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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几乎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体验过的情

感
。

在心理学上
·

焦虑不仅被 认为是 焦虑障碍

和惊恐障碍 及

创伤后应激障碍 一 ,

的主要成分 甚至其它情绪障碍尤其是抑郁
、

自我

挫败
、

敌对等都包含焦虑成分
。

本文从健康心理学

的角度来反映青少年焦虑研究的进展 青少年焦

虑的特点
、

焦虑与家庭因素
、

焦虑与学校因素
、

焦

虑与人格因素
、

焦虑的干预
。

青少年焦虑研究的现状

青少年焦虑的研究引起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

的重视
。

我们认为
,

青少年焦虑的发生无外乎是内

外刺激事件与认知评价相互作用的结果 即学校

与家庭因素
、

人格因素
。

青少年焦虑的特点 发现
, 一 ,

特质焦虑在青少年期间是逐渐增加的 女生尤甚
。

西班牙一项青少年焦虑研究表明匡
,

男孩的特质

焦虑分数随年龄增长而显著下降
,

在任何一个年

龄段上
,

女孩的分数比男孩都要高
,

说明女孩焦虑

水平比男孩高
。

另两项研究也得出女性的焦虑水

平高于男性的结招
, 川

。

凌文栓 ’用
·

编制的 量表对中国大学生焦虑作了测定和

因素分析 发现女大学生考试焦虑高于男生
。

梁加

叉
’

对 名中学生用 氏自评量表进行测

定 女生的考试焦虑高于男生
。

然而 刘贤臣「 用

对 名青少年研究结果
·

青少年有不

同程度的焦虑症状
,

但性别无显著差 异

岁发生率较高
,

岁以后下降
。

可见
,

国内外对焦

虑发展的特点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性别特点的研

究结论大多趋向一致
。

焦虑与家庭的关系 家庭是青少年主要生

活场所
,

亲子关系
、

家庭环境与焦虑是否有关 学

者们做了很多研究
。 , 飞 、 入 等「 发现 较差

的父母关系
、

低生活满意度等是青少年焦虑的来

源之一
。

等阿发现对父母依赖与焦虑

呈显著负相关
。

一项中日美中学生跨文化研究发

理
’“一 ,

被试有较高焦虑水平者报告较高的父母期

望与较低的父母满意度
。

可见青少年的焦虑与亲

子关系
、

父母关系及家庭环境密切相关
。

焦虑与学校因素的关系 学校是青少年生



活的重要场所
。

关于焦虑与学业成就的关系的研

兜
, ’几表明 焦虑与学业成就负相关

。

等「’ ,

考察在测验情境下
·

焦虑并不影响理解
,

但

增加了阅读时间
。

另一项研究也证明了焦虑对阅

读过程的影响
。

挤 ,“ , 研究发现
,

的

男女生出现中等程度的焦虑
,

更多的男生表现出

高写作焦虑
。 ,‘二在一项对韩国中学生

学习英语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
,

对 自己说英语是

否有信心和是否确信学习英语容易
,

是影响英语

学习焦虑水平的因素
,

焦虑对学业成就及学习过

程是有影响的
。

人格因素与焦虑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
,

自尊

与焦虑水平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几 受到威胁的

心理压力 由被评价意识引起 在高特质焦虑的人

身上会激起较高的状态焦虑
,

从而影响行为 焦虑

与成就动机存在显著负相关
。

李焰「’‘气

考察发现
,

自尊和被评价意识作为独立的因变量是影响特质

焦虑的重要因素 成就动机不是影响焦虑的直接

因素
,

通过与自尊的相互作用对特质焦虑发生影

响
。

焦虑的干预 采用心理治疗的方法来改变

焦虑状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用合理情绪疗法
、

暴

露法
、

认知干预法
、

行为放松训练和渐进性肌肉放

松训练的方法
·

都没有改进侧验分数
,

但都可以降

低状态焦虑
。

国内有关非临床的青少年焦虑干预
·

王秋封
, ’气以课程教育为主

,

以心理辅导为辅 进

行心理教育与心理干预
,

历时 个月
,

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

其中强迫
、

人际敏感
、

焦虑
、

精

神病性 项心理指标最为明显
。

青少年焦虑研究的展望

焦虑的研究应更多关注理论 现有的关于

青少年焦虑的理论模型没有发展起来
,

最急迫的

需要是发展更多更有效的理论
。

只有在这个前提

下
,

才能根据焦虑与其它变量的关系和所做的测

量
,

对焦虑在青少年心理的角色作以解释
。

跨不同领域的研究 包括认知
、

生理和健康

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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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 自我认识与个性特征研究

陕西省西安邮电学院学生处 张兰君 王 颖

摘 要 本文对 大学新生的 自我认知
、

自我评价状况及其个性特征进行研究
·

结果表明
·

新生在入校后一段时间内自我认知模糊
、

不清楚及 自我心理冲突
、

矛质者所占比例偏多
。

情绪

稳定个性特征的新生 自我评价能力处于高和中等水平
·

情绪不稳定个性特征的新生 自我评价

能力处于低和中等水平
·

情绪稳定性居中的新生 多数 自我评价处于中等水平
。

资料表明
,

性格

特征具有态度倾向性
、

社会制约性和可塑性 需要教育工作者予以 关注
。

关键词 大学新生 自我认知 个性特征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个性特征定型与完善的时

期
·

而 自我意识又是心理发展中有突出特色的方

面 是大学生 个性心理发 展的最集中的表现之

一「’一 。

对大学生 自我意识
、

自我认知水平的探讨
,

有助于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了解和教育
,

本文对

大学新生 自我意识及自我认识与个性特征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
。

对象和方法

对象 西安邮电学院 名新生 男 名
·

女 名 平均年龄 岁
。

方法 ①结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 自编大学生

自我评价状况调查表 含 个 自我认知的问题
。

②艾森克个性问卷
。

结果

新生 自我认知状况 从 名新生 自我认

知状况的调查结果发现 大学生在新环境里出现

明显的心理冲突 可以概括为似自知又知之木多
、

似能主宰自己又无力主宰的状况
,

有相当一部分

学生处于不同程度的矛盾心理状态中
。

自我评价

方面 能悦纳 自己又 自怨 自卑 自称性格内向又渴

望人际沟通 自称乐观
、

真诚又指责 自己虚伪
、

逆

反
、

依赖
。

对自我控制不能自觉 有时出现焦灼
、

无

奈
、

敏感
,

内心波动不安和情绪化 渴望理想 目标

又无法立足于现实等 见表
。

表 自 我 评 价 状 况

对自己的能力作出比较明确的评价 有一定评价但不 青楚 自我评价模糊 偏于 自信 偏于 自卑

人数

吕

新生 自我认知状况与个性特征的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新环境下学生对 自己的感知
、

思

考
、

意图
、

行为等心理活动
、

心理过程
、

心理内容及

其特点
·

筛选出 名对自我评价模糊
、

偏于 自信

或偏于 自卑者作为实验组 再抽出 名对自己

有较明确评价者为对照组
·

比较其个性特征状况
。

才检验结果发现 两组在性格内外向性方面差异

不显著 弓 而在情绪稳定性特征方面存

在显著性差异 。 说明新环境 里大学生

自我认知水平与其情绪稳定性特征存在着显著的

连带相关
。

具有情绪稳定个性特征的新生 自我评

价能力处于高和中等水平 具有情绪不稳定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