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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护生儿童期虐待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毛 莉，曹昆明

( 四川省南充精神卫生中心，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女护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儿童期虐待经历的关系，为维护其心理健康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提

供参考。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 2016 年 1 月在南充市 3 所职业卫校选取 966 名在校女护生，用中文版情绪调节自我效

能感量表( ＲES) 和儿童期虐待问卷( CTQ) 进行评定。结果 ①966 名女护生的情感忽视、情感虐待、躯体忽视评分相对较高，

分别为( 11． 43 ± 4． 94) 分、( 8． 61 ± 3． 04 ) 分、( 8． 07 ± 3． 07 ) 分; 躯体虐待和性虐待评分较低，分别为 ( 6． 62 ± 2． 38 ) 分、
( 5． 62 ± 1． 69) 分;②相关分析散点图显示，ＲES 和 CTQ 评分无线性关系;③回归分析显示，儿童期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对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有负向预测作用( t = － 4． 026、－ 3． 739，P 均 ＜ 0． 01) ，总贡献率为 5． 4%。结论 儿童期虐待经历对女护生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有负性预测作用，即儿童期经历的虐待越多，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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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abuse and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 － efficacy
of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Mao Li，Cao Kunming
( Nanchong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Sichuan Province，Nanchong 637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 － efficacy and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of female nursing students，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o maintain their mental health． Methods A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select 966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from three schools in Nanchong city in January 2016． The Chinese
version of Ｒegulatory Emotional Self － efficacy ( ＲES ) and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 CTQ ) were used for evaluation．
Ｒesults ①The scores of emotional neglect ( 11． 43 ± 4． 94) ，emotional abuse ( 8． 61 ± 3． 04) and physical neglect ( 8． 07 ± 3． 07 )

were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scores of physical abuse ( 6． 62 ± 2． 38) and sexual abuse ( 5． 62 ± 1． 69) were low．②The scatter plot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ＲES and CTQ scores． ③Ｒ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 and emotional neglect had a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emotional regulation of self － efficacy( t = － 4． 026，

－ 3． 739，all P ＜ 0． 01) ，with a total contribution rate of 5． 4% ． Conclusion Childhood abuse experience had a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 － efficacy，which means more abusing experience in childhood，they had
lower self － efficacy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Keywords】 Child abuse;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Ｒegulatory emotional self －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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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儿童虐待描述为: 对儿

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做出的足以对

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

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虐待、情感虐

待、性 虐 待、忽 视 以 及 对 其 进 行 经 济 性 剥 削［1］。

Caprara等［2 － 3］首次提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一概

念并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

体能否有效调节自身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的社会

心理功能，如主观幸福感和压力应对［4 － 6］。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受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儿童期

虐待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7］。尽管已有研究从

各个群体考察儿童期虐待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

关系，但鲜有关于在校女护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儿童

期虐待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关系的研究。中专护

生是一个特殊群体，肩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尤其

随着医疗模式的转变，对护士综合素质的要求进一

步提高，护理专业人才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

现代护理事业的发展。本研究假设儿童期虐待对女

护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通过

研究女护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儿童期虐待的关

系，为维护其心理健康寻求有效的对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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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16 年 1 月，以班级为单位、采取整群抽样

方法选取川北医学院、南充卫校和南充外国语学校

护理专业的女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1 000

份，剔除漏答或规律性作答的问卷 34 份，共回收有

效问卷 96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6． 6%。

1． 2 评定工具

1． 2． 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包括被试就读的学校、年龄、年级、学历、是否为

独生子女、生源地、父母受教育程度。

1． 2． 2 儿童期虐待问卷 ( Childhood Trauma Ques-
tionnaire，CTQ) ［8］

CTQ 由 Bernstein 等于 1998 年编制，用于评定

儿童期虐待。该问卷共 5 个维度，包括情感虐待、情
感忽视、躯体忽视、躯体虐待和性虐待。CTQ 共 28
个条目，采用 1( 从不) ～ 5 ( 总是) 分 5 级评分，评分

越高表明儿童期遭受的虐待越多。

1． 2． 3 中文版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Ｒegulatory
Emotional Self － efficacy，ＲES) ［9］

ＲES 共 12 个条目，包括表达积极情绪效能感、
调节沮丧 /痛苦情绪效能感和调节生气 /愤怒情绪效

能感 3 个维度。采用 1 ～ 5 分 5 级评分，评分越高表

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

度和结构效度。

1． 3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由调查对象独立填写问卷。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群体施测，施测地点为安静的教

室。每个班级有班主任和两名施测人员在场。施测

人员由课题组成员和志愿者担任，均有医学和心理

学背景，并经过心理测验室老师统一培训。在学生

自习或班会时间进行施测，由主试说明调查目的、讲
解问卷填写注意事项。评定耗时约 30 min，当场回

收问卷。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9． 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 x— ± s) 表示，所有数据经正态性检验及方差齐性检

验，均为正态分布。统计处理方法包括 t 检验、单因

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采用 Pearson 直

线相关分析考察儿童期虐待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之间的关系，采用前进法回归分析考察儿童期虐待

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

2 结 果

2．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共 966 名女护生参与此次调查。研究对象一般

资料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项 目 例数( % ) 项 目 例数( % )

学校 川北医学院 229( 23． 7) 年龄 13 ～ 15 岁 163( 16． 9)

南充卫校 496( 51． 3) 16 ～ 18 岁 593( 61． 4)

南充外国语学校 241( 25． 0) ≥19 岁 210( 21． 7)

学历 中专 131( 13． 6) 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 287( 29． 7)

大专 719( 74． 4) 初中 604( 62． 5)

本科 116( 12． 0) 高中 33( 3． 4)

年级 2013 级 131( 13． 6) 大专 31( 3． 2)

2014 级 240( 24． 8) 本科及以上 11( 1． 2)

2015 级 595( 61． 6) 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 407( 42． 1)

生源地 城市 184( 19． 0) 初中 514( 53． 2)

农村 782( 81． 0) 高中 13( 1． 3)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227( 23． 5) 大专 30( 3． 1)

否 739( 76． 5) 本科及以上 2( 0． 3)

355

四川精神卫生 2018 年第 31 卷第 6 期 http: / /www． psychjm． net． cn



2． 2 女护生 CTQ 评分结果

2． 2． 1 女护生 CTQ 各维度评分结果

女护生 CTQ 评分为( 40． 33 ± 11． 07 ) 分。CTQ
各维度评分由高到低依次为: 情感忽视( 11． 43 ±4． 94)

分、情感虐待( 8． 61 ± 3． 04 ) 分、躯体忽视( 8． 07 ±
3． 07) 分、躯体虐待( 6． 62 ± 2． 38 ) 分、性虐待( 5． 62

± 1． 69) 分。

2． 2． 2 女护生 CTQ 评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女护 生 CTQ 评 分 在 生 源 地、是 否 为 独 生 子

女、父母受教育程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 ＞
0． 05) ; 而在年龄、学历、年级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P ＜ 0． 05 或 0． 01) 。见表 2。

表 2 女护生 CTQ 评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x— ± s，分)

项 目 CTQ 评分 t /F P

年龄( 岁) 13 ～ 15( n = 163) 42． 18 ± 10． 74 5． 790 0． 003

16 ～ 18( n = 593) 40． 52 ± 10． 84

≥19( n = 210) 38． 35 ± 11． 72

学历 本科( n = 116) 38． 55 ± 12． 03 3． 293 0． 038

专科( n = 719) 40． 27 ± 10． 94

中专( n = 131) 42． 15 ± 10． 70

年级 2015 级( n = 595) 41． 09 ± 10． 79 3． 890 0． 021

2014 级( n = 240) 38． 89 ± 11． 03

2013 级( n = 131) 39． 45 ± 12． 11

生源地 城镇( n = 184) 41． 58 ± 12． 76 1． 704 0． 089

农村( n = 782) 40． 03 ± 10． 62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n = 227) 40． 56 ± 11． 84 0． 356 0． 722

否( n = 739) 40． 26 ± 10． 84

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 n = 287) 40． 50 ± 11． 08 0． 132 0． 970

初中( n = 604) 40． 16 ± 10． 85

高中( n = 33) 41． 30 ± 12． 27

大专( n = 31) 40． 77 ± 13． 21

本科及以上( n = 11) 40． 73 ± 14． 38

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 n = 407) 40． 72 ± 10． 95 1． 176 0． 320

初中( n = 514) 39． 85 ± 10． 86

高中( n = 13) 40． 93 ± 13． 93

大专( n = 30) 40． 93 ± 13． 66

本科及以上( n = 2) 50． 00 ± 29． 70

注: CTQ，儿童期虐待问卷

2． 3 女护生 ＲES 评分结果

2． 3． 1 女护生 ＲES 各维度评分结果

女护生 ＲES 总评分为( 39． 80 ± 6． 03) 分。ＲES
各维度评分由高到低依次为: 调节沮丧 /痛苦情绪效

能感 ( 15． 56 ± 3． 22 ) 分、表 达 积 极 情 绪 效 能 感

( 15． 16 ± 2． 41 ) 分、调 节 生 气 /愤 怒 情 绪 效 能 感

( 9． 07 ± 2． 59) 分。

2． 3． 2 女护生 ＲES 评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女护生 ＲES 评分在是否为独生子女、父亲受教

育程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 ＞ 0． 05 ) ; 而在

年龄、学历、年级、生源地、母亲受教育程度上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或 0． 01)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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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女护生 ＲES 评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x— ± s，分)

项 目 ＲES 评分 t /F P

年龄( 岁) 13 ～ 15( n = 163) 38． 85 ± 5． 71 13． 236 ＜ 0． 01

16 ～ 18( n = 593) 39． 41 ± 5． 89

≥19( n = 210) 41． 63 ± 6． 31

学历 本科( n = 116) 42． 47 ± 6． 37 13． 250 ＜ 0． 01

专科( n = 719) 39． 46 ± 5． 87

中专( n = 131) 39． 29 ± 6． 06

年级 15 级( n = 595) 39． 19 ± 5． 94 9． 130 ＜ 0． 01

14 级( n = 240) 40． 43 ± 5． 87

13 级( n = 131) 41． 40 ± 6． 39

生源地 城镇( n = 184) 40． 81 ± 6． 29 2． 535 0． 011

农村( n = 782) 39． 56 ± 5． 95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n = 227) 40． 15 ± 6． 19 0． 991 0． 322

否( n = 739) 39． 69 ± 5． 98

父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 n = 287) 39． 32 ± 5． 87 2． 186 0． 069

初中( n = 604) 39． 86 ± 5． 88

高中( n = 33) 39． 88 ± 5． 93

大专( n = 31) 41． 94 ± 6． 88

本科及以上( n = 11) 39． 80 ± 6． 03

母亲受教育程度 小学( n = 407) 39． 33 ± 5． 52 2． 594 0． 035

初中( n = 514) 39． 97 ± 6． 29

高中( n = 13) 40． 31 ± 6． 70

大专( n = 30) 42． 67 ± 6． 78

本科及以上( n = 2) 43． 00 ± 14． 14

注: ＲES，中文版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2． 4 女护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儿童期虐待经

历的关系

相关分析散点图显示，CTQ 与 ＲES 评分无明显

线性关系。以 ＲES 总评分为因变量，CTQ 各维度评

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期情感虐

待和情感忽视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有负向预测作

用( t = － 4． 026、－ 3． 739，P 均 ＜ 0． 01) ，总贡献率为

5． 4%。见表 4。

表 4 女护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模型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SE)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P Ｒ2

常量 42． 363 0． 816 － 51． 887 ＜ 0． 01 0． 054

情感虐待 － 0． 301 0． 075 － 0． 152 － 4． 026 ＜ 0． 01

躯体虐待 0． 221 0． 095 0． 087 2． 319 0． 021

性虐待 0． 141 0． 122 0． 039 1． 159 0． 247

情感忽视 － 0． 200 0． 054 － 0． 164 － 3． 739 ＜ 0． 01

躯体忽视 0． 008 0． 084 0． 004 0． 089 0．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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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女护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年

龄、学历、年级、生源地、母亲受教育程度上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与王佳慧［10］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可能

是因为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不同。而与张庆华［11］的

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低年龄段、低年级学生刚

从初中或高中阶段进入中专或大学时，面对新环境

表现出不适应，加之学习内容的深度和难度增加，这

些因素均可能导致他们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评分较

低。随着年龄增长，心理上的成熟，对环境的逐渐适

应，高年级学生的 ＲES 评分较低年级学生高。
CTQ 评分结果显示，女护生性虐待和躯体虐待

评分远低于其他三个维度评分，与王佳慧等［7，12］研

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家长的

育儿方式改变，较少存在躯体虐待方式。另外，部分

被试可能担心隐私暴露，没有据实填写，故性虐待评

分较低。
回归分析显示，女护生儿童期情感虐待和情感

忽视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具有负面影响。这一结

论与国外部分研究者所认为的受虐待个体通常会表

现出低自我效能感的观点一致。Lisak［13］在早期的

研究中指出，受虐待的个体会感觉到无价值感和无

能为力感，他们的愿望和自我效能感通常会受到抑

制，这种长期的消极情绪体验阻碍了其情绪调节自

我效能感的发展。由于长期生活在充满危险和冲突

的环境中，受虐儿童持续处于高度唤醒和警惕状态，

易导致个体生物应激系统的改变，最终致使受虐个

体情绪调节能力缺陷［14］。这提示教师和家长在教

育和生活实践中应采取有效的方法减少或避免儿童

期虐待行为的发生。对于受过虐待的女护生，为减

少虐待带来的消极影响，学校心理健康工作者可对

其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方面进行干预，提高她们

调节积极和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能力，使其健康

发展［13］。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仅来自三所职业卫

校，代表性欠佳，研究结果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今后

应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女护生儿童期虐待与情

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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