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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生活事件对中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影响及与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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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中职护理专业学生不良生活事件的流行病学特征!探讨不良生活事件与创伤后应激障碍"

>[?%

$的关

系!为中职护理专业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上海市卫校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卫生学校

中职护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
U>+%#[#!/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并进行逻辑纠错!采用
?#?7/6

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结果
!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19/55c5/77

$岁!其中男生
79

人"

13/304

$!女生
)96

人"

7)/))4

$#不良生活事件中)考试

失败或成绩不理想*发生频率较高!为
71/0)4

#

>[?%

检出率为
3/3!4

!

>[?%

阳性者和非阳性者之间的生活事件各因子之间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51

$!多元
:;

O

FB'FC

回归分析显示
>[?%

的影响因子为人际关系因子"

$%-6/2!

!

234!"-1/)!

!

0/55

$!受惩罚因子"

$%-!/21

!

234!"-1/)1

!

15/79

$!适应因子"

$%-)/16

!

234!"-1/95

!

2/22

$%结论
!

中职生不良生活事

件发生率较高!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应从减轻学业负担!转变授课方式!提高中职生人际交往能力!提高中职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

!

学生!护理#生活变动事件#应激障碍!创伤后#中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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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可引起机体机能偏离平衡态"对个体的身心健康

有着广泛影响$在校中学生生活事件主要来自于学习压力%人

际关系%对未来的期望等&

186

'

$生活事件易导致青少年焦虑%抑

郁%创伤后应激障碍!

@

;B'8'H(AE('FCB'H&BB=FB;H=&H

"

>[?%

#等

情绪障碍"认知障碍以及药物滥用等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问

题&

!80

'

$本研究旨在调查中职护理专业学生不良生活事件的流

行病学特征"并探讨青少年不良生活事件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关系"并对生活事件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性进行评估"以

期为中职护理专业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实证研究的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班级为单位整

群抽样"以上海市卫校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卫生学校中职护理

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由系部辅导员统一发放"

介绍注意事项并指导学生完成调查$共发放问卷
055

份"回收

有效问卷
301

份"有效率
2!/354

$

?/!

!

测评工具与统计分析

17!!

重庆医学
6519

年
7

月第
)0

卷第
6)

期

#

基金项目$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育科研基金!

6513HQ55!

#(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

__G*Tf13551

#$

!

作者简介$高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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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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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
!

自行设计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

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性格类型%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

及职业$

?/!/!

!

不良生活事件
!

采用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

(=;8

L&BC&<'B&LM8H('F<

O

LFM&&N&<'BCD&C\LFB'

"

#?:US

#"该量表由
69

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包括
3

因

子)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丧失因子"健康

适应因子"其他$辛秀红等&

9

'对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效度与

信度进行再评价"结果显示量表的
SH;<V(CD

$

系数为
5/26

"重

测信度为
5/9!

"分半信度为
5/73

$

?/!/"

!

创伤后应激障碍
!

采用美国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
8

平民版!

'D&>[?%CD&C\LFB'8CFNFLF(<

"

>S:8S

#"

>S:8S

是国外众

多用于评估
>[?%

工具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自评工具之一"该

量表按照
%?$8

%

所描述
19

个症状编制了
19

个与之对应的

条目$量表采用
1

!

3

级评分"量表总分
73

分"研究发现当总

得分为
35

分"记为诊断标准时具有较高的诊断效率&

7

'

"其具有

优良的信度指标"

SH;<V(CD

$

系数为
5/777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

@

F%('(!/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并进

行逻辑纠错$采用
?#?7/6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经检验"数

据不符合正态分布"故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
,FLC;Y;<

秩

和检验"多组之间比较采用
*HAB\(L8,(LLFB

检验分析"计数资

料之间比较采用
!

6 检验"多元统计方法采用
:;

O

FB'FC

回归分

析$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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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基本情况
!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19/55c5/77

#岁"样本

量存 在 缺 失 值"其 中 男 生
79

人 !

13/304

#"女 生
)96

人

!

7)/))4

#(一年级
6))

人!

))/654

#"二年级
639

人!

)0/304

#"

三年级
31

人!

2/6)4

#$筛检出
>[?%

人数为
!1

人!

3/3!4

#$

!/!

!

不良生活事件发生情况
!

中职护理专业的学生的不良生

活事件中主要是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和适应因子"

69

项不良生活事件中"学习压力因子中的,考试失败或成绩不理

想-的发生频率最高"为
71/0)4

"其次是人际关系因子中的

,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为
02/364

"第三是适应因子中的

,生活规律!饮食%休息#等明显变化-"为
07/0!4

$发生频率

最低的为受惩罚因子中的,转学或休学-"其次是,被罚款-"第

三是,与人打架-$男生不良生活事件发生的频率高于女生!表

1

#$不同的性格类型%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的

学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

不良生活事件发生情况&

4

)

项目 变量 发生频率 男生发生频率 女生发生频率
!

6

#

人际关系因子 被人误会或错怪
07/52 96/)1 09/10 5/2! 5/!!

受人歧视冷遇
)7/00 36/79 )9/30 5/75 5/!9

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
02/36 0)/!9 95/52 1/6! 5/69

当众丢面子
)9/6) 39/)9 )3/1! )/)2 5/5!

学习压力因子 考试失败或成绩不理想
71/0) 76/90 71/!6 5/15 5/90

学习负担重
03/23 02/99 03/5) 5/7) 5/!0

升学压力
)7/)7 33/19 )9/5! 1/23 5/10

家庭给你施加学习压力
)1/17 36/79 !7/0) 0/5) 5/51

受惩罚因子 预期的评选!三好学生#落空
!6/27 )2/)! 62/!0 1!/5!

"

5/51

受批评或处分
69/69 )6/3! 6!/22 16/37

"

5/51

转学或休学
12/59 !!/!! 10/15 1)/!5

"

5/51

被罚款
65/70 62/59 17/31 3/)9 5/56

与人打架
65/70 !3/0! 19/)3 1)/!5

"

5/51

遭父母打骂
!)/37 36/!! !5/2! 13/07

"

5/51

意外惊吓"事故
67/95 )5/6! 60/69 9/5! 5/51

丧失因子 本人患急重病
61/93 !6/17 12/)2 9/56 5/51

亲友患急重病
69/71 !2/57 63/69 0/70 5/51

亲友死亡
!1/56 )!/56 67/6) 7/50

"

5/51

被盗或丢失东西
))/61 )7/67 )!/15 5/90 5/!7

家庭经济困难
!6/75 ))/12 !5/55 9/50 5/51

家庭内部有矛盾
)6/59 )2/)! )5/!) 6/)6 5/16

适应因子 生活规律!饮食%休息#等明显变化
07/0! 07/6) 07/)! 5/51 5/26

不喜欢上学
3)/!9 36/79 3)/!3 5/59 5/92

恋爱不顺利或失恋
!0/3) 3!/)2 !6/21 1!/29

"

5/51

长期远离家人不能团聚
)5/62 31/96 !9/26 3/7! 5/56

与老师关系紧张
!7/70 )7/67 !0/9! )/5! 5/5)

67!!

重庆医学
6519

年
7

月第
)0

卷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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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生活事件各因子得分情况
!

不良生活事件在各因子

中的得分越高"代表在此因子的应激最大$结果显示中职护理

专业学生在学习压力因子的应激最高"其次是人际关系因子%

适应因子"在丧失因子的应激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53

#$见表
6

$

表
6

!!

中职护理学生在不良生活事件各因子间得分差异

变量 样本量 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

人际关系因子
330 5/63 1/55

学习压力因子
337 5/35 1/55

受惩罚因子
33) 5/55 5/1)

丧失因子
33) 5/55 5/!!

适应因子
333 5/65 5/05

!!

*HAB\(L8,(LLFB

!

6

-665/21

"

#

"

5/51

!/B

!

不良生活事件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关系
!

>S:8S

量表总分
73

分"总分大于
35

分诊断为
>[?%

阳性!

!1

例#"小

于
35

分诊断为
>[?%

阴性!

3!5

例#$

>[?%

检出阳性者在生

活事件
3

个因子的得分均高于
>[?%

检出阴性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

5/53

#"见表
!

$以
>[?%

为应变量"不良生活事

件为自变量纳入多元
:;

O

FB'FC

回归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筛

选变量"纳入标准为
5/15

"剔除标准为
5/15

"结果显示"

>[?%

的影响因子为人际关系因子!

$%-6/2!

"

234!"-1/)!.

0/55

#%受惩罚因子!

$%-!/21

"

234!"-1/)1.15/79

#和适应

因子!

$%-)/16

"

234!"-1/95.2/22

#$见表
)

$

表
!

!!

>[?%

与非
>[?%

青少年生活事件因子评分

生活事件

>[?%

!

/-3!5

#

中位数
四分位

数间距

非
>[?%

!

/-!1

#

中位数
四分位

数间距

9 #

人际关系因子
1/63 1/35 5/63 5/93 0/30

"

5/51

学习压力因子
1/63 1/35 5/63 5/93 3/91

"

5/51

受惩罚因子
5/62 1/70 5/55 5/1) )/27

"

5/51

丧失因子
1/55 1/!! 5/55 5/!! 0/63

"

5/51

适应因子
1/)5 1/05 5/65 5/)5 9/1)

"

5/51

表
)

!!

>[?%

影响因子的多元
:;

O

FB'FC

回归分析

变量
,(L=

!

6

# $% 234!"

人际关系因子
7/0!

"

5/53 6/2! 1/)!

!

0/55

学习压力因子
5/55 5/23 5/29 5/!2

!

6/)3

受惩罚因子
0/76

"

5/53 !/21 1/)1

!

15/79

丧失因子
6/!0 5/16 5/)) 5/10

!

1/63

适应因子
2/92

"

5/53 )/16 1/95

!

2/22

"

!

讨
!!

论

"/?

!

中职护理专业学生不良生活事件发生情况
!

国外研究发

现
3)4

的青少年至少经历一次不良生活事件"且
174

的青少

年会经历
!

次以上的创伤事件&

2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职护

理专业的学生不良生活事件发生情况较多"中职护理专业学生

生活事件发生较高的前
3

位分别为,考试失败或成绩不理想-

!

71/0)4

#%,与同学或好友发生纠纷-!

02/364

#%,生活规律

!饮食%休息#等明显变化-!

07/0!4

#%,被人误会或错怪-

!

07/524

#和,学习负担重-!

03/234

#$与李树雯等&

15

'的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目前中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压力应激源主要来

自学业"中职院校的学生"大多是没有考取高中的学生"基础薄

底子差"他们因学习成绩不如别人"通常被贴上,差生-的标签$

学习本身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在学习活动过程中"常消耗

大量的心理和生理能量"会导致他们产生更多心理%行为问题$

此外"医学院校课程多"学习压力较大"竞争较为激烈"如果成

绩不理想"定会对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

在性别方面"男生在各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均较女生高"且

某些条目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能由于男生和女生

性格特质不同"男生比较调皮%好动%叛逆%不服管教"因此男

生会更多比女生有更多的发生不良生活事件的机会$此外研

究发现"男孩在教养方式方面受到更多的惩罚%拒绝和否认

等&

11

'

$教养方式也与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水平有关"强的心理

韧性可让青少年在遭遇创伤事件时能更好地适应环境&

16

'

$因

此"学校应和家长做好沟通工作"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监测$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职护理专业学生人际交往的压力仅次

于学习的压力"究其原因可能是中职学生正处于少年向成年过

渡时期"是生理和心理发展趋于成熟的关键的时期"当生活不

顺遇到困难时就会懊恼%抑郁"产生挫折感"形成紧张%不安%忧

虑%恐惧%抑郁等交织成的复杂心境$中职生开始以学校生活

为重点"更在意与同学的关系"但受到青年期心理特征的影响"

有着较为自卑%过度自尊%敏感和情绪不稳定等特点"因此常在

处理人际交往特别是好友关系上应激强度较高"困扰较多$再

次是适应因子"其中应激最大的为,生活规律!饮食%休息#等明

显变化-"中等职业教育是在高中教育阶段进行的职业教育"中

职生年龄正处于青少年时期"有一项针对中职生的调查研究结

果显示"社会适应能力很差和较差的学生占比达
93/924

"表

明大部分中职生都有适应困难的问题&

1!

'

$研究发现人格特

质%羞怯感等是影响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主要因素&

1)813

'

$社会

适应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个体发展的重要指

标"提高中职生社会适应能力十分重要$

"/!

!

创生后应激障碍发生情况及与不良生活事件的相关关

系
!

国内外大量研究发现儿童期不良生活事件与创伤后应激

障碍
>[?%

密切相关&

10817

'

$

>[?%

是第五大常见精神系统疾

病&

12

'

"研究大多集中在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及车祸%火灾等突

发性事件的研究方面$但研究发现在普通人群中及在校大学

生中"不符合
%?$8+a

标准的创伤性事件"例如人际关系紧张

等也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

65861

'

$日常压力生活事件同时聚

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多重效应有时对儿童青少年的危害比单一

的危机性生活事件或转折性生活事件更大&

66

'

$本次调查是基

于普通中职学生进行的现况调查"

>[?%

的阳性检出率为

3/3!4

"不良生活事件各因子在
>[?%

阳性检出者的得分明显

高于
>[?%

阴性者$经多元
:;

O

FB'F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良

生活事件中的人际关系因子%受惩罚因子和适应因子是
>[?%

的影响因子$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和适应因子各维度的负性生

活事件可以理解为慢性压力"这些慢性的日常生活压力事件同

时聚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多重效应-有时对儿童青少年的危害

比单一的危机性生活事件或转折性生活事件更大&

6!

'

$其可以

表达出繁重压力"或是让人非常压抑"反映出儿童面对的应激

源虽不强烈"但是长久持续存在"而研究发现长期慢性生活压

力会增加
>[?%

的发生风险&

6)

'

$

"/"

!

对策与建议

"/"/?

!

减轻学业负担"转变授课方式
!

学校应加大力度开展

减负活动"开展丰富的校园社团活动"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班

级环境"减轻学生的学习等各方面的压力$同时"根据中职学

!7!!

重庆医学
6519

年
7

月第
)0

卷第
6)

期



生的特点选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课程的开设"对课

程结构%课程内容%授课形式和课程评价体系等进行改革"使其

更符合中职生的学习特点&

63

'

$

"/"/!

!

提高中职生人际交往能力
!

重视人际交往课程的开

设"鼓励学生积极改善人际关系"加强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

道德观的教育$也可通过主题班会%社团等一些集体活动"增

强学生的主动性和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

"/"/"

!

提高中职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

学校应有意识地培养中

职生健康的人格"增强学生的自我价值感"让学生正确的评价

自己"悦纳自己"尊重自己和保护自己"同时改善中职生羞怯%

社交困难"有效提高中职生社会适应能力"进而提高中职生心

理健康程度$

"/"/B

!

教会学生用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去应对问题
!

教会学生

采取解决问题和求助等成熟型的积极应对方式"使问题得到解

决"则可以解除心中的压力"心情舒畅"进而有效降低因生活事

件所引发的负性情绪&

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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