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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明确老年人情绪调节的定义及内涵。方法：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维普网数据库中与老年情绪调节相关的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5年3月。依据纳入排除标

准筛选文献，并按照Rodgers演化概念分析法对文献进行分析。结果：通过阅读标题，摘要及全文，最终

纳入文献32篇。确定了老年人情绪调节的4个概念属性：情绪体验、情绪反应、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行

为表达。归纳出情绪调节的前置因素包括生理(年龄、性别、健康水平、疼痛、生理机制、睡眠质量)、社

会(经济问题、人际关系冲突、受教育程度、自然灾害等)、心理因素(认知能力)。后置影响包括对个人(心
理健康和生活质量、身体健康、认知能力和行为模式)、社会(家庭关系、社交互动、公共卫生与经济负

担)，其他(文化传承与价值观重塑)3个层面。结论：对老年人情绪调节的概念进行系统分析，进一步明

确了其定义和内涵有助于为情绪调节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干预措施，从而促进老年人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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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elderly.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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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literature related to emotion regulation in older adults across multiple 
databases (CNKI, Wanfang, PubMed, Web of Science, and VIP), with a search timeframe from data-
base inception to March 2025. Literature was screened based on predefined inclusion/exclusion cri-
teria and analyzed using Rodgers’ evolutionary concept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After reading the 
titles, abstracts, and full texts, a total of 32 articles were finally included. Four conceptual attribut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elderly were determined: emotional experience, emotional response, 
us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behavioral expression. The antecedent factors of emotion 
regulation were summarized, including physiological factors (age, gender, health level, pain, physi-
ological mechanism, sleep quality), social factors (economic problem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nflict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natural disasters, etc.),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cognitive abil-
ity). The subsequent impacts cover three aspects: impacts on the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physical health, cognitive ability,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impacts on society (family 
relationships, social interactions, public health, and economic burden), and other aspect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he reshaping of values). Conclus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emo-
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elderly further clarifies its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which helps to pro-
vide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the elderly with difficulties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thereby pro-
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lderly’s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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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 1 月 17 日发布的数据，2024 年末，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

口数量为 3.1031 亿，占全国人口的 22%。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老年人的情绪调节受到广泛关注。由于

年龄的增长，大部分老年人对于衰老的态度并非积极，可能会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梁晨丽等，2024)，
情绪问题对老年人的影响较为广泛，老年人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会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工作

能力、生活质量，躯体健康。因此，及时进行情绪调节对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日常生活等至关重要。情

绪调节最初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由 Dodge 等(朱艳新，顾虹，2012)提出的。近年来，情绪调节的相关研究

逐渐增多，但研究对象大多集中于大学生，青少年和中年人，对于老年人情绪调节的研究较少，对老年

人情绪调节的概念未形成统一共识。情绪调节概念应具备明确的特征、界定清晰的前因后果等特点(Morse 
et al., 1996)。因此，本研究采用 Rodger (Rodgers, 1989)概念分析框架，对老年人情绪调节的概念进行深度

剖析，旨在明确其概念内涵，为了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社会性的发展，改善老年人情绪问

题，为后续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2. 资料与方法 

2.1. 概念分析法 

采用 Rodgers 概念分析法对文献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清晰界定情绪调节的概念。应用 Rodgers 概念分

析框架，对文献进行分析，从情绪调节概念的起源与发展、概念属性、前因变量和结局等相关概念对情

绪调节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整合。认识老年人情绪调节需要分析以下几点：确定感兴趣的概念(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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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调节)；选择恰当的领域收集数据；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来识别老年人情绪调节相关概念；界定老年

人情绪调节的前置因素、结果、影响因素并寻找其相关词和替代词。 

2.2. 检索策略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PubMed、Web of Science 和维普数据库，分别以“老年人”、“情绪调节”、

“情绪”、“表达抑制”、“认知重评”、“抑郁”、“焦虑”、“负性情绪”、“情绪抑制”；“The 
Elderly”、“Older Adult”、“Emotional Regulation”、“Emotional”、“Expressive Suppression”、“Cognitive 
Reappraisal”、“Depression”、“Anxiety”、“Negative Emotion”、“Emotional Suppression”。为检索

词查阅相关文献。在进行全文阅读时，查阅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作为补充。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25 年 3
月。纳入标准：将老年人(≥60岁)的情绪调节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其概念的研究进展、概念内涵、典

型案例、情绪调节中介作用、情绪调节策略、情绪调节目标、情绪调节智能、情绪调节灵活性、情绪调节

的神经机制等其中一个或多个方面；文献为中文或英文。排除标准：重复发表、内容不完整、概念混淆，

不相关以及无法获取的文献。 

2.3. 纳入文献 

将检索到的文献导入到 EndNote，通过阅读标题及摘要对文献进行初筛，由 2 名研究者一起筛选文

献，若遇到分歧且双方讨论后仍不能达成共识，则征询第 3 方意见。根据 Rodgers 的观点，在开展文献

分析时，应当选取占总文献数量 20%或 30%的样本量，这样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文献具体检索流程及

结果见图 1。 
 

 
Figure 1. Literature retrieval flowchart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图 

3. 结果 

3.1. 情绪调节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1984 年，Saarni 创造性地研究了儿童的表达和控制能力，提出儿童在情绪激动时有控制其表达行为

的能力。Saarni 的研究为研究情绪调节的一个方面提供了范例，她认为情绪调节是一种能力，它能以社会

可容忍的、足够灵活的方式对各种情绪体验的持续需求作出反应(Cole & Jacobs, 2018)，因此，情绪调节

的概念在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中发展形成。而情绪调节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是在 1989 年，Dodge 提出情绪

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概念(朱艳新，顾虹，2012；Dodge, 1989)，他认为情绪调节是指一个反应领域的

激活作用于改变、调节或调整另一个反应领域的激活状态的过程(朱艳新，顾虹，2012；Dodge, 1989)。
1994 年，Thompson 呼吁明确情绪调节概念定义，为情绪调节提供了可操作的定义，他认为情绪调节指个

体为完成目标而进行监控、评估和修正情绪反应的内在与外在过程(Thompson, 1994)。1998 年，Gross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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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情绪调节是个体对自己经历着哪些情绪、这些情绪何时发生，以及要怎么感受和表现这些情绪的一整

套影响过程(Gross, 1998)。2007 年，王力等(王力等，2007)汉化情绪调节量表，为国内情绪调节相关研究

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有效且实用的工具。在对情绪调节概念进行分析的同时，研究者也提出了情绪调节相

关的理论模型，如 1987 年，Carstensen 提出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ST) (Carstensen et al., 1999)，即动机的生

命全程理论。该理论将人类社会目标分为知识获得目标(Acquisition of Knowledge)和情绪管理目标(Regu-
lation of Emotions)，这两类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个体所处阶段。1998 年，Gross 提出了情绪调节过程

模型，他将情绪调节分为五个过程，包括情境选择(Situation selection)、情境修正(Situation modification)、
注意分配(Attentional deployment)、认知改变(Cognitive change)和反应调整(Response modulation) (Gross, 
2002)，为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可操作的框架。 

从 1990 年开始到 2000 年关于情绪调节的发文量逐年上升，更多注重情绪调节在儿童方面的研究。 
2001~2015 年这一阶段对情绪调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绪调节策略上，如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主

要研究对象也从儿童转变到了中学生以及大学生，同时更加重视了情绪调节与抑郁、焦虑的关系或中介

作用。 
2016~2020 年这一阶段对情绪调节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者们更加关注外界环境对于情绪或情绪调

节的影响，如学业，师生关系，家庭环境等对情绪调节的影响和关系。 
2021~2025 年这一阶段逐渐开始研究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对情绪调节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更深入的

分析，如关于情绪调节与睡眠、自杀、自伤、焦虑，抑郁等研究的发文量上升。同时，在这一阶段情绪调

节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意识等得到了重视。具体起源发展流程见图 2。 
 

 
Figure 2.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emotion regulation 
图 2. 情绪调节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3.2. 老年人情绪调节概念属性 

3.2.1. 情绪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 
情绪体验通常被分为外显情绪体验和内隐情绪体验，外显情绪体验是指能被个体感知或意识到的情

绪体验，内隐情绪体验是指不容易被察觉和表达的情绪体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情绪体验又可以细

分为：愤怒、难过、懊悔、开心、失望、焦虑、抑郁，激动等。情绪体验本身就与情绪调节息息相关，情

绪体验和情绪调节互为因果，情绪体验的表达和抑制贯穿于情绪调节之中，是情绪调节的过程。研究发

现，内隐情绪体验对老年人的影响并不显著，相较于青年人，老年人能够更好的调节和控制自身的负性

情绪(陈乙嘉，岳鹏飞，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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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情绪反应(Emotional Reaction) 
情绪反应是指个人对事件或刺激的反应和感受，反应可能包括快乐、悲伤、恐惧、愤怒和厌恶等情

绪(Niedenthal & Halberstadt, 1995)。理论表明，个体对情绪刺激的反应性差异可能从婴儿期就已经存在，

比如有破坏性行为问题的儿童面对情绪控制方面的困难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于情绪反应的自主控制是较

晚才发展起来的，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化形成的(Bookhout et al., 2017)。 
美国学者 Charles 在 2010 年提出强弱整合理论(Strength and Vulnerability Integration, SAVI) (Charles, 

2010)认为老年人会利用自己预测情绪体验的优势，在情绪反应出现前选择相应情绪调节策略，即更善于

在情绪发生之前对其进行调节。SAVI 理论结合了 SST 理论(Carstensen et al., 1999)提出的生命剩余时间的

重要性，同时假设较多的生活经历为老年人提供了额外的情绪调节优势，这增加了老年人预测自我和他

人情绪的能力，从而更好地调节情绪以保持积极情绪。 

3.2.3. 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The us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情绪调节策略的复杂性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重要的维度，分别是认知层面的策略和行为层面的策略。

关于认知策略，可以分为适应性和非适应性的两种，其中，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具有关键影响力的显然就

是这些认知情绪调节方法。在由 Gross 提出(Gross, 2002)并被广泛研究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有“认知

重评”这一概念，它充当了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角色，通过改变对事件或信仰的看法，来调整个体的

心境，从而帮助更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表达抑制”则属于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经常使用它

会导致情绪修复能力差，产生更多消极情绪(彭晶等，2024)。 
在处理情绪问题时，总是在于能否战略性地评估情景与选择合适的策略，这种配对决定了调节的效

果。在面对不同的环境时，人们需要结合情境来挑选相应的策略，而这一切的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个

人的自我效能感、情绪管理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等各方面。研究发现，老年人相较于青年人会更多地使用

认知重评策略，认知重评策略可以帮助老人避免情绪上有挑战性的情况，或者如果这些情况不能避免，

则可以通过认知重构等适应性认知策略来减少其影响，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暴露于

压力源的程度通常会减少(Scheibe & Carstensen, 2010)。 

3.2.4. 行为表达(Behavioral Expression) 
行为表达指个体通过外显行为(如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语言表达、情绪表达等)来调节情绪体验的过

程(Gross, 1998)。研究指出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抑制负面情绪的行为表达(如减少争吵、掩饰愤怒) (Charles 
& Carstensen, 2010)，这可能是受到老年人认知衰退、知觉到未来时间有限、社会角色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表现出与年轻人不同的特征，以此维持社会和谐或避免冲突。 

3.3. 情绪调节相关概念 

3.3.1. 个体情绪调节 
个体情绪调节是个体对自身情绪进行管理和调控的过程，指个体影响自己所用拥有的情绪，何时拥

有情绪以及如何体验和表达情绪的过程(安莉等，2024)。 

3.3.2. 人际情绪调节 
人际情绪调节是指个体通过借助他人的支持和帮助，通过社会互动有意向影响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过

程，如寻求安慰，寻求鼓励等(安莉等，2024)。人际情绪调节根据调节目标的不同通常被分为两类：外向

型人际情绪调节和内向型人际情绪调节(董婉欣等，2024)。个体通过主动调节他人情绪的过程称为外向型

情绪调节，而个体通过与他人、社会互动以调节自身情绪的过程称为内向型情绪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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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情绪调节灵活性 
情绪调节的效果与情绪调节灵活性有关，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在不同情境下灵活选用不同的情绪调

节策略。 
由于不同研究者看待情绪调节灵活性的角度不同，因此他们对情绪调节灵活性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

情绪调节灵活性的前提是需要有情境的改变，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境灵活的选择情绪调节策略，情境的

改变和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是同步进行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深入研究情绪调节灵活性的心理和生理

机制，有助于及时诊断、预防和治疗情绪调节障碍群体的心理疾病。 
情绪调节灵活性高的个体往往具有较少的负性情绪体验(童廷婷等，2024)。情绪调节灵活性高的个体

在面对负性事件和刺激时能够灵活地选用多种情绪调节策略来改善情绪(徐锦芬，2021)。 

3.3.4. 情绪调节的过程 
在 Gross 的观点中，所谓的情绪调节，其实就是个体对自己经历着哪些情绪、这些情绪何时发生，以

及要怎么感受和表现这些情绪的一整套影响过程。换句话说，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情绪发生、体验与表

达施加影响的过程。而且呢，情绪调节也是贯穿了从情绪开始到结束这个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有

一个专门用来搞清楚这个过程的方法论——被称之为 Gross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Gross, 2002)，这是有据可

查的。 
在这一模型里，情绪调节不仅仅限于特定的片段，而是在情绪的每个生成阶段都有体现。主要包括

几个方面：像那种故意离远点或靠近某些人或事的举动叫做情景选择；改变当前环境以引发不同的情绪

属于情景修正。注意分配包括两种：注意分散和注意集中。接下来，是一种改变固有观念的大动作，即

认知改变，通过新的视角来观察曾经司空见惯的事情，其中最常被人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是认知重评。

而至于反应调整，它可以认为是一种比较后端的策略，当需要直接处理情绪生理和内心体验的时候，会

选表达抑制这种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Gross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见图 3。 
 

 
Figure 3. The process model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图 3. 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 

3.3.5.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在学术研究的早期阶段，关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是由一位叫做 Bandura 的美国学者首

次提出来的，他认为这个概念其实是描述一个人对自己调节情绪状态能力的信任感，这种自信程度涉及

到个体能够多好地处理自己的情绪(Charles, 2010)。 
对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通常被分为两类：一个是关于消极情绪表达中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当

面对挑战时，个人对控制住各种难过、生气，以及沮丧感的自信。另一类则是在成功或开心事情发生的

时候表现出来的积极情绪(杨莉萍，高石，2013)，例如快乐、热情及骄傲，这是一种允许自己真正展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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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情绪的信心得以强化的过程。然而，其中复杂性仍未完全弄清楚，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深入了解这种机制。 

3.4. 前因后果 

3.4.1. 情绪调节的前置因素 
前置因素是概念形成的必要前提。根据文献回顾，Gross和Thompson认为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是指个体通过改变自身情绪体验的产生、发展、表达、持续时间和品质等，从而对情绪反应进行加工的

过程(王小琴等，2023)。因此将情绪调节的前因归纳为三类：（1）生理因素。包括年龄，随年龄的增长，

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会降低；性别，女性情绪调节能力弱于男性，可能与女性体内激素变化有关；

个体的健康水平，如慢性病是老年人焦虑、抑郁的重要危险因素，慢性病老年人长期服用药物带来经济

上的负担以及身体的不适导致这部分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消极情绪(孙俊俊等，2019)，同时也与自评健康状

况有关，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体，负性情绪更少；疼痛，慢性疼痛会导致老年人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

(Amaro-Díaz et al., 2022)；生理机制，情绪调节过程依赖于与控制相关的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脑

岛、额下回等)与情绪加工脑区(如杏仁核、脑岛等)之间的协同作用。同时也依赖于神经递质(如多巴胺、

血清素)，神经递质分泌减少，可能会增加抑郁的风险；睡眠质量，睡眠质量差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Christopher & Facal, 2023)。2) 社会因素。包括经济问题，经济水平低的老年人相较于经济水平高的老年

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孙俊俊等，2019)；人际关系冲突，如研究发现家庭和睦会促使老年人情绪稳定；

社会角色转变，如当老年人刚退休，有可能会因为社会角色的突然转变而产生离退休综合征，更容易出

现孤独、焦虑等负性情绪(孙俊俊等，2019)；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更有能力解决情绪问题，调

控负面情绪；自然灾害、社会安全事件及公共卫生事件等。3) 心理因素。包括认知能力，社会情绪选择

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 (Carstensen et al., 1999; Carstensen, 2006)认为处于青少年至中

年期时，个体知觉到生命剩余时间充裕，知识获得目标会被放在首位，人们更愿意结识新朋友、扩大社

会圈子，努力为自己未来生活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随着年龄增长，个体觉知到未来时间从无限变有限，

当知觉到未来所剩时间非常有限时，情绪调节目标变得相对重要，人们更加注重情绪或情感的积极体验。

来自《Science》等杂志的实证研究也认为情绪调节能力增强是老年的一项标志(Rosati et al., 2020; Growney 
& English, 2023)。同时，个体社会关系网络会缩小，会更关注社会互动的质量，优先选择能提供可信赖

情感回报的亲密社会同伴，以此来增加社会关系的积极情感体验。研究表明，老年人记忆积极情绪图像

的比例与年轻人相似，但记忆消极情绪图像的比例相对较少(Charles et al., 2003)。在眼动追踪研究中同样

发现老年人对积极刺激关注相对较多，对消极刺激关注相对较少(Isaacowitz, 2012)。 

3.4.2. 老年人情绪调节的后果 
老年人情绪调节的后置影响主要包括对个人、社会及其他 3 个层面的影响。1) 个人层面。包括心理

健康和生活质量，研究发现，有效的情绪调节能够降低老年人焦虑和抑郁风险，改善心理健康状况、增

强心理弹性，提高生活质量(程梦吟等，2020)；身体健康，如积极的情绪与免疫系统功能增强成正相关，

可以降低心脑血管及慢性病的风险(Segerstrom & Sephton, 2010)；认知能力与行为模式，适应性情绪调节

策略(如认知重评、正念减压)可增强前额叶功能，减缓认知衰退，成功调节情绪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反之

则容易陷入社交退缩等非适应性行为(高可翔等，2023)。2) 社会层面。包括家庭关系，如情绪稳定的老

人更容易与家人建立和谐关系，减少代际冲突(王萍等，2017)；社交互动，如情绪调节能力强的老年人会

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从而降低孤独感(聂建亮，陈博晗，2024)；公共卫生与经济负担，如情绪调节

失败可能会增加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和公共卫生负担(Stapp et al., 2020)。3) 其他层面。包括文化传承与价

值观重塑，如老年人通过情绪调节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从而推动社会对老年价值的多元化认知(Liao et 
al.,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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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典型案例分析 

老年人对情绪过程早期干预的策略和引入/增加积极方面的策略表现出强烈的偏好。中年人更经常避

免和减少消极情况，而年轻人更经常(尽管很少)寻找或加剧消极情况(Livingstone & Isaacowitz, 2021)。因

此，老年人相较于青年人会更多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认知重评策略可以帮助老人避免情绪上有挑战性

的情况，或者如果这些情况不能避免，则可以通过认知重构等适应性认知策略来减少其影响(Scheibe & 
Carstensen, 2010)，塞翁失马就证实了这一观点。 

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运用策略改变情绪体验的效果更佳。例如，老年人可能会从注意分配

策略中获得更多的益处，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运用该策略的方式能带来更大的情绪收益，或者是因为该

策略最合适(Isaacowitz, 2022)。同时，老年人更能有效地选择情绪调节策略，将其与特定情境相匹配(Isaa-
cowitz, 2022)。 

3.6. 测评工具 

3.6.1. 情绪调节问卷(ERQ,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该量表由 Gross 编制，量表包括两个维度：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其中，认知重评有 6 个题项，表达

抑制有 4 个题项。认知重评题项包括“当我想感受一些积极的情绪(如快乐或高兴)时，我会改变自己思考

问题的角度”等，表达抑制题项包括“当感受到积极情绪时，我会很小心的不让它们表露出来”等。量表

采用 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越高。中文版量表经过王力等(王力等，2007)修
订，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6.2. 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DERS) 
该量表由 Gratz 和 Roemer 编制，共 36 个项目，包含情绪知觉、情绪反应、情绪接受、策略使用、

冲动控制、目标行为等 6 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5 点记分(1 表示“从不”，5 表示“总是”)，得分越高，

老年人情绪调节越困难。 

3.7. 老年人情绪调节的概念框架 

通过对文献梳理分析，发现老年人几乎每天都接触到可能引发情绪的刺激，但老年人能够通过内部

过程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因此本研究将老年人情绪调节定义为：在情绪目标的指引下，由于生理、社会、

心理等因素使老年人对某一事件产生情绪体验、情绪反应、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和行为表达，此过程会

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关系、价值重塑。概念框架见图 4。 
 

 
Figure 4.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older adults 
图 4. 老年人情绪调节概念框架 

4. 小结 

本研究应用 Rodgers 概念分析法，进一步明确了老年人情绪调节的起源与发展、概念属性、相关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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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前置因素、后置影响、典型案例，并构建了老年人情绪调节的概念框架。提出情绪调节概念内涵为：

由于生理、社会、心理等因素使老年人对某一事件产生情绪体验、情绪反应、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和行

为表达，此过程会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关系、价值重塑。面对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对情绪支持

的需要，未来我们应着眼于探讨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情绪需求，以及不同老年人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

对老年人情绪调节过程加以干预。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更善于在情绪发生早期通过注意转移来调节内

部情绪反应，也更易关注积极信息(Wolfe et al., 2022)，因此未来我们可以在注意分配环节对老年人施加

干预，以此改善老年人情绪健康。尽管我们越来越重视老年人情绪调节问题，但相关的研究还有些存在

争议的地方，因此关于老年人情绪调节的概念分析有待进一步完善，未来还需结合本研究所提出的情绪

调节概念内涵深入挖掘其影响因素，明确各因素间的关联，为改善老年人情绪健康提供依据，进而有效

地预防和减少老年人情绪调节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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