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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要提高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可采取以下措施: 全面开展小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辅之以个别辅导;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关注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根据小学生特点, 开展卓有成效

的心理健康教育。

关键词:小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教育建议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0845( 2007) 12- 0111- 02

收稿日期: 2007- 01- 18

基金项目:天津师范大学青年教育基金会项目 城市寄宿制

小学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 ( 52LE94)、教育部规划课题 提高小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研究 ( FBB037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董树梅( 1974- ) ,女,兰州人,讲师,从事教育科学

与小学德育研究;王雁( 1956- ) , 女, 天津人,教授,从事心理学与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素质教育稳步推进的今天, 重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

康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及关注的热点, 加强小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已势在必行。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天津市小学生为总体研究对象, 在具体实施

中,依据分层抽样的原则抽取了四所小学的四年级和五年

级的学生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周步成等编制修订的

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 为测试材料,对样本进行了调查

研究。该量表制定出全国常模, 适应我国小学四年级至高

中三年级学生,也叫焦虑测验。该量表用8 项因素反映学生

的焦虑心态,每个因素以标准分 8分为临界点, 即小于 8 分

为正常焦虑, 大于或等于8分为异常焦虑。8 项标准分的和

为学生的总焦虑分, 故总标准分临界点为 65 分(小于 65 分

为正常焦虑, 大于或等于65分为异常焦虑)。这 8项因素分

别是:学习焦虑倾向、对人焦虑倾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其中无一因素

达到或超过 8分为正常焦虑生; 至少有一个因素达到8 分或

以上的学生为异常焦虑生。

问卷调查对四所学校四年级和五年级 1024名学生以纸

笔形式在同一时间施测。并对首次测谎题大于 8 分的同学

进行了重测, 回收统计之后有效问卷为 1001份。

对于回收的问卷使用 SPSSl 1.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形成对天津市小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的认识。

三、结果与分析

1 小学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的调查结果

表 1 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统计结果

因子 人数
正常焦虑生

( % )

异常焦虑生

(检出率% )

总标准分 65分

(检出率% )

男生 521 308( 59. 12) 213( 40. 88) 52(9. 98)

女生 480 300( 32. 50) 180( 37. 50) 49(10. 21)

四年级 508 302( 59. 45) 206( 40. 55) 61(12. 01)

五年级 493 306( 62. 07) 187( 37. 93) 50(10. 14)

合计 1001 608( 60. 74) 393( 39. 26) 11l( 11. 09)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总体还是分性别与

年级, 异常焦虑生的检出率都是比较高的。这些数据提醒

我们:必须关注如此普遍的小学生焦虑现象。从理论上讲,

必须为这些检出的异常焦虑生制订特别的个人指导计划进

行干预,改变这些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不适应行为。

2 小学生心理健康各分量表调查结果

表 2 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项统计结果

因子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分 标准分
异常焦虑生

(检出率% )
排位

学习焦虑倾向 0 10 4. 48 2. 180 73( 7. 29) 6

对人焦虑倾向 1 11 4. 91 2. 112 121( 12. 09) 5

孤独倾向 1 11 3. 24 2. 013 49( 4. 90) 8

自责倾向 0 10 4. 26 2. 077 64( 6. 39) 7

过敏倾向 0 10 5. 14 2. 206 186( 18. 58) 2

身体症状 1 13 4. 84 2. 333 140( 13. 99) 3

恐怖倾向 2 11 4. 92 2. 133 124( 12. 39) 4

冲动倾向 3 12 5. 76 2. 138 187( 18. 68) 1

总标准分 21 96 48. 80 12. 145 111( 11. 09)

表 2是对各分内容量表所做的统计,样本的大体情况比

较明晰地展示在表中, 从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栏我们可

以看出学生内部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又尤以总标准分的

差异值得我们去关注。在被调查样本中, 总标准分中的最

低分为 21分, 而最高分高达 96 分, 同时 12. 145的标准差进

一步证实了学生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 而处于高分端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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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强焦虑学生是我们必须给予更多甚至特殊关照的,因此,

只用团体辅导帮助这些学生是明显不足的, 辅之以个别辅

导就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样本总标准分的平均数 48. 80 明

显高于正常焦虑水平( 24. 284- 8. 2) , 因此, 又进一步证实了

当今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这个事实, 说明了对小

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从各分量表的检出率我们看到, 小学生的心理焦虑主

要表现在冲动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对人焦

虑倾向五方面, 其中又以冲动倾向和过敏倾向最为突出。

而普遍被认为是学生心理焦虑来源的学习焦虑则排在较后

的位置。这与近年来教育界认为学生的心理焦虑并非主要

在学习,而是表现在自信心、情绪控制等方面是一致的。由

此, 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对学生非智力因素培养的重要性, 这

对于矫正应试教育的错误做法也是很有助益的。

3 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性别差异比较

表 3 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性别差异统计结果

因子
男( n= 521)

x

女( n= 480)

x
t

冲动倾向 5. 9l 5. 58 5. 225* * *

恐怖倾向 4. 77 5. 08 - 4. 919* * *

自责倾向 4. 32 4. 19 2. 150* *

孤独倾向 3. 48 2. 98 8. 461* * *

注: * * 表示 P 0. 05. * * * 表示P< 0. 001

经过统计分析, 男女生在冲动倾向、恐怖倾向、自责倾

向和孤独倾向四因素间存在显著差异。冲动倾向间的性别

差异与学龄期学生在情绪上的性别差异是吻合的: 女生比

较容易悲观、消沉和伤心, 更容易表现出恐惧和焦虑; 而男

生的情绪表现强烈, 更容易将愤怒的情绪表现出来, 如生气

和发火。因此,男女生在冲动倾向上平均数都较高, 而男生

表现的更为突出。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 家长对于独生子

女的娇养和过分照料都会使孩子形成依赖心强、缺乏独立

性的性格, 很容易在自己不熟悉的环境中感到恐惧, 调查也

向我们展示了学生的恐怖倾向的状况。通过分析, 在恐怖

倾向上存在的性别差异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性格、教养方式

和社会期望所造就的性别特征, 女生比男生胆小, 容易恐

惧; 二是由于女性进入青春期比男性要早1~ 2年,再加上社

会生活条件和身体状况的不断改善, 普遍表现为进入青春

期的年龄提前,因此,四五年级的女生已陆续进入青春发育

期, 生理上的突然变化使女生变得害羞、缺乏自信、紧张、焦

虑。自责倾向生成的机制是这样的: 孩子依赖父母(教师)

父母(教师)严厉惩罚孩子 孩子对父母抱有敌意; 当这

种敌意表现出来时, 父母(教师)越发严厉地惩罚孩子 孩

子失去了憎恨的目标 自责倾向形成。男生自责倾向要高

于女生,是和社会对小学生的评价紧密相关的。在当今不

管是父母或教师,甚至是社会其他人员对好孩子、好学生评

价标准首当其冲就是学习好、听话等。众所周知, 女生在小

学阶段较之男生生理早熟以及性格乖巧, 女生学习成绩普

遍要优于男生, 因此,常人眼里女生更符合好学生的标准,

而很多男孩就会因此被父母和教师责备或惩罚,长此以往,

男生就会产生自责, 严重的就会形成自责倾向。开放精神

趋向是现代儿童的时代特征之一, 也就表现为男女生孤独

倾向的总标准分都较低, 但他们内部依然存在性别差异。

许多研究都发现: 男孩比较独断、好胜, 并往往表现为攻击

性;而女孩更乐于助人, 更具利他性, 她们更易于与同伴和

家长分享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男女不同的语言交流方式也

会对他们的人际交往产生影响。因此, 女生更合群, 男生则

更独立,也就表现为男生比女生更多地感受到孤独。

所以针对性别特征进行心理辅导也是很有必要的。但

同时, 统计中男女生在总标准分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说

明小学生整体状况并没有性别上的差异, 所以可以进行心

理健康教育的整体设计,但必须注意性别敏感性, 应意识到

性别可能是一部分学生的学校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在一

些细节之处关注性别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4 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年级差异比较

表 4 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年级差异统计结果

因子
四年级( n= 508)

X

五年级(n= 193)

X
t

过敏倾向 5. 39 4. 93 7. 063* * *

恐怖倾向 5. 10 4. 77 5. 154* * *

对人焦虑倾向 5. 06 4. 79 4. 267* * *

自责倾向 4. 41 4. 14 4. 334* * *

孤独倾向 3. 47 3. 06 6. 945* * *

总标准分 49. 71 48. 05 4. 589* * *

注: * * 表示 P 0. 05. * * * 表示 P< 0. 001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敏倾向、恐怖倾向、对人焦

虑倾向、自责倾向和孤独倾向五项因素以及总标准分之间

都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年级差异, 而且四年级的均值都

要高于五年级, 说明四年级学生的焦虑倾向要普遍高于五

年级。这一现象在对小学生心理的各项研究中都能找到合

理的解释。如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研究发现儿童期创造性

思维发展的一般进程: 一二年级直线上升; 三四年级出现低

谷;五六年级回升。另外还有很多对学龄期儿童所做的研

究也证实四年级的儿童在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等

方面都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和转折期。在这个关键期, 学生

开始进入青春初期, 生理的巨大变化, 使他们产生畏惧、羞

涩、紧张等情绪,尤其是在得不到成人的正确指导和帮助的

情况下,更使他们不知所措,自然会产生焦虑的倾向。同时

生理的变化也会带来一些心理的变化。因此, 必须对四年

级这个关键期的学生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指导。

四、思考与建议

经过调查和分析,针对当前天津市小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提出几点建议。

1 全面开展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促进小学生健康成

长。

2 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辅导, 促进小学生全面成长。

3 关注小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变化和发展, 促进小学生

个性的发展。

4 依据小学生的特点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促进小学生

主动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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