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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利他意愿（包括捐款意愿和志愿 服 务 意 愿）对 大 学 生 负 性 情 绪 的 调 节 作 用、作 用 机 制 及 性 别

差异。方法：被试作答前测情绪题目后，通过阅读材料 诱 发 其 负 性 情 绪；然 后 乐 捐 组 被 试 作 答 捐 款 意 愿 题 目，志 工

组被试作答志愿服务意愿题目，控制组被试不作答题目；最后３组被试均完成后测情绪题目、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

表、自尊量表、积极情绪和 消 极 情 绪 量 表。结 果：①阅 读《关 爱 受 伤 天 使》材 料 成 功 诱 发 了 被 试 的 负 性 情 绪（Ｆ＝

１６．４１，Ｐ＜０．００１）；捐款意愿和志愿服务意愿显著调节了被试的负性情绪（Ｆ＝１０．５７，Ｐ＜０．０１；Ｆ＝５．６３，Ｐ＜０．０５）；

②乐捐组和志工组被试的自尊和积极情绪水平显著高于控制组被试（Ｆ＝８．７５，Ｐ＜０．００１；Ｆ＝５．１０，Ｐ＜０．０１），乐捐

组被试的关系性需要满足水平显著高于控制组被试（Ｆ＝５．５８，Ｐ＜０．０１）、消极情绪水平显著低于控制组被试（Ｆ＝

２．５５，Ｐ＜０．０５）；③关系性需要满足和 自 尊 在 捐 款 意 愿 与 积 极 情 绪 之 间 的 中 介 作 用 显 著（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５，ＳＥ＝０．０２，

９５％ＣＩ＝［０．０２，０．０９］；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７，ＳＥ＝０．０２，９５％ＣＩ＝［０．０３，０．１１］），且自尊在志愿服务意愿与积极情绪之间的

中介作用显著（Ｅｆｆｅｃｔ＝０．２６，ＳＥ＝０．０７，９５％ＣＩ＝［０．１２，０．４１］）；④捐款意愿对消极情绪的预测、关系性需要满足和

自尊在捐款意愿与积极和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自尊在志愿服务意愿与积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的

性别差异。结论：利他意愿对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具有调节作用，关系性需要满足和自尊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上述作

用机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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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ｐｌａ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ｈｉｆｔ　ｔｈｅｏｒｙ；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Ｇｅｎｄｅｒ

　　中国大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的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显示，我国大 学 生 合 并 抑 郁 情 绪 检 出 率 为２９．３％。

大学男 生 和 女 生 的 抑 郁 检 出 率 分 别 为２７．４％和

２１．６％［１］。负性情绪已成为影响当代大学生身心健

康的危险因 素，甚 至 引 发 自 杀、暴 力 行 为 等 严 重 后

果［２］。因此，探究如何调节大学生负性情绪十 分 必

要。利他行 为 是 指 自 己 付 出 代 价 使 他 人 获 利 的 行

为［３］，其看似没有任何回报，却能够提升施助者的自

我效能感和幸福感［４－５］。利他不仅意味 着 将 资 源 单

向传递给受 助 者，更 是 对 施 助 者 自 我 激 励 的 过 程。

施助者因实施利他行为而获得自身的某种生物性的

反馈，从而提升其正性感受［６］。大量研究表明 利 他

行为有助于提升个体的情绪体验［７－８］。事实上，利他

行为还能调节个体的负性情绪。研究者采用投资博

弈的实验情境对比被试利他惩罚前后的情绪，在实

施利他惩罚后，被试的悲伤程度较之前明显降低，说
明利他惩罚能够调节被试的负性情绪［９］。另 外，研

究者在探讨利他意愿对情绪的影响时发现，有利他

意愿的被试 其 负 性 情 绪 显 著 低 于 无 利 他 意 愿 的 被

试［１０］。上述研究 表 明 利 他 意 愿 能 够 调 节 个 体 的 负

性情绪。

　　本研究进一步将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自尊作为

切入点，探讨其在利他调节负性情绪中的作用。自

我决定理论 认 为 人 们 具 有 与 生 俱 来 的 基 本 心 理 需

要，包括自主性需要、能力感需要和关系性需要［１１］。

自主性需要指个体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自己

的行为，能力感需要指个体希望能够完成或胜任一

定的活动，关系性需要指个体希望能够获得来自他

人或环境的关爱与支持。研究表明，利他行为有利

于个体自主性需要、能力感需要和关系性需要的满

足［１２－１４］。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是个体获得幸福感、

提高心理 健 康 水 平 的 重 要 途 径［１１，１５］。这 些 基 本 心

理需要的满足是个体健康发展所必需的，任何一种

需要的受挫都会影响个体的心理成长、内化和幸福。

　　自尊是个体自我价值感知、自我接纳与自信程

度的整合，反映了个体对自我的积极感知，自尊的提

升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积极感受，缓解焦虑抑郁等

负性情绪［１６］。自 尊 水 平 高 的 个 体 倾 向 于 以 更 乐 观

的方式解读关于自己和世界的信息，以较大的热情

去追求目标，从容地应对问题，表现出积极的行为模

式［１７］。相反，缺乏自尊会使个体难以把精力投入到

感兴趣的活动中，表现出消极的行为模式，及焦虑抑

郁情绪等［１８］。同时，利他行为具有提升个体自尊水

平的功能，利他行为可以持续提高施助者的自尊水

平，反之则会导致自尊水平下降［１９－２０］。研究表明，向
他人提供支持的个体，其自尊水平会得到提升，通过

向他人提供物品或服务，其自尊可以通过“生产性”

或“有用性”的 体 验 及 自 主 感 和 控 制 感 体 验 得 到 增

强［２１－２２］。综上，本研究将探讨利他意愿对大学生负

性情绪的调节作用及作用机制。基于以往研究，本

研究假设利他意愿对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具有调节作

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自尊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山东省某高校选取３２０名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有５名被试未能完整作答，因
此回收有效 问 卷 共 计３１５份（９８．４４％）。其 中 男 生

１６８人（５３．３３％），女生１４７人（４６．６７％），年龄１８～
２４（２１．４３±０．９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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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本 研 究 使 用 的 阅 读 材 料 为 文 章《关 爱 受 伤 天

使》，让被试阅读该文章用以诱发被试的负性情绪。
研究工具还包括情绪题目、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
自尊量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

１．２．１　前 测 和 后 测 情 绪 的 评 估　参 照 Ｄｉｅｎｅｒ等

（２００２）及Ｊｏｈｎｓｏｎ和Ｔｖｅｒｓｋｙ（１９８３）对情绪状态的

评估方式，即采用单一问题让被试评估自己当时的

情绪状态［２３－２４］。前者的研究以５点量表对情绪状态

进行评估，后者的研究以９点量表对情绪状态进行

评估，为更细致地测量被试当时的情绪状态，本研究

采用１１点量表对情绪状态进行评估。得分为１分

表示情绪状态非常消极，６分表示情绪状态为中性，

１１分表示情 绪 状 态 非 常 积 极。分 数 越 高 表 示 情 绪

状态越积极，６分以下为负性情绪，６分以上为正性

情绪，６分为中性情绪［１０］。

１．２．２　基本 心 理 需 要 满 足 的 测 量　采 用 简 版 基 本

心理需要量表［２５］。该量表共９个题目，采用５点计

分，１表示非常不符合，５表示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

示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越高。该量表包括３个

维度，分别为：自主性需要（如：“我感觉可以自由表

现自己”）、能力感需要（如：“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能

力的人”）和 关 系 性 需 要（如：“我 感 受 到 了 爱 和 关

怀”）的满足。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２６］。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０．７９，各

分量表的α系 数 分 别 为：０．６５（自 主 性 需 要）、０．６５
（能力感需要）、０．６３（关系性需要）。

１．２．３　自尊的测量　采 用 简 版 自 尊 量 表［２７］。该 量

表包括２个题目，分别是“我对自己觉得很满意”和

“我认为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采用４点计分，１表

示非常不同意，４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自尊

水平越高。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２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０．８４。

１．２．４　积极 情 绪 和 消 极 情 绪 的 测 量　采 用 积 极 情

感和消极情 感 体 验 量 表［２９］。该 量 表 由９个 积 极 情

感词汇（如“快乐的”）和９个消极情感词汇（如“难过

的”）构成，采用５点计分，１表示非常轻微或根本没

有，２表 示 有 一 点，３表 示 中 度，４表 示 相 当 大 程 度

上，５表示非 常 强 烈。分 数 越 高 表 示 该 种 情 绪 情 感

体验越强烈。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３０］。本 研 究 中 积 极 情 感 和 消 极 情 感 分 量

表的α系数分别为０．９６和０．９４。

１．２．５　研究程序　本研究为被试间设计，采用团体

施测的方式进行。所有被试均完成前测情绪题目之

后，通过阅读材料诱发负性情绪，之后被试被随机分

为３组（控 制 组／乐 捐 组／志 工 组）。控 制 组 被 试 共

１０８名，其在阅读完文章《关爱受伤天使》后直接 作

答剩余题目，包括后测情绪、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自

尊、积极情绪 和 消 极 情 绪 相 关 题 目；乐 捐 组 被 试 共

９３名，其在阅读完文章《关爱受伤天使》后首先回答

捐款意愿题目（�ｘ±ｓ＝８．２０±１．３２），题目为“请问你

是否愿意捐赠一顿午餐的费用去帮助这些意外伤害

的贫困 孩 子 们？”，采 用９点 计 分，１表 示 非 常 不 愿

意，９表示非常愿意，然后再作答剩余题目（同中 性

组）；志工组被试共１１４名，其在阅读完文章《关爱受

伤天使》后首先回答志愿服务意愿题目（�ｘ±ｓ＝７．５７
±１．８１），题目为“请问 你 是 否 愿 意 贡 献１小 时 时 间

担任志工协助物资的打包去帮助这些孩子们？”，采

用９点计分，１表示非常不愿意，９表示非常愿意，然
后再作答剩余题目（同中性组）。

１．３　统计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和Ａｍｏｓ　２３．０对所用数据进行

录入及相关处理和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前测情绪差异比较及阅读材料效果检验

　　采用单因变量方差分析比较乐捐组、志工组和

控制组被试 前 测 情 绪 的 差 异，被 试 间 变 量 为 组 别。
结果表明，乐捐组、志工组和控制组被试的前测情绪

不存在显著差 异，Ｆ（２，３１２）＝２．５８，Ｐ＞０．０５，η
２＝

０．０２。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被试阅读《关爱受

伤天使》材料前后情绪的差异，被试内变量为前测和

后测情绪。结果表明，被试阅读《关爱受伤天使》材

料后情绪显著降低（前测�ｘ±ｓ＝６．３９±１．８３；后测�ｘ
±ｓ＝５．４０±２．２２），Ｆ（１，１０７）＝１６．４１，Ｐ＜０．００１，η

２

＝０．１３；且后测情绪显著低于中等临界值６分，ｔ＝
－２．８０，Ｐ＜０．０１。说 明 阅 读《关 爱 受 伤 天 使》材 料 成

功诱发了被试的负性情绪。

２．２　利他意愿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乐捐组和志工组被

试阅读《关爱受伤天使》材料之后作答乐捐组和志工

组题目前后情绪的差异。结果表明，对于乐捐组被

试而言，被试阅读《关爱受伤天使》材料之后作答乐

捐组题目后情绪显著提升（前测�ｘ±ｓ＝６．４５±１．７３；
后测�ｘ±ｓ＝６．９６±１．７８），Ｆ（１，９２）＝１０．５７，Ｐ＜
０．０１，η

２＝０．１０；且后测情绪显著高于中等 临 界 值６
分，ｔ＝５．１９，Ｐ＜０．００１。说 明 捐 款 意 愿 显 著 调 节 了

被试的负性情绪。对于志工组被试而言，被试阅读

《关爱受伤天使》材料之后作答志工组题目后情绪显

著提升（前测�ｘ±ｓ＝５．９８±１．４４；后测�ｘ±ｓ＝６．２９
±１．６６），Ｆ（１，１１３）＝５．６３，Ｐ＜０．０５，η

２＝０．０５；且后

测 情 绪 显 著 高 于 中 等 临 界 值６分，ｔ＝１．８５，Ｐ＜
０．０５。说明志愿服务意愿显著调节了被试的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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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表１　乐捐组、志工组和控制组的组间差异比较（�ｘ±ｓ）

项　目 乐捐组 志工组 控制组 Ｆ（２，３１１） η
２

自主性需要 ３．４１±０．７１　 ３．３８±０．６０　 ３．３１±０．８６　 １．５３　 ０．０１
能力感需要 ３．２６±０．７０　 ３．３３±０．６３　 ３．３６±０．６９　 １．３２　 ０．０１
关系性需要 ３．６６±０．６８　 ３．３６±０．５２　 ３．４１±０．６８　 ５．５８＊＊ ０．０４
自　尊 ２．９７±０．４２　 ２．９４±０．６１　 ２．７２±０．６８　 ８．７５＊＊＊ ０．０５
积极情绪 ３．５１±０．８０　 ３．２１±０．９９　 ３．１４±０．９７　 ５．１０＊＊ ０．０３
消极情绪 ２．１６±０．８７　 ２．３４±０．９９　 ２．４６±０．９５　 ２．５５＊ ０．０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表２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自尊、积极情绪和

消极情绪事后比较

项　目
平均值

差值

标准

误差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自主性需要 乐捐组 志工组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２５　０．１２

乐捐组 控制组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２７

志工组 控制组 ０．１５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３３

能力感需要 乐捐组 志工组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３１　０．０４

乐捐组 控制组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２８　０．０７

志工组 控制组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２０

关系性需要 乐捐组 志工组 ０．２２＊＊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３８

乐捐组 控制组 ０．２４＊＊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４０

志工组 控制组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１７

自　尊 乐捐组 志工组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１０

乐捐组 控制组 ０．２３＊＊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３８

志工组 控制组 ０．２８＊＊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４２

积极情绪 乐捐组 志工组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３７

乐捐组 控制组 ０．３５＊＊＊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５７

志工组 控制组 ０．２０＊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４１

消极情绪 乐捐组 志工组 －０．１６　 ０．１３ －０．４２　０．１０

乐捐组 控制组 －０．３０＊＊＊０．１３ －０．５６ －０．０４

志工组 控制组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３９　０．１１

２．３　利他意愿 对 基 本 心 理 需 要 满 足、自 尊、积 极 和

消极情绪的影响

　　采用多因变量方差分析比较乐捐组、志工组和

控制组被试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自尊、积极情绪和

消极情绪上的组间差异，控制变量为前测情绪，见表

１，乐捐组、志工组和控制组被试的关系性需要满足、
自尊、积极 情 绪 和 消 极 情 绪 存 在 显 著 的 组 间 差 异。
进一步事后比 较 发 现（见 表２），乐 捐 组 被 试 的 关 系

性需要满足水平显著高于志工组和控制组被试，而

志工组和控制组被试的关系性需要满足水平不存在

显著差异；乐捐组和志工组被试的自尊和积极情绪

水平显著高于控制组被试，而乐捐组和志工组被试

的自尊和积极情绪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乐捐组被

试的消极情绪水平显著低于控制组，而乐捐组与志

工组和志工组与控制组被试的消极情绪水平均不存

在显著差异。

２．４　关系性需要满足和自尊的中介作用

　　对于乐捐组被试而言，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３），捐款意愿与关系性需要满足、自尊、积极情绪和

消极情绪呈显著相关，关系性需要满足、自尊与积极

情绪和消极情绪呈显著相关。

表３　不同组别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自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相关分析（ｒ）

项　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ｘ　 ｓ
１组　别 －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０６　 １．４９　 ０．５０
２自主性需要 ０．０７ － ０．７１＊＊＊ ０．５７＊＊＊ ０．４９＊＊＊ ０．５４＊＊＊ －０．３５＊＊＊ ３．３５　 ０．７４
３能力感需要 ０．０７　 ０．７１＊＊＊ － ０．４４＊＊＊ 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３３＊＊＊ ３．３４　 ０．６６
４关系性需要 ０．１９＊＊ ０．５５＊＊＊ ０．４７＊＊＊ －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１１　 ３．３８　 ０．６０
５自　尊 ０．２１＊＊ ０．３８＊＊＊ ０．１０　 ０．４１＊＊＊ － ０．７０＊＊＊ －０．０５　 ２．８３　 ０．６５
６积极情绪 ０．２０＊＊ ０．５８＊＊＊ ０．４４＊＊＊ ０．６５＊＊＊ ０．６４＊＊＊ － －０．１１　 ３．１８　 ０．９８
７消极情绪 －０．１６＊ －０．３８＊＊＊ －０．２７＊＊＊ －０．２２＊＊ －０．２１＊＊ －０．０６ － ２．４０　 ０．９７
�ｘ　 ２.０７　 ３.３６　 ３.３２　 ３.５３　 ２.８４　 ３.３１　 ２.３２
ｓ　 １．００　 ０．７９　 ０．７０　 ０．６９　 ０．５９　 ０．９１　 ０．９２

　　注：组别为虚拟变量，１＝控制组，２＝志工组，３＝乐捐组；相关分析表左下部分为乐捐组被试结果，右上部分为志工组被试

结果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关系性需要满足和自尊可

能在捐款意愿与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采用非参数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 关 系 性 需 要 满 足 和 自 尊 的 中 介

效应的 显 著 性（Ｍｏｄｅｌ　４）［３１］。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 法 采 用

重复随机抽样在原始数据中抽取ｎ个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样

本（本研究中ｎ＝５０００），生成并保存ｎ个 中 介 效 应

值，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同时计算出中介效应的

平均路径系数，若这些平均路径系数９５％的置信区

间不包括０，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３２］。检验结果见

表４，关系性需要满足和自尊在捐款意愿与积极 情

绪之间的 中 介 作 用 显 著（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５，ＳＥ＝０．０２，

９５％ＣＩ＝［０．０２，０．０９］；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７，ＳＥ＝０．０２，

９５％ＣＩ＝［０．０３，０．１１］），关系性需要满 足 和 自 尊 在

捐 款 意 愿 与 消 极 情 绪 之 间 的 中 介 作 用 不 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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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４，ＳＥ＝０．０２，ＣＩ＝［－０．０８，０．００］；Ｅｆｆｅｃｔ
＝－０．０３，ＳＥ＝０．０２，ＣＩ＝［－０．０６，０．００］）。

　　对于志工组被试而言，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３），志愿服务意愿与自尊呈显著相关，自尊与积极情

绪呈显著相关。采用非参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自

尊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见表４），自

尊在志愿服务意愿与积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Ｅｆｆｅｃｔ＝０．２６，ＳＥ＝０．０７，９５％ＣＩ＝［０．１２，０．４１］）。
表４　各路径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

路　径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乐捐组 捐款意愿→积极情绪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２７
捐款意愿→消极情绪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２１ －０．０４

捐款意愿→关系性需要满足→积极情绪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９
捐款意愿→自尊→积极情绪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１

捐款意愿→关系性需要满足→消极情绪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０
捐款意愿→自尊→消极情绪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０

志工组 志愿服务意愿→积极情绪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２４
志愿服务意愿→自尊→积极情绪 ０．２６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４１

２．５　性别差异分析

　　采用非参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有中介的调节

效应的显著 性（Ｍｏｄｅｌ　８）［３１］，有 中 介 的 调 节 效 应 示

意模型如图１所示。对于乐捐组被试而言，检验结

果表明捐款意愿对积极情绪的预测不存在显著的性

别差异（男 生：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７，ＳＥ＝０．０５，９５％ ＣＩ＝
［０．０３，０．１７］；女生：Ｅｆｆｅｃｔ＝０．１２，ＳＥ＝０．０７，９５％ ＣＩ
＝［０．０１，０．１５］），而 捐 款 意 愿 对 消 极 情 绪 的 预 测 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 生：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０，ＳＥ＝０．０８，

９５％ＣＩ＝［－０．１６，０．１６］；女 生：Ｅｆｆｅｃｔ＝－０．２４，ＳＥ＝
０．１１，９５％ ＣＩ＝［－０．４６，－０．０３］），捐款意愿能够 显 著

降低女生组被试的消极情绪但不能显著降低男生组

被试的消极情绪。关系性需要满足和自尊在捐款意

愿与积极情 绪 之 间 的 中 介 作 用 存 在 显 著 的 性 别 差

异，女生组被试的捐款意愿能够通过关系性需要满

足和自尊预测积极情绪（关系性需要满足：Ｅｆｆｅｃｔ＝
０．１７，ＳＥ＝０．０３，９５％ＣＩ＝［０．１１，０．２４］；自尊：Ｅｆｆｅｃｔ
＝０．１１，ＳＥ＝０．０４，９５％ ＣＩ＝［０．０５，０．１９］），而 男 生

组被试的捐款意愿则不能够通过关系性需要满足和

自尊预测积极情绪（关系性需要满足：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２，

ＳＥ＝０．０２，９５％ ＣＩ＝［－０．０６，０．０３］；自 尊：Ｅｆｆｅｃｔ＝
０．０２，ＳＥ＝０．０２，９５％ ＣＩ＝［－０．０２，０．０７］）。关 系 性

需要满足和自尊在捐款意愿与消极情绪之间的中介

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组被试的捐款意愿

能够通过关系性需要满足和自尊预测消极情绪（关

系性需要满足：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６，ＳＥ＝０．０５，９５％ ＣＩ＝
［－０．１６，－０．０３］；自尊：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６，ＳＥ＝０．０４，９５％
ＣＩ＝［－０．１６，－０．０４］），而男生组被试的捐款意愿则不

能够通过关系性需要满足和自尊预测消极情绪（关

系性需要 满 足：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０，ＳＥ＝０．０１，９５％ ＣＩ＝
［－０．０４，０．００］；自 尊：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１，ＳＥ＝０．０２，９５％
ＣＩ＝［－０．０５，０．０２］）。

　　对于志工组被试而言，检验结果表明志愿服务

意愿对积极情绪的预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

生：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０，ＳＥ＝０．１３，９５％ ＣＩ＝［－０．２５，

０．２５］；女 生：Ｅｆｆｅｃｔ＝０．１１，ＳＥ＝０．１４，９５％ ＣＩ＝
［－０．１６，０．３８］）。自尊在志愿服务意愿与积极情绪之

间的中介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组被试的

志愿服务 意 愿 能 够 通 过 自 尊 预 测 积 极 情 绪（Ｅｆｆｅｃｔ
＝０．５１，ＳＥ＝０．１２，９５％ ＣＩ＝［０．２９，０．７７］），而 男 生

组被试的志愿服务意愿则不能够通过自尊预测积极

情绪（Ｅｆｆｅｃｔ＝０．０３，ＳＥ＝０．０９，９５％ ＣＩ＝［－０．１４，

０．２０］）。

图１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示意模型

３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利他意愿对大学生负性情绪的调

节作用，结果发现利他意愿能够调节大学生的负性

情绪，即个体的利他意愿水平越高，越能够降低其自

身的负性情绪。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研究发现，给予他人关爱

并得到他人肯定时，个体的积极情绪甚至能够驱散

原有的焦虑和恐惧情绪［３３］。本研究中，通过让被试

阅读材料诱发其负性情绪，再作答乐捐组或志工组

题目使其产生利他意愿，结果表明在被试产生利他

意愿后，其自身的负性情绪明显降低。因此，本研究

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的研 究 结 果 一 致，说 明 利 他 意 愿 可 以

有效地调节个体的负性情绪。反应转变理论认为当

个体体验到他们的健康状况或幸福感有变化时，他

们会改变自己的内在标准、价值观或对于某个目标

的构念［３４－３５］。很多心理疾病是人们过于自我中心导

致的，利他行为能够帮助个体摆脱先前的自我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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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从聚焦自我中解脱出来而去关注于外界和他

人利益，并重构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体系。一旦

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生命质量就能得到提升，身心和

谐健康的状态也就得以达成。这意味着利他主义是

面对日常生活中诸多问题的特殊应对机制，即通过

无私的行为帮助个体自身摆脱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与此同时，当人们在情感上沉浸在利他中时，消极的

情绪可以被积极的情绪所取代［３６］。因此，利他行为

可以被视为调节负性情绪的有效方式。

　　本研究还考察了关系性需要满足和自尊的中介

作用，首先结果发现关系性需要满足在利他意愿与

积极情绪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自我决定理论

认为，人类具有３种基本心理需要，分别为自主性需

要、能力感需要和关系性需要，３种基本心理需要对

于个 体 的 幸 福 感 具 有 独 立 的 积 极 预 测 作 用［３７］。

Ｊｉａｎｇ等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证明了关系性需

要满足在慈善行为与幸福感之间具有重要作用［３８］。
利他行为能够降低个体的社会隔离感、增强其社会

关联感，在实施利他行为的过程中，个体与他人的社

会联系得 到 增 强。当 个 体 的 关 系 性 需 要 得 到 满 足

时，这种满足会使其感受到自身价值，并朝着自我完

善、自我提升等积极的方向发展。因此，本研究结果

与Ｊｉａｎｇ等研究 结 果 一 致，关 系 性 需 要 满 足 在 利 他

意愿与积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但本研究并

未发现自主性需要和能力感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原因可能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影响。已有研究表

明，文化背景会对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产生重要影

响。Ｏｙｓｅｒｍａｎ等研究发现自主性需要在崇尚个人

主义文化的国家中更受重视，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

的国家更重 视 关 系 性 需 要［３９］。在 集 体 主 义 文 化 背

景中，个体之间相互依赖，拥有共同的群体目标，自

身的利益同集体的利益紧密相连，个体对他人的需

求会更加敏感，重视同他人的联系。因此，关系性需

要满足在集体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会高于其它两种

需要满足。

　　本研究还发现自尊在利他意愿与积极情绪之间

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即利他行为能够提升个体的

自尊水平，而自尊水平的提升又能够给个体带来积

极情绪。Ｆｅｎｇ和Ｇｕｏ研究发现利他行为有利于提

升幸福感水平，自尊在其中起中介作用，但并未直接

探讨利他行为对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４０］，这也是本

研究的创新之处———关注到了利他对负性情绪的调

节作用。在实施利他行为的过程中，个体的能力可

以得到他人认可，降低了因缺乏自信带来的焦虑，丰
富了自身经验，提高了自我效能感。相关研究证明

自尊在减少焦虑和抑郁以及提升幸福感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４１］。利他 主 义 者 通 常 更 容 易 为 他 人 提 供 帮

助并且对周围人的需要更为敏感，他们通常更有可

能与他人建 立 亲 密 和 温 暖 的 关 系［４２］。人 们 也 更 倾

向于积极地评价利他主义者并使他们感到被接受，
从而提高他们的自我价值感［４２－４３］。因此，利他行为

可以增强个体的价值感等，这些感受是自尊的重要

来源［２０］，进而有利于积极情绪的提升。

　　本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利他意愿对情绪的影

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女生组被试的结

果显著，男生组被试的结果不显著。研究发现，男性

个体特质有两个方面，分别为“工具性”和“独立性”，
对于男性群体而言，他们大多关注自身的支配和领

导能力，独立自主意识较强；女性个体特质则主要是

“移情 性”，即 女 性 群 体 比 较 感 性，人 际 敏 感 度 较

高［４４］。在本研究中，乐捐组和志工组女生被试的负

性情绪得到显著调节，可能因为女性个体的情绪更

为细腻、比较感性，对周边人以及人际关系的敏感度

较高，在产生利他意愿后更容易感知到由此带来的

“慈善感”，有 助 于 提 升 其 积 极 情 绪，缓 解 其 负 性 情

绪；而男性个体特质比较理性，对情绪感知的敏感度

比较低，因此利他意愿对于女生被试情绪的作用更

为显著。综上，根据本研究，利他意愿、关系性需要

满足和自尊对个体负性情绪的调节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

育时，应当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利他意愿，鼓励他们积

极自主地从事利他行为，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关系

性需要满足和自尊水平，进而更好地调节大学生的

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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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７］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Ｍ．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ｅｌｆ－ｉｍａｇｅ［Ｍ］．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

［２８］卜钰，陈丽华，郭海 英，等．情 感 虐 待 与 儿 童 社 交 焦 虑：基 本 心 理

需要和自尊的多重中介作用［Ｊ］．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５
（２）：２０３－２０７

［２９］Ｗａｔｓｏｎ　Ｄ，Ｃｌａｒｋ　Ｌ　Ａ，Ｔｅｌｌｅｇｅｎ　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ｅ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　ＰＡＮＡＳ

ｓｃａｌ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８，５４
（６）：１０６３－１０７０

［３０］邱林，郑 雪，王 雁 飞．积 极 情 感 消 极 情 感 量 表（ＰＡＮＡＳ）的 修 订

［Ｊ］．应用心理学，２００８，１４（３）：２４９－２５４＋２６８
［３１］Ｈａｙｅｓ　Ａ　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３２］Ｐｒｅａｃｈｅｒ　Ｋ　Ｊ，Ｈａｙｅｓ　Ａ　Ｆ．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ｄｉ－

ａｔｏｒｍｏｄｅｌｓ［Ｊ］．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８，４０（３）：８７９－

８９１
［３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Ｎ　Ｂ．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Ｗｈａ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ｙｏｕ　ｌｉｖ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２００３
［３４］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Ｃ　Ｅ，Ｓｐｒａｎｇｅｒｓ　Ｍ　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ｌｉｆ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９９９，４８（１１）：

１５３１－１５４８
［３５］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Ｃ　Ｅ，Ｋｅｙｌ　Ｐ，Ｂｏｄｅ　Ｒ，ｅｔ　ａｌ．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ｓｈｏｗｓ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ｅｅ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９，１０（４）：４３１－４４８
［３６］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Ｅ　Ｍ．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Ｆｒｅｅｍａｎ，２００１
［３７］Ｒｙａｎ　Ｒ　Ｍ，Ｄｅｃｉ　Ｅ　Ｌ．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２０００，５５（１）：６８－７８

［３８］Ｊｉａｎｇ　Ｊ，Ｚｅｎｇ　Ｔ　Ｒ，Ｚｈａｎｇ　Ｃ，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ｓｓ　ｎｅｅ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５３（５）：３４９－３５５
［３９］Ｏｙｓｅｒｍａｎ　Ｄ，Ｃｏｏｎ　Ｈ　Ｍ，Ｋｅｍｍｅｌｍｅｉｅｒ　Ｍ．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２，１２８（１）：３－

７２
［４０］Ｆｅｎｇ　Ｌ　Ｌ，Ｇｕｏ　Ｑ　Ｋ．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ｏ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４３（３）：４１６－４３１
［４１］Ｓｏｗｉｓｌｏ　Ｊ　Ｆ，Ｏｒｔｈ　Ｕ．Ｄｏｅｓ　ｌｏｗ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３，１３９（１）：２１３－２４０
［４２］Ｌｅａｒｙ　Ｍ　Ｒ，Ｂａｕｍｅｉｓｔｅｒ　Ｒ　Ｆ．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

ｅｓｔｅｅｍ：Ｓｏｃｉｏｍｅ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Ｚａｎｎａ　Ｍ　Ｐ（Ｅ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Ｍ］．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Ｃ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１－６２
［４３］Ｌｅａｒｙ　Ｍ　Ｒ．Ｓｏｃｉｏｍｅ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

ｕｅ：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１６（１）：７５－１１１
［４４］陈燕飞，苗元江．大学生性别角色与幸福感的相 关 研 究［Ｊ］．中 国

科技论文在线，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１９）

·９２７·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２２年第３０卷第５期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２，Ｖｏｌ　３０，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