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

!"#

!

$%&'()(

"

*

&#++,&$)-$./'0/&1%$-&1%&%1)

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对入学适应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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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究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对其入学适应(心理健康的影响!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预防及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方法
!

选取
'20

名预约心理咨询的大一女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我和谐量表"

7887

%(症状自评量表

"

78=.(%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

887A7

%对其进行测量!并进行相关分析和路径研究&结果
!

来访大一女生具有明显的社交焦

虑等心理问题并伴随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存在对自我经验的不合理期望!以及自我和谐的刻板和僵化&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

谐各因子及总分与入学适应(心理健康部分因子存在显著相关"

A

%

%&%2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对来访大一女生的心理健康有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A

%

%&%2

%!而对入学适应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A

%

%&%2

%!入学适应在自我经验不和谐与心理健康之间

存在不完全中介效应&结论
!

自我和谐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女大学生的入学适应及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

!

女大学生$自我和谐$入学适应$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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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和谐是指自我内部的协调一致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

协调'

$

(

*研究发现#大学生自我和谐状态对其自杀意念有显著

影响#大学生自我经验的不和谐与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极其显著

的负相关'

1

(

#并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

(

*近

年来#国内学者从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出发提出心理和谐的概

念#强调个体内部和谐+人事和谐+人际和谐和身心和谐对个体

的重要作用#而自我和谐作为心理和谐的重要基础#对个体的

心理健康的影响至关重要*

入学适应是指初上大学的学生在脱离原来熟悉的环境#进

入大学新环境的变化过程中#根据新环境的要求#积极调整自

己的心理与行为#顺利实现角色转换#达成与新环境平衡的过

程'

0

(

*研究发现#大学新生存在普遍的入学适应问题'

2

(

#表现

为生活环境适应不良#缺乏学习动机和目标#不适应学习方式

的转变#缺乏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等'

).-

(

*而入学适应与心理

健康之间的关系已被研究证实#良好的入学适应有助于维护大

学生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

/

(

*而在自我和谐与入学适应的研

究方面#国内尚缺少系统研究分析#相关资料较少*胡琳丽

等'

(

(研究发现#自我和谐与学习适应性存在显著相关#对大学

生的学习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本研究探讨来访大一女

生自我和谐对其入学适应与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为大学生心

理问题的预防及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和实

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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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主动预约心理咨询的大一女生
'20

人#

平均年龄$

$(&1'h1&0-

&岁*生源地为城市的
$12

人+乡镇
//

人+农村
$0$

人%单亲家庭
0/

人+非单亲家庭
'%)

人*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

A&B

!

方法
!

采用自我和谐量表$

7887

&+症状自评量表$

78=.

(%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

887A7

&对
'20

名来访大一女生进

行测量*$

$

&

7887

!由王登峰编制#用于评估个体的自我和谐

情况%量表共有
'2

个题目#采用
2

级计分#包括自我与经验的

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及自我的刻板性
'

个因子#各分量表内

部一致性性信度为
%&)0

#

%&/2

'

$%

(

*$

1

&

78=.(%

!由
5CL"

?

GI#+

编制#用于评估个体的心理健康情况%该量表共有
(%

个题目#

采用
2

级计分#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

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
$%

个因子*$

'

&

887A7

!

由方晓义+沃建中等人编制#用于评价在校大学生的适应状况%

量表共有
)%

个题目#采用
2

级计分#包括人际关系+学习适应+

校园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及满意度
-

个因子#

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2

#

%&/1

#总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
%&('

'

$$

(

*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4771$&%

与
AX671$&%

对资料进行

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结构模型检验*

A

%

%&%2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入学适应及心理健康现状
!

来

访大一女生在
78=.(%

各个因子上的均分显著高于常模'

$1

(

#且

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及精神病性因子

上的得分超过
1

分#总分$

$/-&$%h12&02

&分*自我和谐方面#

来访大一女生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因子上的得分为

$

2$&1/h-&-$

&分#高于常模$

0)&$'h$%&%$

&分#总分$

()&')h

$$&1$

&分*入学适应方面#来访大一女生入学适应总分为

$

$/%&/-h12&2'

&分*见表
$

+

1

*

B&B

!

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入学适应+心理健康的相关分

析
!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对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入学适

应+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来访大一女生心

理健康各因子中的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

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及
78=.(%

总分与自我与经验的不

和谐+自我的灵活性因子及自我和谐总分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

相关$

A

%

%&%2

&#其中抑郁+敌对及
78=.(%

总分与自我和谐各

因子均存在显著相关$

A

%

%&%2

&*来访大一女生的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恐怖及
78=.(%

总分与入学适应各

因子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

A

%

%&%2

&*除自我刻板性外#

自我和谐各因子与入学适应各因子均存在显著相关$

A

%

%&%2

&*见表
'

*

表
$

!!

来访大一女生心理健康现状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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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78=.(%

总分

X $&-0 1&0/ 1&'( 1&$) 1&$2 $&(' $&/' 1&%1 1&%% $&(- $/-&$%

75 %&'/ %&'( %&0) %&0) %&'/ %&2% %&0) %&00 %&01 %&0- 12&02

表
1

!!

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及入学适应现状

项目
自我与经验

的不和谐

自我

灵活性

自我的

刻板性

自我

和谐总分

人际关系

适应

学习

适应

校园

适应

择业

适应

情绪

适应

自我

适应
满意度

入学适

应总分

X 2$&1/ 1-&02 $-&)' ()&') '$&1% ''&1$ 12&%$ 1-&/$ 1-&11 1'&)0 $1&-/ $/%&/-

75 -&-$ 2&%) '&'2 $$&1$ 2&/0 -&)% 2&%0 2&)) 2&'% 2&00 '&-( 1/&2'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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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入学适应%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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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
%&%1- %&1/)

&

%&0'%

&

%&0'-

&

%&'$$

&

%&1$$

&

%&$%-

"

%&'$)

&

%&''-

&

自我的灵活性
T%&%%2 %&%$0 %&$((

&

%&$00

&

T%&%%' %&$)%

&

%&%2% %&%0( %&%0'

自我的刻板性
T%&%$1 %&%%2 %&%(' %&$''

"

T%&%%) %&$1/

"

%&%(1 %&%/- %&%'0

自我和谐总分
%&%$' %&1%0

&

%&0$0

&

%&0%)

&

%&1$$

&

%&12)

&

%&$10

"

%&1))

&

%&1)1

&

人际关系适应
%&%)/ T%&$%' T%&'$/

&

T%&10/

&

T%&$%$ T%&$$/

"

T%&%2- T%&$$-

"

T%&$0/

&

学习适应
%&%1- T%&$$%

"

T%&$'1

"

T%&10-

&

T%&%2' T%&$-$

&

T%&$1/

"

T%&%// T%&%)/

校园适应
T%&%$1 T%&$%(

"

T%&$//

&

T%&'1/

&

T%&%/' T%&$0%

&

T%&$)0

&

T%&%(0 T%&%/(

择业适应
%&%02 T%&$11

"

T%&$'(

&

T%&$/0

&

T%&%0- T%&%)( T%&$'%

"

%&%$2 T%&%-2

情绪适应
T%&%)0 T%&1%1

&

T%&1('

&

T%&0)'

&

T%&1)-

&

T%&1)(

&

T%&$$(

"

T%&$20

&

T%&1%2

&

自我适应
%&%%1 T%&$)/

&

T%&'1(

&

T%&0)/

&

T%&1$%

&

T%&$-)

&

T%&$21

&

T%&%0) T%&1'-

&

满意度
%&%$( T%&$$/

"

T%&$))

&

T%&1/2

&

T%&$02

&

T%&$2%

&

T%&%$1 T%&$--

&

T%&%/2

适应总分
%&%$( T%&$-(

&

T%&'%%

&

T%&010

&

T%&$)/

&

T%&1$1

&

T%&$2'

&

T%&$11

"

T%&$-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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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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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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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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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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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入学适应%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项目 其他
78=

总分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 自我的灵活性 自我的刻板性 自我核和谐总分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
%&$$/

"

%&0$1

&

$

自我的灵活性
%&%11 %&$%/

"

T%&$%0 $

自我的刻板性
%&%$2 %&%/( %&'%'

&

%&$)0

&

$

自我和谐总分
%&%() %&'2(

&

%&/1)

&

%&2-1

&

%&2/1

&

$

人际关系适应
T%&%$/ T%&$(%

&

T%&'--

&

T%&011

&

T%&$1'

"

T%&0/)

&

学习适应
T%&%($ T%&$)(

&

T%&$-1

&

T%&'-$

&

T%&$//

&

T%&'01

&

校园适应
T%&$$-

"

T%&1$-

&

T%&'0/

&

T%&'/-

&

T%&1%$

&

T%&0-0

&

择业适应
T%&%1/ T%&$10

"

T%&$/0

&

T%&''0

&

T%&%2/ T%&1(2

&

情绪适应
T%&$2%

&

T%&'2-

&

T%&0/'

&

T%&'2'

&

T%&$-2

&

T%&200

&

自我适应
T%&$-2

&

T%&'1/

&

T%&0)(

&

T%&'22

&

T%&$2$

&

T%&21/

&

满意度
T%&$22

&

T%&1%'

&

T%&'0)

&

T%&$)1

&

T%&%1( T%&'$(

&

适应总分
T%&$')

"

T%&'%1

&

T%&00)

&

T%&0-2

&

T%&$//

&

T%&2--

&

!!

"

!

A

%

%&%2

%

&

!

A

%

%&%$

*

B&C

!

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对其入学适应+心理健康的影响

路径研究
!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对入

学适应及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模型的各

项拟合指数为
!

1

"

!Kc1&2)-

#

eQYc%&(1$

#

YQYc%&(01

#

B=Yc

%&($$

#

8QYc%&(0$

#

@X7PAc%&%/2

#综合考虑可以认为本模

型具有良好的拟合*

由结构方程模型可知#自我与经验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

与入学适应+心理健康间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且自我与

经验不和谐对心理健康的直接效应显著#温忠麟中介效应的检

验标准'

$'

(

#判定入学适应在自我经验不和谐与心理健康之间

存在不完全中介效应*对结果进行进一步进行
+"NCE

检验#其

中
GcT%&2$'

+

7Gc%&%01

+

NcT%&1$$

+

7Nc%&%)0

#得出
#c

'&$/'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量为
T%&2$':T%&1$$

"

%&0%1c1)&(1<

#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比例超过
$

"

0

#其中自

我经验不和谐对心理健康的总体效应为
%&0%1

#间接效应为

%&$%(

#直接效应为
%&1('

*而自我的灵活性则通过入学适应

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见图
$

*

图
$

!!

来访大一女生自我和谐对其入学适应%

心理健康的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C

!

讨
!!

论

!!

研究结果表明#来访大一女生具有明显的社交焦虑等心理

问题并伴随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存在对自我经验的不合理

期望#以及自我和谐的刻板和僵化*来访大一女生的自我和谐

各因子与心理健康+入学适应部分因子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

关#说明个体的自我状态会影响个体的入学适应水平及心理健

康状态#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

(

#

$0

(

*研究发现#高社交焦虑

的个体由于其更倾向于使用分析式的自我关注模式#过于分析

性的思考个人感受的意义和结果#导致其自我关注提高了个体

的概括化记忆#增强了其对负性自我经验的加工#影响其适应

性'

$2.$)

(

*而自我和谐作为个体自我认知和评价所导致的内心

状态#会通过影响个体在社交情境中对自身负性自我经验的加

工#产生负性自我评价#导致个体对他人和自我评价的预期和

认知更倾向于消极#进而影响个体的入学适应水平和心理

健康*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自我与经验不和谐对来访大一女

生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对入学适应有显著的

负向预测作用*表明个体自我与经验不和谐的程度越高#其心

理健康的水平越差#入学适应水平也越低*同时#入学适应在

来访大一女生的自我和谐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不完全中介作用#

说明自我和谐除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入

学适应的中介作用#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影响*近年来

有研究在自我认同+关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础上构建了三重

自我理论#从个体水平+人际水平和全体水平强调个体自我概

念+关系自我概念和集体自我概念对个体社会适应+心理健康

及幸福感的影响作用'

$-

(

*阐明了自我构建与社会适应的关

系#即
'

个方面自我表征存在的强度差异#影响了社会心理的

适应程度*相应的#自我和谐的状态作为自我构建的三重自我

概念的后效或自我认知的结果#对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与入学

适应的影响作用越发明显*

因此#对于高校教育管理部门而言#通过个体心理咨询+团

体心理辅导+心理健康课程等的开展#协调大学新生自我与经

验的和谐关系#降低消极分离一体化水平#可以有效地提升其

入学适应水平与心理健康*同时#健全的入学适应教育有助于

缓解个体的不合理信念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对维护大学新生的

心理健康存在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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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病情和治疗效果#及时+准确的辅助结果是确保患者能够顺

利进行路径的重要环节#否则#由于辅助检查结果未能及时反

馈而引起无效住院时间的延长#不仅影响床位的周转#延长患

者的住院时间#而且增加患者的住院费用*

临床路径是当前国际较为流行的单病种质量管理模式#其

核心理念是实施标准化管理+持续改进医院质量%其显著特征

是缩短平均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用%其主要作用是有效规范

诊疗行为#提高患者满意度*它是当前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重

要内容之一#顺应了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需要#是提高医

院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动力#对医院实施精细化管理+贯彻,优质

护理服务-+加强成本核算+促进医院内涵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是现代医院经营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的创新'

$$

(

*

本研究表明#实施临床路径能够规范医生诊疗行为#使医

疗工作向更有利于患者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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