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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了解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对中国合肥市行知学校漕冲校区在校初三学

生进行评定。结果，女生在敌对性、人际关系、抑郁、焦

虑这几个因子方面的得分都超过 1，明显高于男生相应因子

的得分等，应针对其不同特点开展工作，才能收到较好效果。

2 调查对象

合肥市行知学校漕冲校区在校初三学生，共 50 名学生。

其中，男生 26 人，女生 24 人。年龄范围 14~16 岁，平均

年龄 14.23 岁。

3 调查方法及内容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让受试者按 SCL-90 量表要求自填，

共发出问卷 50 份，收回 49 份，其中无效卷 2 份，有效率

94%。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共有 90 个项目，包含有较广泛

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从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

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均有涉及，并采用

10 个因子分别反映 10 个方面的心理症状情况。10 个因子

分别是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

恐怖、偏制精神病性以及其他。该量表采用 1~5 分的 5 级

评分标准，SCL-90 对心理症状的人有良好的区分能力，能

较好测评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4 测试结果

① 47 份有效问卷，总平均分为 75.51，最高分为 348，

最低分为 1。男生平均分为 57.43，女生平均分为 92.83。女

生平均得分明显高于男生，见表 1。

表 1 总分平分情况

②为了进一步了解各因子的得分情况，计算了各因子

的平均得分（见表 2），并按降序排列。敌对性得分最高，

为 1.52，其次是强迫（1.43），人际关系（1.28），抑郁（1.22），

精神病性（1.21），焦虑（1.16），偏执（1.15）。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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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反映了处于初三阶段的学生容易产生敌对、强迫、抑郁、

焦虑等负性心理 [1]。

表 2 各因子平均得分情况

③为了解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差异，分别计算了男女生

各因子的平均得分，并按降序排列。男生得分最高的是敌对

性（0.91），女生得分最高的是强迫（1.33）。此外，女生

在敌对性、人际关系、抑郁、焦虑这几个因子方面的得分都

超过 1，明显高于男生相应因子的得分 [2]，见表 3。

表 3 男女生各因子平均得分

5 讨论与原因分析

通过对这 50 名初三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其总体心理

健康状况水平处于正常的状况。也有个别因子相对其他因子

分值相对其他因子来说偏高，下面就此进行简要的原因分析。

初三阶段的学生都在 14 岁左右，正处于青春前期，是

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展最为迅猛的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青

少年，自我意识增强，但并不完备；情感变得丰富、深刻，

但不稳定；性意识开始萌发起来。且女生这些方面的发展会

比男生早 1~2 岁。这也与上述检测的结果基本相吻合，女生

各个因子的得分都明显高于男生。引起这一阶段的青少年产

生敌对、强迫、抑郁、焦虑等负性心理的因素有很多，有内

在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因素。以下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处于这一阶段的青少年刚进入青春期，生理方面正发

生较大的变化，如身体外形的巨变，体内机能的增强，性器

官和性机能的成熟等，这些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青少

年的心理变化。因此，这一阶段的青少年情绪波动会比较大，

变化快，他们可能一时信心百倍、情绪激昂，但稍遇挫折，

又顿时心灰意冷，情绪低沉，充满悲观色彩。由于情绪波动

较大，他们对他人会产生一种敌对心理。这种心理是一种敌

视、对抗的情绪状态，一般仅限于攻击欲望而不转化为攻击

行为，是攻击行为对潜在状态。当他人轻视、指责和伤害自

己时，不管是否是自己主观上的错觉，都会怒目相对、冷漠

仇视；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不管是否惹自己，都会冷眼相

视、动辄非难。

这一阶段的青少年自我意识增强，有独立自主的要求

和能力，表现为主观任性、急躁、好强、固执、倔强、追求

完美、自制力较差等。这些是产生强迫心理的主要原因。例

如，他们对一些事物是非曲直的判断，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但不够准确，同时也不愿意听从父母或教师的意见，并有强

烈的表现自己意见的愿望，有时为了展现更好的自己，过于

谨慎、认真、喜欢过细的思考问题、追求完美等。

同时，初三学生也面临着升学，学业压力大，学业负

担重。如果父母或教师对他们对要求太高或期望值太大，都

会使他们产生抑郁、焦虑等负向心理。

6 对策分析

针对青少年因内在因素引起的负向心理，可以通过沟

通、交流疏导思想、树立榜样等方式加以调节缓解。作为教

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多用积极、鼓励、正向的评价语言，

采用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方式；结合学生生活实际和成长实

际，选择小组讨论、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体现学生主体性

的教学方式；关注学生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多跟学生沟通交

流，对于表现异常的学生，要及时发现及时疏导，将学生的

心理引导到积极健康的轨道上来。

对于外在因素引起的负向心理，可以通过家校社合作

的方式来解决。建立完善的家校合作机制，通过开家长会、

家访、个别交流等方式，营造学校和家长融洽沟通的良好氛

围，及时准确全面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和发展状况。要注意

疏通家长的思想，帮助家长走出“唯分数”“唯成绩”“唯

升学”的误区。同时，学校也需要社会相关机构、部门、社区、

社会团体的合作，合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为青少年营造健

康地成长环境 [3]。

7 结语

此次报告，主要是结合所学心理健康教育方面但知识

展开的调查和分析，有可取之处，同时也有一些不足，以后

会继续完善改进。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调查的样本数量不

够多，且仅调查了一个学校的一个年级，所得数据的说服力

不够强。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将会扩大调查的数量和范围，

提高数据的信度和效度。

参考文献
[1] 刘恒,张建新.我国中学生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结果分析

[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2):3.

[2] 马玉萍.基于SCL-90的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与分析——以西部5所

职业学校为例[J].教育现代化,2017(11):165-167.

[3] 周凯,余小鸣,叶广俊.中学生SCL-90评定结果分析[J].中国校

医,1996,1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