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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职业女性应激状况调查

沈峥嵘 ’ 陈 龙 ’ 装 华 张凤 阁 张 本 马文有

摘 要 】目的 调查不同职业女性的心理应激状况
。

方法 采用 自编的社会应激事件调查量表
,

对某集团

公司的 名职业女性进行测量
,

计算不同职业女性的各因素得分并分析其心理应激源
。

结果 不同职业女性

的心理应激状况存在显著差异 卜 岁年龄组的职业女性和下岗人员心理应激最高 职业女性的心理应激源

主要为社会环境
、

工作压力和子女问题
。

结论 应帮助职业女性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

保护她们的身心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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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
,

生活节奏快
,

竞争激烈
,

人们往往感到

有压力
。

生活事件作为压力源
,

与心身健康的关系一直

受到人们的关注
。

为了研究压力
,

和 在

年提出了第一个生活事件应激量表
。

但由于人

的社会生活不同
,

压力也有特殊性
。

持刺激观点的学派

认为
,

心理压力也称心理应激
,

是一种刺激
,

是外部强

加的负担或要求
,

就是说
,

压力是一个事件或一种情

境
,

这个事件或情境影响了个体
,

并对个体存在潜在的

危害性
,

它同工程学上对压力的定义是相似的
。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

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社

会工作
,

她们不仅身处一个工作压力较大的环境
,

而且

在事业与生活的关系上也比男性面临更多的冲突和困

扰
。

据对全国 个城市 种职业群体调查
,

酒精依赖率

为
,

其中女性为 编
。

前国内外相关研究

少有报道
。

本研究旨在了解不同职业女性的心理应激

状况
,

以便帮助职业女性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

为企业

提高对职业女性的管理水平及维护她们的身心健康提

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对象 对某大型企业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原则
,

共抽

取 名女性员工为研究对象
,

按标准化程序开展现

场调查
。

样本按职业可分为 管理人员 人
、

技术人员

人
、

工人 人
、

下岗人员 人 按年龄可分为
一 岁组 人

、

礴 岁组 人
、 一 岁组

人
、 一 岁组 人 按文化程度可分为 低学历

人
、

中等学历 人
、

高学历 人 按月人均收

入可分为 低收入 月人均收入 元 人
、

中低

收入 月人均收入 元 人
、

中等收入 月人均

收入 元 人
、

中高收入 月人均收入 元

人
、

高收入 月人均收入 元及以上 人
。

方法 采用 自编社会应激事件调查量表
。

在参考国

内外有关量表 , 间的基础上
,

结合被调查公司的情况
,

编制了
”

社会应激事件调查量表
” 。

该量表包含 个

测试项 目
,

分别为社会环境
、

个人成就
、

工作变动
、

工作

压力
、

住房医疗
、

经济压力
、

社会支持
、

子女问题
、

人际

关系
、

家庭生活等 个方面的社会应激事件
,

如 “ 社

会分配不公现象对你有影响吗 ,,
“ 你有因取得工作成

就和荣誉带来的压力吗
” “ 工作调动对你有压力

吗 ” “ 你感到工作任务繁重吗 ” “ 你有住房紧张的压

墓金项 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祈工程 大 一 一 资助 项 目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 院 《 幻巧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力吗
” “

你的家庭收入维持生活周转有困难吗 ” “
你

有过工作中得不到同事配合的苦恼吗 ” “ 你有抚养子

女的压力吗 ’’ “ 你和你的上级发生过冲突吗 ” “

家庭

成员关系不和
”

等等
,

要求被试根据该事件对 自己产

生的心理影响程度做 出判断
,

记分方式由轻到重为
一

分
,

得分越高表示应激越高
。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

用 进行方差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入犯 扭 】 功 ,
,

加

职业女性心理压力应激源 见表

以 个应激源为自变量
,

压力总分为因变量进行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结果显示造成职业女性心理压力

的主要应激源分别为社会环境
、

工作压力和子女问题
。

表 心理压力应激源逐步回归分析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值

社会环境

工作压力

子女问题

结 果

职业女性压力总分及差异比较

职业女性的压力总分为 士
,

显著低于男

性的压力总分 士 拼 叱 。

以年龄
、

学历和收入水平为自变量
,

压力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

因素方差分析
,

结果显示 年龄对职业女性的压力总分

有显著影响
,

而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

不

同年龄阶段
一

岁
、

岁
、 一

岁
、 一

岁职

业女性 的压 力总分分别为 士
、

士
、

士犯
、

士
,

组间方差分析差异有显著性

卜
, ,

其中
一

岁年龄组的压力总分显

著高于其余各组
。

不同职业的女性应激事件得分比较 见表

应激源 管理人员

士

土
‘

士

上

士
,

士

士
,

‘

土

士

士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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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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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士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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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士

工人

社会环境

个人成就

工作变动

工作压力

住房医疗

经济压力

社会支持

子女问题

人际关系

家庭问题

压力总分

卜
士

士

士

士 名

土

士 月

士

土
,

土

士

下岗人员

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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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

四种职业群体中
,

管理人

员在个人成就
、

人际关系方面的应激最高 技术人员在

社会环境
、

工作变动
、

工作压力方面的应激最高 工人

在住房医疗和子女问题方面的应激最高
,

下岗人员在

经济压力方面的应激和压力总分最高 四种职业女性

在社会支持因素方面的应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讨 论

本调查结果发现从事不同职业的女性
,

其心理应

激状况差异显著
,

与 等的研究结果相似〔, ’。

本调

查还发现
, 一

岁年龄组的压力总分最大
,

这是因

为
,

女性进入 岁以后将步入更年期
,

体内雌激素水

平的逐渐减退
,

使雌激素对女性的精神保护作用下降
,

对外界刺激的敏感性增加
,

容易和外界发生冲突
,

从而引起各类心理问题的产生
。

当今是高度竞争的社

会
,

下岗
、

待岗
、

提前退休等社会因素发生在她们身上

的机会远大于其他人
,

因此更年期女性承受的各种应

激特别多
,

心理压力特别大
。

调查结果显示下岗人员的压力总分最大
,

并且在

经济压力方面的应激显著高于其他人员
,

在子女问题
、

人际关系和家庭问题等方面的应激也较高
,

这与已有

的结果一致
,

这是由于下岗后随着经济收入的下降
,

一系列日常生活问题以及家庭矛盾的出现
,

造成下岗

人员的心理应激非常高
。

调查结果显示工作压力是职业女性的主要应激源

之一
,

这与已有的结果相似阴
,

其中技术人员的工作压

力应激最高
,

且显著高于其他职业女性
。

本调查中技术

人员主要由教职人员和医务人员构成
。

有研究表明
,

教

师属于一个高压力的职业阴
,

的中小学教师认为

自己面临着较大的或很大的工作压力 有关医务人

员应激的研究表明
,

医务人员在工作方面的应激源
,

如

时刻担心工作中出现差错
、

工作量太大等是最大的应

激源
,

主要由这两个人群组成技术人员组
,

该组的工

作压力应激高于其他职业人群就可以理解了
。

有研究表明
,

良好的应对方式可降低心理应激水

平
,

而不良的应对方式可能增强应激事件的负性影响
,

积极的认知或行为的应对能减轻生活事件的影响
,

对心理健康起到积极的作用侧
。

因此
,

应通过对职业女

性心理应激状况的调查和分析
,

帮助她们正确地认识

应激事件
,

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

提高她们的心理健康

水平
,

从而也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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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地区汉
、

藏大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对比分析

海师范大学教育系民族教育心理学 魏凤英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法
,

采用症

状 自评量表 卜
,

选取青海师范大

学
、

青海大学
、

青海医学院
、

青海民族学

院四所大学学生 人作被试
,

汉藏男

女各半
。

对被试进行集体测试
,

测试使用

统一指导语
,

由被试独立填写
,

采用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

结 果

汉
、

藏大学生 各因子分均

分 的检出率由高到低分别是偏执
、

强

迫症状与忧郁
、

人际关系敏感
、

敌对
、

恐

怖
、

精神病性
、

其他
、

焦虑
、

躯体化
。

青海高原汉
、

藏大学生强迫症状因

子分存在差异 仔仗 ,

藏族大学生强

迫症状因子分高于汉族大学生
,

其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户刃
。

青海高原汉
、

藏大学生敌对因子分

男生高于女生〔户刃 精神病性因子分

男生明显高于女生 印叱 其他因子

均无差异 孙
。

青海高原汉
、

藏大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学校间差异
,

本

次调查选取的四所高校中
,

青海大学是

一所典型的理工科院校
,

青海师范大学
、

青海医学院
、

青海民族学院是兼具文
、

理

科学生的院校
。

调查结果表明
,

青海大学

与其他三所大学的差异最大
,

而其他三

所院校之间也存在差异
。

讨 论

随着高校的扩招和高校收费的增

长
,

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及潜在的学历危

机使当今大学生出现了偏执
、

忧郁等特

点
,

且普遍出现人际关系敏感问题
。

从测

试结果可看出
,

生活在青海高原的汉
、

藏

族大学生
,

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心理问

题
,

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特征
。

青海高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

加之

独特的人文
、

地理环境的影响
,

导致社会

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
。

知识经

济的挑战
,

就业形势的严峻
,

使大学生的

心理负担加重
。

而面对就业与继续深造

的选择
,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
,

与有可能

出现的
“ 一毕业

,

就失业
” 的现象

,

大学

生容易出现焦虑
、

忧郁情绪和挫折感
。

出

现这种结果
,

原因可能有很多
。

文
、

理科

学生的家庭社会背景应该是大致类似

的
,

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还是专业
,

其

中
,

文
、

理科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观念与

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占重要地位
,

还有

待于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