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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中小学生焦虑状况与体育活动

关系调查研究
Ξ

袁明煜
(北京体育大学 田径教研室 , 北京 100088)

摘 　要 : 应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和《运动量等级量表》对兰州市 1259 名中小学生健康状况及其参加体育活动

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表明 , 兰州市中小学生中有 3715 %的学生存在焦虑水平偏高的倾向 ; 初中组的焦虑倾向

明显低于小学组和高中组 ; 女生在除了“孤独倾向”外 , 所有其它分量表的焦虑水平均高于男生 ; 经常参加体育

运动对中小学生的焦虑水平的控制有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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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rvey of the Condition of Anxie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at and Sports Activities

Among the Students Both in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in the City of Lanzhou

YUAN Ming2yu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 Lanzhou China 730070)

Abstract : Auther applied“mental health diagnostic test”and“table of sports tolerance”in the Survey to find out the condition of

how they took part in Sports activities and how their health condition was among 1259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students in the city

of Lanzhou. The result shows that 3715 % of Students have higher anxious tendency , and it is obvious that the level of anxiety of

the junior students is lower then that of the primary and senior students , the girls except“the tendency of loneliness”all their levels

of anxiety are arerag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boys. It is beliered that sports activitie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and release anxiet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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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兰州市 6 个有代表性的中小学 , 以分层群体随机抽样

方法选取了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学生

1250 名 , 年龄为 10 —18 岁。所有受试者的年级、性别和人

数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的年级与性别分布情况

小 　学

五年级

初 　中

二年级

高 　中

二年级
合 　计

男生

女生

合计

213

210

423

210

214

424

202

210

412

625

634

1259

112 　研究方法

11211 　文献资料研究法

11212 　问卷调查法

心理健康调查问卷 : 本研究选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心

理学系周步成教授等人制定的适用于中小学生的标准化测

验《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MHT—CR) 作为本次调查研究的

调查工具。

运动量等级调查问卷 : 为了了解中小学生参加体育运

动活动的情况 , 本研究采用了武汉体育学院运动心理学系

修订的《运动量等级量表》 (PARS—3) , 本次调查共发放和

回收调查问卷 1280 份 , 有效问卷 1250 份 , 回收率为

97166 %。

11213 　数理统计法

本次测试的所有资料全部录入计算机后 , 运用 SPSS

(810 版本) 统计软件包对资料进行常规的统计分析。

2 　调查结果

本研究共收回有效问卷 1250 份 , 根据《MHT—CR》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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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测试手册中的规定 , 将那些不符合要求的和 X 量表分数

超过了测试手册规定的标准问卷剔除掉 , 最后实际录得有

效问卷 1120 份。

《MHT—CR》量表是从八个方面来评价受试者的各种焦

虑水平 ,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 (表 2) 表明 , 在 8 个分量表

中 , 得分最高的是“自责倾向”, 其次是“对人焦虑”, 得

分最低的是“孤独倾向”。

根据《MHT—CR》量表调查手册中的标准 , 我们将分

量表的标准分等于或大于 8 分确定为异常焦虑的标准 , 通

过计算机统计检索 , 最后统计出各分量表中异常焦虑的人

数及所占比例。从表 3 中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 , 在 8 个分

量表中 , 异常焦虑人数最多的是“过敏倾向”, 其次是“自

责倾向”; 异常焦虑人数最少的是“孤独倾向”。至少有一

项分量表的标准分达到或超过 8 分的人数为 420 , 占总人数

的 3715 % (表 4) 。

表 2 　兰州市中、小学生焦虑水平的调查统计结果 (N =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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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SD

4189

1178

5133

1187

2129

1172

5177

1198

5120

1180

5106

1184

511

1182

5110

1179

表 3 　兰州市中、小学生中异常焦虑人数的调查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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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

比例

52

416 %

113

10194 %

21

1188 %

130

11159 %

169

1511 %

92

8122 %

115

1013 %

77

6189 %

表 4 　达到或超过不同程度异常焦虑人数

及百分比的调查统计结果

一项异常
二 项 或

以上异常

三 项 或

以上异常

四 项 或

以上异常

N

%

420

3715

231

20164

65

518

25

2121

本次调查研究的对象为 10 —18 岁的在校学生。由于受

试者都是处在生理和心理发展变化非常迅速的年龄阶段 ,

为了能较全面地分析青少年在不同年龄阶段中的心理健康

的特征 , 我们将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的 8 个分量表的

标准均分进行统计与比较 (表 5) 。

由表 5 中的统计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 三组受试在除了

“恐怖倾向”外的所有分量表的标准均分以及焦虑总分上都

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从得分情况上看 , 高中组的焦虑水平

最高 , 而初中组的焦虑水平相对最低。

表 5 　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的 8 个分量表标准均分调查统计表

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组

M SD M SD M SD
P

学习焦虑 5112 1164 4144 1184 5122 1182 3 3
对人焦虑 5152 1191 5103 2103 5152 1184 3 3
孤独倾向 3122 1152 2111 1171 3132 1180 3 3
自责倾向 5141 1170 5131 1188 6133 1170 3 3
过敏倾向 5112 1183 4131 1182 5147 1171 3 3
身体症状 4178 1189 4193 1177 5139 1173 3 3
恐忧倾向 5110 1172 5125 1180 5103 1682

冲动倾向 5182 1140 4161 1130 4179 1145 3 3
焦虑总分 40140 7195 35194 8185 41170 8190 3 3

　　注 : 3 表示 P < 0105 ; 3 3 表示 P < 0101 , 以下相同。

　　从对男女生焦虑水平的统计结果 (表 6) 可以看出 , 男

女生在焦虑总分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 女生的总焦虑水平

明显高于男生。从 8 个分量表的得分情况也可以看出 , 女

生除了在“孤独倾向”上的焦虑水平略低于男生外 , 在其

它的所有分量表上的焦虑水平均高于男生 , 其中在“学习

焦虑”、“自责倾向”、“身体症状”和“恐怖倾向”等因素

方面 , 男女生之间的差异都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表 7 中的调查结果表明 , 初中生组参加体育活动的运

动量水平最高 , 其次是小学生组 , 而高中生组参加体育活

动的运动量水平相对最低。

参照梁德清等人制定的标准 , 笔者将《运动量等级量

表》得分小于 19 分者定为小运动量 , 大于 19 分者为中等以

上运动量。统计结果表明 , 有 4319 %的学生运动量未达到

中等水平。对两组不同运动量水平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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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统计的结果 (表 8) 表明 , 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小运动

量组的各项焦虑水平大都高于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中等至

大运动量组 , 其中在孤独倾向、身体症状、冲动倾向以及

焦虑总分上 , 两个组之间的差异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表 6 　男女生焦虑水平的调查统计结果

男 生 女 生

M SD M SD
P

学习焦虑 4193 1160 5150 1154 3 3
对人焦虑 5136 2100 5163 1182

孤独倾向 3144 1161 3112 1143

自责倾向 5121 1169 5170 1171 3 3
过敏倾向 5111 1181 5122 1171

身体症状 4150 1165 5119 1180 3 3
恐怖倾向 4181 1173 5153 1180 3 3
冲动倾向 5180 1141 6100 1141

焦虑总分 39163 8130 42103 7155

表 7 　中小学生参加体育活动运动量情况的调查统计结果

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 P

平均值

标准差

36170

24120

37190

25190

33115

27124

表 8 　中小学生参加体育活动运动量与

焦虑水平关系的调查结果

小运动量组

(N = 492)

中等至大运动

量组 (N = 628)

M SDM SD

P

学习焦虑 5110 1187 4186 1184

对人焦虑 5142 2101 5133 1192

孤独倾向 3102 1171 2172 1183 3 3
自责顷向 5165 1186 5173 1187

过敏倾向 5114 1177 5112 1182

身体症状 5112 1181 4187 1177 3 3
恐怖倾向 5145 1189 4189 1170 3 3
冲动倾向 5123 1152 4191 1149 3 3
焦虑总分 41110 8152 37160 8152 3 3

3 　讨 　论

国内的一些研究认为 , 女生的焦虑水平高于男生 , 也

有研究认为男女生的焦虑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122 ] 。本研究的

结果表明 , 女生在焦虑的总体水平上明显高于男生 , 其中

在学习焦虑、自责倾向、身体症状和恐怖倾向等方面 , 女

生的焦虑水平均非常显著地高于男生 , 而在对人焦虑、孤

独倾向、过敏倾向和冲动倾向等方面 , 男女生之间没有显

著差异。

也有研究认为 , 随着中小学生年龄的增长 , 其焦虑水

平有增高的趋势。也有研究认为焦虑水平发生率在 14 —17

岁比较高 , 在 18 岁以后开始下降[223 ] 。本研究的结果这表

明 , 初中的焦虑水平相对最低 , 高中生的焦虑水平最高。

这说明小学生目前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 这与学校、

家庭给予小学生过重的学习压力和过高的期望有直接的关

系。这同时也证明了对小学生“减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体育运动对学生身体健康的积极应早已成为人们的共

识。然而 , 体育运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积极效应并未真正

人们的重视。近年来 , 为了让人们正视学校体育对学生心

理健康的积极效应 , 许多学者对体育活动的健心效应进行

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证实4 。本次研究的调查结果亦进一步的

证明了积极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对降低学生的焦虑水平有

显著的积极效应 , 特别是对孤独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

向和冲动倾向等方面的影响效应均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由此可见 , 重视与加强学校体育活动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水平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4 　结论

(1) 对兰州市 1259 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结

果表明 , 调查对象在“自责倾向”和“对人焦虑倾向”等

方面的焦虑水平相对较高 , 而在“孤独倾向”是的焦虑水

平相对最低。在所有被调查的中小学生中有 3715 %的学生

存在焦虑水平偏高的倾向。

(2) 不同年龄阶段中小学生在焦虑水平上有明显的差

异 , 初中组的焦虑倾向明显低于高小组和高中组。女生在

除了“孤独倾向”外的所有其它分量表的焦虑水平均高于

男生。

(3) 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运动量达到 19 分) 的中小学

生人数所占比例为 5611 %。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中小学生

的焦虑水平相对较低 , 特别是在“孤独倾向”、“身体症

状”、“恐忧倾向”、“冲动倾向”等方面的焦虑水平明显低

于不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中小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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