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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大学生成人依恋与情绪智力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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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护理专业大学生成人依恋与情绪智力的特点及相互关系，为提高护理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实证

依据。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修订版成人依恋量表及情绪智力量表对 859名护理专业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所有被试中

安全型依恋占 65.3％，不安全型依恋共占 34.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安全型依恋个体情绪智力水平高于其余 3种不安全型依恋。相关

分析显示依恋亲近、依恋依赖与情绪智力总分呈一定正相关（r=0.326，0.240，P<0.001）；依恋焦虑与情绪利用呈一定负相关（r=-0.251，P<

0.001）。 回归分析显示依恋亲近与依恋依赖能联合预测总体情绪智力的 13.7%。 结论 护理教育者应重视护理专业大学生依恋类型的

早期评估，采取增设情绪智力教育与职业辅导课程，引导个体积极主动亲近依恋他人，促进护生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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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Adult Attachmen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Nursing College Students
CHEN Guo-hong 1, PAN Zheng-wen 1, JIANG Yan 1, ZHU Gui-yue 1, LIU Min 1, JIANG Ya-qin 1, LIU An-nuo 1, YU Wei-hua 2

(1. School of Nusing,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China; 2. Dept. of Nursing Administratio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6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adult attachment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nursing college students, to discuss
their correlation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improv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nursing college students. Method We investigated
859 nursing college students by using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Adult Attachment Scale (AAS, revised edition)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EIS). Results Of the total, 65.3% of the students were described as the style of secure attachment
and 34.7% the style of insecure attachment.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students of secure attach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tudents of insecure attachment (preoccupied, fearful, or dismissive attach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close attachment and attachment dependence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 r=0.326,
0.240,P<0.001) and there was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emotional use (r=-0.251, P<0.001).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lose attachment and attachment dependence can jointly predict 13.7% of to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Conclusion Early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styles of attachment and courses o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vocation guidance will
help nursing students to be securely and positively attached and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nursing students.
Key words: adult attachmen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ursing; college student

依恋是联结婴儿和主要抚养者之间的一种牢固
的情感关系纽带 [ 1 ]，个体早期的依恋经历影响成年
后的生活方式， 成人关于童年期与父母关系的记忆
与心理表征即为成人依恋（adult attachment）[ 2 ]。 研
究 [3-4]显示高依恋焦虑和回避的不安全型依恋大学
生学校适应及人际交往更易遭受困扰。 情绪调节理
论作为依恋理论的本质， 是理解依恋过程的一种重
要概念框架[ 5 ]。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个
体正确识别和理智调控自我和他人情绪， 并利用这

些信息指导其思想和行动的能力[ 6 ]。 护理专业大学
生学业任务重、行业准入严，加上现代化通信网络的
发展使交流日益虚拟化，面对现实人际关系问题时，
护士情绪表达和调控能力更具挑战性， 而情绪智力
高的护士在临床中更具移情和照护能力， 利于和谐
医患关系的发展[ 7 ]。 本研究旨在探讨护理专业大学
生成人依恋与情绪智力水平之间的关系， 以期为护
理教育者和管理者提供学生情绪的真实现状， 解析
心理焦虑的深层意义，为护生、新入职护士的心理教
育提供干预策略。

1 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17年 6月选取
某医科大学护理专业全日制 1～5 年级本科生共 859
人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898
份，回收有效问卷 85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7%。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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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生 103名（12.0%），女生 756名（88.0%）；大一 192
名（22.4%），大二 117 名（13.6%），大三 94 名（11.0%），
大四 222 名 （25.8% ），大五 234 名 （27.2% ）；独生
子女 222 名（25.8%），非独生子女 637 名（74.2%）；
农村 588 名（68.5%），城镇 271 名 （31.5%）。 年龄
（21.75±2.31）岁。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根据研究性质和目的，参
考相关文献后自行编制，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年级、
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等。
1.2.2 修订版成人依恋量表 （Adult Attachment
Scale，AAS） 采用由 Collins 编制，吴薇莉 [ 8 ]根据中
国国情翻译并修订的量表， 用于评估个体的成人依
恋状况。 共 18 个项目，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5分。 包含亲
近、依赖和焦虑 3个分量表，分别表示个体与他人接
近和亲密感到舒适的程度， 个人感到当需要帮助时
能有效依赖他人的程度以及个人担心被抛弃或不被
喜爱的程度。根据得分情况可以将其分为安全型（低
焦虑低回避）、先占型（高焦虑低回避）、拒绝型（低焦
虑高回避）、恐惧型（高焦虑高回避）4 种成人依恋类
型，后 3者统称为不安全型依恋。该量表已证实在我
国大学生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838。
1.2.3 情绪智力量表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EIS） 由美国心理学家 Schutte 等于 1998 年编制，
后经王才康[9 ]教授引进和翻译，属于自陈式问卷。 量
表共 33 个条目，包含 4 个维度，分别为情绪的感知
能力、理解和推理自身情绪的能力、理解和推理他人
情绪的能力、情绪的表达能力。 采用 Likert 5级评分

法，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给予 1~5分，得分
越高表示个体的情绪智力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920。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pi Data 3.1 建立数据库 ，
SPSS 17.0 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
比进行描述；计量资料采用（X±S）进行描述；采用
Pearson 相关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成人依
恋与情绪智力的关系。 采用双侧检验，以 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专业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分布情况 在 4
种成人依恋类型中，安全型依恋占 65.3％，不安全型
依恋（先占型、拒绝型、恐惧型）共占 34.7％，依次为
先占型占 17.8%，拒绝型占 8.0%，恐惧型占 8.8%，安
全型依恋的比例高于不安全型依恋。 进一步分析不
同依恋类型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年级等
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分布比较， 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2.2 护理专业大学生依恋与情绪智力的关系
2.2.1 不同依恋类型在情绪智力上的差异 方差分
析得出：安全型、先占型、拒绝型及恐惧型 4 组护理
专业大学生依恋个体的情绪智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LSD两两比较结果显
示：4 组中安全型依恋的被试者情绪感知、他人情绪
调控、自我情绪调控、情绪利用及总体情绪智力得分
最高（P<0.05），拒绝型依恋个体情绪感知、他人情绪
调控、 自我情绪调控及总体情绪智力得分较先占型
及恐惧型依恋个体得分低（P<0.05）。 见表 1。

表 1 4 种依恋类型的护理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安全型① 先占型② 拒绝型③ 恐惧型④ F P 两两比较

情绪感知 44.66±6.19 43.91±5.81 41.26±6.23 43.37±5.26 7.091 <0.001 ①＞②③④，②④＞③
他人情绪调控 35.46±5.31 35.57±5.16 32.55±5.45 35.64±4.85 6.711 <0.001 ①＞②③④，②④＞③
自我情绪调控 23.18±3.46 23.38±3.50 21.12±3.83 23.37±3.20 8.064 <0.001 ①＞②③④，②④＞③
情绪利用 17.54±2.70 16.63±2.37 16.87±2.74 16.30±2.33 8.998 <0.001 ①＞②③④
情绪智力总分 120.85±12.55 119.50±14.58 111.80±16.05 118.68±12.23 7.447 <0.001 ①②④＞③，②④＞③

2.2.2 依恋维度与情绪智力的相关性 Pearson 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护理专业大学生依恋亲近、依恋依
赖及成人依恋总分与情绪智力总分均呈一定正相关

（r=0.326，0.240，0.290，P<0.001）。依恋焦虑与情绪利
用呈一定负相关（r=-0.251，P<0.001）。 见表 2。

表 2 成人依恋和情绪智力的相关性分析（n=859）
依恋亲近 依恋依赖 依恋焦虑 依恋总分

r P r P r P r P
情绪感知 0.325 <0.001 0.251 <0.001 -0.048 0.157 0.272 <0.001
调控他人情绪 0.233 <0.001 0.162 <0.001 0.078 0.022 0.286 <0.001
自我情绪调控 0.255 <0.001 0.200 <0.001 0.062 0.072 0.303 <0.001
情绪利用 0.331 <0.001 0.219 <0.001 -0.251 <0.001 0.078 0.022
情绪智力总分 0.326 <0.001 0.240 <0.001 -0.022 0.527 0.290 <0.001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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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探讨成人依恋各维度对护理专业大学
生情绪智力的影响，分别以依恋亲近、依恋依赖和依
恋焦虑总分为自变量， 以情绪智力总分为因变量进
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情绪智力与依恋亲
近、依恋依赖存在线性回归关系，依恋亲近与依恋
依赖能联合预测护理专业大学生总体情绪智力的
13.7%，见表 3。

3 讨论
3.1 护理专业大学生整体呈现安全依恋模式，关注
不安全依恋个体心理成长 依恋类型分布结果显
示，所有被试以安全型依恋为主，与国内外多数研究
结果一致[10-12]，说明护理专业大学生依恋风格基本处
于健康状态。在遇到情绪问题时，护理专业大学生能
够积极寻求他人的帮助与支持， 并在他人遇到遭受
情绪困扰时给予适当的反馈。 本研究中不安全型依
恋类型中先占型依恋所占比例较大， 不同于以往以
恐惧型为主的不安全型依恋研究结果[13]。 究其原因，
可能如下：（1）中外文化差异、父母不同教养方式导
致。 先占型个体具有消极的自我模型，积极的他人
模型。 在内敛、谨慎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下，过于
期待和严厉的教养方式中， 抑制其自主性从而养
成过于依赖的心理，从而发展至迷恋型依恋。 （2）
研究对象差异所致。 护理专业大学生这一特殊群
体，相对于其他本科生学制长，学业负担重，行业
准入严，且多为女生，在家庭中常处于中心地位，
长辈的过度保护使他们易产生依赖心理 [14]。 目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群疾病谱的改变，对
护理内涵要求越来越高，而护理人才紧缺，职业特
征除了工时长， 节假日休息没有保障， 精神压力
大，工作强度高外，复杂的诊疗环境迫切需要高质
量的沟通交流能力，如同所有技能培训，新形势下
学生的情绪控制能力培养也应日渐重视， 护理教
育者情绪教育的原点是依恋模式的评估， 关注的
重点是不安全依恋个体心理成长。
3.2 不同依恋类型的护理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差
异显著 不同依恋类型在情绪智力的方差分析显
示，安全型依恋学生情绪智力优于其余 3种类型，这

与依恋理论预期相符[ 2 ]。 安全型依恋个体具备更积
极的自我和他人模型，表现出较低水平焦虑和回避，
能够正确调节发展亲密关系中的各种情绪困惑，更
易与他人建立稳定持久的亲密关系， 在这种认知模
式下，个体情感有所寄托，能较好适应外部环境，便
于正确调控情绪。本研究结果也显示，所有不安全型
依恋护理专业大学生中， 拒绝型依恋个体情绪智力
水平处于更低水平，这与杨青青等[15]研究结果一致。
早年不安全的依恋经验使拒绝型依恋个体表现出消
极的自我工作模式， 在情绪产生之前难以对当前情
境进行重新评估及调整， 因此在人际关系中更倾向
于采用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 [16]，内心害怕与他
人建立亲密关系， 表现出想要亲近他人但又害怕被
拒绝的矛盾心理，个体则更多地压抑、忽略自己的消
极情绪，对外界和他人缺乏必要的信任感，导致其对
情绪管理和利用过程存在缺陷。 这提示护理教育者
应早期评估学生的依恋类型， 及早识别不安全型依
恋个体，组织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建立重点个体心理
健康档案，加强与家庭、宿舍同学及朋友的联系，定
期进行谈心和指导，认知情绪的心理学本质，通过逆
境情景训练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增加师生同学间互
动形式，积极推动不安全依恋的转变，帮助护理专业
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发展，提升学生的专业归属感，
促进心理健康。
3.3 依恋亲近与依恋依赖能够正向预测护理专业
大学生的情绪智力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依恋亲近、
依恋依赖与情绪智力总分呈一定正相关（r=0.326，
0.240，P<0.001）， 这一结果符合依恋理论的本质即
为情绪调节理论的观点[ 7 ]。 此外，本研究在仅考虑成
人依恋对情绪智力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依恋亲近
与依恋依赖也能够正向预测总体情绪智力的 13.7%，
进一步说明了依恋亲近依赖水平高的个体情绪智力
水平较好。 研究也表明[17]，个人的依恋取向与情绪智
力显著相关， 亲近依赖拥有积极自我和他人工作模
型，个体更倾向于积极地看待他人，有较高的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 [ 4 ]，能够正确认识和管理自我和他人
情绪，在解读负面情绪时准确性更高，进而更好地适
应外部环境，在需要他人帮助时更能有效依恋他人。
本研究结果显示依恋焦虑与情绪利用呈一定负相关
（r=-0.251，P<0.001），支持了李彩娜等 [18]的研究结
果。依恋焦虑的大学生会更多沉浸于消极情绪中，较
少关注自我情绪情感状态， 不能很好支配和驾驭在
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遇到的情绪问题， 其情绪恢

表 3 成人依恋对情绪智力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859）
自变量 B SE β t P 95%CI
常量 63.152 5.279 11.966 <0.001 52.794~73.511
依恋亲近 1.626 0.180 0.331 9.046 ＜0.001 1.273~1.978
依恋依赖 0.854 0.195 0.149 4.385 ＜0.001 0.472~1.236
注：回归方程 R=0.375，R2=0.140，调整 R2=0.137，F=46.579，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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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能力也受到一定阻碍。同时，情绪利用差的大学
生不易从负性情绪中摆脱和抽离， 从而逐渐远离依
恋对象和社交群体，其依恋焦虑也进一步增加。该研
究结果提示现有护理教育者与护理管理者应将沟通
与情绪智力教育渗透到课程中，开展情绪体验活动，
教会护生如何有效亲近依恋他人， 通过线下交流互
动平台创建，鼓励学生进行必要的情绪自我表露，帮
助学生建立友好人际关系。

综上所述， 护理专业大学生依恋风格整体呈现
健康状态， 依恋亲近与依恋依赖与情绪智力呈一定
正相关。 建议护理管理者和教育者重视本科护生成
人依恋的早期评估，关注不安全依恋个体，利用亲近
依赖的正向推动作用， 做好情绪智力水平边缘群体
的转化，提升护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未纳入
人口学及其他心理社会因素对情绪智力的影响，有
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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