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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在线英语写作同伴互评的情绪体验及情绪调节策略研究 

王 鹏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吉林 

【摘要】随着在线教育的发展，在线英语写作同伴互评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在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的同时，也对学生的情绪体验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 Peerceptiv 平台在线

英语写作同伴互评中学生的情绪体验。通过对英语国家概况课中 60 名英语专业本科生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

谈，分析了他们在互评过程中的情绪变化，包括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积极

心理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如个人优势、幸福感和情绪调节，对在线同伴互评具有重要的作用。学生在互评

过程中能够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这对他们的写作动机和自信心有积极影响。然而，缺乏建设性的互评反

馈会引发学生的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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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f peer evaluation in online English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eng Wang 

Northeast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Jilin, Jilin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education, peer evaluation of online English writ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earning method that not only improves students' writing ability, bu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students in peer evaluation of online 
English writing on the Peerceptiv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60 English maj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course of Overview of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ir emotional changes during the peer evaluation process, including the 
express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core concept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ory, such as personal strengths, happiness,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nline peer evaluation.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more positive emotions during the peer evaluation process,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writing motivation and confidence. However, the lack of constructive peer feedback 
can trigger negative emotions among students. 

【Keywords】Positive psychology; Online English writing; Peer evalua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线二语写作

同伴互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方式，逐渐受到了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表明，在线同伴互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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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提升学生的读者意识，强化写作技巧，并提高

文本质量和写作能力（Cho & Schunn 2007；Patchan 
et al. 2011；刘晓玲、杨高云 2008；王丽 2010；蔡基

刚 2011；高瑛等 2018）。尽管在线二语写作同伴互

评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初步的验证，但对于该过程中

学生情绪体验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现有文献多集

中于探讨同伴互评的反馈效用，较少涉及学生在互

评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情绪动态（董哲 2020；张军、

程晓龙 2020；徐锦芬、何登科 2021）。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 简称为 PP）

自引入二语习得领域以来，已成为情绪研究的重要

理论框架（李成陈 2021）。在二语写作同伴互评过

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各种复杂情绪，如焦

虑、压力、愉悦和自豪等（MacIntyre 2016；江桂英、

李成陈 2017）。研究这些情绪的生成机制及其调节

策略，不仅能够深入理解学生的情感世界，也为构

建积极的语言学习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积极心理学的理论框架 
积极心理学由 Seligman 等学者于 20 世纪末提

出，旨在探讨和研究人类的积极特质及其对心理健

康的促进作用。Fredrickson（2001）提出的“拓展—
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是积极心理

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能够拓展

个体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进而构建持久的个人资源，

如知识、社交关系和身体健康等。在教育领域，积极

心理学被广泛应用于探讨学生的学习动机、情绪体

验和学业成就。 
2.2 学业情绪与学习效果 
学业情绪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情

绪状态，包括焦虑、愉悦、自豪和疲惫等情绪（Pekrun 
& Linnenbrink-Garcia 2012）。Pekrun（2006）提出的

控制—价值理论（Control-Value Theory, CVT）是学

业情绪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认为学生的学业情绪

由他们对学习任务的控制感和价值感所决定。积极

的学业情绪，如自豪和愉悦，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

动机和认知参与度，从而促进学业成就。而消极情

绪，如焦虑和沮丧，则可能抑制学生的学习动力，甚

至导致学业失败（Fredrickson 2001; Goetz & Bieg 
2016; Oxford 2016）。在二语写作教学中，学业情绪

的作用尤为显著，尤其是在同伴互评过程中，学生

的情绪体验可能直接影响他们对反馈的接受度及其

写作表现（高瑛等 2019；梁忠庶 2020；解冰 2021）。 
2.3 在线英语写作中的同伴互评 
同伴互评作为一种协作学习模式，已在二语写

作教学中广泛应用。研究表明，同伴互评不仅能够

促进学生的写作技能发展，还能够提高他们的批判

性思维和自我反思能力。学生在互评过程中往往会

经历各种复杂情绪，如对他人评价的焦虑、对自身

表现的担忧，以及在提供反馈时的责任感。这些情

绪体验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柏宏

权、李婷 2020）。 
2.4 同伴互评的情绪调节策略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在面对情绪事件时，通过一

系列策略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反应，以达到适应性目

标的过程（Goetz & Bieg 2016）。情绪调节策略在教

育情境中尤为重要，尤其是在涉及情感互动的学习

活动中。在同伴互评中，情绪调节策略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应对互评过程中的负面情绪，如焦虑和压

力（Pekrun 2006）。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 
① 在线英语写作同伴互评过程中，学生的情

绪体验具有哪些动态特征？ 
② 积极情绪对学生的写作表现和接受同伴反

馈的态度有何影响？ 
③ 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学生在互评过程中

的情绪体验和写作质量有何作用？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某本科高校大二英语专业的 60 名学

生为研究对象。这些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英语写作

能力，并且此前参与过至少一次在线写作同伴互评

活动。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的科学性，研究

对象将通过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并被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 
3.3 课程及写作任务 
研究对象修读的英语国家概况课程每周一次，

每次两学时。写作任务为读写综合性任务，学生先

阅读一篇文化类议论文，分析其逻辑错误，再写一

篇五段式议论文批判原文观点。布置写作任务前，

教师已经在课堂讲授了议论文逻辑错误类型及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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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设计了一份包含多种情绪（如焦虑、愉

悦、自豪、压力等）的问卷。问卷采用 Likert 五级评

分制，评分范围从“1=完全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
此外，参考 Gross 和 John（2003）的情绪调节问卷

（ERQ），本研究修改并设计了一份适用于在线英

语写作情境的情绪调节策略量表，主要包括认知重

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 
3.4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实验设计的方法，以考察不同情绪

调节策略对学生情绪体验和写作表现的影响。研究

对象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将接受基

于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情绪调节策略训练，对照组则

不进行干预。 
3.5 数据收集与分析 
定量数据：情绪体验问卷和写作表现评分标准

将用于收集定量数据。通过 SPSS 统计软件，对情绪

体验、写作表现及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相关性进行

分析，并通过方差分析（ANOVA）比较实验组和对

照组的差异。 
定性数据：访谈内容将通过主题分析法进行编

码和分析，以探讨学生对同伴互评的情感反应及其

对情绪调节策略的认知与应用。 
4 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实验数据通过前测和后测问卷、写作

表现评分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收集，并对数据进行了

统计分析与主题分析。以下是研究的主要发现。 
4.1 学生情绪体验的动态变化 
4.1.1 前测结果 
大多数学生在在线英语写作同伴互评过程中经

历了多种情绪，如焦虑（平均分 3.5/5）、愉悦（平

均分 3.8/5）、自豪（平均分 3.2/5）和压力（平均分

3.7/5）。特别是对照组学生表现出较高的焦虑和压

力水平，这与他们对同伴反馈的期待和对自身表现

的担忧密切相关。 
4.1.2 后测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积极情绪（如愉悦和自豪）显著

增加，而焦虑和压力等消极情绪显著降低。例如，实

验组的愉悦平均分从前测的 3.8 上升至 4.4，而焦虑

平均分从 3.5 下降至 2.8。相比之下，对照组的情绪

变化较小，积极情绪的提升不显著，且焦虑和压力

水平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4.2 积极情绪对写作表现的影响 
4.2.1 实验组写作表现的提升 
实验组学生的写作评分从前测的平均 68 分提

高到后测的 78 分（总分 100 分）。尤其在内容完整

性、语言准确性和逻辑连贯性方面，实验组学生的

提升最为显著。这表明积极情绪不仅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写作质量，还可能激发他们在写作过程中更高

的参与度和创新性。 
4.2.2 对照组写作表现的稳定 
相比之下，对照组学生的写作评分仅从前测的

平均 69 分提高到后测的 72 分。这一结果表明，在

未接受情绪调节策略训练的情况下，对照组学生的

写作表现提升有限。结合情绪体验数据分析，可以

推测焦虑和压力等消极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

照组学生的写作进步。 
4.2.3 积极情绪与写作表现的相关性 
通过相关性分析，本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与写作

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65, p < 0.01）。
这表明愉悦、自豪等积极情绪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在

写作任务中的表现。此外，焦虑和压力等消极情绪

则与写作表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 = -0.48，p < 0.05）。
这些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情绪在学习过程中的关键作

用。 
4.3 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 
实验组学生普遍采用了认知重评策略，结果显

示该策略对积极情绪的提升和消极情绪的缓解有显

著效果。此外，积极自我对话策略也被广泛使用。通

过积极的自我对话，学生能够增强自信心，减少对

写作任务的恐惧感和抵触情绪。 
4.4 访谈结果分析 
多数学生在访谈中提到，在收到同伴反馈时，

最初感受到的往往是焦虑和不安，尤其是当反馈内

容涉及到负面评价时。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

和情绪调节，他们逐渐能够以更为积极的态度看待

反馈，并在后续写作中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验组学

生表示，认知重评和积极自我对话策略在应对负面

情绪时非常有效。对照组学生则反映，他们在面对

负面情绪时往往感到无力应对，缺乏有效的调节策

略。这使得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常常感到压力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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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集中精力完成任务。 
5 结语 
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在线

英语写作同伴互评过程中学生的情绪体验及其对写

作表现的影响。情绪在在线学习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积极情绪能够显著促进学生的写作表现，而认知重

评和积极自我对话等情绪调节策略则有效缓解了学

生在同伴互评过程中产生的焦虑和压力。在实际教

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引入情绪调节策略、营造支持

性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在线写作互评

中的情绪挑战，从而提升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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