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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采用中科院心理所提供的 《民众心理和谐量表》对唐山 317位市民进行了调查。唐山市民的心理和

谐平均分为 3175, 与全国民众平均水平相比 , 唐山市民的自我状态、人际关系 , 尤其是家庭氛围的和谐程度高一些 ( P

< 0105) , 而社会态度明显低于全国水平 ( P < 0101)。进而得出结论 : 汶川地震对唐山人们的心理和谐造成了一定影

响 , 主要体现在社会态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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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和谐是指个体在处理自我、家庭、人际和社会问

题过程中的主观体验和感受 , 包含四个成分 : 第一是自我

状态 , 指的是个体对生活、工作、个性特征、情绪情感等

的感受或体验 ; 第二是家庭氛围 , 指的是个体对家庭生活

中的氛围和成员之间关系的感受和评价 ; 第三是人际关

系 , 指的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认知和评价 ; 第四

是社会态度 , 指的是个体对社会现象的评价。在心理和谐

的四个成分中 , 自我状态是心理和谐的基础 , 家庭氛围是

保障 , 人际关系是心理状态的促进和提升因素 , 社会态度

是心理和谐的综合体现。

“5·12”汶川大地震 , 将 32年前惨烈的一幕又呈现

在唐山人的眼前 , 唤醒了深埋已久的伤痛。那场突如其来

的灾难 , 在唐山人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汶川大

地震作为一个强度极大的应激事件 , 对唐山人的心理和谐

是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

研究拟通过中科院心理所提供的 《民众心理和谐量表 》

对唐山市民进行调查 , 以了解唐山市民的心理和谐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1　调查对象

唐山民众 317 人 , 平均年龄 40179 岁 (标准差为

12183) , 年龄最大的是 74岁 , 最小的是 19岁。

112　调查工具

采用中科院国民心理和谐指数项目研究小组研发的

《心理和谐量表 》, 量表采用李克特 5点量表进行评估 ,

其中 1分代表 “非常不和谐 ”, 2分代表 “比较不和谐 ”,

3分代表 “不确定 ”, 4分代表 “比较和谐 ”, 5分代表

“非常和谐 ”。量表包括 4个成分 , 即自我状态、家庭氛

围、人际关系和社会态度。总体平均分和每个成分的平均

分反映了心理和谐的程度 , 低于 3分表示心理和谐程度

低 ; 3～4分表示心理和谐程度尚可 , 但需提高 ; 4分以上

表示心理和谐程度较高。

113　调查过程

2008年 6月底 , 在唐山市人流量较大的某商场门口 ,

给市民 (要求是唐山本地人 , 外地人需在唐山居住一年以

上 ) 发放量表 , 并安排到安静地点作答 , 采取不记名的方

式 , 答完后当场收回 , 回收数据采用 SPSS统计软件处理。

2　研究结果与分析与讨论

211　唐山市民众心理和谐总分总体描述

在所测查的人群中 , 有超过 1 /4 (2612% ) 的人心理和

谐程度较高 , 得分在 4分以上 ; 大多数 (7010% ) 人处于心

理和谐程度尚可 , 但需提高的水平 , 应大力促使这部分民众

的心理和谐提高 , 使之达到比较和谐的水平 , 从而促进全民

心理和谐度的提高 ; 除此之外 , 另有 318%的人得分在 3分

以下 , 是心理不和谐的 , 这部分人可能会转化为影响社会稳

定的人群 , 对他们应予以特别的关注 , 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心

理或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 , 提高其心理和谐水平。

212　唐山市民与全国民众心理和谐的得分比较

唐山市民的心理和谐总分的平均分为 3175, 处于尚

可接受 , 仍需提高的水平 , 这说明唐山市民的心理和谐程

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由 t检验的结果可知 , 与全国民

众心理和谐的平均水平相比 , 唐山市民总体心理和谐程度

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 P > 0105) , 而自我状态、家庭氛

围、人际关系得分均高一些 , 社会态度得分低一些 , 这些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1)。这表明唐山市民对

自我、家庭及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感受和体验都是较好

的 , 而社会态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这可能是由于汶

川大地震的影响。

213　汶川大地震对唐山市民心理和谐的影响

本次的调查时间为 2008年 6月底 , “5·12”汶川大

地震作为一个大的应激事件对唐山市民心理的巨大影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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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高校图书馆人对危机
管理认知的调查分析

代　言

(长春工业大学　图书馆 ,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 作为信息资源汇集、人流和设备密集的高校图书馆 , 各种危机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大 , 这就需要进行危机

管理。图书馆危机管理是指图书馆人对图书馆运行过程当中可能的和现实的危机 , 从事前预测防范到事中控制处理最后

到事后善后复原的全过程的、连续的管理过程。那么 , 图书馆人就是整个危机管理的核心。本文就是通过长春市高校图

书馆人对危机管理认知的调查分析 , 找到优化长春市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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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调查采用了问卷的形式 , 共 20道题 , 从长春市

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现状 , 长春市高校图书馆人对危机

管理认知的状况 , 长春市高校图书馆人对危机管理认知与

危机管理现状相关性分析三大方面进行的。调查于 2008

年 10月起至 2008年 12月止 , 随机抽取长春市高校图书

馆人进行调查 , 共收集答卷 230份 , 其中有效答卷 200

份 , 使用 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1　长春市高校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现状

111　缺少常设危机管理组织机构

长期以来 , 长春市高校图书馆都没有设立一个长期

的、专职的危机管理组织机构。当危机来临并造成一定的

灾难后 , 图书馆馆领导层才紧急召集各部主任 , 然后发动

其他工作人员着手应对危机 , 当危机缓解之后 , 就撤销、

解散临时工作组和指挥部 , 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各自归位

了 , 根本没有一个长效性的组织机构或管理人员随时进行

危机预警。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 , 设有常设组织机构或专

职工作人员的高校图书馆只有 15% , 其他 85%都是馆领

导和办公室兼职或危机涉及人员现管。

112　缺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

目前 , 长春市高校图书馆有关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少

之又少 , 而且 , 在这少之又少的法律法规当中 , 又仅仅停

未消失。同样是大地震的亲历者和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的受

害者 , 唐山人民对于灾区同胞的伤痛感同身受 , 非常希望

他们能够得到及时有力的救助。然而 , 一些社会现象 , 如

在救灾款物使用中 , 少数地方和个别单位存在上缴不及

时、挤占挪用救灾资金等违规问题 , 个别基层干部存在优

亲厚友等 , 使得唐山市民义愤填膺 , 这些不良社会现象使

唐山民众的心理和谐状况受到了冲击 , 突出地表现为社会

态度明显偏低。另外 , 在进一步的访谈中得知 , 抗震救灾

过程中新闻媒体对灾区个别 “自救意识薄弱 ”现象的报

道 , 使得部分唐山市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见 , 对此现象

也持负面态度 , 导致对社会现象评价偏低。

214　促进唐山市民心理和谐的途径

社会态度低是唐山民众心理和谐的主要问题 , 提高唐

山市民的心理和谐可从提高社会态度入手 , 从以下几个方

面做 : 第一 , 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 最大限度地减少

引发人们心理失衡的外部诱因 , 为培育人的心理和谐提供

社会环境支持。第二 , 完善社会心理和谐调控机制。增强

心理健康教育 , 加强心理卫生投入 , 发挥社会救治、预防

的机能。健全心理咨询网络 , 把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贯

穿、渗透、体现于各级各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舆论引导、文化消费、志愿服务、专业心

理咨询、治疗等方面 , 形成全民促和谐的调控局面。第

三 , 考虑到历史上地震对唐山民众造成的心理阴影可能迁

移影响到现今唐山人的社会态度 , 所以汶川地震发生后 ,

政府应该在相关宣传工作上予以考虑 , 注重正确的舆论导

向和心理保健科普知识的推广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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