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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名中职生品行问题倾向与学习倦怠
自测健康的相关研究

张俊涛陈毅文吴卫东

·卫生预防·

【摘要】 目的测量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倾向及其相关因素，并探讨品行问题、学习倦怠与自测健康之

间的关系。方法选取669名德州职业技术学院中专一年级学生进行品行问题倾向问卷、学习倦怠量表、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凋查，对所得数据进行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中职生的违规倾向、成瘾倾

向和攻击倾向得分为[(11．51±4．08)分，(5．90±2．68)分，(6．68±2．63)分]，与高职生、高中生比较有显

著差异(成瘾倾向：，(2．。578)=7．48，P=O．001；攻击倾向：■2．15w)=24．40，P<O．01)。中职生的品行问题

倾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O(643)>3．85，P<O．01)，男生在违规倾向、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3个维度上都比

女生严重。中职生的品行问题与学习倦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16—0．52之间)，与心理健康

具有显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在一0．13一一0．27之间)。回归分析发现，学习疏远感和学习疲倦感对品行

问题倾向3个维度都有正向预测作用；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对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有负向预测作用。结

论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受学习倦怠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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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 disorder of 669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relationship to learning burnout，serf-rated

health ZHANG Jun—tao，CHEN Yi一埘en，WU Wei—dong．Institute ofPsychology，Chinese Academy Science，Beiiing

100101，China

【Abst憎n】 Objective To explore conduct disorder tendency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Memods 669 students of grade l in De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re investigated

by Conduct Disorder Tendency Questionnaire．Revised Version of MBI·ss andSRHMS Versionl．0．Results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ohool students’scor∞on violation tendency，addiction tendency and aggression tendency

were 11．51±4．08。5．90±2．68 and 6．68±2．63，and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from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or

higll school students(addiction tendency：F(2．1578)27．48，P=0．001；aggression tendency：F(2．1伪)524．40，P

<0．001)．There existed great capable difference of conduct disorder according to genders 0 f鲫1>3．85，P<

0．001、．Conduct disorder tendenc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懈positive correlated with their learning

burnout(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between 0．16 and 0．52 for each pair)，but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mental health(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between一0．13 and一0．27 for each palr)．The linear regres—

sion showed that 80me dimensions of learning burnout and self-rated mental health predicted students’conduct dis·

order tendency．Conclusion Conduct disorder tendenc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s affected by their

learning burnout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Conduct disorder；Learning burnout；Self-rated health

品行问题是指重复或持续地对他人权利或社会规

范进行侵犯的行为⋯，又称反社会行为。它包括一组

行为，其中有不服从，攻击性行为和对社会及家庭规则

的违背等嵋J。Frick根据破坏．非破坏、公开-隐蔽2个

维度将品行问题分为四类：对抗、攻击、财产侵犯和身

份违反行为"J。青少年的品行问题与一系列不利于

健康和社会成就的内容联系在一起，如学业失败、被

捕、吸毒、性病、怀孕、伤害和死亡M J。国内对品行问

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儿童阶段，可通过父母或教师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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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对儿童的品行问题进行量化。14周岁以上青少年

生活有一定独立性，对其品行问题进行调查和量化存

在一定难度，因而实证性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提出

一种新的研究路线弥补这一不足，即通过个体自陈方

式测量品行问题倾向来预测个体实施品行问题的数

量。我国中职生群体数量庞大，被公认为最难管理的

学生。本研究设计了品行问题倾向问卷，探讨中职生

的品行问题状况及与学习倦怠、自测健康之间的关系，

为中职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选择德州职业技术学院一年级中职生(中等职业

教育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于2008年5月按班级进行

整群随机抽样，样本量总共为706人，去掉无效数据，

有效样本共669人，平均年龄为18．08个月，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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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66名，女生384名，19人性别数据缺失。同时整

群随机抽取本校一年级高职生(高等职业教育学生)

649人和德州市第一中学一年级高中生285人进行测

量以获得对比数据。

二、方法

1．测评工具：(1)品行问题倾向问卷：自编，5点自

评量表，5个选项为“从不这样”、“很少这样”、“有时

这样”、“经常这样”和“总是这样”分别记1—5分，得

分越高表示品行问题倾向越强。分3个维度，违规倾

向：6个题目，主要描述学生对校规校纪和学校管理方

面的反感程度，如“学生在课堂上打闹是因为课程没

有意义”；成瘾倾向：4个题目，主要描述学生问题吸烟

和问题饮酒的心理倾向，如“我酒瘾很大”；攻击倾向：

4个题目，主要描述学生实施攻击或破坏行为的心理

倾向，如：“烦躁起来总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本次测

量中各维度与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86，

0．633，0．607和0．797。(2)学习倦怠量表：许清鹏等

编制，5点量表，30个题目，分3个维度，“学习疏远

感”指对学习以及学习相关的环境与人的热情与疏

远，“学习疲倦感”指由于学习而产生的累与筋疲力尽

的感觉；“学习低效能感”指学生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

的表现的评价。本次测验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74，0．779和0．688。(3)自测健康评定量表(SRM—

HS)：许军等【61编制，11点量表，48个题目，分自测生

理健康、自测心理健康和自测社会健康3个子量表，可

较全面反映个体的健康状况，本次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0．828，0．847和0．857。本研究采用了自测心

理健康量表，分正向情绪、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表格

中简称心理症状)和认知功能3个维度。

2．施测方法：采用班级集体施测，每次大约30—

50人，要求被试独立安静地填写上述问卷。时间为

30min。

3．统计分析方法：对所得数据用SPSSll．0统计

软件包进行分析。使用ANOVA分析中职生与高职

生、高中生的差异，使用t检验比较男女生之间差异，

使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品行问题及与自测健

康、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

结 果

一、不同类型学生品行问题倾向得分比较

中职生与同期测评的高职生、高中生在成瘾倾向

和攻击倾向上差异显著，在违规倾向上差异无显著性。

中职生的成瘾倾向高于其他学生，攻击倾向高于高职

生，低于高中生，见表1。以单题平均分≥3为筛选标

准，中职生中有较高违规倾向者54人，占8．7％；有较

高成瘾倾向者38人，占5．7％；有较高攻击倾向者39

人，占5．8％。这说明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值得关注。

二、不同性别中职生品行问题倾向得分比较

中职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别，男生的品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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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职生、高职生与高中生品行问题倾向得分

比较(分，孑±s)

注：。P<0．01

倾向大于女生，即中职男生更可能实施各类品行问题。

见表2。

表2 中职生不同性别品行问题倾向得分比较(分，孑±s)

注：。尸<0．01

三、品行问题倾向与其他因素的相关分析

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倾向与学习倦怠之间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其中学习疏远感与品行问题倾向、学习疲

倦感与品行问题倾向之间为中度相关，学习低效能感

与品行问题倾向之间为低度相关，学习倦怠程度越高，

品行问题倾向越严重，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倾向与其自测

心理健康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见表3。

表3 中职生品行问题倾向与学习倦怠、自测心理

健康的相关(n=669，r值)

注：。P<0．01

四、品行问题倾向对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

除了学习低效能感对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没有显

著预测作用之外，学习倦怠各维度对品行问题倾向各

维度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除学习低效能感对违规倾

向有负向预测作用外，总体趋势为正向预测作用，即学

习倦怠情况越严重，品行问题倾向就越严重。同时发

现心理症状与负向情绪对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有负向

预测作用，即有心理症状和负向情绪的学生表现出更

高的成瘾倾向和攻击倾向。见表4。

讨 论

行为倾向是个体在特定情景中对特定态度对象作

出某种反应的倾向。个体在实施品行问题行为之前一

定有特定的心理准备，即有潜在的危险性，它可以代表

个体的品行问题状况。尽早发现青少年的品行问题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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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品行问题倾向对学习倦怠与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注：。P<0．05，6P<0．001

向，有助于预防和矫治工作。目前并没有适合国内使

用的测量青少年品行问题倾向的量表，Achenbach儿

童行为检查表、Rutter儿童行为问卷、Conners儿童行

为量表可用于儿童品行问题的检查，由家长或教师进

行评定，但它们都不适用于16岁以上智力及人格基本

正常的青少年学生，也不能用于自评。本研究根据我

国青少年学生的品行问题基本状况，采用自下而上的

方法编制了品行问题倾向问卷。量表采用自评方式，

可用于筛查有较强品行问题倾向的大中专学生，并进

行品行问题的理论研究，经验证性因素分析，量表的结

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

首先，本研究发现中职生的品行问题倾向与高职

生、高中生存在差别，中职生内部存在显著的男女差

别。不同类型学生由于来源不同，所处教学管理环境

不同等原因，在品行问题倾向上的表现也不同。中职

生生源质量明显低于另两类学生，中职生所处年龄段

使其自我管理能力较差，中专学校的管理力度低于高

中学校，这都会导致中职生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

中专男生的品行问题倾向高于中专女生，这符合中专

学校管理的现状，也与国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造

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两性自身生理和心

理上的差异，也有社会环境对两性产生的不同影响。

其次，研究发现中职生的品行问题与他们的自测

健康状况及学习倦怠具有显著的相关。学习倦怠情况

严重的中职生和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差的中职生，品行

问题倾向就比较高。为进一步验证影响中职生品行问

题的因素，本研究进行了品行问题倾向对学习倦怠和

自测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确认学习倦怠是中职生品

行问题倾向的一个直接影响源，而心理症状和负向情

绪对品行问题也有预测作用。有研究表明，品行问题

的发生受个体在其主要活动中的倦怠情况的影响№引。

学生的主要活动和目标应当集中于学习方面，一旦学

习任务过重或不能胜任而出现倦怠，他们的内心世界

和生活方式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并因此使得中

职生的心态发生变化。处于学习倦怠中，对学生而言

可以看作是一种挫折或应激。由于挫折和应激积累的

心理能量会寻找反抗、逃避等方式宣泄，就可能表现为

品行问题。研究中发现学习效能感较低的学生违规倾

向较低，可能是因为一些学生认为自己能力上不如别

人，从而学习更认真，较少违反纪律。

有学者分析家庭环境及教养方式等因素可以影响

学生的品行问题一4引，但这些外部因素还要通过学生

的心理才能发挥作用。本研究即表明自测心理健康中

的心理症状和负向情绪会影响品行问题中的成瘾倾向

和攻击倾向。心理症状和负向情绪指个体在抑郁、恐

惧、焦虑、强迫、孤独、无聊等方面的自我评价。有类似

研究证明，抑郁和焦虑是控制其他因素后影响自杀行

为的惟一精神病理因素¨1|。同样可以推理，个体的心

理健康总要通过外部行为表现出来。或者说，心理健

康因素(特别是心理症状和负向情绪)是其他外部因

素影响个体行为的中介因素，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将有

助于减少品行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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