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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运用 SCL-90 对 583 名西部农村高三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西部农村高三

学生 SCL-90 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国内青年常模和中学生常模。造成的主要原因有对高考的

高期望值、紧张的复习应考、生活压力等，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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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早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目前研究主要针对城市中学生，对

农村则研究甚少。有研究[123]认为农村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低于城市中学生。本研究

的目的就是对处于陕西南部的农村高三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

期引起有关人员对西部农村中学生心理卫生的关注。  

  一、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该量表含 90个项目，内容涉及躯体化、强迫症

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症状 10 维度，以 1 - 5

来记分（从无－严重），3分以上为有明显的心理问题，得分越高，心理问题越严重，心理

健康水平越低。 在心理学老师的指导下，以安康市一所农村中学(五里高中)的高三学生为

研究对象，由班主任协助，以班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统一发放和当场回收。.数据全部采

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共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 585 份，有效问卷 583 份，其

中男生 328 人，占 56.3% ；女生 255 人，占 43.7%；文科生 358 人，占 61.3%；理科生 225

人,占 38.6％。  

  二结果比较  

  1、与常模比较  

  表 1 中将本研究数据与中国青年组(18～29 岁) 常模[4]，以及我国中学生常模[5]进行

了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到，本研究中的高三学生在 9个因子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国内青年常模

和中学生常模。  

表 1 与常模比较(x ±s)  

项目    本研究(n=583)    86 青年组(n=781)    中学生常模(n=2209)  

躯体化    1.66±0.60    1.34±0.45***    1.58±0.62**  

强迫    2.54±0.70    1.69±0.61***    2.10±0.72***  

人际关系    2.22±0.71    1.76±0.67***    1.82±0.68***  

抑郁    2.29±0.72    1.57±0.61***    1.77±0.71***  

焦虑    2.02±0.69    1.42±0.43***    1.75±0.69***  

敌对    2.00±0.75    1.50±0.57***    1.81±0.74***  

恐怖    1.78±0.63    1.33±0.47***    1.53±0.61***  

偏执    2.00±0.67    1.52±0.60***    1.74±0.68*** 

精神病性    1.93±0.64    1.36±0.47***    1.67±0.62***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表示 P<0.001.  

2、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  

表 2 农村高三学生各因子中度及中度以上心理问题百分比  

    ≥3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一个以上



因子  

总体    人数    26    156    94    106    56    69    33    59    46    220  

    （％）    4.5    26.8    16.1    18.2    9.6    11.8    5.7    10.1    7.9    37.7  

男生    人数    13    93    51    51    28    43    13    32    26    124  

    （％）    4    28.4    15.5    15.5    8.5    13.2    4    9.8    7.9    37.8  

女生    人数    11    63    43    55    28    26    20    27    20    96  

    （％）    4.3    24.7    16.9    21.6    11    10.2    7.8    10.6    7.8    37.6  

χ2        0.04    0.97    0.18    3.49    1.87    1.17    4.04*    0.11    0.001    0.002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从表 2中结果可见，有 37.7%的农村高三学生至少有一个因子得分高于 3分，即可能存在中

度或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9个因子中，在强迫症状、抑郁、人际关系、焦虑和敌对上出现

心理问题的较多，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但在本研究中，在偏执因子上出现心理问题的

也较多，这大概与学生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  

    χ2检验显示，女生在恐怖因子的比例显著高于男生。  

  3 、 SCL-90因子分和性别差异  

表 3 农村高三学生 SCL-90量表因子分和性别差异(x ±s)  

项目    男    女    t  

躯体化    1.61±0.59    1.71±0.61    2.09* 

强迫    2.54±0.75    2.53±0.64    0.126  

人际关系    2.17±0.73    2.27±0.69    1.644  

抑郁    2.20±0.72    2.41±0.71    3.53**  

焦虑    1.95±0.67    2.13±0.69    3.14**  

敌对    1.99±0.77    2.01±0.74    0.244  

恐怖    1.71±0.58    1.87±0.67    3.05**  

偏执    1.99±0.68    2.02±0.65    0.57    

精神病性    1.92±0.66    1.95±0.61    0.69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从表 3可见，女生在躯体化、抑郁、焦虑和恐怖上得分高于男生，且差异显著，提示女生

在情绪上的问题表现的更明显一些。  

  4 问题分析  

  1、 西部农村高三学生心理健康现状令人堪忧  

  农村高三学生在 SCL-90的 9个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国内青年常模和中学生常模，而且

因子≥3 捡出率为 37.7％，远高于中学生常模的 21.7％[5]。他们正承受着常人难于想象的心

理压力，这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2、 原因分析  

  本研究发现，乡镇高三学生 9个因子中，在强迫症状、抑郁、人际关系、焦虑和敌对上

出现心理问题的较多，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但在本研究中，他们还在偏执因子上可能

出现心理问题的也较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下，考学是其改变生

活状况的唯一出路，学校和家庭对其考学又会寄予极大的期望，所以他们会执着于会带来人

生改变的高考。这种对高考的高期望和未知的考试结果造成了学生巨大的精神压力，这是影

响农村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原因。  

  紧张的复习应考是另一个重要压力源。考试是紧张性生活事件,机体会产生应激反应。

该校高三学生每天早上 6点 30分起床上操，晚上 22点 30分下晚自习，每天睡眠时间不到

7小时或更少。高强度的学习使其身心极度疲惫，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而欠缺有效的学习方



法又加重了其学习负担。  

  另外，本地本身就是偏僻落后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的经济状况就更差，这使得农村学

生难以获得足够的经济支持。窘迫的经济现状一方面使其难以获得足够的营养，另一方面，

家庭经济压力也是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也加重了其学习的负担和考学的压力；同时，

即使考上了大学，高额的学费同样是学生要面临考虑的问题。  

  三、 对策建议  

  学校应该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应该以培养心理健康的学生作为己任，加强心

理健康宣传，设立心理咨询室，使学生认识心理健康的价值，并有一个可以寻求帮助，释放

心理压力的渠道。 

其次，学校以及教师应该从一个长远的角度看待高考，认识到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

而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更不是终极选择，人生的道路上还会有更多更重要的选择。学校和

教师应该把这种理念灌输给学生，同时教师要帮助学生设立合理的期望目标，给学生减压。  

  学校还应该关心教师的心理健康，拥有健康心态的教师自然会对学生起到减压的作用。

教师还要教给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在用有效和高效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解决学习问题的同

时，也会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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