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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抑郁作为一种消极情绪，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

消极影响逐渐增大，抑郁症也愈来愈低龄化。有研

究表明，儿童与青少年的抑郁状况逐渐严重 [1]。早

在 10 年前，美国大约就有 15%的儿童与青少年报

告了有抑郁情况 [2]，而我国大约 20% 到 44% 青少

年报告有出现了抑郁情况 [3]。关于抑郁方面的研究

目前国内主要集中成人以及青少年，关于儿童的相

关研究较少。较少的研究中，也有人表示小学生的

抑郁症状与其性别、社会支持、感受负性生活事件

等密切相关 [1]。

家庭是孩子成长发展的重要场合，而父母关

系是营造健康成长氛围的关键因素。父母的婚姻冲

突，尤其是儿童能够感知到的父母婚姻冲突会不利

于儿童的成长。处于冲突矛盾的家庭关系中，儿童

的心理发展容易停滞或倒退。

父母婚姻冲突是指儿童感知到发生在父母间

的婚姻冲突。其是指由于意见不同或者其他的原因

而在夫妻之间发生的言语或身体上的攻击，可以通

过发生的内容、频率、强度等特点来进行划分 [4]。

对夫妻来说，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夫妻冲突；而对他

们的子女来说就是父母冲突 [5]。婚姻冲突的本质不

仅影响夫妻双方，还会波及孩子，其对家庭的影响

作用是深刻且重要的。

有研究表明，在发生婚姻冲突之后，对此事件

进行了对应的认知评价的青少年容易产生较低水平

的自尊 [6]。除此之外，儿童如果在家庭中经常体验

到来自父母冲突的威胁和低效能的应对，那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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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就会产生低自尊、高焦虑、无助感甚至无望

感等，最后变成儿童个性中稳定的消极性格特征。

而从时间角度来看，小学时期是儿童自尊发展的关

键期；从环境角度来看，家庭环境是儿童进行社会

化的关键场所，所以父母婚姻冲突容易使孩子在儿

童时期的自尊水平较低 [4]。如果父母冲突频繁在儿

童面前暴露，容易导致儿童产生自卑感，以及自我

接受程度和自我价值评价的水平降低；此外，如果

孩子发现父母争吵的内容经常涉及自己时，也会产

生由于自己的责任和错误才造成父母之间冲突的想

法，儿童的自责感以及愧疚感将不断加深，从而降

低自我价值，产生低自尊水平的结果 [7]。

有研究表明 [8]，父母婚姻冲突能够有效正向预

测初中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也有相关文献探

究了高中生自尊水平在父母冲突与抑郁水平之间

的中介作用 [9]，以及自尊水平在初中生亲子三角关

系与抑郁、焦虑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 [10]。但是关于

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抑郁之间的研究目前较少。因

此，基于以上的前人探究结果开展了本研究，并提

出了以下假设：中高年级小学生的自尊水平在父母

婚姻冲突与抑郁水平之间起一定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被试选取安徽省芜湖

市某小学 237名三到六年级小学生，采用问卷调查

法，有效回收问卷为219份，男生116人，女生103

人。其中，三年级39人，四年级37人，五年级74人，

六年级69人。被试年龄7~14（11.16±1.23）岁。

（二）研究方法

1. 父母婚姻冲突量表

采用了池丽萍、辛自强 [11] 修订的儿童感知父

母婚姻冲突量表（CPIC），该量表最初由Grych[12] 编

制，一共有 37个项目，分为 7个维度，分别是冲突

频率、冲突强度、冲突是否解决、冲突内容、威胁、

儿童自我归因以及应对效能感。其中冲突频率、冲

突强度和冲突解决三个维度可以组成冲突特征子

量表；威胁和应对效能感维度组成威胁认知子量

表；自我归因维度和冲突内容维度可以组成自我归

因子量表。该量表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范围从 1

（完全不符合）到 4（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0.928。

2. 自尊量表

采用了Rosenberg 自尊量表，该量表一共有 10

个项目，用于测量单一维度的整体自尊水平，量表

中有 5 个正向，5 个负向题目。采用李克特 4 点计

分，范围从 1（完全不符合）到 4（完全符合）。其

中，3、5、8、9、10 等题目是反向记分。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0.598。

3. 儿童抑郁量表

采用了由 Kovacs 根据成人的贝克抑郁问卷

（BDI）而改编的测量儿童和青少年抑郁情绪的量

表。该量表共有 27个项目。采用 0、1、2评分，分

别表示“偶尔”“经常”“总是”，说明症状出现

的频率。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

=0.890。

4. 统计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2.0 对测量数据进

行录入和统计处理，统计方法主要包括描述统计、

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多层回归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一）抑郁现状及各变量与维度之间的差异

根据抑郁量表的评判标准，19 分是抑郁的划

分界限。如表1所示，在本研究中59名学生有抑郁

倾向，占比为 26.94%。其中性别分布为男生存在

抑郁倾向人数 31 人，占男生总数的 26.72%，女生

存在抑郁倾向人数 28 人，占女生总数的 27.18%。

年级分布为三年级存在抑郁倾向的占三年级总数

的 35.90%，四年级存在抑郁倾向的占四年级总数

表 1 抑郁程度在性别、年级上的现状

抑郁程度
总计 百分比 /%

不抑郁 抑郁

性别 男 85 31 116 26.72

女 75 28 103 27.18

年级 三 25 14 39 35.90

四 24 13 37 35.14

五 56 18 74 24.32

六 55 14 69 20.29

总人数 160 59 219 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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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5.14%，五年级和六年级存在抑郁倾向的分别

占五、六年级总数的24.32%、20.29%。

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自尊、抑郁和父母婚

姻冲突及其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

显示如表 2，其中抑郁在性别和年级上的差异均不

显著；此外，自尊、父母婚姻冲突、冲突特征、威

胁认知、自我归因等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

但自尊与父母婚姻冲突的自我归因维度在年级变

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父母婚姻冲突及

其冲突特征、威胁认知等分维度在年级变量上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01）。

（二）各研究变量相关

对自尊、抑郁、父母婚姻冲突以及婚姻冲突各

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显示如表 3。父母婚姻

冲突及其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父母婚姻

冲突及其各维度与自尊呈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性

正相关；自尊与抑郁之间存在显著性负相关。

（三）中介效应检验

在本研究中以抑郁为因变量（y），父母婚姻冲

突为自变量（x），自尊为中介变量（m），进行回归

分析。依次求抑郁对感知父母婚姻冲突，自尊对感

知父母婚姻冲突，抑郁对自尊的回归，并建立三个

标准化的回归方程，得到中介检验结果如表4。结果

显示依次检验都显著，因此，自尊在父母婚姻冲突

与抑郁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模型如图1所示。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在中高年级小学生中检

出率达 26.94%，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

验证。之前，有研究于 2012 年和 2016 年对安徽地

区中学生进行抑郁检测，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23.8%

和 18.6%[13]。与本研究结果相比，本研究对象为中

高年级小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高年级小学

生抑郁检出率高于之前中学生的抑郁检出率。此

外，有研究者在四川省成都市进行儿童抑郁检测发

现检出率为 9.93%[1]，与本研究采用的抑郁量表相

同，其研究以 15 分为临界值，总分超过 15 分则被

诊断为有抑郁倾向，造成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主要

为地区差异，而且本研究被试的选取在一所小学，

样本量较小较单一。

在本研究中，中高年级小学生的自尊、抑郁、

表 3 自尊、抑郁、父母婚姻冲突及冲突各维度之间的相关

1 2 3 4 5 6

1自尊 -

2抑郁 -0.671** -

3婚姻冲突 -0.534** 0.646** -

4冲突特征 -0.459** 0.568** 0.889** -

5威胁认知 -0.511** 0.627** 0.882** 0.661** -

6自我归因 -0.309** 0.339** 0.639** 0.347** 0.465** -

表 4 自尊在感知婚姻冲突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0.265x SE=0.021 t=12.467***

第二步 m=-0.147x SE=0.016 t=-9.294***

第三步
y=0.165x+ SE=0.022 t=7.599***

  -0.679m SE=0.079 t=-8.607***

表 2 抑郁、自尊、父母婚姻冲突及冲突各维度在性别和年

   级上的差异

抑郁 自尊
婚姻
冲突

冲突
特征

威胁
认知

自我
归因

性别 0.334 0.102 1.191 0.694 1.497 0.796

年级 1.812 3.497** 8.787*** 8.054*** 6.606*** 2.72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图 1  自尊在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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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婚姻冲突感知及其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显

著。有研究表明初高中生抑郁检出在性别上的差异

显著 [14]，与本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此外，在相关研

究中，儿童的抑郁和自尊也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15]。

分析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被试范围为

三到六年级小学生，而前人研究的被试是 18 周岁

以下的儿童，除本研究被试条件外，还包含了一二

年级的小学生及初高中生。发展原因可能是处于本

研究被试年龄阶段的儿童正处于生长发展的潜伏

期 [16]，性别差异相较于其他阶段学生较小，而在初

高中阶段，由于性别生理发展的不同从而影响了青

少年心理品质的发展差异性。

本研究中父母婚姻冲突及其各维度与自尊呈

负相关，与抑郁呈显著性正相关；自尊与抑郁之间

存在显著性负相关。前人也做了许多相关研究，分

别以初中生 [10]、高中生 [4] 以及青少年 [14] 为研究被

试，而本研究以中高年级小学生为研究主体，在一

定程度上关注到了小学生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与其

自尊、抑郁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结果与前人的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比较该结果分析可发现，父母

婚姻冲突，无论在孩子成长的任何阶段都与孩子自

身的自尊和抑郁等心理品质是相关的。在家庭这个

生活环境中，父母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时，他们对

孩子产生的影响是值得被注意到的。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中高年级小学生对父母婚

姻冲突的感知程度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其抑郁水平，

而且还可以通过影响自尊水平间接影响抑郁水平。

本研究结果说明，自尊在中高年级小学生感知父母

婚姻冲突与抑郁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与前

人以高中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4]，因此，

本研究可以将自尊和抑郁以及儿童感知父母婚姻

冲突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影响机制的规律追

溯至小学阶段。分析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

为儿童感知到来自父母婚姻冲突的影响，进行自我

归因从而产生了负面的自我评价，因此，降低了儿

童的自尊水平，导致儿童抑郁。针对此负面影响有

前人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培养儿童建立一定的心

理弹性可以缓冲父母婚姻冲突造成的对儿童心理

适应带来的损害 [8]，由此可知，其实还有其他因素

在此心理发展阶段中起作用，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中高年级小学生出发，结

合该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给出以下心理

健康教育的建议：儿童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在三年

级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父母在婴幼儿时期就要

建立起不在孩子面前发生直接冲突的意识；儿童的

抑郁水平在近些年来逐渐低龄化 [1]，该现象也需要

引起家长及教师的注意。从父母冲突的角度来看，

父母自身的婚姻状况也会导致父母对儿童的心理

发展状况的关心缺失，所以应该在父母与儿童之间

建立稳定的关注频率。

此外，儿童的自尊水平是可以培养的，已经由

父母冲突造成的低自尊水平可以通过减少儿童的

低自我评价以及增加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来增强儿

童的自尊水平，即让孩子意识到导致父母不和谐关

系的原因不是“我”。当父母的某一方在生活中完

全缺失时，更加应该关注到儿童心理发展水平，需

要其他家长角色、教师及社会给予儿童正向积极的

引导与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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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迅猛

发展，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伴随着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不断融合，传统意义上教师

讲授、学生接受的灌输式教学被各种丰富的教

学形式所取代 [1]。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与传统学科相比，课堂组织形式相似，但是整

个教学活动又存在很大区别。《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中明确要求

“心理健康教育课应以活动为主”“要防止学

科化的倾向”。传统的教学方式显然不能满足

中学心理健康教育学科的教学活动。信息技

术的发展为中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开辟

了新道路。

一、信息技术应用于中学心理健康教

育教学的必要性

心理健康教育课既要注重科学性也要注

重实效性，这就要求心理健康教育课不能是

知识点的简单传授，而是让学生切实运用心

理健康的理念、技巧和方法等解决和预防心

信息技术在初中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 王梦华（海南省农垦中学，海口  570226）

摘要：伴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不断融合，信息技术在心理教师了解学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有效备课、提

升课堂效率、丰富心理课堂形式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应用于初中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教学有助

于形成高品质的心理课堂。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也要注意合理、有度，恰当地使用信息技术，与心

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教学目标相结合，才能使信息技术真正在心理课堂上扎根，成就精彩课堂。

关键词：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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