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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某４所中小学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ＭＨＴ问卷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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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重庆市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为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华东师范

大学周步成教授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ＭＨＴ），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重庆市某２所小学和２所中学，共２０个班级的

７９６名同学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身心健康状况及其在性别与年级之间的关联性。结果　符合条件的７４１名学生中，存在明显心理

健康问题（得分大于或等于６５分）的学生检出率为１．２％，各分项中学习焦虑表现最为明显，检出率为２６．６％；学习焦虑分项女生

显著高于男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２．３６，犘＝０．０００４）；在学习焦虑和自责倾向与年级的相关性中，初中生的焦虑明显高

于小学生，学习焦虑（χ
２＝１３．７４，犘＝０．００１０）、自责倾向（χ

２＝１６．６０，犘＝０．０００２）和过敏倾向（χ
２＝８．０５，犘＝０．０１７９），其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重庆市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状况总体情况较好，其中学习焦虑较其他焦虑相对明显；女生更容易

出现学习焦虑；初中生比小学生更容易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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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时期正是由童年过渡到成年时期，是性格、认知、世

界观形成最重要的时期，也是心理变化最剧烈的一个时期。在

这个时期，面对种种压力，使他们超负荷的承担着，近年来国内

有关中小学生心理卫生方面的调查表明，在中小学生中具有不

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者达１０％～３０％
［１］。在墨西哥每１１名青

少年中有１名青少年患有心理障碍
［２］，在韩国首尔的一项调查

显示，其初中学生有心理健康问题者高达５７％
［３］。心理健康

水平关系到中小学生的学业、性格的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社

会适应能力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小学生是国家未

来的接班人，他们的健康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繁荣与兴衰。

有关资料显示，中小学生的心理障碍患病率为２１．６％～

３２．０％
［４］，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

越严重，表现出低龄化的趋势［５］，因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问

题逐渐引起政府、社会、家庭和研究者的关注。中小学生的身

心健康问题有地域和文化差异［６］，西部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

和教育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而这些因素影响着中小学生的身

心健康。四川省德阳市的调查显示，其学生的学习焦虑的比例

高达４６．８％
［７］，重庆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中小学的心理方面的

研究情况较少，其中只有西南大学的王卫红等［８］在２０００年对

重庆市小学校中高年级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其学生

的心理问题的总检出率为１０．９％。

为了解重庆市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并为其开展健康

１４６２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８月第４２卷第２２期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１０ＧＪ０４１４）；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１２０３１３１）。　作者简介：宁源（１９８９～），

学生，本科，主要从事健康教育研究。　△　通讯作者，Ｔｅｌ：１３８８３４６０８４２；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ｚｂ＠ｑｑ．ｃｏｍ。



表１　　不同性别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结果比较

性别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总体

男 ８５ ４ １ ２２ １７ ２８ ６ ４ ３

女 １１２ ７ ２ ２３ １５ ２０ １２ ５ ６

χ
２ １２．３６ １．３７ ０．５１ ０．４７ ０．０１ ０．４２ ３．１２ ０．３２ １．５４

犘 ０．０００４ ０．２４１３ ０．４７５１ ０．４９１３ ０．９３３３ ０．５１９０ ０．０７７２ ０．５６９２ ０．２１００

表２　　不同阶段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结果比较

阶段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总体

初中 １２０ ７ １ ３６ ２４ ３２ ８ ４ ５

小学 ７７ ４ ２ ９ ８ １６ １０ ５ ４

χ
２ １３．７４ ０．８４ ０．４４ １６．６０ ８．０５ ５．６１ ０．６４ ０．３２ ０．２０

犘 ０．００１０ ０．６５６１ ０．８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６０７ ０．７２６９ ０．８５４２ ０．９０５５

教育和心理咨询提供参考。作者于２０１１年９月对重庆市４所

中小学的五～八年级共计７９６名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诊断测

验分析，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重庆市主城区

某２所小学、２所中学，抽取每所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各２个

班，每所中学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各３个班，共计７９６名学生。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７９６份，全部收回，剔除１８份项目不全和

３７份效度量表大于或等于７分者，回收有效问卷共７４１份，有

效回收率为９３．１％。对回收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其中，男生

３９９名（５３．８％），女生３４２名（４６．２％）；初中生和小学生各调

查３８１、３６０名，年龄９～１４岁，平均（１１．９４±１．２７）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问卷调查采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周步

成［９］于１９９１年编制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ｔｅｓｔ，ＭＨＴ）为调查工具，辅以访谈法。全量表共有１００个条

目，由８个内容量表和１个效度量表构成，８个内容量表分别

是：学习焦虑（Ａ）、对人焦虑（Ｂ）、孤独倾向（Ｃ）、自责倾向（Ｄ）、

过敏倾向（Ｅ）、身体症状（Ｆ）、恐怖倾向（Ｇ）、冲动倾向（Ｈ）。第

９个内容量表为效度量表。由每个内容量表的原始得分，根据

全国常模表换算成标准分，得出每位学生各内容量表的标准分

及全量表总焦虑倾向的标准分。各内容量表标准分高于８分，

说明有较强的焦虑倾向；全量表总焦虑倾向的标准分在６５分

以上者为高焦虑者。所得资料须经重复测验或被剔除。

１．２．２　现场调查　在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高年

级本科学生中选拔调查员，并进行统一培训。在掌握调查方法

后，在附近中小学进行了预调查。正式调查时间选择中小学上

自习课的时候，每个班３名调查员，在讲解了问卷填写方法后，

发放调查问卷，并课堂上独立完成，仔细核查后收卷。问卷调

查完之后，随机抽取２～３名同学进行访谈，主观询问其健康教

育知识及其认知态度。

１．２．３　质量控制　问卷调查回收后，由专项小组同学对每一

份问卷进行质量检查，检查其问卷填写完成情况，剔除基本内

容填写不全、问题回答不全、整页填写缺失等填写不全的问卷，

并对剩下的完整问卷进行统一编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集结束后利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进行双录

入，对录入数据采用ＳＡＳ９．１软件进行卡变描述和统计推断

（χ
２ 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之间的心理健康差异），以

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总检出率　７４１名学生中心理健康问

卷量表得分大于或等于６５分的有９名，表明存在明显心理健

康问题的学生检出率为１．２％；得分小于６５分的有７３２名

（９８．８％）。调查结果表明８个内容量表中出现异常学生（≥８

分）的情况，健康问题程度检出情况依次为：学习焦虑１９７名

（２６．６％）、身体症状４８名（６．５％）、自责倾向４５名（６．０％）、过

敏倾向３２名（４．３％）、恐怖倾向１８名（２．４％）、对名焦虑１１名

（１．５％）、冲动倾向９名（１．２％）、孤独倾向３名（０．４％）。

２．２　不同性别学生心理状况比较　男、女生在心理健康总体

水平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５４，犘＝０．２１００）。但

各分量表中女生学习焦虑方面明显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
２＝１２．３６，犘＝０．０００４），而在其他７个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

２．３　不同阶段学生心理状况比较　初中生与小学生在心理健

康总体水平上无显著差异，但分量表中学习焦虑、自责倾向和

过敏倾向与年级的相关性却存在显著差异，初中生的学习焦虑

（χ
２＝１３．７４，犘＝０．００１０）、自责倾向（χ

２＝１６．６０，犘＝０．０００２）

和过敏倾向（χ
２＝８．０５，犘＝０．０１７９）均明显高于小学生（犘＜

０．０５），而在其他５个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见表２。

３　讨　　论

从已报道的研究结果来看，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现状

为：有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小学生约占１３％、初中生约占１５％、

高中生约占１９％、大学生约占２５％，随年级升高呈递增趋

势［１０］。因此，深入探讨青少年群体的心理特点，并采取针对性

措施，改善其成长的社会和心理环境，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市中小学多数学生心理发展

在总体上还是比较健健康，重庆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总检

出率为１．２％。这个比例低于陕西省７地市中小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总检出率（１．５５％）
［１１］、保定市的总检出率（１．８％）

［１２］、

中国中小学心理健康研究的回顾（心理问题总检出率１０％～

３０％）
［１３］。但不能通过本次调查结果就得出重庆市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其他地区的结论，因为心理状况不是短期积

累而致，且具有动态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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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重庆市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状况总体情况良好，但在学习

焦虑、身体症状、自责倾向、过敏倾向分项中检出率较高。本次

调查中出现异常问题较高的方面是学习焦虑（２６．６％）、身体症

状（６．５％）、自责倾向（６％）、过敏倾向（４．３％）。无论是初中生

还是小学生学习焦虑都已成为首要问题。学习焦虑会导致一

系列的问题，或许更应该说是学习焦虑是其他焦虑的主要影响

因素。学习焦虑的学生对考试怀有恐惧心理，无法安心学习，

十分关心考试分数；而当成绩不理想，在极度紧张焦虑的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症状，如会出现呕吐失眠、小便失禁等

明显症状；这些原因就可能导致他们产生自责的倾向，出现自

卑，常怀疑自己的能力，常将失败、过失归咎于自己等现象；这

时候的他们就特别的敏感，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烦恼、焦虑。

３．２　中小学男、女生之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差异，主要表现

在学习焦虑女生明显高于男生。而其他方面，女生的焦虑情况

总体都高于男生，这与不同性别青少年 ＭＨＴ量表的 Ｍｅｔａ分

析［１４］、中小学生焦虑状况与父母期望的调查与分析的结果［１５］

相符合。本调查结果显示，存在学习焦虑的学生中女生明显高

于男生。女生平时比男生乖巧，内向，在中小学阶段，女生比男

生爱学习，家长对女孩子本身的期望值较高，督促也较多；再加

上女生比男生提前进入青春期，此时的女生心思更加细腻，更

加敏感，而对学习成绩的在乎程度更加严重，导致她们的学习

焦虑较男生高出许多。

３．３　中小学生不同年级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学习

焦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分项中，初中生高于小学生。本调查

还发现，除了学习焦虑以外，自责倾向和过敏倾向是也是主要

存在的焦虑问题。这３种焦虑问题，其男、女生没有差异，但是

在其年龄上差异较大，初中生明显比小学生存在这些焦虑。升

学造成的巨大的学习压力，导致其在自责和过敏中存在焦虑。

家长和老师的过高期望，使学生存在过重的心理负担，害怕家

长和老师失望，故在其学习上，当成绩一旦下降，就存在严重的

自责焦虑。每天担心成绩的升降，造成心理上的过敏倾向。

３．４　中小学生普遍对健康教育课有浓厚的兴趣，并表示希望

学校开展关于健康教育与心理健康的课程。在调查中，通过主

观询问的方式，问及中小学生对心理健康课、健康教育课的需

求，大多数学生对其健康教育与心理课表示兴趣浓厚，现在的

学生通过网络、书籍及学校的一些关于身心健康教育的展板和

广播对其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希望开展相关的课程。

３．５　通过以上的调查分析，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改

善和提高重庆市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１）加强学校教育

方面的力度，改善教育制度，不要让学生只专注学习及学习成

绩，从而增加学习、自责、过敏方面的心理压力，应全方位发展

教育，尤其是加强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２）家长的教育。在

学校加强健康教育的同时，家长也应积极配合，学生的心理压

力，家长方面是其重要来源，学生主要是不想让家长失望，所

以，家长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应比学校更加注意，对孩子的

关心应多一些，对其成绩的要求不要过分苛求，减少责骂，积极

鼓励孩子。（３）社会对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视，社会对于学

生的要求不能只以学习成绩为主，不能单方面地考虑问题，应

全方位看待，注重学生的心理品质、动手能力。（４）需要学校、

家庭、社会互相配合，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心理氛围，科学地培养

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水平就有了一个坚

实、牢固的基础，合格人才的培养也有了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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