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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多，关注这部分特殊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就显得尤为重

要。通过问卷的形式对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自我评价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中外合作办学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与普通本科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基本相同，而在自我评价各方面的得分均略高于普通本

科学生。同时，分析了影响合作办学学生心理健康和自我评价的不良因素，希望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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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已成为我国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式。办学模式的特殊决定了这些

学生有一些特殊性，总体来说，与高校普通学生相比，学习基础较差，家庭条件较好。特殊的群体，

与特殊的培养模式，使他们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特点。鉴于以往专门探讨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心理健康

的研究比较少见，本文主要探讨普通高校中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自我评

价的相关性问题。具体为通过对普通高校部分合作办学项目本科学生与普通本科学生的抽样对比调

查，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调查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自我评价以及他们与普通本

科学生的差异，以期对于提高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所益处。 
一、调查对象 
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006 级、2007 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本科学生共 120 名，其中女生 67 名，

男生 53 名；2006 级、2007 级普通本科生 120 名，其中女生 61 名，男生 59 名。 
二、研究方法 
（一）测验工具 
总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测试，采用国内通用的《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90)，共发放问卷

2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26 份。自我评价的测试，采用 Shrauger 于 1990 年设计的个人评价问卷(PEI)，
共发放问卷 2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20 份。 

（二）计分与施测 
SCL－90 采用五级计分，1～5 分别表示无、很轻、中等、偏重和严重。PEI 采用四级计分，1～

4 分别表示极不符合、基本不符合、基本符合、非常符合。两测验均采用团体测验。 
（三）数据分析软件 
采用 SPSS13.0 for Window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总体心理健康水平  
用 SCL－90 对所有样本进行施测，得到他们在 9 个因子上的平均得分及标准差，在此基础上进

行 F 检验（表 1）。该结果显示，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在 9 个因子上的得分都略低于普通本科学生，但

除了强迫症状这一因子外，均未达到显著性差异。这说明，中外合作办学学生与普通本科学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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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水平是基本相同的，但就强迫症状因子而言，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表现略好于普本学生。  
表 1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与普通本科生在 SCL－90 各因子上的平均得分及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 普通本科生 F 
驱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1.28 
1.67 
1.57 
1.41 
1.36 
1.41 
1.31 
1.44 
1.35 

1.49 
1.86 
1.73 
1.59 
1.57 
1.64 
1.47 
1.62 
1.53 

0.032 
3.501* 
1.906 
0.007 
0.014 
1.465 
1.465 
0.849 
0.089 

*P<0.05， **P<0.01，下同 

（二）中外合作办学学生自我评价的特点 
对所有样本进行 PEI 施测，得到他们在各因子上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在此基础上进行 F 检验，

结果见表 2。 
表 2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与普通本科生自我评价的平均得分及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 普通本科生 F 
学业表现 
体育活动 
外表 
爱情关系 
社交活动 
与人交谈 

2.98 
2.58 
2.78 
2.67 
2.84 
2.83 

2.81 
2.50 
2.58 
2.61 
2.64 
2.72 

1.24 
0.92 
2.92* 
0.86 
3.08** 
2.65* 

结果显示，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在自我评价各方面的得分均略高于普本学生，其中在外表、社交

活动和与人交谈的自我评价方面，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比普本学生的自我评价更

高，更为自信。 
（三）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自我评价的相关性 
为了研究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自我评价的相关性，我们统计了所有被试在 SCL-90

各因子上的得分与自我评价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 3。 
表 3 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在 SCL－90 与 PEI 的相关矩阵 

 学业表现 体育活动 外表 爱情关系 社交活动 与人交谈 
驱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总分 

0.14 
-0.17 
-0.01 
-0.09 
-0.03 
0.05 
-0.06 
0.02 
-0.01 
-0.19 

-0.06 
-0.05 
-0.01 
-0.11 
-0.01 
0.06 
-0.01 
0.13 
-0.12 
-0.54** 

-0.06 
-0.06 
-0.03 
-0.06 
-0.05 
0.01 
0.05 
-0.04 
-0.01 
-0.19 

-0.09 
-0.06 
-0.09 
-0.08 
-0.10 
-0.18 
-0.09 
-0.07 
-0.10 
-0.86** 

-0.09 
-0.10 
-0.05 
-0.04 
-0.05 
-0.02 
-0.10 
-0.06 
-0.08 
-0.51** 

-0.06 
0.06 
-0.02 
0.01 
0.04 
-0.01 
-0.06 
-0.10 
-0.10 
-0.24* 

从表 3 可以看出，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在各方面的自我评价与精神卫生症状的各因子得分之间基

本上没有达到显著性相关。但从总分上看，合作办学学生总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与他们在体育活动、

爱情关系、社会交往、与人交谈上的自我评价(自信)有显著的相关。 



 
 
     

第 6 期                      秦伟伟：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心理健康及自我评价调查                       109 

四、结论 
（一）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研究也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家庭经济收入要高于普本学生，但中外合作办学学

生与普本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从总体上讲，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有着良好的心理

健康状况，但笔者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他们也存在着许多类群特征：一是对生活水平要求高，刻苦

学习的精神较差。与高校普通学生相比，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由于从小家庭条件好，平时对吃、穿、

住要求较高，但缺乏艰苦奋斗和刻苦学习的精神。二是独立意识很强，但自理能力较差。许多家长

过分娇惯与呵护孩子，或者过分管理控制孩子，使他们依赖性强，遇到问题时总想依赖家长出面解

决，而不是自己思考解决办法。三是自我表现欲强，组织纪律较差。不少学生在家里习惯以自我为

中心，因此在学校很重视自我感受，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表现不好。很多同学参加活动时很积极表

现自己，但不重视组织纪律，行为涣散。四是期望值过高，心理平衡能力较差。他们普遍自我评价

较高，较为自信，但他们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优越的家庭环境，而不是建立在自立自强的基

础上。因此他们经受挫折的能力较差，一旦遭遇挫折就容易丧失信心。 
针对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存在的这些不良类群特征，教育工作者首先应做到心中有数，充分把握

每个适当的教育机会对学生进行正面的教育和引导。并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与学业生涯规划相结

合，帮助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尽早明确学习目标和发展方向，合理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在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中实现其心理状况的良性发展。 
另外，虽然调查问卷显示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但结合访谈，笔者也发现

了个别心理异常学生的存在。这要求我们学生工作人员应该加强对这部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

定期召开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并充分运用团体辅导等形式，努力在班级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氛

围。同时重视发挥班级心理委员的作用，加强朋辈辅导，及时发现个别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并对其

进行心理疏导，必要时与学生家长和学校心理健康中心联系，共同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 
（二）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自我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合作办学学生总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与他们在体育活动、爱情关系、社会交往、

与人交谈上的自我评价(自信)有显著的相关。而且，与普通本科生相比，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自我评

价相对较高。但我们不应放松对这部分学生的关注，因为他们作为学校的特殊群体，在学校普通本

科的环境中属于弱势群体，如果处理不当，一些不良因素将对中外合作办学学生的自我评价及心理

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是其入学成绩低于普本学生，而学费高出普本学生几倍，

“高价生”的身份容易使他们产生一定自卑感。二是合作办学项目在教学模式、教学管理等各方面

与普通本科有差异，而且由于合作办学项目还处于探索阶段，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方面都存在着许

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使得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易于敏感。老师和普通本科学生对他们的“另眼相看”，

加之对国外教学方式的一些不适应，较大的学习压力，更容易使这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渐渐地产生

孤立感。长此以往，这些不良因素将对合作办学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自我评价产生消极影响，必

须引起学校的重视。 
当然，自我评价是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和自信心训练得到改善的。这要求学校必须重视中外

合作办学学生的特殊性，以实际行动不断加强学生对合作办学项目本身的信心以及其自信心。例如，

可以在专业教育方面，给合作办学项目的班级配备优秀的师资力量；在日常教育和管理方面，除辅

导员外，可以给每一个合作办学项目的班级安排一名班级导师，负责对每一名学生的学业生涯规划

进行指导，并解答学生在学习特别是专业学习中遇到的困惑，努力关心每一名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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