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问题的提出

1.1 美育心理的概念

美育心理研究的是以音乐、美术、文学的艺术美和自然、

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美为教育手段感染学生，发展其鉴赏美、创

造美与识别美与丑的能力，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文明

习惯，促进他们的智力和身体的健康发展的教育方式[1]。其核

心概念包括以下两个部分：淤多元美育教育：美育是一种文

化，也是大文化系统中最活跃、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多元美

育教育强调以美育人，为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

形成多重美感，使他们能够理解多元美，健康地发展多元美教

育，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于身心健康：学生既有身体健

康教育方面的内容，又有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内容。

1.2 本研究的意义

关注中等职业学校面临的共同挑战即健康教育的缺失，

深化课程改革，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全面提高学校的教

育教学质量；为中职学校健康教育的交流与互动积累经验，为

和谐校园建设、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2]。

主要的研究价值为：淤实践性价值：改善中职学生“身心健康”

缺失的现状，明确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缺失的主要因素，并针

对这些因素确立多元美育教育方案的目标。于理论性意义：促

使多元美育教育理论研究与学生身心健康更紧密地结合，为

多元美育教育的应用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使多元音乐研究范

围得到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多元美育教育研究的内涵[3]。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样本选自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模具、数控、机电、制冷、

数字传媒、眼视光、信息）专业的在校学生。采用整群抽样的方

法，排除严重躯体疾病、重型精神疾病和药物成瘾者，按比例

分层抽取具有代表性的 7个专业一年级至三年级共计 707名

学生为调查对象。剔除无效问卷，被试学生年龄为 16.89依0.64

岁。汇总信息并进行分析研究，最终确定 50名被试进行“多元

美育提升学生身心健康”的实践教育对照组实验，并对学生的

状况进行后测与随访。

本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淤调查学生的基本情况，

包括学生家庭的离异情况及离异家庭的学生比例、学生的音

乐基础和对学习音乐的兴趣、态度和价值观，采用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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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数据发现问题所在；于调查学生的心理现状，主要通

过实名调查，在 707名学生中找到存在或可能存在心理问题

的学生数据，再针对这部分学生进行调查，了解学生中主要存

在的心理问题；盂对心理健康问卷得分在“31耀40分”及“40分

以上”的学生进行深入调查，找出其心理特征与行为问题、多

动冲动、同伴相处、总的困难及社会化行为等因子存在的关

联，并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

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为现况调查，测试前取得被测试者知情同意，由班

主任协助统一主试和指导。以班级为单位，要求学生根据自己

的真实情况填写问卷，一小时内当场收回问卷。

2.3 统计方法

应用 SPSS 19.0统计软件处理，采用统计描述、单因素方

差分析、卡方检验、t检验及 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统计描述。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时，采用参数统计方法，即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其余则采用独立样本的团体 T检验。

3 多元美育与身心健康的现状分析

3.1 学生的家庭情况

学生家庭情况调查汇总如表 1所示。

表 1 学生家庭情况调查汇总表（N=707）

年级 总人数 寄宿比 离异家庭 非沪籍
认为家长不

了解比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合计

303

253

151

707

100（30.3%）

55（21.7%）

45（29.8%）

200（28.3%）

35（11.6%）

28（11.0%）

30（19.9%）

93（13.2%）

75（24.8%）

65（25.7%）

61（40.4%）

201（28.4%）

130（42.9%）

115（45.5%）

101（66.9%）

346（48.9%）

表 1 表明，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寄宿学生占总

人数的 28.3%，离异家庭学生占 13.2%，非沪籍的学生

人数比例达到 28.4%，而认为家长不了解自己的学生

人数将近一半。由此可以发现，由于家庭教育的缺陷，

学生在情感、行为、性格以及价值观方面更易产生缺

失，由此导致的心理缺失也较为严重。学校教育应该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加重视对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和辅导。而在我校，更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心理健

康教育和心理辅导渗透到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去。

3.2 学生心理现状的调查

3.2.1 学生的综合调查

本次调查发放调查问卷 707份，收回 694份，未

收回 13份；无效问卷 11份，有效 683份。调查的对象

包括中专班和贯通班一、二、三年级学生共 707人。心

理健康调查问卷汇总表（见表 2）评价参考：0耀8分非常健康；

9耀16分健康；17耀30分需要帮助；31耀40分需要进行检查或治

疗；40分以上较严重，需及时治疗。

表 2 各年级心理健康调查问卷汇总表

年级 总人数
0耀8分

（人%）

9耀16分

（人%）

17耀30分

（人%）

31耀40分

（人%）

40分以

上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合计

274

247

162

683

37

47

39

123

13.5%

19.0%

24.1%

18.0%

144

116

67

327

52.6%

46.9%

41.4%

47.9%

53

43

26

122

19.3%

17.4%

16.0%

17.9%

32

32

24

88

11.7%

12.9%

14.8%

12.97%

8

9

6

23

2.9%

3.6%

3.7%

3.4%

通过对各个年级的数据观察发现：从二年级开始，“心理

健康”的学生比例呈现下降趋势，“17耀30分需要帮助”的同学

比例没有明显的规律变化，“31耀40分需要进行检查或治疗”和

“40分以上较严重，需及时治疗”的同学比例呈现有规律的上

升趋势。

3.2.2 学生的单项调查

对学生的单项调查主要采用心理与行为问题评估量

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此量表主要反映躯体化（主观

躯体不适感）、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

惧、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睡眠及饮食情况）共十项心理症状

问题[4]，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表明，心理健康问卷得分在“31耀40 分”及“40 分以

上”的学生的心理特征与行为问题、多动冲动、同伴相处、总的

困难及社会化行为等因子存在极其显著的关联，这部分学生

的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总分及大部分量表之间不存在显

著性的差异，在情绪症状、焦虑症状、同伴相处等方面，这部分

学生的问题显著多于得分在 31耀40 分的学生（P约0.05），而此

学生类型
情绪症状

因子

行为问题

因子

焦虑症状

因子

同伴相处

因子

总的困难

因子

社会化行

为因子

31-40分

(n=97)
2.37+2.16 2.29+1.58 3.50+2.03 2.82+1.61 10.98+5.25 6.98+2.19

40分以上

(n=32)
2.48+2.16 2.11+1.43 3.30+2.05 2.57+1.54 10.45+5.09 7.85+1.99

t -1.57 3.89 3.13 5.09 3.29 -13.23

P 117 000 002 000 001 000

表 3 心理健康问卷“31～40 分”“40 分以上”

的平均数与标准差(M+SD)

内容
情绪症状

因子

行为问题

因子

多动冲动

因子

同伴相处

因子

总的困难

因子

社会化行

为因子

40分以上情

况问卷统计
0.298*** 0援312*** 0援397*** 0援103*** 0援401*** 0援048*

表 4 心理健康问卷 40 分以上情况状态和 SDQ（r）

注：*P约0.05；**P约0.01；***P约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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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情绪症状和多动冲动因子得分相对低，表明这部分学生比

其他学生更能感受到自己的行为的不得当。心理健康问卷 40

分以上情况状态和 SDQ如表 4所示。

从表 4看出，心理健康问卷得分在 40分以上的学生的情

况状态和 SDQ高度相关。具体而言，SDQ (r)中情绪症状、行为

问题、多动冲动、同伴相处及总的困难等因素呈正相关，有极

其高度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约0.001），与社会化行为因子也为

正相关，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约0.05）。

4 整合多元美育资源，提升学生身心健康

4.1 营造良好的音乐艺术氛围

第一，利用“广播之声”广播台播放经典音乐，用每周一歌

的形式，播放爱国主义歌曲，介绍著名音乐家的生平事迹以及

经典歌曲创作的背景和意义，唤起学生心中的爱国热情[5]。同

时，通过每个班的微信群、QQ群定期上传经典音乐，让同学们

在闲暇时提升精神境界。

第二，开展丰富多彩的音乐艺术活动，营造良好的音乐艺

术氛围。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校园音乐会、舞蹈大赛、歌手大

赛、主持人大赛、校乐队、合唱团、音乐剧社、戏剧社，开展学生

社团和兴趣小组指导学生进行艺术创作和欣赏实践。有意识

地让学生组织或参加迎新晚会、诗朗诵会、各种文艺知识竞

赛、校园纪念日和校园艺术节，利用各种艺术活动的优势来提

高学生对艺术的兴趣和创造能力。

4.2 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传承和

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学生正直、向美，在潜移默化中提高

学生的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

质的发展。

第一，设立相关的音乐艺术类社团，如街舞社团，校乐队、

韩舞社、吉他社、舞龙社等等，同时组织影响广泛且富有意义

的活动，既为学生提供德育与音乐艺术相结合的奇妙体验，又

激励学生提高自己的艺术修为[6]。

第二，开设以经典红歌为主题的专题讲座：请专业的音乐

教授为学生开办经典红歌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其产生、发展

和繁荣的时代背景，使学生意识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并通过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5 对照前、后对比分析

从表 5可以发现：通过多元美育系列活动，学生五项能力

的主要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特别是“情绪状态、行为问

题、同伴相处”等部分前、后测试差异显著，说明学生对自己的

专业认识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提升较快，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多动冲动与总的困难”部分虽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也有一

定程度的提高，这充分体现了一学期音乐美育为学生心理健

康发展产生的良好影响。

表 5 一个学期后，对照组学生心理与行为问题评估前测、后

测对比分析（N＝707；单位：人）

等级 1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4 等级 5 X2值 df P值

情绪状态 前测

后测

9

2

6

0

7

12

11

15

9

13
12.97 4

约0.05

*

行为问题 前测

后测

10

3

11

4

9

12

7

14

5

9
10.94 4

约0.05

*

多动冲动 前测

后测

7

2

8

3

8

9

10

13

9

15
7.00 4

总的困难 前测

后测

6

1

5

1

13

12

11

15

7

13
8.69 4

同伴相处 前测

后测

8

1

5

0

8

13

11

15

10

13
11.96 4

约0.05

*

注：P值约0.05即前、后差异显著；df表示自由度

6 结语

多元美育作为一种积极的富有创造意义的艺术审美活

动，是形成高尚道德的基础，是影响青少年心灵的一种无可取

代的手段。人对音乐的感悟、表现和创造，是人类基本素质和

能力的一种反映，也是人的道德品性的一种反映。针对中职学

生，采取多种教学形式进行音乐美育，引导学生积极体验音

乐，用富有创造力的音乐进行实践活动，鼓励学生主动探究音

乐并对音乐产生自己的感受与理解，可以为他们终生学习音

乐、享受音乐奠定基础，进一步帮助他们建立起音乐与人生的

密切关系，让音乐“为其所用”，用音乐和谐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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