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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学生高考焦虑状况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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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处于高考前的 283 名高三学生的焦虑状况进行调查。方法 　采用自编的高考焦虑问卷对

283 名高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 高三考生在高考焦虑的来源和心理表现上存在轻度问题 , 在高考焦

虑的躯体反应水平上则不存在明显的问题。(2) 男女生在高考焦虑的来源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 其中女生在焦

虑来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3) 对来自应届重点班、应届普通班和复读班不同背景的考生的焦虑状况进行

比较 , 结果表明这三类考生在高考焦虑的来源、心理表现和躯体表现上均没有显著的差异。结论 　高三学生存

在一定程度的高考考前焦虑 , 需要开展相应的心理辅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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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焦虑问题一直是困扰学生的一个较为普遍

的心理问题 , 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1 - 2 ] 。考试焦

虑是在应试情景刺激下受个体的认知评价、人格特

点等影响所产生的以对考试成败的担忧和情绪紧张

为主要特征的心理反应状态。适度的考试焦虑可以

激发大脑处于一定的兴奋水平 , 使考生体验到轻度

的不安和忧虑 , 进而提高注意力水平 , 思维敏捷灵

活 , 有助于提高复习和考试效果。但过度的考试焦

虑则容易使人变得烦躁不安、心慌意乱 , 记忆阻

滞 , 思维阻滞 , 并伴随有一系列的生理变化 , 如心

跳加快、呼吸急促等 , 这种身心变化 , 可严重影响

考试成绩。高考作为一项重大的选拔性考试 , 其意

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 国内有关学生考试焦虑的研

究多集中在普通考试上 , 专门针对高三学生系统开

展的高考焦虑问题研究则不多 [3 ] 。王极盛在对

1999 年、2000 年、2001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共 200 位省级高考状元进行访谈时发现 , 高

考前和高考中的心态对高考成功是比较重要的影响

因素[4 ] 。因此 , 开展高考焦虑问题的系统的实证

性研究将对指导、调节考生的焦虑状况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使用自编的高考焦虑量表

对处于高考前夕的高三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 目的

在于全面了解把握高三学生的高考焦虑状况 , 从而

为缓解、调节高三学生的高考焦虑问题提供有益的

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洛阳市 3 所普通中学高三学生 285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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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被试 283 人 , 其中男生 149 人 , 女生 134 人。

1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 , 测评工具为高考焦

虑问卷 (另有专文阐述) 。本问卷由 35 个项目组

成 , 采用五级评分 , 从 1～5 分别表示无、轻度、

中度、偏重、严重。问卷包括焦虑的心理表现、来

源、躯体表现 3 个因子。焦虑的心理表现指高考前

焦虑的心理反应 , 如心情烦躁、心慌意乱等。焦虑

的来源主要包括对考试后果的担忧 , 如怕考不好对

不起父母、老师、怕影响前途等导致高考焦虑产生

的原因。焦虑的躯体表现指高考前焦虑的躯体表

现 , 如头疼、恶心、唇焦舌燥等身体上的反应。总

量表的 a 系数为 019476 , Spearman2Brown 分半信

度为 018864 , Guttman 分半信度为 018863。三个

分量 表 的 a 系 数 分 别 为 : 019153 , 019097 ,

017225 , Spearman2Brown 分半信度分别为 018913、

019114、016733。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在 01473～

01738 之间 , 低于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01663 ～

01936 , 表明结构效度较高。因素分析结构与编制

问卷时的最初构想基本一致 , 从而表明本问卷的结

构效度也较好。

在高考前半个月左右进行集体施测 , 收集的数

据使用 SPSS 10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

2 　结果

211 　高三学生高考焦虑的基本状况 　考生在高考

焦虑的心理表现和焦虑来源方面的整体得分均高于

2 分 , 即表现出轻度水平问题。而在高考焦虑的躯

体反映上 , 考生表现出的整体焦虑水平不高 , 在轻

度水平以下。在高考焦虑的心理表现上存在问题的

学生比例为 4319 % , 其中 , 轻度问题的学生比例

为 3114 % , 中度问题的学生比例为 1118 % , 严重

问题的学生比例为 710 %。在高考焦虑的来源方面

存在问题的学生比例为 5314 % , 其中轻度问题

4010 % , 中度问题 1211 % , 重度问题 4 %。在高考

焦虑的躯体表现方面 , 有 1816 %的学生存在问题 ,

其中有轻度问题的学生比例为 1416 % , 中度问题

的学生比例为 316 % , 重度的只占 410 %。

表 1 　被试在 3 个因子得分的频率分布

百分比 ( %) 1～1199 分 2～2199 分 3～3199 分 4～5 分

焦虑心理表现 5611 3114 1118 017

焦虑来源 4715 4010 1211 014

焦虑躯体表现 8114 1416 316 014

212 　高考焦虑状况的性别差异比较 　男女生在高

考焦虑上的性别比较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见 , 男

女生在高考焦虑的来源方面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 ,

其中女生在高考焦虑来源上的得分情况显著高于男

生的得分。

表 2 　男女生在各因子上的平均数差异比较

性　别 焦虑心理表现 焦虑来源 焦虑躯体表现

男生 (n = 149) 1194 ±0171 2101 ±0166 1147 ±0162

女生 (n = 134) 2107 ±0168 2129 ±0166 3 1145 ±0155

　　注 : 3 P < 0101

213 　高考焦虑的考生类型比较 　对来自应届重点

班、应届普通班和复读班的考生在高考焦虑问卷上

的得分进行差异比较 , 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见这

三类考生在高考焦虑的 3 个因子上不存在显著的差

异。

表 3 　不同类型的考生在各因子上的差异比较

考生类型 例数 焦虑心理表现 焦虑来源 焦虑躯体表现

应届重点班学生 126 1192 ±0169 2110 ±0167 1141 ±0151

应届普通班学生 90 2113 ±0168 2119 ±0169 1156 ±0163

复读班学生 64 2100 ±0168 2113 ±0162 1145 ±0165

F 2124 0150 1178

P 01108 01607 01170

3 　讨论

311 　高三学生高考焦虑的基本状况 　高考焦虑是

一个较为普遍的心理问题 , 但是国内据此展开的系

统的实证性研究则不是很多。本研究针对我国高考

的实际情况编写了高考焦虑问卷并对其进行了信度

和效度的初步检验 , 以便能对高考焦虑问题有一个

全面准确的量化测评和把握。研究结果表明 , 从总

体上来看 , 高三考生在高考焦虑的来源和心理表现

上都存在轻度的问题 , 表现在平均得分在 2 分以

上 , 不过他们在高考焦虑的躯体反应水平上则不存

在明显的问题 , 平均得分在 2 分以下 , 这与王少华

对中学生焦虑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2 ] 。高考焦虑

虽然在个体的心理和躯体上都会有所表现 , 但由本

研究结果可见 , 高三考生的焦虑在心理上的表现更

为明显和突出一些 , 因此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考前的

心理调节显得十分重要。

对考生在 3 个高考焦虑各因子上的得分情况进

行频率分析 , 由结果可知超过半数的考生在焦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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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方面存在问题 , 表现为过多的考虑高考失利后的

不良后果 , 把高考视为一种负担 , 这些不良的认知

直接导致焦虑的心理和躯体表现的产生。与此相应

的是 , 担心、注意力不集中等焦虑的种种心理反应

也在将近半数的学生中有着或轻或重的表现 , 具体

为焦虑心理表现的检出率为 4319 % , 轻度问题的

学生比例为 3114 % , 中度问题的学生比例为

1118 % , 严重问题的学生比例为 710 %。在高考焦

虑的躯体表现方面 , 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问题 , 有

1816 %的学生存在问题 , 其中有轻度问题的学生比

例为 1416 % , 中度问题的学生比例为 316 % , 重度

的只占 410 %。由上述结果综合可看 , 高考焦虑是

困扰高三学生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心理问题 , 因此高

度重视并大力开展高考焦虑的心理辅导工作就显得

尤为重要和迫切。

312 　高考焦虑的性别差异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 ,

女生在高考焦虑的来源方面表现出比男生更为严重

的倾向 , 也就是说与男生相比 , 女生对高考失利的

不良后果考虑得更多 , 把高考看得更重 , 对自己的

应考能力不太自信 , 体验到的来自社会、家庭、老

师和自身的考试压力来源更多一些。这一结果与以

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5 - 6 ] 。这可能与女生情感

细腻 , 对自身的不自信及具有较高的特质焦虑有

关。因此 , 高三女生的考前焦虑辅导工作应是学校

高考工作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方面。

313 　高考焦虑的考生类型比较 　对来自应届重点

班、应届普通班和复读班不同背景的考生的高考焦

虑状况进行比较 , 结果表明这三类考生在高考焦虑

的来源、心理表现和躯体表现上均没有显著的差

异。魏心对高中生考试焦虑及相关因素的调查也发

现 , 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焦虑的检出率并没有显

著差异[7 ] 。由此可知 , 高考对学生的影响作用普

遍且重大 , 不管考生的学习背景、基础如何 , 高考

都可能会对考生产生较大的影响作用。这一结果也

进一步表明高考焦虑具有普遍性和广泛的影响力的

特点 , 需要引起教育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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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市社区健康教育经验交流与培训会议在杭州召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于 2006 年 5 月 9～12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健

康教育经验交流与培训会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胡俊峰副所长到会并讲话 , 浙江省卫生

厅疾病控制处林绍斌调研员、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哨寅、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海青主任到会

祝贺。来自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60 余位社区健康教育的专业人

员和 40 余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主要有 3 项内容 : ①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

学院的钮文异教授、吕姿之教授、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张晓林主任医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

所胡俊峰教授、孙建国研究员 , 分别就怎样做好社区健康的传播、社区健康教育诊断、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健康教育效果评价、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健康教育的进展等内容进行了精彩讲座 ; ②来自全国各地的部分代

表进行了健康教育工作的经验交流 ; ③会议代表到杭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现场考察健康教育工作。

(张 　刚 　孙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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