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4 年 10 月第 6卷第 10 期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202410656027)资助。

通讯作者：韩佩玉，医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副教授，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心身问题病理机制的研究工作。

文章引用：郭蓉蓉，韩佩玉．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积极核心图式与知觉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4，6

（10）：1948-1958．

https://doi.org/10.35534/pc.0610214

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积极核心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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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积极核心图式和知觉压力在其中所起的链式中介作用。

方法：本研究采用自我控制量表（SCS）、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简明积极核心图式量表和知觉

压力量表（PSS）对917名在校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大学生知觉压力与人际关系、积极核心图式，以及

自我控制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与积极核心图式、自我控制则呈现出显著正相关；积极核心图式

与自我控制显著正相关；大学生自我控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直接效应上，还通过积极核心图式和

知觉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结论：自我控制可以通过积极核心图式的中介作用影响人际

关系，可以通过知觉压力的中介作用产生影响，也可以通过积极核心图式和知觉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人际

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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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我控制是个体对自身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进行调节，以符合社会规范和长远目标的能力［1］。鲍

迈斯特和蒂尔尼（Baumeister and Tierney，2011）认为自我控制可能是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因为它涉及人

们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2］。研究显示，自我控制负向预测攻击行为［3］，当个人的自我控制能量受到损

耗时，会增加个体的攻击行为［4］。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认为，冲动抑制、情绪调节、人际交互等行为

的执行需要消耗有限的心理资源，每执行一次自我控制，资源库中的能量就会被削弱，其他自我控制行

为的能量就相应减少［5］。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会降低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倾向；处于自我损耗状态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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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明显更容易作出不道德行为［6］。了解自我控制的内在机制对于促进人际关系和减少不良行为具有

重要意义。控制资源的减少，个体对冲突信息的识别能力下降，从而作出更为直觉与感性的决策［7］。

相反，个体自我控制资源充足，其推理加工系统更占主导地位，从而作出更为理性的功利决策［8］。坦

尼等人（Tangney et al.，2004）的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较强的人更有可能作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和

决定［9］。自我控制（如恰当的情感和行为控制）能够让个体在面临冲突时有效地调节消极情绪、遏制

冲动行为，减少人际困扰，帮助他们获得和维持积极的人际关系，促进人际功能的良好发展［10］。综

上，提出假设H1：自我控制对人际关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反映人们在关系中的心理距离［11］。大学生人际关系是指大学

生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日常活动过程中，与其他个人结成的一种心理和社会上的能够互相作用和影

响的联系，其范围主要包括家人、师生、同学、朋友等［12］。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可以显著提高个体社

会适应能力与健康水平，反之，消极危险的人际关系则会阻碍个体正常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与

障碍［13，14］。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更为显著，研究表明人际关系的问题困扰着大学

生，当个体察觉到自身能力不足以应对人际环境的要求时可能产生身心紧张的状态，从而引起情绪问题

和进一步的心理问题［15，16］。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越强，人际关系困扰就越少，在人际交往中，高自我

控制的大学生能巧妙地调节消极情绪，克服内在的固有障碍，有效避免人际冲突，建立良好的社会支

持网络［17］。自我控制能力较弱的大学生会在人际适应上遇到挑战，他们在复杂的人际环境中容易感到 

迷茫［18］。

核心图式会影响个体对自我、他人、情境和生活、事件的认知加工［19］，可以分为积极核心图

式和消极核心图式两大类。积极的自我图式会积极地过滤环境信息，引导个体产生积极的自我评价
［20］。消极的自我图式会使得个体的建构僵硬化，导致新的积极信息不能被纳入自我当中，从而产生

认知上的歪曲［21］。消极的自我图式与无价值感、无能为力感和失落感相关［22］。积极核心图式主要

包括积极自我和积极他人。积极核心图式对其社会适应有积极影响作用［23］，而处理好人际关系本身

也是社会适应的一部分。积极核心图式与成就和自控相关的态度有关［24］，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个体更

容易达到自己的理想、获得成功，对自我和他人、社会也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态度。具有积极自我和积

极他人图式的个体更有可能对人际关系形成积极的期望［25］。研究显示，有更积极的人际关系特征，

行为更热情的人，人际交往的关系质量也更好［26］。综上，提出假设H2：积极核心图式在自我控制与

人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知觉压力是指个体对外在应激事件的主观评估［27］，当个体认为没有可用的资源应对潜在的威胁和

挑战时，就会产生压力效应［28］。客观事件对个体的影响是由个体的知觉压力所决定的，知觉压力越高

的个体更易感受到更多的压力［29］。适度的压力有利于维持个体身心健康，帮助个体适应周围环境，但

过多的压力会对身心造成不良影响或造成心理健康受损［30］。以往也有研究表明自我控制与知觉压力呈

负相关。在学习过程和社交活动中感知到的压力水平越高，对自我控制资源的消耗越多，当自我控制资

源不足时，可能导致对行为的自我控制失败，进而越容易通过问题行为逃避压力［31］。另一项研究中指

出高的知觉压力会损害个体的人际关系，并且会影响学生的日常生活［32］。综上，提出假设H3：知觉压

力在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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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多的研究是知觉压力对积极情绪、态度的影响，他们认为压力感会不断消耗个体资源，长

期如此对生活的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必然会下降［33］。但也有少数研究涉及积极的认知、思维对相关压力

的影响，比如积极反刍思维训练在终末期肾病血液透析患者中具有积极有效的作用，有利于降低患者

的自我感受负担与知觉压力［34］。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是应对方式的简单分类，且应对方式与

知觉压力之间有相关影响［35］。积极自我/他人图式也会形成积极的心理反应模式，影响个体对他人的

认知，促使个体产生一系列内化的对于人际关系的积极期待，这种期待影响着个体与同伴之间的关系质 

量［36］。拥有较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拥有积极心理健康状态［37］，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38］，他们拥有更

积极与和谐的人际关系［39］。综上，提出假设H4：积极核心图式和知觉压力在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之间

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探讨积极核心图式与知觉压力在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之间

起到的链式中介作用。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自我控制对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影响假设模型

Figure 1 Hypothesis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self-control on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收到问卷917份，在删除有缺失值，胡乱作答，答题时间

过短等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820份，有效回收率为89.42%。其中大一362人（44.15%），大二221

人（26.95%），大三、大四237人（28.90%）。男生177人（21.59%），女生643人（78.41%），平均年

龄为19.34（SD=1.24）。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控制量表（SCS）

谭树华在2008年对坦尼（Tangney）等人编制的自我控制量表（SCS）进行了修订，形成了SCS中文

版。该量表旨在评估个体对自己情绪、冲动和行为的控制能力，并将自我控制分为五个维度。每个题目

都设有五个选项，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予1～5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部分题目

采用反向记分方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 系数为 0.8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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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简明积极核心图式量表

简明积极核心图式量表由福勒等人（Fowler et al.，2006）编制。该量表用于测量大学生在积极自我

和积极他人两个维度上的积极核心图式。量表共包含12个题目，被试需要判断是否持有每个题目中的信

念。如果选择“否”，则直接计为0分；如果选择“是”，还需根据从“有点相信”到“完全相信”的

强度选择，分别计为1～4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  系数为0.927。 

2.2.3  压力知觉量表（CPSS）

压力知觉量表（Chinese 14-item PSS）是由寇恩、卡马克（Cohen and Kamarck，1983）提出的，用

于评估个体感知到的压力程度及其处理能力。该量表包含14个题目，其中有6个正向题目和8个反向题

目。量表衡量两个维度：紧张感和失控感。每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分别计为1～5分，最后对总得分进行统计。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心理压力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0.857。

2.2.4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CSAS）

本研究中的人际关系采用方晓义等人（2005）编制的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chinese college 

student adjustment scale，CCSAS）中的人际关系适应这一维度。该量表共包括人际关系适应、学习

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和满意度这七个维度，共计60个题目。每道

题目采用5点计分制，从“不同意”到“同意”分别计为1～5分。被试的社会适应水平越高，得分越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 系数为0.936，人际关系适应维度共10道题目，其Cronbach’α

系数为0.736。

2.3  数据处理

用SPSS 26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量表信度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相关分析；使用SPSS插件

PROCESS 3.5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中介效应及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检验本研究中采用的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

9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是20.194%，小于临界值40%，没有出现“只有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具有

非常高的解释率”的情况，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表1显示四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的一些基本信息，四个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均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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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N=820）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N=820)

M SD 自我控制 积极核心图式 知觉压力 人际关系
自我控制 58.01 11.699 1

积极核心图式 25.69 9.171 0.285** 1
知觉压力 42.19 8.040 -0.205** -0.242** 1
人际关系 32.67 5.695 0.378** 0.501** -0.274** 1

注：** 代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3  回归分析、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

表 2  回归分析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预测变量 R R² F β t

积极核心图式

性别

0.344 0.118 27.330

-0.048 -1.435
年级 0.160 4.785
家庭 0.072 2.178

自我控制 0.273 8.152

知觉压力

性别

0.290 0.084 14.916

-0.139 -4.078
年级 0.103 2.988
家庭 0.020 0.593

自我控制 -0.117 -3.284
积极核心图式 -0.219 -6.125

人际关系

性别

0.600 0.360 76.357

-0.063 -2.187
年级 -0.014 -0.491
家庭 0.115 4.081

自我控制 0.254 8.483
积极核心图式 0.406 13.285

知觉压力 -0.113 -3.853

注：模型中各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带入回归方程。

表 3  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之间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Table 3 The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tro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效果量 95%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自我控制—人际关系 0.254 66.15% ［0.195，0.312］

中介效应
自我控制—积极核心图式—人际关系 0.111 28.90% ［0.077，0.147］

自我控制—积极核心图式—知觉压力—人际关系 0.007 1.82% ［0.002，0.013］
自我控制—知觉压力—人际关系 0.013 3.39% ［0.003，0.030］

总中介效应 0.131 52.94% ［0.095，0.170］

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使用海斯（Hayes）提供的SPSS插件PROCESS3.5的模型4，以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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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变量，以人际关系为因变量，以积极核心图式为中介变量，以年级、性别、家庭为控制变量，整个

回归方程显著，R²=0.349，F（5，814）=87.177，p<0.001；这条路径中总效应值0.384（p<0.001），直

接效应值0.267（p<0.001），间接效应值为0.118（p<0.001）。以自我控制为自变量，以人际关系为因

变量，以知觉压力为中介变量，以年级、性别、家庭为控制变量，整个回归方程也显著，R²=0.222，F

（5，814）=46.337，p<0.001；此路径中总效应值0.384（p<0.001），直接效应值0.350（p<0.001），间

接效应值0.034（p<0.001）。

使用模型6，以自我控制为自变量，以人际关系为因变量，以积极核心图式和知觉压力为中介变

量，以年级、性别、家庭为控制变量，路径系数结果如图2所示。整个回归方程显著，R²=0.360，F（6，

813）=76.357，p<0.001。用Bootstrap抽样的方法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以积极核心图

式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为-0.111（95%CI=［0.077，0.147］），以知觉压力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

接效应为-0.013（95%CI=［0.003，0.030］），以积极核心图式和知觉压力为中介变量的路径间接效应

0.007为（95%CI=［0.002，0.013］），所有间接效应合计为0.131（95%CI=［0.095，0.170］），积极核

心图式与知觉压力在自我控制对人际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

图 2  积极核心图式与知觉压力在大学生自我控制对人际关系效应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Figure 2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core schema and perceived stress in the effect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trol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4  讨论

4.1  大学生自我控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通过本研究可知大学生自我控制成功预测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自我控制能力强的大学生人际关系

较好，假设H1成立。这一结论与以往的研究一致：低自我控制能力导致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过于

冲动和随意，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和冲突，影响了人际关系的和谐性；且低自我控制能力使得大学生在

人际交往中缺乏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容易给他人留下不良印象，影响了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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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个体能够根据时间、场合的要求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控，他们清楚自己在特定情境

中应该怎么表现才是合理的良好的［41］，更容易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成功。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成长和发

展至关重要，而自我控制能力是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保障［40］。大学生要不断强化自我控制能力，

帮助自己完善人际关系。

4.2  积极核心图式、知觉压力分别在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得出，积极核心图式在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H2成立，

大学生自我控制可以通过影响自己的积极核心图式来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自我控制能力强的大学生更

容易形成积极核心图式，以积极自我、积极他人的心态来处理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中更快适应、更容

易与别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很多研究表明自我控制与积极情绪、积极的认知和积极态度之间呈正

相关。此外，高自我控制与积极的生活结果相关，如更高的学业成就、更好的健康状况等［42］，还能正

向预测人际成功、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等［43］，这些积极的反馈和结果帮助大学生更加认可自己，增强

对自己、对他人的信心，也让大学生在与人接触和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自信，从而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

知觉压力在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中也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假设H3成立，自我控制能力强的

大学生可以通过降低自己的知觉压力来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自我控制能力差的人更容易产生不良的认

知活动，例如反刍思维，从而让大学生感知到更大的压力。对于高自我控制的个体，自制力强，不容易

情绪化，即使在面对高压环境下，也可有效缓解自身压力，轻松应对高压环境［44］，降低因为知觉压力

大而对人际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人们在高压力的环境中，往往倾向于对环境做出一般性的分析。这些

分析通常伴随着负面情绪和消极行为，从而导致人际关系较差［45，46］。

4.3  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积极核心图式与知觉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积极核心图式与知觉压力在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中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假设H4成立，自我

控制力强的大学生更容易拥有积极核心图式帮助降低知觉压力来更好地适应人际关系。相比于低自我控

制的个体，高自我控制的个体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思想、调节自己的情绪和抑制自己的冲动［47］。达

克沃斯（Duckworth）进一步认为自我控制可以使个体对影响自我正向发展的各个层面的相关因素进行抑

制和克服，高水平的自我控制能力更会使得个体综合调节自身的注意力、情感及行为以实现预期规划的

长期性目标［48］。自我控制是预测个体道德失范、犯罪等不良行为的主要因素，对推动个体做出符合社

会赞许性的道德行为、利他行为、亲社会行为等规范行为具有潜在的意义［49］。自我控制能够帮助个体

做出理性、符合规范的行为，调节自身的情绪，做出利他和亲社会行为，更容易帮助大学生形成积极核

心图式。积极核心图式会让大学生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看待他人和自己，从积极的视角解决问题。而积极

的心理更容易降低知觉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50］。当个体处于低压力环境时，他们往往与他人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积极分析他们自身的人际关系并积极从他人那里获取反馈信息，以期建立更好的

人际关系［51，52］。



大学生自我控制与人际关系：积极核心图式与知觉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2024 年 10 月
第 6 卷第 10 期 ·195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610214

5  研究价值与局限性

本研究揭示了大学生自我控制、积极核心图式、知觉压力、人际关系四个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中

介、链式中介关系，成功证明了引言中提出的四个假设。过往研究多聚焦于知觉压力对积极心理、积极

情绪、消极情绪的影响，而本研究引入了较为新颖的积极核心图式，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积极核心图式

对知觉压力有缓解或者降低的作用。关于自我控制与知觉压力这两个变量，很多文献认为知觉压力会消

耗心理资源，会让人更容易产生焦虑且难以抑制冲动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本研究反过来证明了

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个体也能降低知觉压力。总体而言本研究从提出的假设到得出的结论都具有创新性，

希望能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点的理论基础或者是一些新的视角。此外本研究聚焦于大多数大学生或多或

少都会遇到的自我控制、人际关系方面，并试图通过引入积极核心图式、知觉压力这两个变量，以新的

视角来为大学生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处理人际关系提供借鉴思路，期望帮助大学生过好大学生活，提高

心理健康水平，更好回馈社会。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由于经费和时间限制等因素没有采取纵向追踪的方式，如果对被试

进行相关变量的合理干预，将干预后的情况再重新施测，并将两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或许结果

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挖掘。研究所用到的被试大多来自同一所高校，结论的

可推广性可能受限，有待在更大范围中得到验证和拓展。

6  结论

（1）大学生自我控制与积极核心图式、人际关系两变量之间均为显著正相关；知觉压力与自我控制、

积极核心图式、人际关系三个变量之间均为显著负相关；积极核心图式与人际关系之间也为显著正相关。

（2）大学生自我控制对人际关系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包括三条路径：通过积

极核心图式的中介作用；通过知觉压力的中介作用；通过积极核心图式、知觉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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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tro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Core Schema 

and Perceived Stress

Guo Rongrong Han Peiyu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tro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ole of positive core schema and perceived pressure in chain media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917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by the Self-control Scale(SCS)，th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 Adjustment Scale (CCSAS)，the Brief Positive Core Schema Scale and 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 Results: There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ositive core schema and self-control. On the other h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ositive 
core schema and self-control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Positive core schema and self-control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self-control on interpersonal1 
relationship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direct effect, bu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on of positive core schema and perceived pressure. Conclusion: Self-control can influen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core schema,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pressure, and the profound effec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core schema and perceived 
pressure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Self-contro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ositive core schema; Perceived pres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