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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建省七个城市 9所中随机抽取初三和高三年段学生 1430人，采用王极盛教授编制的《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进行测

查，得到有效问卷 1220份。经对统计结果的分析，得出结论：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建议教育部门

和学校要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要通过多种途径对毕业班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提高初、高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质量和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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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调查及教育对策
谢维兴

（福州第八中学，福建 福州 350004）

接近中考、高考，面临着来自考试、教师、家庭、自

身等方面的压力，中学毕业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已

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本调查试图通过量

表调查了解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为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提高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减少毕业班学生的心理问题，

达到减压助考的效果。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从福建省七个城市的 9所中学随机抽取

初三和高三年段 1430名学生为被试，得到有效问卷

1220份，其中高三学生 893人，初三学生 327人；男 519
人，女 617人（有 94人性别漏填）；城市学校 689人，农

村学校 531人。9所中学中一级达标中学 2所，二级达

标中学 2所，三级达标中学 1所，普通中学 3所。

2. 方法。采用问卷测查。所使用的问卷为我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极盛教授编制的《中学生心

理健康量表》。该量表共测查 10个症状因子。

本调查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进行，学生填写完问

卷后，使用 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 福建省毕业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总均分及各

因子分的分布情况

总均分达到临界值的人数为 50.66%。各因子存

在阳性症状的人数比例分别为：学习压力（68.6%）、情

绪不平衡（64.5%）、适应不良（57.7%）、强迫症状

（55.4%）、焦虑（53.3%）、人际关系敏感（48.3%）、心理

不平衡（42.6%）、抑郁（42.1%）、偏执（38.7%）、敌对

（38.4%）。从结果看：（1）总均分超过临界值的人数超

过总人数的一半；（2）毕业班学生在“学习压力”与“情

绪不平衡”两个因子上人数比例远超其它因子；（3）各
因子存在阳性症状的人数均超过 38%。

无论从总均分的结果还是各项因子分的结果看，

毕业班学生的心理问题都比较严重。福建省毕业学

生最突出的心理问题为学习压力大、心理不平衡、强

迫、焦虑。（见表 1）
表 1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的心理健康量表各因

子分及总均分的分布情况（人数、百分比）

2. 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性别、

年级、城村学校、级别比较

男女生在偏执、抑郁、学习压力、心理不平衡四个

因子中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男生在偏执、学习压力、

心理不平衡三个因子的得分高于女生，而女生在抑郁

因子的得分则高于男生。高三和初三学生在敌对、抑

郁、焦虑、适应不良四个因子中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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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学生抑郁、焦虑、适应不良三个因子的得分高于

初三学生，而初三学生的敌对分数远远高于高三组。

（见表 2）
表 2 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性

别、年级比较(X±S)

3.不同级别的学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比较分析

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学生的差异最大，在偏执、

敌对、抑郁、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情绪不平衡、

总均分 8个因子的得分中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城

市学校学生每个因子的得分都大于农村学校的学生。

从学校级别上来看，一级达标中学和二级达标中学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三级达标中学和未达标中学的

学生差，其中敌对和学习压力两个因子存在显著性差

异。（见表 3）
表 3

4. 不同因素进入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的回归方程的变量

通过对学校的级别、男女、城市和农村学校、年

级的多元线性分析，发现只有城市和农村学校一项进

入回归方程，贡献率为 9.6%。（见表 4）
表 4 不同因素进入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的回归方程的变量

三、结果及原因分析

1.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

福建省毕业班学生的心理问题都比较严重。福

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最突出的心理问题为学习压力

大、心理不平衡、强迫、焦虑。

2. 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内部

比较

除了抑郁一个因子外，男生的其它因子和总均分

都高于女生。高三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初三学生

差，特别是在抑郁、焦虑、适应不良方面。城市学校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远远低于农村学校的学生。

3.原因分析

生理因素：（1）身心发展问题。初三学生正处于

青春期，身体的快速成长会影响他们心理的发展，使

他们感觉到莫名的焦虑、烦躁等，而这些情绪又可能

影响他们的行为，具体可能表现在他们对父母的反抗

和对其他人的敌意上（从表 2中我们可以看出初三学

生在敌对因子上的得分比高三学生高）。（2）中学毕业

班的很多学生不能很好地处理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容

易产生适应不良等症状。（3）男女学生之间的生理差

异。如表 3表明的影响男女的心理健康状况的主要的

因子是不同的。这可能与男女生的性别特点有关，男

生比女生更理性，但男生面临的社会压力也大，也是

男生在偏执、学习压力、心理不平衡三个因子的得分

高于女生的重要原因；而女生平时比较情绪化、敏感，

这可能是造成她们抑郁的一个主要原因。

学校、家庭因素：初、高三学生面临升学的压力。

因而学校对他们在学习方面的要求比其他年级的学

生要求要高得多。家庭因素则表现为父母的教育观

念、父母对考试的重视程度、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以及

父母与孩子的沟通交流方式有关。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学校因素特别是学校的

所在地是城市还是农村与中学毕业班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有关联。这可能由个人、学校因素和家庭因素

共同引起：（1）城市孩子对考上大学的期望值高；而农

村孩子中，家庭条件好、成绩好的孩子大多进入城市

学校就读，留在农村学校的孩子要么家庭条件要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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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较差，对自我期望值也较低。（2）城市和农村家庭

的教育理念不一样。城市家庭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更重视，更多地要求孩子考上好大学，而农村家庭的

家长则更强调孩子的自主性，不把上大学看成孩子唯

一的出路。（3）城市学校对教学的要求和对学生的要

求也较农村学校高。

心理因素：心理因素是引起心理问题的主要因

素。（1）性格因素。性格上对自己要求严格、追求完

美、情绪不稳定、固执的学生遇到压力时更容易出现

心理问题。（2）认知偏差。毕业班学生对前途、对学

习、对考试的认知偏差是造成其心理问题的最重要因

素。（3）心理承受力。主要指学生面对挫折时所表现

出来的心理，情感等状态。对挫折的处理不当也是中

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心理问题多的孩

子，心理承受力也差。（4）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

个体对自己能力的看法。高自我效能感的人在处理

问题和面对压力的时候，能更轻松，及时消除对身体

和心理不利的影响因素。

四、讨论及对策

1. 对福建省中学毕业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正

确认识

首先，有超过总人数一半以上学生存在不同程度

的心理问题。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为：学习压力

大引发的焦虑、敌对、心理不平衡。城市学校学生比

农村学校学生心理问题更严重。

其次，学生心理问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教育者

可以通过引导、疏导、教育改善毕业班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

2.对策

（1）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不仅

要重视学生的学业成绩，更要加大对毕业班学生的心

理辅导的力度，提高初、高三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质

量和效率。比如，在毕业班学生开展减压助考的讲

座、团体辅导活动等，这些活动，有助于毕业班释放压

力、调节情绪，更有效地学习、备考，促进他们的心理

健康水平。

（2）针对毕业班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辅导活动，帮

助毕业班学生认识自我、认识职业、认识未来的发展

趋势，更好地达成以下五个目标：为成人做准备、为未

来公民做准备、为终身发展做准备、为升学做准备、为

就业准备。

（3）学校要发挥家校合作的功能，针对毕业班的

家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家庭成为毕业班学生最

有力的支持系统。如针对毕业班学生家长开展“陪孩

子走过初（高）三”“从容面对六月天”等内容的讲座，

也可以给毕业班的学生家长发放心理健康教育材料，

让家庭成为孩子成长的有力后盾。

（4）利用现在发达的网络教育平台，开设“空中课

堂”。“空中课堂”以视频、音频的形式，以毕业班家

长和学生为对象，开设诸如“学法指导”“志愿填报”

“心理调适”等内容的课程，为毕业班的孩子减压助考

增添助力。

（5）以毕业班的教师为对象，开展“毕业班学生常

见的心理问题解决”“如何与学生沟通”“如何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如何开展生涯辅导”等内容的

培训，加强毕业班教师的助人技能，减少师源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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