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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生正处在少年期 岁至

岁 身心发展迅速
,

一

是性成熟和心理上的断

奶期
,

其身心发展错综复杂
,

充满矛盾
, 比 以

往任何时期都更容易产生不适应和心理障碍
。

西方一些学者称为 “ 危机期 ” 。

为此
,

我们对初二学生在学校与家庭中的

人际关系
、

情绪状态及行为习惯等心理卫生间

题进行了调查
,

以了解 目前我国中学生存在的

心理卫生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

为维护他们心理

健康
,

提高心理素质
,

提供一些资料
。

步骤和方法

第一步
,

向有关教育部门
、

某儿所学校
、

一些教师和家长调查了解学生的一般情况
,

并

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观察
。

第二步
,

在此基础上

拟 定 了 问 卷
,

在小范围 一次 人
,

一次

人 进行了预测
,

并根据预测的结果对问卷进

行 了修改补充
。

问卷是采用累加量表模式
,

根

据调查的目的分为 学习方面
、

学校中人际关

系
、

家庭中人际关系
、

情绪状态
、

行为习惯和

说谎 六组
。

共为 题
。

其中 正 向题

负向题
。

卷面随机排列 每 题 分 三

级 经常
,

有时
,

很少或无
。

赋分值分别为
、

、 、

和
、 、 。

第三步
,

在北京 普通中学

校
、

天津普通中学 校
,

廓坊普通中学
、

和

校
,

共五所学校中的初二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
,

并对调查主要结果与教师进行了核对
。

这五所学校的共同点是 都是非重点普通

中学
。

不同点是 天津 校较好
,

是区级普 通

学校的先进单位 北京 校和廓坊 校 情 况 一

般 廓坊 校和廓坊 校较差
,

有时或 有 的 班

教学秩序不够好
,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够高
,

违

犯纪律现象较多
。

从上述学校共随机抽样 人
,

组 成 小

样本
,

人 天津 校 小样本
,

人 北

京 校 人
,

廊坊 校 人 小样本
,

人

廊坊 校 人
,

廊坊 校 人
,

男生与女生

均各半
。

调查是在四
、

五月间教学秩序比较正

常
,

学生情绪比较稳定时进行
。

为消除学生顾虑
,

反映真实情况
,

在学生

答卷前 向他们说明这不是对他们的 考 核 和 评

定
,

并规定卷上不写姓名
。

据 量 表 共 题 调查结果
,

全样 本

平均数和标准差为 士 ,

按平均数加两

个标准差作为可疑的原则
,

即以 为界限 ,

观

察到有 例超过此界限
。

将此 例排除后实际

剩 例
,

其中男生 例
,

女生 例 小样本

男 人
,

女 人 小样本 男 人
,

女 人 ,

小样本 男 人
,

女 人
,

年龄为 岁 至

岁
,

其中
、

岁者 人
,

平 均 年

龄为 岁
。

调查结果

一
、

学习方面

一 学习紧张 共九项
,

人中按 “经

常 ” , “有时 ” , “ 很少 天 ” 三级分 下

同
,

各项人数 男女合计 及百分数如下

感到学习负担重
。

害怕考试
。 ,

。

考 试 前 后

精 神 紧 张 卜 ,

。

考试 时 心慌
。 ,

。

注意别人成绩
。

怕

人知道 自己成绩 ,

。

学习为了得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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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不 好 而

烦脑
。 。 。

觉 得 老 师 盯 着 自己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很多学生感到学习负

担重
,

不少学生害怕考试
,

精神紧张并有生理反应
。

但第一项中男生多于

女生 , 第
、

项中女生多于男生 ,

但男女总分

无显著差别
, 。

·

小样本比较 小样本 显著大于小样 本

两者的平均数分别为 和
, ,

和小样本 两者的平均 数 分 别 为

和
‘

, 。

较差 的 学 校

的学生 小样本 的问题更多一些
。

二 学习消极
,

共 项
,

人按三级统

计为 学习提不起劲
。

上课注意 力 不

集中
。

易受外界千扰
。

。 。

碰到困难就学不 下 去
。 。 。 。

学习无兴趣
。

。

胡思乱想
,

什么也不 愿 干
。 。

,
。 。

经 常 需 老 师
、

家 长 督促
。

抄 别 人 作 业
。

逃学
。 。

学生学习消极的很多
,

其中 第

项男生多于女生
,

但男女总分无显著差别
。 ,

一般学校 小样本 学生比之较好 学 校

小样本 学生消极 两者 的 平 均 分 分 别

为 和
, 。

较差 学 校

小样本 学生比之一般学校 小样本 的

学生消极 两者的平均分分别为 和
, ,

与较好学校 小样本 学

生相比更消极 两者的平均分 分 别 为 和
。 , 。 , 。 。

二
、

在校人际关系

一 师生关系 共 项 老师偏爱

某些同学

老师不喜欢 自己 一

。

老师对 自己不 抱 希

望
。 。

老师看不到自己优点
。 。

不愿意接 近 老

师
。 。

跟老 师 不 说 心 里 话
。 。

对老师批 评 听

不进去
。 。

与别人议论老师缺点
。 , 。 。

以上统计表明师生关系比较紧张
,

其中第

一项女生比男生多 第 项男生比女生多
。

小样本 小样本 和小样本 在这方面 得 分

的平均数分别为
、

和
,

较好的学

校显著低于一般学校或较差的学校
,

或
,

一般学校与

较差的学校之间无显著差别
。

二 同学关系 有的学生同学关系不够

融洽
,

感觉班集体不团结友爱 经常
,

有

时 , 其中女生多于男生 , 对人无礼貌
,

不团结同学 经常 有时
,

其中男

生多于女生 对班干部不满意 的 人 较 多 经

常 有时
。

此外
,

还有的学生感到同

学不喜欢 自己 ,

或 自己嫉妒学习好的同学
。

从

小样本的比较看
,

较差的 学 校 又 比

较好的 学 校 又 问 题 多一些 二

。 , 。 。

三
、

家庭关系方面

学生对家庭关系的反应绝大多 数 是 积 极

的
,

左右的学生觉得家庭温暖
,

父母对 自

己关心 多数学生也关心父母的工作和生活
。

同时较好学校的学生比其它学校的学生对家庭

的反应也较好
。

但另一方面
,

也有消极反应
。

家庭关系的消极方面
,

调查了 项

觉得父母不理解 自己
。

觉得父母仍把自 己 当 “ 小

孩 看待
。 。



、

心理有事不愿与父 母 谈 ,

, 。

对父母 的 批

评反感
。 。

认为父母千涉太多
。

遭 父 母 训 斥
、

打骂
。 。 。

和

兄弟姐妹打斗
, 。

第
、 、

项女生多于男生
。

小样本 小样

本 和小样本 平均得分分 别 为
、 ,

和
。

较差的学校显著 的 大 于 较 好 的 学 校
, 和一般学校

,

, 较好的学校与一般学校之间无显著

差别
。

四
、

情绪状态

一 自卑感 共 项
。

认为 自 己

不如别人
。 。

对 自己不满意
。

认为不如别人聪明 。

。

对学习没有

信 心
。

老 师 提 问 时
、

不 敢 举 手 怕 答 错
。 。 。

觉得自己个子不如人高

、
。

觉得长得不健壮
。

。

为长得不漂亮而

不愉快
。

在生活中 自己是弱者
。

觉 得 未 来 没 有 希 望
。 。 。

学生的 自卑感在学 习
、

人际关系
,

自身意

象的 自我否定和个人前途方面均有表现
,

其中

第
、 、

项男生多于女生
,

第
、

项女 生 多

于男生
。

小样本
、

小样本 和小样本 的 平 均

得分分别为
。 、 。

和
,

小样本 显 著 的

大于小样本 二 , ,

较差的

学校学生的 自卑感较重
。

二 其它情绪问题 有的学生发愁
、

烦

恼 经常
,

有时 凡是可能失败的事 自

己就不去做 经常
,

有时 自己遇见不

太熟悉的人容易害羞 经常
,

有时
,

对学校生活不满意 经常 , 有时 ,

还爱吵爱闹 经常
,

有时 受了委

屈就哭泣 经常 有时 , 由于太过

分冲动而闯祸 经常 , 有时 , 对生

理上出现的成人特征感到不安 经 常 , 有

时
。

易冲动闯祸 以男生为多 , 易害羞和

哭泣及对生理上出现的成人特征感到不安以女

生为多
。

五
、

行为习惯方面

一 问题行为共 项 遗尿 了
。 ,

, 。

咬 手 指
、

手

绢
、

橡 皮 等
。 。 ,

。 。

打架
。 ,

。

骂人
。 ,

。

说谎 ,

。 。

拿别人 东 西
。 ,

。 。

逃学
。

。

抽烟
。

喝酒 ,

。

在打 架
、

骂 人

抽烟
、

喝酒方面男生多于女生
,

个别的抽烟已

成瘾
。

男生的问题行为多于女 生
,

差别非常显著
,

但不同小样本间没

有显著差别
。

二 不 良习惯 偏食的学生较多 经常
,

有时
, 女生高于 男 生

。

不按时大

便 经常
,

有时 不按时起床
、

睡

觉
、

吃饭和学习 经常
,

有时 自己

不铺床
、

叠被
、

不收拾用过的东西 经常
,

有时
, 男生高于女生 乱扔 乱 放 东 西

经常 有时 随便扔掉吃剩下的

糖果或不喜欢吃 用 的东西 经常
,

有时
。

小样本
、

和 平均得分分别为
、

和
。

了,

较差的学校显著的大于较 好 的 学 校
,

和一般学 校 “ 。 ,

。 。

此外
, 我们还调查了解了学生的性意识和

态度
。

学生回答经常和同学谈论性方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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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人 有时谈论的有 人 》

主动接近 异 性 同 学
,

给她 他 寄信
、

送礼

物
、

表示爱慕的有 人
。

六
、

小样本之间的总分比较

表 小样本总分的比较 七检验

表 说明 小样本间均有显著差 异
。

以 小

样本 间题更多一些
。

七
、

各分量表的 比较

表 各分量表的均值

经 检验
,

量表 与 差别显 著
,

,

学习方面的间题最大 量表 与 差

别显著
, ,

学校 中 的 人

际关系问题较家庭 中的人际关系间题多
。

讨论

一
、

学生普遍地感觉学习负担重
,

精神紧

张
,

不少学生害怕考试
。

考试前后睡不好觉
、

做恶梦
、

说梦话 在考试时学生更加紧张
,

经常

心慌
、

多汗
、

发抖
、

头疼
、

恶心 呕吐或要上厕所

的 占人数的
,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

二
、

师生关系比较紧张
。

学校中的人际关

系间题
,

大于家庭中的人际关系问题
。

这主要

是在师生关系方面
,

表现在觉得老师不公正
、

偏爱某些同学
、

感觉老师看不到 自己的优点
、

不愿接近老师
、

跟老师不说心里话等
。

同时
,

在这一个问题上 ,

较差的学校问题突出
。

师生

关系的紧张
,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普通中

学教学上普遍存在一些问题
。

改善师生关系 ,

已成为促进学生身
』

臼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

三
、

学生对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的反应绝大

多数是肯定的
。

但学生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有

矛盾
,

如 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
,

可是父母 还

把 自己当成 “小孩 ” 看待
、

对父母的批评和劝

告有反感或 “顶牛 ” 等
。

这一方面可能是少年

期独立意向增长的表现
,

另一方面
,

根据调查

主要与家庭教育方式有关
,

如 家 长 经 常 训

斥
、

打骂等
,

较差学校的学生对此反应显著
。

我

们认为对这类师生关系问题与家庭关系问题要

进行具体分析
,

不宜把它都笼统地归结为少年
“反抗期 ,, 的表现

。

改进家庭教育
,

是维护少

年的心理健康的一个极重要方面
。

四
、

一些学生的 自卑感和抑郁情绪
,

在学

习 ,

人际关系
、

自身意象的 自我否定以及个人

前途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

它是学生心

理压力的情绪反应
。

这不仅会影响 学 生 的 行

为
,

而且会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
,

对教学也是

很不利的
。

同时
,

较差的学校学生的 自卑感和

抑 郁情绪表现更明显
。

五
、

关于问题行为习惯方面的问题
,

如

遗尿
,

据调查和校医介绍 未发现明显的器质

性问题
,

遗尿可能与精神紧张
、

生活不规律有

关 咬手指
、

咬手绢
,

咬油笔
、

铅笔
、

橡皮等

比例较大
。

据对一些学生的观察和一

些学生的 自述
,

当他们在情绪紧张
、

忧虑
、

不

安
、

烦恼以及愤怒时常常会有这类反应
,

有的

学生竟不自觉地把手指咬破
。

在问题行为方面男生显著多于女生
,

这与

其它的一些研究成果基本一致 〔’〕。

六
、

从 量表结果的分析来看
,

人中有

人 达到或超过全样本平均数 加 两

个标准差
。

可见
,

采用问卷法由学生 自述
,

为

保证其可信性
,

量表仍是很必要的
。

上接第 页

笋她进行 逊迷葺运 具体的做法是 凡她一

出现想洗手的念头时
,

首先在脑内出现一个对

立的想法
,

即
“
我手上并没有什么 “ 肝炎

”

病毒
,

也不会传染肝炎
,

那是我的强迫症表现
,

我要

克服它 ” 。

然后抑制 自己不去洗手
。

当感到内

心紧张
,

思维不灵时
,

就用深呼吸的方法去转

移 它
,

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来转移
。

通过

这些方法后
,

第 周来复诊时
,

自认有一定效果
,

原来洗手必须洗到手发 白
,

现在虽然不能完全

控制洗手欲望及行为
,

但每次洗 一 遍就可 以

了
。

我肯定了她的疗效
,

请她再继续地治疗下

去
,

经过了个 月 之后
,

她已基本克服了强迫性

洗手
,

对于那位中年工人患 “肝炎 ” 的疑虑
,

也认为只是 自己过敏
,

并不是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