的研究

情绪智力是在欧美文化背景中提出的 , 测量用的问卷

最先也由他们编制 , 测量方法基本采用自我报告法 , 但这种

测量方法 ,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群体中 , 会因社会期望而产

生偏差。在人格特质上 ,中国人具有中庸 、内敛的特点 , 在

知觉到情绪时 , 会根据场合的不同 , 选择不同的情绪表达方

式。因此国外的研究不能代替本土的研究 , 我国情绪智力

的研究 ,除了对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外 ,更重要的

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情绪智力及相关变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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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局已定 , 先以大处着笔 , 显出整体气势 , 然后经营细

部 ,慢慢收拾。他好用大量的水调和墨色 , 形成层次丰富

透明的水色 , 大面积的渲染在画面上。 《虎溪三笑》中 , 背

景用大片湿墨泼出 , 辅以淡淡的赭色冲晕 ,墨色变化丰富 ,

水墨淋漓的大片浓荫和刻画细致的人物相互对比 , 笔墨情

趣相互辉映 , 细致处更显细致 ,粗犷处更是粗犷 ,人物置身

于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 , 性格身份鲜明生动 , 抒发了画家

对宁静生活的向往。二是层层渲染 , 有时多积到八九层 。

在渲染时 , 傅抱石喜欢用大量水分 , 水多将画面润湿 , 然后

用熨斗熨干再染 ,反复多次在画面上产生墨的厚重感 。这

在其山水画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 浓重渲染法的大胆运用 ,

把线 、皴与点统一成面与体 , 使画面气韵生动 , 浑厚华滋 ,

产生无限生机 。三是在用墨的丰富层次中充分利用黑白

效果 。用大面积的黑衬出小块的白 , 或以大面积的白突出

小块的黑 , 用对比手法突出画面主题 , 引人入胜。 《苏武

牧羊》图 , 整幅画作者以没骨为主 , 形成强烈的团块效果 ,

苏武赶着羊群和身后汉蒙一行人矗立在阴霾的冰天雪地

中 ,作者充分利用墨色黑白灰块面的穿插 、对比与呼应 , 安

排画面结构 , 将北方恶劣的冬天环境烘托出来 , 突出了人

物主题 , 强化了苏武那种坚贞不屈的非凡意志和忠贞不渝

的爱国精神。

傅抱石的人物画法与传统沿袭画谱的画法不同 , 他将

传统国画人物造型 、笔墨加以创造性提炼发挥 , 使画面清

新独特 , 别具一格。这是傅抱石对传统人物画全新理解和

认识基础上进行的创造 ,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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