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年 % 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第 "* 卷 第 + 期 &,’-./( ,0 12,.345.3 6,-7/( 8.59:-;5<=（6/<’-/( >?5:.?:） @,() "* 6,) +

ABC：D#) +$*$ E &) C>>6) D*%"F **$+) "##$) #+) #"%

中学新生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对成绩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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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IJK）》，对重庆的 D %*# 名中学新生进行测试，探讨中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现

状及其对成绩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中学新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主要包括恐怖倾向、自责倾向、冲动倾向和身体症

状，其中恐怖倾向最明显，检出率高达 "H) %+L；初一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高一新生，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显著高于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除孤独倾向外，高一新生在各内容量表上的性别差异都比初一新生明显；中学新生

的成绩与学习焦虑显著呈负相关，孤独倾向和学习焦虑对初、高中新生的学习成绩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据此，本

研究提出相应的针对中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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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有较多关于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

研究论及目前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显示其结果并不

容乐观［DFG］，同时也发现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学生

的自我概念［G］、父母教养方式［N］、学习适应性［*］以

及学业成绩［%］等等均有一定的关系，因此，针对中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仍需加强。由于处于不同心

理发育和学习教育阶段的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不

尽相同，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也有较大的差异［H］。

已有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一差异并针对整个小学或

初、高中阶段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有意

义的探讨［DF+，N，H］。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初一与高一

是学生学校生活的重要转折时期，此阶段由于生活

环境、人际关系、学习特点等因素的变化，常常使得

新生会出现失落、自卑、孤独、茫然和苦闷等不适应

的心理状态，从而影响其学生生活的正常过度和发

展。因此，掌握新生特点，把握教育契机，采取行之

有效的方式进行引导，既可以帮助新生克服各种不

适应，保持心理上的健康，尽快使自己的中学生活进

入正常的运行轨道，又可以为下一步的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打好基础。鉴于此，本研究采用《 心理

健康诊断测验（IJK）》［D#］量表，对初、高中新生进

行测试，以了解中学新生心理健康现状，探讨中学新

生的心理健康对成绩的预测作用，为学校教师、家长

或其他教育工作者开展中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提供理论依据。

D 方法

D) D 被试

重庆市某中学高一、初一年级新生 D %*# 人。

初一年级共发放问卷 %D# 份，收回 %D# 份，剔除效度

量表（说谎量表）原始得分在 % 分以上的问卷，得到

有效问卷 N%* 份。其中男生 +D+ 人，女生 "*+ 人。

高一年级共发放问卷 D #N# 份，收回 D #D# 份，剔除

效度量表（说谎量表）原始得分在 % 分以上的问卷，

得到有效问卷 HH# 份，其中男生 G+H 人，女生 GG"
人。

D) "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华东师大心理系周步成等修订的

《心理健康诊断测验》（IJK）［D#］，该测验是对日本

铃木清等人编制的“ 不安倾向诊断测验”进行的修

订，并制定了中国常模，主要适用对象是中小学生。

该测验由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和冲动倾向 H 个内容

量表组成。每个内容量表的得分根据常模转换为标

准分，将 H 个内容量表的标准分加起来就是全量表

总焦虑倾向的标准分（总分）。

D) + 施测与数据处理

测验以班级为单位，以团体测验方式进行，由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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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和班主任配合，利用自习时间按照规范的程

序对学生进行施测，所得数据应用 !"!!##$ % 统计软

件包进行分析。

& 结果

&$ # 中学新生心理健康现状

根据 ’() 量表手册的标准，如果全量表总分在

*% 分以上者，心理健康问题较严重，需制定特别的

心理辅导计划。如果某一因子的标准分大于或等于

+ 分，便认为该生在这一因子上存在着一定的心理

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辅导计划。对中学新生的心

理健康现状作描述性与频数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

不管从平均值还是从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上来分析，

两者所得的结果都一致。从平均值上分析，中学新

生的心理健康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中学新生的恐怖

倾向焦虑程度最高，其次是自责倾向和冲动倾向。

从心理问题检出率上分析，中学新生中有严重心理

问题的学生只有 , 人，仅占 -$ +&.，但分量表中至

少有一项在 + 分以上的有 /00 人，占 1-$ +/.。中学

新生中恐怖倾向的问题检出率最高，占 &+$ ,1.，其

次是自责倾向、冲动倾向、身体症状和对人焦虑 ，所

占比例均在 #-.以上。

表 #2 中学新生心理健康各项因子得分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全量表 至少一因子"+

! 3 " /$ /- 3 #$ +& /$ /+ 3 #$ 0- &$ ,+ 3 #$ ,, /$ 0+ 3 #$ +1 /$ ,% 3 &$ -/ /$ *1 3 #$ 0- %$ -1 3 &$ &/ /$ *0 3 #$ 0- 1%$ ,1 3 #-$ 1-

检出人数 4 人 ,% 1& 1- #/+ *% #-# &#+ ##+ , /00

检出率 4 . 0$ #& ##$ %# /$ &# #+$ -- 0$ /, #/$ /+ &+$ ,1 #%$ #0 -$ +& 1-$ +/

&$ & 中学不同阶段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初、高中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检出率如表 &
所示，从表 & 中可以看出，初一新生和高一新生在各

内容量表上的得分都呈显著差异，高一新生的得分

显著高于初一新生。从检出率来看，在初一新生中

全量表得分没有总分"*% 的学生，在高一新生中有

, 人，占 -$ +&.。初一新生在各内容量表中至少有

一项超过 + 分的学生有 #/1 人，占 &/$ +1.，高一新

生有 1%* 人，占 /-$ /%.。同时，在初一新生中恐怖

倾向的问题检出率所占的比例最大，为 ##$ -1.，其

次为 身 体 症 状 和 过 敏 倾 向，分 别 为 +$ //. 和

%$ 0*.；在高一新生中，也是恐怖倾向所占的比例最

大，为 #,$ ,.，其次为自责倾向和冲动倾向，分别为

#/$ +/.和 #-$ 1-.。

表 &2 初中和高中新生心理健康各项因子得分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全量表 至少一因子"+

初一 /$ -% 3 #$ ,+ 1$ ,# 3 #$ 0% #$ 0* 3 &$ -# /$ #0 3 #$ ,1 /$ -0 3 &$ #, /$ -/ 3 &$ 1% /$ %% 3 &$ && /$ 1+ 3 #$ 0/ 1-$ +- 3 #-$ &#

检出人数 4 人 0 #* #1 #+ 1/ /+ *1 &+ - #/1

检出率 4 . #$ %0 &$ +- &$ &, 1$ #* %$ 0/ +$ // ##$ -1 /$ +0 - &/$ +1

高一 /$ *1 3 #$ +& /$ 0+ 3 #$ *+ 1$ 1- 3 #$ 1/ %$ %- 3 #$ ,# %$ #+ 3 #$ %% %$ -& 3 #$ ,- %$ 1% 3 &$ &# /$ 0- 3 #$ +% 1+$ +/ 3 0$ -,

检出人数 4 人 ** #* #, #1- 1# %1 #%% 0- , 1%*

检出率 4 . ,$ %1 +$ ,# #$ 0/ #/$ +/ 1$ %1 *$ -/ #,$ ,- #-$ 1- -$ +& /-$ /%

# 值 5%$ 0#!!! 5#&$ *,!!! 5#1$ 0*!!! 5#1$ 0%!!! 5#-$ 1%!!! 5+$ %&!!! 5*$ *#!!! 5/$ 00!!! 5#/$ ,%!!!

2 2 !$ 6 -$ %，!!$ 6 -$ -#，!!!$ 6 -$ --#

&$ 1 中学新生心理健康性别差异比较

通过对不同性别中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测试得分

比较，其结果显示（见表 1）除孤独倾向外，其他 , 个

内容量表得分呈显著差异，男生得分明显低于女生，

表明男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生的心理健康水

平。但是，如果进一步按不同阶段的新生进行心理

健康性别差异方面的分析，发现初、高中新生之间的

性别差异是有所不同的。在初一新生中，男女生只

在对人焦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 / 个因

子以及全量表得分上呈显著差异，女生得分明显高

于男生得分。在高一新生中，除孤独倾向外，其他 ,
项因子及全量表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女生得分均

显著高于男生的得分。

&$ / 中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对学习成绩的预测作用

在本研究中，把初一和高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半

期成绩与 ’() 量表得分分别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见表 /），中学新生的学习成绩都与学习焦虑呈负

相关。初一新生的学习成绩与孤独倾向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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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一新生的学习成绩与孤独倾向成正相关。此 外，高一新生的学习成绩也与过敏倾向呈负相关。

表 !" 不同性别中学新生心理健康因子得分差异比较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全量表

全体 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一 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一 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心理健康状况与学习成绩的相关系数

被试 成绩 学习焦虑 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 自责倾向 过敏倾向 身体症状 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

初一 成绩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一 成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了进一步了解 012 量表各因子对初、高中新

生学习成绩预测作用，在本研究中，以学习成绩为因

变量，012 量表各因子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

析，其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初、高中新生心理健康测试的各因子对

学习成绩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被试 预测变量 ! ! "

学习成绩 初一 孤独倾向 . *$ %*# . +$ !() *$ *%&

恐怖倾向 *$ %-! !$ ,(% *$ ***

学习焦虑 . *$ %#! . !$ *-( *$ **+

高一 学习焦虑 . *$ %+, . !$ ,#& *$ ***

孤独倾向 *$ %%% !$ %!% *$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孤独倾向和学习焦虑都进

入了初一和高一新生的回归方程，说明这两方面对

中学所有的新生的学习成绩都具有预测作用，此外，

恐怖倾向还进入了初一新生的回归方程，说明恐怖

倾向对初一新生的学习成绩具有预测作用。

! 讨论与建议

%）从中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情况来看，中学新生

的心理健康处于中等水平。初一新生中没有心理问

题较严重的学生，高一新生中有 & 人，仅占 *$ (+3，

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近几年来小学阶段

和初中阶段素质教育特别是心理素质教育的实施，

学生的负担和压力减轻了，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加了。

尽管绝大多数中学新生的心理问题并未达到整体功

能活动紊乱的程度，但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初

一新生在各内容量表中至少有一项超过 ( 分的学生

有 %#! 人，占 +#$ (!3，高 一 新 生 有 !,- 人，占

#*$ #,3。另外，中学新生中恐怖倾向的问题检出率

最高，占 +($ &!3，其次是自责倾向、冲动倾向、身体

症状和对人焦虑 ，所占比例均在 %*3以上。这说明

有相当部分新生受焦虑感驱使而感到坐立不安，无

法静下心来，其原因应为中学新生还不适应新的学

习环境，对将来的学习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充满了担心与害怕；再加上依赖性较强、缺乏独立

性、缺乏适当的人际交往的经验和技巧；因而容易在

新的学习生活中达不到自己想象中状态，从而产生

自责心理，出现冲动倾向焦虑和身体症状。

根据以上情况，在当前开展中学新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是教会学生如何尽快

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如引导学生接受新学校、认同新

老师，尽可能让新生参加各种人际交往活动，尽快认

识新同学，接纳同学，发展友情，同时也要注意加强

对他们的人际交往技巧训练，以积累人际交往经验，

增强与人交往的信心，缓解其在新环境里的对人焦

虑；其次，要加强新生的自信心训练，有研究显示，自

信心缺乏会导致自责倾向焦虑过高［,］。因此，无论

老师还是家长都应给予他们承认和鼓励，减少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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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教、训斥和惩罚等不适当的教养方式，以增强学

生在新学习环境里的自信心。另一方面，采用游戏

等方式，让学生能正确认识自己，悦纳自己。

本调查还发现，初、高中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具

有显著差异，初一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高

一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其原因应主要与初、高中

新生处于身心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刚进入初一的

新生其身心发展、思维发展都处于相对平稳的阶段，

并没有像刚进入高中的新生那样已经经历了初中阶

段的心理发展不平衡期。因此，在针对新生进行心

理健康教育时，还应考虑到初一、高一年级的新生尽

管已进入初中、高中阶段，但在一定时期内还存在着

原有的小学高年级或初三时的特点，针对初、高一新

生制定的辅导方案也应与初二、初三和高一、高二年

级有所区别。

!）从性别差异来看，在中学新生中，男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这一结果与李祚山［"］、魏

俊彪［#］等以整个初、高中学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一

致。男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出现差异，其原因很多，如

男女生不同的生理、心理发展水平，家长、学校、社会

对他们不同的期望与要求都可能影响他们的心理健

康。在初一新生中，男女生心理健康水平差异主要

体现在对人焦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动倾向等

" 个方面，在高一新生中，男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差

异主要体现在除孤独倾向外的所有方面。这说明随

着年龄差异的加大，心理健康水平差异的内容也在

增加。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从初一开始，

就应注意男女生不同的心理问题类型所在，以便有

针对性地根据性别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在教育过程

中，尤其应注意对女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比如，

鼓励女生在交往活动中相互认知，相互沟通，积极主

动地获取信息、沟通情感、增进了解、自我反省是十

分重要的。另一方面，作为父母、教师要充分认识女

中学生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理解她们在交往活动

中出现的问题，积极引导，耐心细致地教育，以提高

她们的交往意识和交往能力。

$）从中学新生的心理健康与成绩的关系来看，

初一和高一新生的成绩都与学习焦虑呈负相关，也

就是说，学习焦虑感越低，学习成绩越好。而且，本

研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学习焦虑对初、高一新

生的学习成绩都具有预测作用。尽管有的人认为促

进型（%&’()(*&*(+,）焦虑有助于学习者提高学习效

果，但也有研究表明焦虑是导致学习者产生学习情

感障碍的关键变量［-.］。学习情感是人对学习是否

符合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对学生的学习有着直

接的影响，起着动力的作用。愉快而积极的情感能

活跃思维、激发智慧潜能，从而促进学习、提高学习

的效率和质量；反之，痛苦而消极的情感会阻碍学

习，并削弱和降低学习的效果。因此，在对新生的心

理健康教育过程中，除了关注其学习动机、态度以及

自信心等方面的学习情感外，尤其应关注其焦虑程

度。辅导教师可以通过帮助新生制定学习计划，探

索最佳学习方法等方式缓解其学习焦虑，必要时还

可以教会他们一些放松的技巧。

本研究还显示，初一新生的学习成绩与孤独倾

向呈负相关，但高一新生的学习成绩与孤独倾向成

正相关，这一情况显示了初、高中新生人际交往特点

上的差异，初一新生虽然在自我意识方面开始增强，

但不如高一新生成熟，因此，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仍是

大多数初一学生的模仿对象和渴望与之交往的朋

友。而高一新生摆脱了初中生的幼稚，逐步走向成

熟。他们的人际观念和人际关系也由幼稚简单走向

成熟复杂。另一方面，由于高中的竞争压力明显大

于初中和小学，成绩好的同学有时甚至还会有高处

不胜寒的感觉。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也应

特别注意加强高一新生中那些成绩比较好的同学的

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首先要让他们认识到学习与

人际交往同等重要，其次要教给他们一些人际交往

技能。同时，高一新生的学习成绩也与过敏倾向呈

负相关。这一结果显示了通过缓解学生的过敏倾向

来提高学习效果可能性。过敏倾向的心理特点就是

爱哭、胆怯、担心、小心眼等，对过敏倾向强的学生，

要帮助他们与同学们做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而且

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应给予他们承认和鼓励，减

少严格的管教、训斥和惩罚等不适当的教养方式。

此外，本研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孤独倾向都对

初、高一新生的学习成绩具有预测作用。这一结果

提示缓解新生的孤独倾向有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

同时又一次显示了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让新生

尽快熟悉新学习环境，帮助新生增强独立性，发展友

谊等方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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