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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但

成年人在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就连本该天真烂漫的小

学生们也要承受来自学习、生活的种种压力。重重压力使得

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广大心理卫生工作者在呼吁

全社会关注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同时也对此做了大量的调

查，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心理卫生工作者就着手

进行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81年，叶广俊对北京市473名小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

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儿童达17.3％。1982年，骆伯巍和徐建成

对487名上海小学生的调查表明，具有心理健康问题儿童的检

出率为21.2％。1983年，骆伯巍和陈家麟对江苏、浙江两省

的1 095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各种心理卫生问题的检出

率，城市学生为18.77％，农村学生为14.22％，城乡检出率差

异显著。就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的性别特点来看，除神经功能

障碍外，不良习惯、品性障碍以及多动症方面存在显著的性

别差异──男生多于女生。从年龄方面来考察，可以发现除

神经功能障碍以外，儿童多动症、不良习惯和品性障碍在小

学三年级表现最突出；在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中，情绪

方面比正常学生更多地表现出不乐观、不稳定、易激怒和过

分忧虑等特点，性格方面比正常学生更多地表现出自卑、孤

僻、任性、不听话、易急躁、易冲动和粗心大意等特点

。1987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会同世界卫生组织与夏威夷



大学合作，对上海市4岁以上的幼儿以及小学到高中的学生进

行的心理卫生调查显示，27％的孩子有心理问题，主要表现

为厌学、冲动、焦虑、忧郁、出走、攻击、任性、自卑等。

北京市1989年对2 423名小学生进行的“儿童行为问题问卷”

的调查发现，有行为问题的儿童的检出率为13.16％。上海市

精神卫生中心的唐慧琴、忻仁娥等人，联合19个省、市、自

治区大中城市的心理卫生工作者组成全国22个城市协作调查

组，采用阿肯巴赫和埃德尔布罗克(T. M. Achenbach &amp. C.

Edelbrock ，1983)编制的“儿童行为量表”中国标准化

版(1992)，对24 013名4～16岁城市儿童进行了测查。结果显示

：各类行为问题的总检出率为12.93±2.19％，其中男性行为

问题的检出率为13.4％，女性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2.5％；4

～5岁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4％，6～11岁行为问题的检出率

为14.1％，12～16岁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0.86％，独生子女行

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3.5％，两个子女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2.1

％，三个以上子女中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3.4％。天津市1995

年对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调查表明，小学生中有各种焦虑情

绪的占28.9％。其中“厌学”情绪，“一到学校就感到紧张”

的，在小学三、五年级分别为12％和35％；“考试紧张，影

响正常发挥”的分别为28％和60％；“烦恼时没处说”的分

别为38％和59％；而“学习有热情”“觉得每天生活充实有

意义”的只有72％和5l％。运用阿肯巴赫等的“儿童行为量表

”，对山东省6个城市2 941名6～11岁儿童行为的调查发现，

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3.8％(郭传琴等，1995)。深圳地区对2

040名4～16岁儿童行为的调查发现，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3.3

％(尤三力等，1995)。武汉地区对975名4～16岁儿童行为的调



查发现，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1.5％(邓鸿云等，1995)。运用

拉特(Rutter)的“儿童行为量表”，对内蒙古牧区1 511名蒙古

族儿童行为的调查发现，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9.6％(李秀莲等

，1995)。1997～1998年，中科院心理所的王极盛教授，对北

京市8 869名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

小学生存在下面这些心理行为问题：(1)强迫现象占31.22％，

其中存在轻度问题者占28.9％，中度问题者占2.0％，偏重度

问题者占0.3％； (2)偏执占24.8％，其中存在轻度问题的

有20.4％，中度问题占3.7％，偏重度问题者占0.7％；(3)敌对

占23.1％，其中存在轻度问题者占17.1％，中度问题者占4.7％

；(4)人际关系问题占31.4％，其中轻度问题者占24.3％，中度

问题者占6.1％，偏重度问题者占1.3％； (5)抑郁占32.6％，其

中存在轻度问题者占26.6％，中度问题者占5.2％，偏重度问

题者占0.8％；(6)焦虑占28.6％，其中存在轻度问题者占21.8％

，中度问题者占5.4％，偏重度问题者占1.4％； (7)学习压力

问题占36.7％，其中存在轻度问题者占26.1％，中度问题者

占8.4％，偏重度问题者占2.1％；(8)适应占34.6％，其中存在

轻度问题者占29.7％，中度问题者占4.5％，偏重度问题者

占0.4％；(9)情绪波动占35.0％，其中存在轻度问题者占27.7％

，中度问题者占6.2％，偏重度问题者占1.1％；(10)心理不平

衡性占35.o％，其中存在轻度问题者占28.3％，中度问题者

占4.7％，偏重度问题者占0.4％。从总体上来看，在被调查

的8 869名小学生中，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占32.0％，其中总

体心理健康存在轻度问题者占28.0％，中度问题者占3.9％，

偏重度问题者占0.1％。广东中山市德育研究会心理教育课题

组为了解小学生健康状况，在城区、农村数所小学中随机选



取了647名五、六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有“学

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恐怖倾

向”等八个项目。结果显示：28.7％的学生需进行心理辅导。

在647人中，对人焦虑方面被检出人数最多，共64人，占9.9％

，有自责倾向者占8.8％，其次分别是有恐怖倾向(5.9％)、冲

动倾向(5.4％)和身体症状(5.1％)。在被检学生中，对人焦虑

表现最为突出，如“当你受到批评时，心里是否不愉快”，

选择“是”者占75.2％；“当你受到老师批评时，心里是否总

是不安”，选择“是”者占66.61％；“人家在背后议论你，

你是否感到讨厌”，有46．83％的人作出肯定回答；经常觉

得有同学在背后说他坏话，以及在学习时，如果有人注意他

，他心里就很紧张的学生人数也较多，各有256人。在自责倾

向方面，“学习成绩不好时，认为自己不用功”，“在参加

一些比赛时，一出错就特别留意”，“在失败后，总是认为

是自己的责任”也都占大多数。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

所沃建中博士主持“中小学生心理素质建构与培养研究”课

题，对当前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开展了比较广泛的调

查研究。课题组按照国际标准，分别在北京、河南、重庆、

浙江、新疆五个地区抽样选取了16 472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心理基本健康的比例是79.4％

，有异常心理问题倾向的比例是16.4％，有严重心理行为问题

的比例是4.2％；在此次心理健康的调查中发现，在小学生中

存在中度以上心理行为问题按比例排列依次是人际关系、情

绪状态、自我控制、动机、自我概念和对自己学习能力的评

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