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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辅导在儿童情商提升中的运用 ①

陈白鸽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情商与个人的成就密切相关，儿童正处于情商培养的关键期。采用巴昂情绪智力（青少年版）量表（ＥＱ－Ｉ：
ＹＶ），对南昌市某中学初一年级一个班的５０名学生情商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并对其实施共计６次的情商提升团体心理
辅导。前后测结果显示，团体心理辅导对儿童情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情商的几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某一方面能力的

提高会带动其他方面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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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国内外关于儿童情商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情商与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相关性［１］，而且高情商者在

人生的事业中更有可能成功，在生活中能感知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华中师范大学江光荣等人调查发现，

中小学生对情绪辅导的需要排在所有辅导需要的首位［２］。因此，探索出更有效的儿童情商培养方法，

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１．１　情商的概念及理论
目前，国外关于情商的理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 Ｓａｌｏｖｅｙ和 Ｍａｙｅｒ的理论，１９９７年修订后

的理论，强调了情绪的认知成分，认为情商由四个部分组成：感知表达情绪、情绪促进思维、理解情绪及

管理情绪的能力。二是Ｇｏｌｅｍａｎ的理论，该理论包含了人格和动机的成分，分为４个因素共２０种能力，
包括自我觉知、自我管理、社会觉知和社交技巧。三是Ｂａｒ－Ｏｎ的理论，以其幸福研究为基础，认为情商
是影响人应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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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了自己对情商的定义。徐小燕和张进辅指出，情商是人们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

影响其成功与否的非认知性心理能力，包括情绪觉知能力、情绪评价能力、情绪适应能力、情绪调节能力

和情绪表现能力等五种因素［４］。卢家楣认为，“情商是人成功完成情感活动所需要的个性心理特征，即

以情感为操作对象的一种能力。”他们从对象和操作两个维度构建情商的理论框架［５］。

综上所述，以上几种观点都包含了情绪的觉知、管理和运用层面，但是Ｂａｒ－Ｏｎ的理论涵盖了其它
理论的重点之外，提出了一般心境成分（幸福感与乐观主义），将个体主观幸福感融入情商的理念当中，

将个体心理健康的程度引向情商的预测和培养中，更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意义。因此，本研究偏向于 Ｂａｒ
－Ｏｎ对情商的解释，即情商是包含了情绪觉知和管理并以此来适应环境需求、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保
持健康心态的一组能力。

１．２　团体心理辅导对儿童情商的影响
在学校教育领域，情商教育往往体现在学科教育中，多是说理式教育，像团体心理辅导这样运用团

体动力的训练方式并不多见。在学术研究方面，有研究证实团体心理辅导对儿童的情商培养有显著的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０８
作者简介：陈白鸽（１９９２－），女，湖北孝感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儿童情绪、问题行为及团体心理辅导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７年第９卷

效果，郝晓瑞研究体验式团体活动对小学高年级儿童情商培养的结果表明，自编体验式团体活动方案具

有切实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体验式团体活动对提高儿童情商水平作用显著［６］。

随着社会的发展，综合性全面性的人才将成为社会急需的人才，人们会越来越重视情商的训练和培

养；同时，在学校教育领域，情商的提升方法将更多的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而团体心理辅导将作为情商

提升的有效形式而得到发展。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团体心理辅导在儿童情商提升中的作用。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被试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的原则选取南昌市某中学初一年级一个班的５０名学生作为本次团体心理辅
导的研究对象，男女性别比为１∶１，平均年龄为１３岁。
２．２　研究工具
２．２．１　巴昂情绪智力（青少年版）量表（ＥＱ－Ｉ：ＹＶ）

该量表由巴昂于２０００年编制，适用于７～１８岁的被试人群，共６０个项目，７个维度，分别为个体内
部成分、人际成分、适应性成分、压力管理成分、总体情绪智力、一般心境成分和积极印象成分。该量表

采用１～４级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情商越高。西南大学张闻２００７年修订后的量表总的ａ系数为０．９１２，
分半信度为０．８９８，各分量表的ａ系数为０．６５～０．９０，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适应的模型拟合较好，修订
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７］，可以作为儿童情商的有效测量工具。

２．２．２　情商提升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儿童情商提升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如表１所示。

２．２．３　数据分析
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前后测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团辅方案及实施的有效性。

表１　儿童情商提升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单元 单元主题 单元目的 活动内容

一 相亲相爱一家人

介绍团体，形成团体，

制定团体规范，创造

友 好 接 纳 的 团 体

氛围。

１．简要介绍团体的形式和内容，签订团体合约书

２．热身：无家可归

３．形成团体，选出队长，设计队名和口号

４．家庭作业：默默关心团队里的一个队员

二 遇见未知的自己

促进团体成员信任与

合作，促进成员认识、

接纳自我，分享赞美。

１．上期家庭作业的总结

２．热身：同舟共济

３．我的自画像

４．视频：《你比你想象中的更美丽》

５．家庭作业：自我／他人肯定训练

三 多彩的情绪

了解情绪、学会感知

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

情绪。

１．上期家庭作业的总结

２．热身：小蜜蜂嗡嗡嗡

３．我演你猜

４．小组讨论：情绪有好坏之分吗？

５．家庭作业：我和同桌的情绪日记

四 我的情绪我做主

学会认识情绪的传染

性、学会表达情绪和

控制情绪。

１．上期家庭作业的总结

２．热身：镜中人

３．视频：《踢猫效应》

４．脑力激荡：情绪小当家

５．家庭作业：运用情绪调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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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单元 单元主题 单元目的 活动内容

五 放飞心情

寻找快乐，学会快乐

的方法，培养积极乐

观的心态。

１．上期家庭作业的总结
２．热身：击鼓传花
３．幽默段子
４．快乐清单
５．视频：《执着的猪》
６．家庭作业：准备队歌

六 明天会更好 总结收获，祝福。

１．唱队歌

２．观看活动总结视频，整理收获

３．祝福墙（在心形便签纸上写下祝福贴到彩纸上）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被试情商前后测结果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被试前后测各因素得分的变化，对前后测数据进行了相应的描述性分析，见表

２。由于前测出现无效问卷３份，在后测中剔除了前测中无效的３人，因此有效问卷是４７份。
表２　被试情商的平均得分和标准差

因素
　　　　　前测（Ｎ＝４７）　　　　　 　　　　　后测（Ｎ＝４７）　　　　　

Ｍ ＳＤ Ｍ ＳＤ
个体内部成分 ３．２２ ０．５０ ３．４５ ０．４９
人际成分 ３．０９ ０．５０ ３．２７ ０．５１
适应性成分 ３．２０ ０．５１ ３．３３ ０．４７
压力管理成分 ３．１８ ０．５５ ３．２９ ０．５５
总体情绪智力 ３．１７ ０．４７ ３．３２ ０．４７
一般心境成分 ３．０７ ０．５０ ３．２０ ０．４６
积极印象成分 ３．３２ ０．４５ ３．３２ ０．５１

总分 ３．１８ ０．５０ ３．２９ ０．４５

　　表２为被试情商和各因素上的平均得分及标准差。从表２可以看到，被试在参加情商培养的团体
心理辅导前，面临最主要的三大情商问题为一般心境、人际和压力管理问题。经过为期６次的团辅后，
被试后测的总体情绪智力平均分为３．２９，比前测得分要高，除了积极印象成分得分没变外，其他各因素
和分量表上的得分均高于前测。

３．２　单组前测后测差异分析
为了解被试在各分量表上的得分差异是否显著，对被试的前后测数据进行了配对样本 ｔ检验的分

析，结果见表３。
表３　被试情商培养前后各量表得分比较

分量表
　　　前测（Ｎ＝４７）　　　 　　　后测（Ｎ＝４７）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ｔ ｐ

个体内部成分 １９．３４ ３．００ ２０．７０ ２．９３ －２．２８６ ０．０２７
人际成分 ３７．０９ ５．９８ ３９．１９ ６．１５ －１．９８６ ０．０５３
适应性成分 ３２．０４ ５．１４ ３９．９８ ５．６１ －８．７０５ ０．０００
压力管理成分 ３２．８９ ６．６５ ３８．１７ ５．４５ －４．７７０ ０．０００
总体情绪智力 １２６．６４ １８．８１ １３２．７７ １８．７７ －１．８５８ ０．０７０
一般心境成分 ４３．００ ６．９８ ４４．７７ ６．４０ －１．４２２ ０．１６２
积极印象成分 １９．８９ ２．６８ １９．８９ ３．０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总分 １８９．５３ ２７．４８ １９７．４３ ２６．９７ －１．６４６ ０．１０６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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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３可知，情商团辅前后，被试在个体内部成分、适应性成分、压力管理成分３个分量表上得分差
异显著，人际成分、总体情绪智力、一般心境成分、积极印象成分、总分无显著差异，但最终的得分均有所

提高。

从以上各表可以看出，被试在各分量表上的得分均有所提高，表明为期６次的情商团体心理辅导具
有一定的效果。但人际成分、总体情绪智力、一般心境成分、积极印象成分无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

人际关系的改善在短时间内提高没那么明显，需要做进一步的跟踪和调查研究。一般心境成分得分有

所提高，情商团辅对一般心境有一定影响，但可能在短期内还达不到改变心境的作用；而积极印象成分

得分不变，可能由于被试群体原始的积极印象得分已经很高了，想要再提高很困难。

４　分析与讨论
４．１　初中生情商发展现状及原因

通过巴昂情绪智力量表的调查及６次团辅活动实施过程中的接触，了解到现阶段初中生情商发展
的现状主要有：在个体内部成分上，容易以自我为中心，内心冲突加剧；在人际成分上，人际信任感低，人

际交往能力差，自我意识强烈但团队意识薄弱；在适应性和压力管理成分上，情绪易波动，自我控制能力

不够，学业压力大，厌学情绪逐渐滋长，抗挫能力不够，社会适应力不强；在一般心境成分上，心理发展未

完全成熟，心理素质较差，易悲观。

造成这一时期初中生情商发展现状的原因有多方面，外有家庭教育方式的影响，学校教学方式的影

响，教师教育行为的偏差；内有学生本人自身的因素。

４．２　提升初中生情商的几点建议
学生要正确认识并接纳自己这一时期特有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向内寻求适合自己的调节方式，促进

内在心理和外在生理的和谐一致，向外多多寻找坚实可靠的社会支持。

学校可以将情商教育融入心理健康课，结合团体心理辅导的形式进行长期培养；创造积极的校园文

化；开发和设置针对教师情商提升的课程。教师应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积极的“情绪场”以自身

积极的情绪感染学生；在课堂上多利用同伴群体的作用，通过团体的动力催化和互动，提高学生的人际

交往能力，通过团体成员的鼓励和在团体中担任重要角色，提升自我价值感和自我积极认知。

家庭成员一方面应多和学校教师及心理老师沟通，理解孩子的内心需求，遵循孩子心理发展特点；

另一方面，创造积极温暖的家庭氛围，倾听孩子的内心诉求，给予孩子足够的信任和自由空间，在控制好

自身情绪的情况下平等沟通和交流，以自己的积极情绪感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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