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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家庭环境影响因素,探讨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对策。方法　采用小学生心

理健康诊断测验( MHT )和家庭环境量表( FES)对柳州市 4所小学三、四年级 1781 名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家庭环境进行

调查, 用 SPSS 软件包统计分析。结果　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总分检出率为 4. 49% ;除恐怖倾向外,其它各因子分男生高于女

生, 两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 ; 非独生子女的学习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 3 因子得分高于独生子女,有显著性差异

( P< 0. 05) ; 三年级对人焦虑、孤独倾向、恐怖倾向 3 因子分高于四年级,有显著性差异( P< 0. 05)。四年级自责倾向、冲动倾向 2

因子分高于三年级, 有显著性差异(P < 0. 05)。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知识性、娱乐性、组织性对小

学生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 家庭环境中的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道德宗教、控制性对小学生心理健康有消极影响。结论　家庭

环境对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重要影响 ,必须重视家庭环境各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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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 o study ment al health o f the elem entar 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factor s of family envir onment w hich af-

fect the problems, and discuss the int er vening countermeasures fo r mental health of element ar y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 o use

mental health tests ( MHT ) for schoolchildren and fam ily envir onment statistics ( FES) to investig ate the mental healt h and family

env ironment of 1781 schoo lchildren of gr ade thr ee and gr ade four of four prim ary schools in L iuzhou city , and SPSS so ftwar e pack-

ages fo r stat istics. Results　4. 49% of the students suffer fr om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par t from fear trend, boy student s are

notably higher than gir l students in all the other elements (P < 0. 05) . L earning anx iety , lonely and self-disappro ving tr ends of t he

students who live in more-than-one-child families are notably higher than t ho se who live in one-child families (P < 0. 05) . P erson

anxiet y, lonely and fear trends of the 3rd g rade student s are notab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4t h gr ade ones (P< 0. 05) . Fear and

impulsiv e t rends o f the 4th gr ade students ar e notably higher than those o f t he 3rd g rade ones ( P< 0. 05) . t he plur ality of regr es-

sion analy sis show s that the degree of int imacy, expression of emo tions, know ledge, enter tainment , and o rganization of family en-

vir onment have positiv e influence on schoolchildren's m ental health while the conflict s, independence, success, morality and reli-

gious belief and cont rol of family envir onment have passive effect s on it . Conclusion　Family environment has g reat influence on

school childr en's ment al health, so it is necessary t o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factors of family env 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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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 正处于生理、心理迅速

发育的关键时期, 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对小学生进行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其影响分析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科重点研

究领域。本课题组于 2005 年对柳州市 1781 名小学生进行了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并对家庭环境因素与小学生心理健康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以柳州市 4 所小学三、四年级 1781 名小学生为

调查对象。其中男生 903 名, 女生 878名, 年龄 8～10 岁。

1. 2　方法

1. 2. 1　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　采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

学系周步成等编制《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MHT )为调查工具,

全量表由 8 个内容量表和 1个效度量表构成。8 个内容量表

分别是: 学习焦虑( A )、对人焦虑( B)、孤独倾向( C)、自责倾向

( D )、过敏倾向 ( E)、身体症状( F )、恐怖倾向 ( G )、冲动倾向

( H)。每题有“是”与“否”两个答案供选择。以各内容量表得分

≥8分及总分≥65 分界定为有心理健康问题。

1. 2. 2　小学生家庭环境的调查　采用家庭环境量表 ( FES) ,

该量表包括 90个问题, 归为 10个因子来评价家庭特征,分别

为家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

组织性、控制性等。

1. 2. 3　调查及统计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 利用团体测试方

法,由经过培训的测试员对样本进行测试,每所学校在同一时

间内完成测试, 4 所学校在一个月内完成测试。利用中科院心

理研究所《小学生心理健康诊断测验软件》及上海《惠诚心理

测试软件》进行原始数据处理,利用 SPSS10. 0 统计软件包进

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 1　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总分检出

率为 4. 49% , 各项检出率依次排序为: 学习焦虑、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自责倾向、对人焦虑、恐怖倾向、孤独倾向、冲动倾

向。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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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柳州市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

项　目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总分 65分以上 合计*

人　数 1004 214 61 389 422 398 147 39 80 1154

检出率( % ) 56. 37 12. 02 3. 42 21. 84 23. 69 22. 35 8. 25 2. 19 4. 49 64. 79

　　注: * 不含重复人数

2. 2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小学生心

理健康问题比较　除恐怖倾向外, 其它各因子分男生高于女

生, 两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 P< 0. 05) ;三年级对人焦虑、孤

独倾向、恐怖倾向 3 因子分高于四年级, 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四年级自责倾向、冲动倾向 2 因子分高于三年级,有显

著性差异( P< 0. 05) ;非独生子女的学习焦虑、孤独倾向、自

责倾向 3 因子得分高于独生子女,有显著性差异,其余因子得

分无显著性差异(P < 0. 05) ,见表 2。

　　表 2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独生子女与否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结果比较( x
-±s )

　　　　　性　别　　　　　 　　　　　年　级　　　　　 　　　是否独生子女　　　

男( n= 903) 女( n= 878) t 三年级 四年级 t 是 否 t

学习焦虑 8. 29±3. 49 7. 35±3. 51 5. 66* 7. 81±3. 58 7. 83±3. 47 -0. 12 7. 74±3. 52 8. 15±3. 57 -2. 03*

对人焦虑 4. 73±2. 52 4. 11±2. 52 5. 17* * 4. 55±2. 54 4. 29±2. 53 2. 09* 4. 38±2. 55 4. 57±2. 51 -1. 26

孤独倾向 3. 05±2. 34 2. 34±1. 99 6. 85* * 2. 88±2. 56 2. 51±2. 14 3. 57* * 2. 62±2. 21 3. 02±2. 16 -3. 12*

自责倾向 5. 44±2. 47 5. 14±2. 56 2. 46* 5. 12±2. 57 5. 47±2. 45 -3. 03 5. 23±2. 53 5. 54±2. 45 -2. 13*

过敏倾向 5. 86±2. 42 5. 23±2. 41 5. 49* * 5. 57±2. 41 5. 51±2. 45 0. 57 5. 56±2. 44 5. 50±2. 41 0. 43

身体症状 5. 44±3. 56 4. 47±3. 08 6. 08* * 5. 05±3. 50 4. 87±3. 21 1. 08 4. 90±3. 40 5. 20±3. 20 -1. 56

恐怖倾向 3. 46±2. 65 3. 58±2. 60 -0. 94 5. 05±3. 50 4. 87±3. 21 1. 08 3. 47±2. 64 3. 70±2. 59 -1. 48

冲动倾向 3. 35±2. 08 3. 00±1. 95 3. 66* 2. 96±1. 99 3. 39±2. 02 -4. 43* * 3. 19±2. 03 3. 10±2. 02 0. 81

　　注: * P< 0. 05, * * P< 0. 01

2. 3　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以小学生心

理健康各因子分为因变量, 家庭环境各因子分为自变量进行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 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知

识性、娱乐性、组织性对小学生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 这些特

征得分越高的家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越少;家庭环境中的

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道德宗教、控制性对小学生心理健康

有消极影响,这些特征得分越高的家庭,小学生心理问题发生

越多。见表 3。

　　表 3 小学生家庭环境因素各因子对心理健康各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

亲密度 情感表达 矛盾性 独立性 成功性 知识性 娱乐性 道德宗教 组织性 控制性 F P

学习焦虑 -0. 140 0. 170 0. 048 0. 163 -0. 064 -0. 054 0. 052 -0. 061 0. 072 25. 48 0. 000

对人焦虑 -0. 119 0. 192 0. 144 -0. 107 -0. 071 0. 064 40. 26 0. 000

孤独倾向 -0. 144 -0. 060 0. 172 0. 073 0. 066 -0. 099 -0. 064 0. 083 37. 97 0. 000

自责倾向 -0. 096 0. 069 0. 086 0. 144 -0. 081 0. 051 0. 077 16. 20 0. 000

过敏倾向 -0. 145 0. 133 0. 071 0. 179 -0. 080 0. 053 -0. 060 26. 74 0. 000

身体症状 -0. 073 -0. 078 0. 178 0. 067 0. 103 -0. 054 -0. 115 0. 062 31. 14 0. 000

恐怖倾向 -0. 070 -0. 063 0. 138 0. 047 0. 107 -0. 071 -0. 080 23. 21 0. 000

冲动倾向 -0. 054 0. 203 0. 058 0. 064 -0. 133 35. 77 0. 000

3　讨　论

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总分检出率为 4. 49% , 各种心理健

康问题总检出率高达 64. 79% , 远远高出国内其它学者的研

究[ 1-3] , 表明所调查的 4 所学校的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突出。

其原因可能是抽样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在家庭中享

有特殊地位。但父母的“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思想也同时给

他(她)们增加了许多心理上的压力, 生活上的关爱与学习上

苛求形成一对矛盾, 这一对矛盾对于生理发育、心理发展尚不

成熟的小学生而言, 便形成了心理冲突, 使他(她)们无法适

应[ 4]。同时父母过高的期望带来的沉重学习负担剥夺了小学

生本应快乐的童年。调查的学生几乎都在课余参加过特长班、

数奥班或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孩子没有自己娱乐的时间, 得不

到充足的休息, 不能体验到学习的快乐。也有学者研究发现:

小学三年级心理健康水平处于小学阶段的一个低谷,可能与

三年级开始出现- 些复杂的学习任务, 此时的学习任务高于

心理发展的所能承受的压力, 心理发展的相对滞后所造成

的[5]。

小学生心理健康的 8 个因子与家庭环境的 10 项家庭特

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 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情感

表达、知识性、娱乐性、组织性对小学生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

表明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承诺, 互相帮助和支持,并直接表达情

感,彼此倾听和倾诉, 家庭成员对政治、社会、智力和文化活动

的兴趣较浓,比较重视在文化知识上的积累、进步, 在家庭中

鼓励参加社交, 有一定的娱乐活动, 家庭气氛比较融洽, 在安

排家庭活动和划分责任时有比较明确的组织和结构, 家庭中

的活动有一定的计划性,这些对小学生心理发展有着良好的

影响。家庭成员之间公开表露愤怒,攻击情绪以及相互之间矛

盾对立的程度高,太强调成员的独立性,把一般性的活动如上

学或工作, 看作是成就性或竞争性的活动,过于重视伦理、宗

教和价值观,并使用固定家规和程序来安排家庭生活,则对小

学生心理发展起着消极的作用[ 6, 7]。家长心理不健康对儿童心

理发展会产生严重影响,有研究结果显示学习不良儿童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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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的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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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高中生的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采用生活方式问卷和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MHT )为测量工

具, 调查了西安市 3所中学的 320 名高中生。结果　 高中生的生活方式总体较好, 存在性别、独生子女与否、学校类型的差异。

高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在学习焦虑、恐怖倾向和孤独倾向上有性别差异。 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存在多项显著负相关。

保养、饮食和社交维度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论　高中生的生活方式是影响心理健康的外部个体因素之一。

【关键词】　高中生; 生活方式;心理健康; 心理素质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 School Students' Life Style and Mental Health. Zhang H aif ang, Chen Qingp ing, L i L i. Students

A f f air s D epartment, H ebei Polytechnic Univ er sity , Tangshan 063009, P . R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 ween high school students' life sty le and ment al health. Methods　A total

of 320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X i'an w ere tested w ith life sty le test and MHT . Results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life style is

fair ly normal. There ar e cert ain life style differ ences between boys and g ir ls, only-child and the other student s, general and key

high school students. T he high school students' ment al health is fairly w ell. There are sex differences in study anx iety, terr or

tendency and lonely tendency. L ife sty le is co rrelated negatively wit h mental health in many dim ensions. Maintenance, diet

and social contact predict high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is

influenced by t heir life style.

【Key words】　High school students; L ife sty le; Mental health; Mental diathesis

　　“生活方式”这一术语, 最初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 Max Weber)提出的, 他认为: “生活方式是人们长期受一定

文化、民族、经济、社会、风俗、规范等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生

活习惯、生活态度和生活制度, 包括个人嗜好、认知方式和业

余时间的行为活动等[ 1]”。WHO 指出,人类的健康, 60%依靠

良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2]。青少年时期是良好生活方式、

健康行为习惯建立的最佳时期, 会影响终身健康和生活质量。

高中阶段是大学生活的预备期, 稳定的生活方式延续到大学,

对于终身的健康成长有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本文对高中生

的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以期为高中生

的健康教育提供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从西安市 3 所中学的高一至高三年级随机抽取

学生 320 人,平均年龄 17. 55±0. 93岁。其中男生 164 人,女

生 156 人;高一 115 人, 高二 101人, 高三 104 人。

1. 2　研究工具

1. 2. 1　生活方式问卷[ 3]　选择 6 个分量表: 饮食、药物、锻

炼、保养、闲暇、社交。分量表在 5 分以下,总分在 30分以下属

于生活方式不健康,得分越高,越健康。在正式施测前,评估了

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 为 0. 63～0. 87,全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 84。在本研究中, 各分量表的内部一直性系数为 0. 62～

0. 75。用 Amos5. 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问卷 6 维度与数据

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等方面显

著高于正常儿童组,提示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也相对低于正

常儿童组的家长, 虽然其因果关系尚需进一步探讨, 但学习不

良儿童家长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 必将继续影响学习不良儿

童的身心健康[ 8]。

本研究结果提示: 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与其家庭

环境因素有关。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小学生心理的健康发

展, 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则是引起小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因素。

因此, 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及时化解矛盾, 营造融

洽的家庭气氛, 增加对各种知识的兴趣,培养、拓展兴趣空间,

有条不紊地安排家庭生活, 明确家庭角色功能,承担应有家庭

义务, 是提高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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