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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考察大连市中学生面临的主要应激生活事件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 采用自编的青少年生活

事件量表、SCL- 90 对大连市 1024 名初一至高三的中学生进行了测查。结果 : ①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大连市中学生

目前面临的生活事件可以分为学业压力、学校人际关系问题、异性关系、与父母沟通不良、家庭经济困难、家庭重大

变故和社会事件七种类型 ; ② 方差检验表明 , 在家庭重大变故、学业压力、家庭经济困难、异性关系问题和社会事件

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P<0.01- 0.05), 在学校人际关系问题、与父母沟通不良、异性关系问题和社会事件上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P<0.01- 0.05), 在学校人际关系问题和家庭经济困难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和性别交互作用(P<0.01- 0.05); ③

生活事件的类型与心理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的对应关系。结论 : 大连市中学生面临的应激生活事件可以分为与家庭、

学校和社会有关的七种类型 , 并存在一定的年级和性别差异 ; 不同类型的生活事件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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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yles of adolescents’life events and mental health.

Methods: 1024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Dalian were tested with the scale of adolescent life events and SCL- 90. Re-

sults: ①With exploring factor analysis, there were seven style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Dalian,

which were study press, interpersonal problems, sexual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family poverty, family

accident and social event. ②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ife events of study press, family accident, family

poverty, sexu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event among different grades, and significant sexual differences in the life events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sexu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even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rade-

and- sex interaction in the life events of interpersonal problems and family poverty. ③With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it was

shown that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would predict different problems of mental health. Conclusion: It is

compartmentalized to seven style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related to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Different style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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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是应激源的一种, 指的是个体在日常

生活中经历的各种紧张性刺激, 它极易形成负面的

应激反应并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破坏性 [1]。中学

阶段的个体正面临着社会、认知、情绪和身体的快速

变化, 这些变化使得青少年与外界发生冲突的可能

性加大, 从而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2]。因而

研究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就显得尤为重要。早期

的研究发现, 应激源与某些疾病有密切的联系, 同一

类型的应激源对于不同疾病的影响程度不同[3- 5]。但

是, 目前对于中学生应激生活事件的分类并没有达

成一致, 而且也很少有研究者对应激生活事件的类

型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因此, 本

研究将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大连市五所中学初一至高三进行整群随机抽

样, 共 1024 人 , 平均年龄 15.7±1.87 岁。其中男生 :

初一 84 人, 初二 89 人, 初三 94 人, 高一 83 人, 高二

71 人 , 高三 83 人; 女生: 初一 82 人 , 初二 93 人 , 初

三 88 人, 高一 75 人, 高二 99 人, 高三 83 人。

1.2 测评工具

1.2.1 中学生应激生活事件量表 根据青少年生活

事件量表( ASLEC) [6]修订而成, 一共 52 个项目, 要求

被试在每个项目上根据事件对自己的 影响程度 作

“没有”、“较小”、“一般”、“较大”和“严重”的 5 级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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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症状自评量表 ( SCL- 90) 一共 90 道题目 ,

分为焦虑、抑郁、人际敏感性、强迫、精神病性、敌意、

躯体化、偏执、恐惧 9 个维度[7]。

1.3 程序

团体施测。统计分析采用 SPSS13.0 完成。

2 结 果

2.1 大连市中学生的应激生活事件类型

KMO (0.919) 和 Bartlett 球性检验 (P<0.001) 结

果表明, 中学生应激生活事件量表各项目之间存在

明显相关, 可能共享潜在因素, 所以对该问卷进行了

因素分析。删除因子负荷小于 0.30 的 5 个项目 , 得

到 7 个因子, 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0.80- 0.89。

从表 1 可以看出, 大连市中学生目前面临的主

要应激生活事件可以分为七种类型, 其中学校人际

关系问题、学业压力及异性关系问题都是与学校有

关的应激源, 而家庭重大变故、与父母沟通不良和家

庭经济困难都是与家庭有关的应激源, 社会事件相

对比较独立。

表 1 大连市中学生应激生活事件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

注 : 因素抽取方法 : 主成分分析法 ; 旋转方法: 最大方差法。

2.2 应激生活事件的年级和性别差异

方差检验结果表明: 在家庭重大变故、学业压

力、家庭经济困难、异性关系问题和社会事件这五类

应激生活事件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在学校人际

关系问题、与父母沟通不良、异性关系问题和社会事

件这四类应激生活事件上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

在学校人际关系问题和家庭经济困难上存在显著的

年级和性别交互作用。

附图 应激生活事件、心理症状的对应分析结果

2.3 中学生应激生活事件和心理问题之间的关系

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 是一种变量

降维分析方法 , 主要用于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和同

一变量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并借助图形直观地

表示变量或分类间的对应关系[8]。从附图可以看出,

不同类型的应激生活事 件对应的心 理症状有所 不

同。

3 讨 论

对生活事件这一应激源的研究将其分为重大事

故和日常烦恼两方面, 以往对中学生的研究更多的

集中在后者, 例如: 郑全全等人将中学生的应激源分

为学习压力、教师压力、家庭环境压力、父母管教方

式压力、同学朋友压力、社会文化压力、自我身心压

力七类[9]; 于欣欣等人又将其分为学校教育、人际关

系、学业、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五类[10]。在本研究中 ,

既考虑了重大生活事件( 如亲友病故、父母离婚等)

也保留了日常烦恼的大多数事件( 例如与同学争吵、

作业太多等) , 因此得出的应激生活事件类型可能更

为全面。大连市中学生面临的应激生活事件可以分

表 2 应激生活事件的年级和性别差异( x±s )

注: *P<0.05, **P<0.01; 生活事件“1=学校人际关系问题, 2=家庭重大变故, 3=学业压力, 4=与父母沟通不良, 5=家庭经济困难, 6=异性关系, 7=社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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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业压力、学校人际关系问题、异性关系、与父母

沟通不良、家庭经济困难、家庭重大变故和社会事件

七种类型 , 也就是说 , 中学生的压力主要来自学校、

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 , 这与 Seiffge- Krenke 的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5]。

本研究发现, 与父母沟通不良、学校人际关系问

题这两类应激源没有年级差异, 说明它们对中学生

的影响比较稳定。学业压力随着年级的增长呈现出

明显上升的趋势, 尤其是初三和高三阶段的中学生

感受到更多来自学习的压力, 这可能跟中国目前的

应试教育有关系。来自异性关系方面的压力从初一

到高一呈现上升趋势, 在高一阶段达到最高, 随后下

降。这主要与中学生的生理发育有关, 初一到高一正

是青春期发育的关键期, 第二性征逐渐发育成熟, 如

何正确地对处理和异性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学生面临

的首要问题 ; 但是到了高二、高三 , 由于学业压力的

加大, 这方面被压抑, 所以反倒呈现出下降趋势。家

庭经济困难、家庭重大变故、社会事件都随着年级增

长呈现上升趋势, 表明高年级的中学生对来自家庭

和社会方面的压力感受更为强烈, 这可能是因为高

年级的个体思想更为成熟, 开始从自我关注逐步转

向对外界的关注。另外, 研究也发现, 女生在学校人

际关系问题、异性关系、与父母沟通不良上感受到的

压力远远低于男生, 而男生在社会负面事件上感受

的压力要更高。原因可能是由男性和女性的先天特

质所决定的, 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具有更好地表达能

力、更善于 沟通 [11], 前 三 类 应 激 源 都 与 人 际 交 往 有

关, 所以女生可能会比较少地感知到来自这些方面

的压力。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出不同类型的应激生活事件

与心理症状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发现, 来自学校人

际关系和异性关系方面的压力会更多地引发出人际

敏感性、精神病性和偏执方面的心理问题, 学业压力

和家庭经济困难会引发更多的抑郁和焦虑情绪 , 来

自与父母沟通和社会负面事件方面的压力会引发更

多地恐惧和敌意行为, 而家庭重大变故会导致出现

更多躯体化方面的问题。这种对应关系有助于心理

辅导者更好地“对症下药”, 既可以根据中学生已经

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反推个体可能遇到了哪些应激

事件、追溯源头, 也可以在中学生遇到具体应激事件

时采取对应的措施, 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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