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4, 14(7), 126-133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7462  

文章引用: 冯景蕙, 王芷苏(2024). 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特征及相关性分析. 心理学进展, 14(7), 
126-133. DOI: 10.12677/ap.2024.147462 

 
 

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特征及 
相关性分析 

冯景蕙，王芷苏*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4年6月11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5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12日 

 
 

 
摘  要 

目的：探讨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和心理健康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

理健康的相关性。方法：使用自编一般信息问卷、症状自评量表和巴昂情绪智力量表对530名大学生调

查研究。结果：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总分及五个维度均高于文史类(P < 0.01或P < 0.05)。舞蹈专业

大学生在个人成份维度上高于理工类大学生(P均 < 0.05)。男性舞蹈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得分低于女

性(P < 0.05)；舞蹈专业大学生在躯体化因子上高于理工类和文史类(P < 0.01)。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

力与心理健康状况总分及大多数因子具有显著负相关(P < 0.05或P < 0.01)。情绪智力的压力管理、一般

心境、人际成分和个体成分能预测心理健康总分及躯体化、敌对、抑郁和恐怖因子。结论：舞蹈专业的

学习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情绪智力，情绪智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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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dance, an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mo-
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dance. Methods: A survey of 
530 college students was conducted by using self-compiled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symptom checklist-90 (SCL-90) and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EQ-i). Results: The total scores 
and five dimensions of EI of dance majors were higher than college students of literature and His-
tory (P < 0.01 or P < 0.05). The score of individual component dimens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llege stud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 P < 0.05). (2) The total score of mental health of 
male students in dance major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 (P < 0.05). The somatization 
factor scores of dance major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 < 0.01). (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I and most fac-
tors of the total score of mental health of dance major college students (P < 0.05 or P < 0.01). 
Stress management, general mood, interpersonal components and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EI 
can predict SCL-90 total and somatization factor, depression factor, hostility factor, terror factor. 
Conclusion: The study of dance major can improve the EI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I can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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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卫生部披露，目前全国有 3000 万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大学生中 16.0%~25.4%有心理

障碍(卢文婷等，2023；延凤宇等，2009)。舞蹈专业大学生作为独特的一个群体，具有独特的心理特点和

行为方式，其心理健康状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所面临

的竞争及承受的心理压力更大。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是觉察、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并

利用这些信息指导个人思维和行动的一种能力。情绪智力高的个体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和情感，对自我内部体验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更开放，这种意识使其能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做出积极

的调控，从而维持自己良好的身心状态，与他人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在学习、

工作和生活中易取得更大的成功(彭聃龄，2010)。 
舞蹈教育作为开发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可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意识，

对学生的心理状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李建勋，芦航，2023)。同时还可提升学生的情绪自控能力、反

应速度等，使学生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情绪智力。为了更好地探讨舞蹈

专业学习对情绪智力及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本研究选取舞蹈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文史

类、理工类大学生作为对照组，探讨舞蹈专业与其他专业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心理健康特征及其二者

的相关性，从而分析舞蹈专业的学习对情绪智力及心理健康的影响，为教育界和舞蹈界更深入的研究

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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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两所综合大学采取整群随机抽样与分层随机抽样法，发放 55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数量为 530
份，回收率为 96.36%。舞蹈专业 170 名，占总数的 32.08%，理工类大学生 202 名，占总数的 38.11%；

文史类 158 名，占总数的 29.81%。 

2.2. 研究方法 

2.2.1. 研究工具 
(1) 自编一般信息问卷：主要包括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民族、家庭居住地)、专业情况(学院、专

业、年级)等。 
(2)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该量表是 L. R. Derogatis 于 1975 年编制。包括 90

个条目，分为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 9 个因子和 1 个

反映睡眠及饮食情况的附加因子，1~5 五级评分，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该量表同质性信度为

0.97，重测信度大于 0.7，内容效应和结构效应也较好(陈树林，李凌，2003)。 

(3) 巴昂情商量表(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 EQ-i)：该量表是 Baron 于 1997 年编制而成，采用

自陈法，以五点记分，得分越高表明情绪智力越好。该量表包括 133 个条目，分个体成分(包括：情绪

自我意识、表达情绪、自尊、自我实现、独立性 5 个因子)、人际成分(包括移情、人际关系、责任感 3
个因子)、适应成分(包括：问题解决、现实检验、灵活性 3 个因子)、压力管理(包括：压力容忍、冲动

控制 2 个因子)、一般心境(包括：幸福感、乐观性 2 个因子)五大维度。此外还包括效度指标：积极印象

成分、消极印象成分、缺失指数、非一致性指标和一般效度指标等。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Dawda 
& Hart, 2000)。 

2.2.2.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涉及到的统计分析方法有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 

3. 结果 

3.1. 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特点及人口学因素分析 

3.1.1. 舞蹈专业大学生与非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的比较 

Table 1. Analysi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difference between dance majors and non-dance majors ( x s± ) 
表 1. 舞蹈专业大学生与非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差异分析( x s± ) 

 舞蹈专业 
(n = 170) 

理工类 
(n = 202) 

文史类 
(n = 158) t1 P1 t2 P2 

个体成分 140.08 ± 16.17 134.65 ± 17.60 128.57 ± 14.10 −2.45 0.015 −4.86 0.000 

人际成分 104.24 ± 13.50 102.14 ± 14.20 99.46 ± 10.58 −1.17 0.244 −2.52 0.013 

适应成分 89.67 ± 11.16 89.20 ± 11.16 80.646 ± 10.38 −0.33 0.741 −5.37 0.000 

压力管理 60.37 ± 8.88 60.00 ± 9.88 53.47 ± 8.53 −0.30 0.763 −5.08 0.000 

一般心境 57.44 ± 8.79 56.40 ± 8.76 51.06 ± 6.79 −0.93 0.355 −5.18 0.000 

情商总分 465.13 ± 50.88 451.86 ± 53.69 421.80 ± 42.55 −1.95 0.052 −5.91 0.000 

注：t1、P1 表示舞蹈类与理工类大学生情商差异，t2、P2 表示舞蹈类与文史类大学生情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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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总分及五个维度得分均高于文史类大学生，且差异具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舞蹈专业与理工类大学生情绪智力总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维度上，舞蹈专业大学

生在个人成份维度得分较高，且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其余四个维度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1.2. 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Table 2.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factor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dance major college students 
表 2. 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人口学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分组 样本量(n) 均值(M ± SD) F/t P 

性别 
男 62 478.39 ± 53.10 

1.81 0.073 
女 108 457.76 ± 48.94 

居住地 

城市 98 462.41 ± 53.86 

0.18 0.836 乡镇 30 469.20 ± 55.48 

农村 42 469.19 ± 42.80 

年级 

大三 36 457.39 ± 48.21 

0.27 0.766 大二 92 467.30 ± 53.02 

大一 42 467.62 ± 51.17 

二级专业 

舞蹈表演 104 464.18 ± 52.18 

0.42 0.742 舞蹈学 32 476.20 ± 56.51 

音乐剧 34 469.00 ± 48.54 
 
由表 2 可知，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总分在不同性别、居住地、年级和二级专业方面的差异均不

存在统计学意义。 

3.2. 舞蹈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特点及人口学因素分析 

3.2.1. 舞蹈专业大学生与非舞蹈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 

Table 3.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difference between dance majors and non-dance majors ( x s± ) 
表 3. 舞蹈专业大学生与非舞蹈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 x s± ) 

 舞蹈专业 
(n = 170) 

理工类 
(n = 202) 

文史类 
(n = 158) t1 P1 t2 P2 

躯体化 18.31 ± 4.71 16.11 ± 4.94 16.46 ± 4.17 −3.51 0.001 −2.67 0.008 

强迫症状 18.05 ± 5.36 18.5 ± 5.053 19.10 ± 5.68 −0.79 0.431 1.23 0.221 

人际敏感 14.79 ± 4.58 15.18 ± 4.92 14.97 ± 4.52 0.63 0.528 0.24 0.809 

抑郁 20.31 ± 6.96 20.72 ± 6.66 21.20 ± 6.49 0.47 0.643 0.85 0.399 

焦虑 14.45 ± 3.91 14.67 ± 4.57 14.66 ± 4.50 −0.39 0.697 0.31 0.755 

敌对 8.88 ± 2.71 8.82 ± 3.09 8.89 ± 2.69 −0.16 0.872 0.01 0.996 

恐怖 9.08 ± 2.36 9.50 ± 2.97 9.65 ± 3.15 1.15 0.252 1.31 0.192 

偏执 9.13 ± 2.74 9.10 ± 2.93 8.95 ± 2.72 −0.08 0.938 −0.42 0.676 

精神病性 14.26 ± 3.59 14.85 ± 4.87 15.10 ± 5.06 1.02 0.307 0.02 0.215 

SCL-90 总分 137.90 ± 32.89 137.64 ± 35.81 139.79 ± 34.17 −0.06 0.955 0.36 0.718 

注：T1、P1 表示舞蹈类与理工类大学生心理健康差异，T2、P2 表示舞蹈类与文史类大学生心理健康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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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舞蹈专业与理工类、文史类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总分上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躯

体化因子得分上高于理工类和文史类，且差异均具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 

3.2.2. 舞蹈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Table 4.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of dance students 
表 4. 舞蹈类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分组 样本量(n) 均值(M ± SD) F/t P 

性别 
男 62 128.10 ± 27.28 

2.13 0.014 
女 108 143.80 ± 34.90 

居住地 

城市 98 139.65 ± 36.19 

0.45 0.641 乡镇 30 141.13 ± 30.65 

农村 42 132.19 ± 33.04 

年级 

大三 36 149.56 ± 33.64 

1.97 0.146 大二 92 132.13 ± 25.00 

大一 42 141.24 ± 25.65 

二级专业 

舞蹈表演 124 136.68 ± 33.01 

0.65 0.583 舞蹈学 12 125.60 ± 23.29 

音乐剧 34 146.71 ± 36.15 

 
由表 4 可知，舞蹈专业大学生中男生心理健康状况总分低于女生，且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在

不同居住地、年级和二级专业方面的差异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 

3.3. 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ental health of dance major college students (r) 
表 5. 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分析(r)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 

病性 
SCL-90
总分 

个体成分 −0.27* −0.43** −0.43** −0.45** −0.42** −0.31** −0.40** −0.33* −0.41** −0.47** 

人际成分 −0.17 −0.28** −0.24* −0.30** −0.36** −0.26* −0.15 −0.28** −0.22* −0.30** 

适应成分 −0.21 −0.44** −0.45** −0.39** −0.48** −0.35** −0.29** −0.31** −0.35** −0.45** 

压力管理 −0.35** −0.35** −0.42** −0.42** −0.49** −0.55** −0.36** −0.38** −0.33** −0.49** 

一般心境 −0.30** −0.44** −0.42** −0.49** −0.41** −0.38** −0.35** −0.33** −0.38** −0.49** 

情商总分 −0.30** −0.47** −0.48** −0.49** −0.52** −0.42** −0.38** −0.40** −0.42** −0.52**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由表 5 可知，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总分与心理健康状况各因子及总分均具有显著负相关。在情

绪智力各维度上，舞蹈专业大学生的个体成分、压力管理和一般心境得分与心理健康状况各因子及总分

均具有显著负相关；舞蹈专业大学生的人际成分得分与心理健康状况除躯体化和恐怖外的其它七个因子

及总分均具有显著负相关；舞蹈专业大学生的适应成分得分与心理健康状况除躯体化因子外的其它九个

因子及总分均具有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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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6.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dance major college students on each factor and to-
tal score of SCL-90 
表 6. 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对 SCL-90 各因子及总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Beta 值 t 值 R2 值 F 值 

躯体化 压力管理 −0.17 −2.13* 0.16 2.99* 

抑郁 一般心境 −0.34 −2.33* 0.29 6.40** 

敌对 压力管理 0.17 −4.14** 0.31 7.29** 

恐怖 
人际成分 0.07 2.51* 

0.25 5.22** 
个体成分 −0.06 −2.22* 

SCL-90 总分 压力管理 −0.99 −2.05* 0.32 7.67**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由表 6 可知，以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五大维度得分为预测变量，SCL-90 的 9 个因子得分及总分

为因变量，采用逐步筛选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压力管理能负向预测舞蹈专业大学

生躯体化因子得分及 SCL-90 总分；压力管理能正向预测舞蹈专业大学生敌对因子得分；一般心境能负向

预测抑郁因子得分；人际成分和个体成分能联合预测恐怖因子得分，且人际成分是正向预测，而个体成

分是负向预测。 

4. 讨论 

舞蹈类大学生作为创造艺术的人，除了具有一定的智商和特殊才能外，情绪智力也很重要。本研究

以舞蹈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优于非舞蹈专业大学生，特别是文史类大

学生。可能原因是舞蹈专业的学习对大学生具有一定的影响，舞蹈作为一种表情艺术，具有抒情性、表

现性和直接性，学生可通过舞蹈表演抒发情感和排减压力，同时舞蹈表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幸福感。有研究表明，艺术类大学生人格外向、适应能力强、喜欢交际、情绪稳定，所

以情商得分相对较高(苏琴，2019)。本研究通过因素分析发现，舞蹈专业大学生情绪智力不受性别、年级、

家庭居住地、二级专业的影响，这与先前关于大学生情绪智力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潘明军，2009；周彩云，

徐杰，2018)。但也有不同的研究结论，付梅研究显示不同性别、年级在情绪智力的自我激励、人际情商

上有一定的差异(付梅，葛明贵，2016)。李春燕使用“大学生情绪智力量表”调查发现，大学生在年级上

存在情绪觉知力、情绪适应力两个维度上差异，随着年级的增长，情绪觉知力和情绪适应力也会随之提

高；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在情绪表现力具有显著差异，呈现城市、乡镇、农村递增的状态(李春燕，2012)。
这些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与情商量表不同有关。 

本研究将舞蹈类与非舞蹈类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比较，结果发现舞蹈专业大学生除了躯体化症

状比较明显外，其他心理状况均优于文理大学生。可能原因是舞蹈类大学生在形体和体能素质上有很高

的专业要求，专业课程训练强度较大，导致了其身体不适，并且由于舞蹈专业对体型的要求极为苛刻，

需长期控制体重，使得多数舞蹈专业大学生患有不同程度的肠胃疾病，但舞蹈专业的学习可使情绪和压

力得到很好的宣泄，进而有效干预了心理问题的产生(邓远平等，2005)。李璞民教授在《心理学与艺术》

中表述，舞蹈艺术活动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式，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对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陆

竞文对有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女大学生采用舞蹈疗法，发现她们在身心上有更加舒适的感觉(陆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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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本研究通过人口学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不同居住地、年级和二级专业对舞蹈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影响不大。这与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研究相一致(肖蓉等，2010；汪美华等，2019)。但在性别上

具有显著差异，男生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优于女性，可能是女生的思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而男性相对

而言较为理性。 
有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适应能力有积极的预测作用，即高情绪智力能够促进个体

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潘明军，钱兵，2012)。本研究针对舞蹈专业大学生的情绪智力与心理健康状况进行

了相关性分析，发现舞蹈专业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和心理健康状况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个体操作情绪信

息的能力与其心理健康状况紧密关联，情绪智力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这与 Anderson S、王才康等人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王才康，2002；Alexandra et al., 2010)。本研究还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进行进一步分析，

发现情绪智力的压力管理、一般心境、人际成分和个体成分能预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其中压力管理

在情绪智力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预测中发挥着主效应作用。情绪智力高的个体情绪调节能力强，能够积

极应对环境变化和生活事件，具有积极地情绪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罗榛，金灿灿，2016)。与此同时，情

绪调节是个体保持心理健康的关键，一旦情绪调节出现困难，个体的心理健康就受到威胁，从而导致一

系列精神和人格障碍(Dwivedi & Harper, 2004)。由此可见，情绪智力水平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一定

的解释力，而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情绪智力的水平。 

5. 结论 

综上所述，舞蹈专业的学习可以提升大学生的情绪智力，随着情绪智力的提高，大学生对情绪识别

与理解能力得以提升，在面对应激事件和各种压力时更倾向于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对身心健康起到积

极的作用。所以情绪智力能有效预测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水平也能有效预测情商水平。情商教育与心

理健康教育可以相互渗透，互相促进，从而达到健全大学生人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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