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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很多研究表明，处于身心发展高峰期的青少

年，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数据显示，目

前全球 12 亿 10 至 19 岁青少年群体中，约 20% 的

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1]。1992年至 2005年间，我国

中学生的心理问题逐步增加，即心理健康水平逐步

下降 [2]。作为中学生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中

职学生学习基础普遍较差，没能进入普高学习，往

往会存在自我贬低的情况，因此，相对来说更容易

产生自卑、自责、焦虑、逆反等，甚至引发精神方

面的问题 [3-4]。另外，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往往受原

生家庭因素影响 [5]，而原生家庭情况则与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 [6-9]。

原生家庭是指个体出生和成长的家庭。家庭内

部氛围、生活习惯、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等，

都会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原生家庭中父母离

异 [10]、去世 [11]、外出打工 [12] 等情形对孩子心理健

康具有显著影响已经为很多学者研究所证实。许多

文献 [13-15] 还报道了原生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学生心

理健康具有的重大影响，包括自卑、孤独、焦虑、

敏感、多疑等。

为准确把握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本研究对

不同原生家庭的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探索，

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更有针对性地对中职

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对陕西省西安市某中等职业学校

的在校学生进行心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1384 份，

共收回有效问卷 1113 份，其中，男生 973名，女生

140名；完整家庭学生899名；离异家庭学生86名；

原生家庭因素

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调查
◎ 韦育森 1，2（1. 西安交通职业学校，西安  710038；2.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西安  710600）

摘要：为了解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原生家庭因素的关系，采用SCL-90对 1113名中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离异、重组和留守家庭学生提示阳性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 29.07%、28.26%和 29.73%，因子分均值分别高于全国常模 0.13、

0.14、0.20；单亲家庭学生提示阳性比例为18.60%，高于完整家庭学生的15.24%；中职女生提示阳性比例要明显高于男生，因

子分均值高于全国常模均值0.12。这些数据表明，在中职学生中，离异、重组和留守家庭学生，特别是其中女生的心理健康水

平较低。建议教育的关注点适当集中于学生的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和敌对等方面。

关键词：中职学生；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敌对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2）22-0014-05



15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2 年第 22 期  总第 513 期

研究
实践

重组家庭学生 46 名；留守家庭学生 37 名；单亲家

庭学生43名；孤儿家庭学生2名。

（二）研究工具

1. 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 SCL-90[16] 是标准的心理卫生评

价量表，共 90 道题目。症状条目评分从“无”到

“严重”，分 5个等级，被试依据自身状况就每个题

目进行 1 至 5 级自评，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健康水

平越低。

目前，我国各层次学校都将 SCL-90 广泛用于

学生心理状态的评估，以判断潜在的阳性症状。

SCL-90的主要统计指标包括总分和因子分。总

分为90个项目单项分相加之和，能反映其病情严重

程度。本研究首先采用总分提示阳性症状，来研究原

生家庭因素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阳性标准：

总分超过160的提示阳性症状；严重标准：以本心理

中心咨询师面谈、筛查提示需要专科医院复查的为

严重标准。本文还采用各因子分与全国常模进行对

比研究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SCL-90量表共包括

9个因子，每个因子代表的是个体在某一方面的症状

情况，而因子分可以反映出症状分布的特点。

2. 原生家庭情况问卷

制作和填写原生家庭情况问卷主要是用于了

解学生的原生家庭因素，分为两部分：家庭情况和

兄弟姐妹情况。其中家庭情况分为六种情形：完整

家庭，学生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家庭；离异家庭，指

父母离异，学生与其中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家庭；重

组家庭，指父母离异，学生与其中一方生活在重建

家庭；留守家庭，指父母双方长期不在家行隔代

监护的家庭；单亲家庭，指父母一方去世的家庭；

孤儿家庭，指父母均去世的家庭。学生在填写症

状自评量表 SCL-90 的同时，一并填写原生家庭情

况问卷。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以总分为统计指标的情况

首先，采用总分提示阳性以及面谈提示严重

两种情况来研究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同原

生家庭学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对比的结果列于表

1中。表 1分别列出了六种不同原生家庭的测试人

数、阳性人数及比例、严重人数及比例。

从表 1 可看出，除孤儿家庭（因样本数太少）

外，完整家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提示阳性的比例

明显低于其他家庭类型的学生，只有 15.24%；而

离异家庭、重组家庭和留守家庭学生提示阳性的比

例分别达到 29.07%、28.26%和 29.73%，属于提示

阳性比例很高的原生家庭类型。单亲家庭学生的情

况则明显好于上述三种家庭的学生，但仍然高于

完整家庭学生，达到 18.60%。达到严重标准的比

例，这五种家庭的学生情况分别是 1.45%、6.98%、

4.35%、8.11%以及 2.33%。

分析表 1结果可知，离异家庭、重组家庭和留

守家庭学生提示阳性的比例相近，属于中职学生中

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原生家庭类型。离异和重组家

庭学生往往都经历了父母之间由矛盾重重走向家

庭分裂这样一个过程，这种恶劣的家庭环境是造成

学生心理异常的重要原因 [17]。留守家庭中的父母终

日忙于工作而将孩子交给上一代老人照看，从而对

儿童的依恋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18]，进而影响儿童的

心理健康水平。

研究表明，留守儿童负性生活事件与其心理健

康呈负相关关系 [19]。虽然单亲家庭学生的父母之一

因故离世，但其家庭环境相对较好，负性生活事件

也不如留守儿童那么多，因此，其心理健康状况相

对较好，这从阳性比例和严重比例上低于上述三种

家庭学生能够反映出来。而单亲家庭学生的相对剥

夺感会影响学生的心理适应水平 [11]，从单亲家庭学

生阳性比例和严重比例上高于完整家庭学生能够

反映出来。这提示我们，应重点关注离异家庭、重

表 1 不同原生家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测试
人数

阳性
人数

阳性
比例

严重
人数

严重
比例

完整家庭 899 137 15.24% 13 1.45%

离异家庭 86 25 29.07% 6 6.98%

重组家庭 46 13 28.26% 2 4.35%

留守家庭 37 11 29.73% 3 8.11%

单亲家庭 43 8 18.60% 1 2.33%

孤儿家庭 2 0 0% 0 0%

总计 1113 194 17.43% 2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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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家庭和留守家庭学生的心理发展，及时有效地对

他们进行干预和疏导。

除此之外，本文还对兄弟姐妹数量对学生心理

健康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列于表 2中。表

2 分别列出了兄弟姐妹数量为 1 人、2 人、3 人和 4

人及以上的测试人数、阳性人数及比例、严重人数

及比例。

表2显示原生家庭孩子人数为1人、2人、3人、

4 人及以上的阳性比例分别为 19.74%、16.38%、

19.66%、17.39%，严重比例分别为3.51%、1.74%、

2.56%、4.35%。可以看出不同兄弟姐妹数量的学

生，其心理健康情况存在一定差别，有两个孩子的

原生家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最好。

本研究还对中职男女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

对比。表 3中分别列出了男女生的测试人数、阳性

人数及比例、严重人数及比例。

表 3 显示出，不管是阳性比例还是严重比例，

女生的数据都明显高出男生。男女生的阳性比例

分别为 16.24%和 25.71%、严重比例分别为 1.95%

和 4.29%。说明中职女生心理健康总体水平不如男

生，这与文献 [3，20-21] 报道一致。文献 [3] 分析中职女

生心理健康总体水平之所以不如男生，与女生的

归因风格、生理心理发展状况、保护型的家庭教育

方式、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等因素有关。这提示我

表 4 中职学生 SCL-90 因子分与全国常模对比

组别 躯体化
强迫
症状

人际关
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
病性

均值

完整家庭
（n=899）      

M 1.27 1.61 1.51 1.44 1.36 1.48 1.38 1.37 1.30 1.41

SD 0.41 0.57 0.57 0.56 0.5 0.6 0.54 0.49 0.44 0.52

离异家庭
（n=86） 

M 1.36 1.77 1.67 1.61 1.56 1.66 1.50 1.51 1.49 1.57

SD 0.5 0.73 0.68 0.78 0.73 0.80 0.66 0.69 0.66 0.69

重组家庭
（n=46）       

M 1.35 1.88 1.7 1.65 1.53 1.61 1.52 1.55 1.44 1.58

SD 0.38 0.53 0.67 0.59 0.52 0.63 0.60 0.58 0.46 0.55

留守家庭
（n=37）      

M 1.32 1.82 1.82 1.77 1.58 1.70 1.70 1.53 1.54 1.64

SD 0.53 0.69 0.82 0.84 0.69 0.93 0.93 0.68 0.71 0.76

单亲家庭
（n=43）    

M 1.21 1.59 1.48 1.45 1.31 1.44 1.34 1.34 1.29 1.38

SD 0.29 0.49 0.54 0.53 0.43 0.51 0.47 0.39 0.45 0.46

男生
（n=973）

M 1.26 1.62 1.53 1.45 1.36 1.48 1.38 1.38 1.32 1.42

SD 0.4 0.56 0.58 0.58 0.51 0.61 0.54 0.51 0.47 0.53

女生
（n=140）

M 1.37 1.77 1.65 1.62 1.52 1.62 1.61 1.48 1.37 1.56

SD 0.53 0.69 0.7 0.69 0.66 0.76 0.74 0.60 0.53 0.66

全体学生
（n=1113）

M 1.28 1.64 1.54 1.47 1.38 1.50 1.41 1.39 1.33 1.44

SD 0.42 0.58 0.59 0.6 0.53 0.63 0.57 0.52 0.48 0.55

全国常模
（n=1890）

M 1.42 1.66 1.51 1.5 1.34 1.49 1.27 1.44 1.33 1.44

SD 0.44 0.52 0.49 0.47 0.39 0.51 0.39 0.47 0.39 0.45

表 3 男女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比

测试
人数

阳性
人数

阳性
比例

严重
人数

严重
比例

男生 973 158 16.24% 19 1.95%

女生 140 36 25.71% 6 4.29%

表 2 不同兄弟姐妹人数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兄弟姐
妹人数

测试
人数

阳性
人数

阳性
比例

严重
人数

严重
比例

1人 228 45 19.74% 8 3.51%

2人 745 122 16.38% 13 1.74%

3人 117 23 19.66% 3 2.56%

4人及以上 23 4 17.39% 1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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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职女生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了解她

们的心理状况，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尤为重要。

（二）以因子分为统计指标的情况  

这一部分考察 9项因子分的情况，并与全国常

模 [22] 进行比较，结果列于表 4中。表 4分别列出五

类原生家庭（孤儿家庭样本数太少而未列出）、男

生、女生以及全体学生的各因子分的均值（M）和

标准差（SD）。

对比全国常模各因子分及标准差显示，全体学

生组情况与全国常模较为接近；而离异家庭、重组

家庭、留守家庭及女生组明显高于全国常模，意味

着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这与总分统计指标的

情况相符。他们的 9项因子分均值分别高于全国常

模均值 0.13、0.14、0.20、0.12。从单个因子分的均

值来看，中职学生 SCL-90 的 9 项因子分由高到低

依次是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抑郁、恐

怖、偏执、焦虑、精神病性、躯体化。而离异家庭、

重组家庭、留守家庭及女生中因子分最高的四项分

别是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敌对。

无论是从总分为统计指标，还是从因子分为统

计指标来看，中职学生中离异、重组、留守家庭学

生，特别是其中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这提示

我们在中等职业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筛查

疏导时，需要有意识地加强对非完整家庭学生，特

别是非完整家庭女生的关注。其关注点可以适当地

集中于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和敌对等方面。

四、总结

本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 随机对在校

中职学生进行心理问卷调查。在考察中职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其与原生家庭因素的关

系。总分和因子分两个统计指标的调查结果均显

示，心理健康水平明显偏低的是离异家庭、重组家

庭和留守家庭这三类原生家庭的学生；单亲家庭和

完整家庭学生明显好于这三类原生家庭的学生；而

有两个孩子的原生家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最好；同

时还得到了中职女生心理健康总体水平不如男生

的结论；而学生心理健康最需要关注的是强迫症

状、人际关系、抑郁和敌对等方面。研究结果无论

对中职学校教师的管理、教书育人工作，还是对学

生心理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均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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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出台，呼应了社会的合理关切，

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育人主体地

位，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是

学生青春期发育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心理的

发育和发展，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

步形成，他们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情绪调控

等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和问题。有学

者研究发现，青春期到来以后，农村初中女生经

常为人际关系、孤独倾向、身体症状等因素所困

扰 [1]。农村初中女生群体中常出现早恋、厌学，因

不懂保护自己出现交友不当，过早尝试饮酒、抽

烟，甚至性和吸毒等行为。

近年来为保证农村适龄儿童顺利地完成义务

教育，开办了农村寄宿制学校来适应农村人口居

住分散的特点，解决学生上学不便的问题，但农村

地区许多家长文化程度低、观念滞后，对青春期学

“双减”之下亟须关注

农村初中女生学习倦怠问题
◎ 彭华军 1  狄  丹 2（1. 云南省昆明市第三十中学，昆明  650000；2. 云南师范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

昆明  650000）

摘要：为探讨“双减”政策之下农村初中女生学习倦怠的相关问题，使用感知学校气氛、生活满意度、学习倦怠量表对

云南省昆明市 5819 人施测，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初中女生中重度学习倦怠者超 1/4，且随年级升高而加重；（2）农村初

中女生在三个量表的多个维度表现出经济发展中等地区的情况好于刚刚脱贫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3）农村初中女生感知

的学校气氛能够预测其学习倦怠，生活满意度在感知学校气氛和学习倦怠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4）生活满意度的各维度

中，中介作用效应量最大的依次是的学业、学校和环境满意度。

关键词：农村初中女生；感知学校气氛；生活满意度；学习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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