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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生，正值花季，生理上迅速成熟，心理发展相

对滞后，身心矛盾性成长诸多发展性问题。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堂，探索初中生问题行为

与其家庭功能的相关有着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何有效

地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预防和调整初中生问题行

为是教师和家长共同关心的问题。

论文以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

（YSR）》和《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以班级为单

位进行团体测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六年级、七年级和

八年级各选取一个班，共三个班级，在同一时间段由心理老

师做主试，进行问卷的填写。其中六年级 50人，男生 26人，

女生 24人；七年级 50人，男生 24人，女生 26人；八年级

50人，男生 25人，女生 25人。年级共 150名学生，采用

统一的指导语。测试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时间大约 30

分钟。

实测完毕，剔除无效答卷，然后统一对有效答卷进行

数据处理，并将有效问卷的数据输入电脑。采用 Spss17.0

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了解被试问题行为及家庭功能

的整体状况，考察家庭功能各因子与问题行为各因子之间的

相关。确定可改善的问题行为及可干预的家庭功能因子，为

后续研究做准备 [1]。

本次初测采用问卷调查法，共发放问卷 150份，回收

150份，剔除资料不完整或有明显反应倾向的无效问卷14份，

回收有效问卷 13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0.7%。参考以往研

究资料，以标准化样本问题行为总分的 90百分位及各 YSR

Abstract

(YSR) (FAD)

Keywords

初中生问题行为与家庭功能的调查研究
孙艳芳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第六中学，中国·天津

摘 要

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中国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某中学六、七、八年级150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选用《青少年自评量表
（YSR）》和《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作为测量工具研究问题行为现状、家庭功能现状，分析了二者的相关性。研
究发现问题行为发生率较低的学生家庭功能优于问题行为发生率较高的家庭，据此提出相应的教育建议。

关键词

家庭；行为；心理；教育

【课题项目】2020年度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专项任务项

目《初中生问题行为现状及家校共育的积极策略与模式研

究》（项目编号：2020ZXXL-ZX21）。

【作者简介】孙艳芳（1982-），女，中国天津人，本科，

中学一级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研究。



51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8 期·2021 年 9月

分量表 98百分位作为划分界值。统计后检出有问题行为的

初中生 23人次，问题行为检出率 16.91%。七年级为 18人次、

六年级和八年级共 5人次。

对初中生问题行为各维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进行统计，

其结果可以看出，YSR各因素中攻击行为得分最高，均值

为 8.61，表明随着初中生成人感和独立意识逐渐增强而表现

出的逆反心理严重，这种隐性的逆反心理更多地表现在一些

对立的思想上，显性的则表现在行为上具有对他人有意挑

衅、侵犯或对事物有意损毁、破坏等；焦虑抑郁得分较高，

均值为 8.40，表明初中生由于课业负担、学习压力导致的考

试焦虑，情绪低落现象普遍存在的；违纪问题和社交问题得

分较低，均值分别为 3.06和 3.05，表明在大部分学生能够

听从学校的管理，按照学校的纪律要求行事，对于同学关系、

师生关系基本能够妥善处理，较少出现交往障碍 [2]。

对初中生家庭功能各维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进行统计，

以各因子的中点 2分作为参照值，分数越高家庭功能越差，

分数越低家庭功能越好。可以看出：初中生家庭功能各因素

中沟通、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各因素平均分略高

于中点，问题解决、角色和总的功能得分接近于中点，总

体来说家庭功能现状存在一定的问题。情感反应因子均值为

2.1716，得分最高，表明初中生家庭中对刺激的情感反应能

力较低；情感介入因子均值为 2.1282，位居第二，表明初中

生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对对方的活动和一些事情关心和重视

的程度较低；沟通因子均值为 2.0956，位居第三，表明初中

生家庭成员的信息交流能力不强，重点在是否有言语沟通和

言语信息的内容是否能够清晰直接地传递；行为控制因子均

值为 2.0204，位居第四，表明初中生家庭在不同的情形下，

对于行为方式的灵活控制能力有待提高。问题解决、角色、

总的功能均值在中点以下，表明初中生家庭具备维持有效家

庭功能的问题解决能力，初步建立了一系列家庭功能的行为

模式，成员之间有相对明确的任务分工 [3]。

究其原因，本地区属于城乡结合处，家长的整体文化

水平不高，对于孩子的关注仅局限于学业成绩，对于学习过

程的帮助，人际交往的指导并不足够，甚至忽视，致使家庭

功能的整体水平不高。有一部分家庭，父亲更多地忙于工作

应酬，或异地工作，无暇顾及孩子。影响家庭功能的沟通、

情感以及行为控制因素。基于女性特点，妈妈与孩子的沟通

多是单方面，且受自己情绪影响较多，并不利于家庭功能的

有效发挥 [4]。

对初中生问题行为与家庭功能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

见表 1。

结果可以发现，注意缺陷与家庭功能各因子均为显著

相关；攻击行为与家庭功能各因素都相关，其中与沟通、情

感反应、情感介入、总的功能显著相关；焦虑抑郁与沟通、

角色、情感反应显著相关，与问题解决和行为控制显著正相

关，与情感介入和总的功能不相关。表明家庭功能各维度对

注意缺陷、攻击行为、焦虑抑郁等问题行为均有影响。

YSR

总分

焦虑

抑郁

社交

问题

思维

问题

注意

缺陷

违纪

行为

攻击

行为

问题

解决
.206* .153* .216** .151* .164** .095 .153*

沟通 .377** .203** .210** .196** .198** .208** .242**

角色 .259** .158** .301** .169** .257** .138* .148*

情感

反应
.343** .192** .279** .237** .270** .161* .250**

情感

介入
.215* .069 .172** .150** .191** .104 .195**

行为

控制
.237** .122* .147* .146* .162** .161* .149*

总的

功能
.322** .118 .256** .180** .265** .154* .195**

注：*p<0.05；**p<0.01；***p<0.001。

①初中生问题行为的发生具有年级差异，六年级和八

年级发生率较低，七年级发生率较高。

②初中生问题行为中相对突出的因素有攻击行为、焦

虑抑郁、注意缺陷；违纪问题和社交问题并不突出。

③初中生家庭功能现状总体来说存在一定的问题，突

出表现在沟通、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和行为控制各因素平均

分略高于中点。

④考查初中生问题行为与家庭功能各因素的相关，发

现：攻击行为与家庭功能各因素都相关，与沟通、情感介入

显著相关；焦虑抑郁与沟通显著相关，与行为控制显著正

相关。

本研究启示我们适时地对具有问题行为的初中生及其

家庭开展综合性的教育干预是可以尝试的；家校共育是转化

初中生问题行为以及提升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的积极

策略。一方面可以综合利用学校现有资源运用沙盘、问卷、

访谈、团体亲子活动、家庭论坛等综合性干预方式，调整和

改善初中生的行为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结合实际问题，积极

开展普及型活动，让学生的问题行为在有效的教育行为中得

（下转第 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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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同学可以通过小组展示的方式，向老师和同学展现自己

的成果。

师生之间进行讨论、交流、琢磨，老师根据他们的结

果和实验过程进行点评、总结。这种任务驱动型的方式，可

以帮助同学们灵活总结在此次学习的过程中的得与失，帮助

他们构建合理有效的知识框架体系，增加了知识的趣味性，

使知识变得有思想性，灵活性。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学习过程

中得到的成就感一直帮助他们直至成功 [3]。

在现如今的高职电子商务教学中，老师要对任务驱动

法进行合理利用，提高学生的数据分析水平，使学生能够真正

了解到电子商务的内涵，对于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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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整 [5]。我们可以尝试如下做法：

第一，适时地开展家校协同教育征文、家校共育教育

论坛，有利于家校沟通，一方面校方及时全面地了解学生及

其家庭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家校共育理念的和谐一致。

第二，班主任教师结合自身工作优势，适时地开展心

理班会课，及时发现并疏导初中生的各类心理问题，做好发

展性预防。

第三，充分利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发挥心理教

师的积极作用，有效地开展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构建

学校心理支持系统。

第四，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电子信箱、电子期刊等，

实现家校及时的良性互动，为孩子的成长构建良好的支持系统。

第五，充分利用 525心理健康节，开展以亲子关系为

主题的心理拓展活动，促进家庭功能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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