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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混 合 所 有 制 医 院 医 务 人 员  

社 会 支 持 与 职 业 倦 怠 的 关 系  

 

罗 小 燕   安 吉 第 二 医 院 17816772795 1094736642@qq.com 

严   绮   安 吉 第 二 医 院  15268298235  752215575@qq.com 

（ 313307）  

 

[摘要 ]目的：探讨浙江某县混合所有制医院医务人员的职业倦怠情况及与社会支持

之间的关系。方法：随机向 88 名医务人员发放了马斯勒职业倦怠量表（ MBI-GS）和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使用 SPSS20.0 进行统计描述、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结果：职业倦

怠检出率为 74.1%，其中轻中度、重度率分别为 63.5%和 10.6%；社会支持及其三维度均

与职业倦怠存在显著负相关（ p<0.05）。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混合所有制医院医

务人员职业倦怠问题较为突出，需重视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问题。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职业倦怠程度就越轻，要通过多渠道来提高医务人员的社会支持水平，减少职业倦怠的

发生。  

[关键词 ]医务人员   职业倦怠  社会支持  

 

职业倦怠也称工作倦怠，最早是

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Freudenberger

提出的。对职业倦怠的定义比较有影

响之一的是 Maslach等提出的社会心

理学观点，他将职业倦怠细分为情绪

耗竭 (emotionalexhaustion)、去个

性化（ depersonalizationordehuman

ization）以及个人成就感低落 (dimi

nishedpersonalaccomplishment)三

个维度
［ 1］

。由于医院的工作性质和高

负荷工作量等因素，使得医务人员成

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
[ 2 ]

，此外，医

疗工作是和人打交道的工作，除了临

床技术工作外，也有情绪和情感的劳

动付出，因而医务人员更容易产生职

业倦怠
[ 3 ]

。  

社 会 支 持 是 一 种 可 利 用 的 外 部

资源，是个体在社交中能够得到或体

验到的精神支持。研究表明，医务人

员 的 职 业 倦 怠 和 社 会 支 持 呈 负 相 关
[ 3 ]

，良好的社会支持对于缓解职业倦

怠有着显著作用
[ 4 ]

。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一直

处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已有研究

结果表明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三甲公

立医院医生的职业倦怠发生率达 63.

25 %
[ 5 ]

。但关于混合所有制医院的医

务人员职业倦怠研究较少。此外，近

期我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局部暴发

的态势，本研究在此背景下探讨在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期 间 混 合 所 有 制 医 院 的

医 务 人 员 职 业 倦 怠 情 况 及 其 与 社 会

支持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疫情常态化

背景下降低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水平，

提高社会支持，提供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随机抽取浙江某县混

合所有制医院 88 名在职医务人员作

为调查对象，包括医生、护士、医技

及行政后勤人员。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14 日，通过问卷星向

调查对象发放问卷，问卷首页有指导

mailto:1094736642@qq.com
mailto:75221557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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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说明调查目的、知情同意和填写

要求，同一手机 IP 地址仅能作答一

次，问卷内容包括：一般基本资料、

职业倦怠普式量表（ MBI-GS）和社会

支持评定量表。本次调查共发放 88

份问卷，回收 88 份，其中有效问卷 8

5 份，有效率为 96.59%。  

1.2.2 一般基本资料调查表：主

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婚育状况、

科室、职称、工龄等。  

1.2.3 职业倦怠调查表 : 职业倦

怠调查采用李超平修订的通用版《职

业倦怠普式量表》（ MBI-GS）
［ 6］

。该量

表采用 Likert7 级评分法，“ 0”表示

从不发生，“ 6”表示每天发生。该量

表共有 15 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

分别是：情绪衰竭（ EmotionalExhau

stion）（ 5 个条目）、玩世不恭（ Cyn

icism）（ 4 个条目）和成就感低落（ R

educedPersonal）（ 6 个条目）。各维

度得分为对应条目总分的平均值，情

绪衰竭和玩世不恭正向计分，得分越

高表示职业倦怠越重；成就感低落方

向 计 分 ， 得 分 越 高 表 示 职 业 倦 怠 越

高；职业倦怠综合得分为［ 0.4×情

感衰竭维度＋ 0. 4×玩世不恭维度＋

0.3×成就感低落维度］，综合得分＜

1.5 分为无职业倦怠，≥ 1.5 为有职

业倦怠， 1.5-3.5 判定为轻中度职业

倦怠，得分≥ 3.5 判定为高度职业倦

怠
[ 7]

。此量表各维度 Cronbach’ sα

系数在 0.672~0.8741，具有较好的信

度、效度
[8 ]

。  

1.2.4 社会支持调查表 : 社会支

持调查采样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

评定量表》
[ 9]

。该量表共计 10 个项

目，包括 3 个维度，分别是社会支持

利用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得分

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好。总分为各项

目得分之和，总分 <20 为低水平支持，

20≦总分 <44 为中水平支持，总分≧ 4

4 为高水平支持
[3 ]

。  

1.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21.0 进行数据分析。

通 过 方 差 分 析 探 究 不 同 特 征 群 体 之

间的职业倦怠差异；通过 Pearson 相

关 分 析 对 职 业 倦 怠 和 社 会 支 持 进 行

相关关系描述。 P＜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 85 名调查对象中，男性 32

人（ 37.6%），女性 53 人（ 62.4%）； 2

0~29 岁 35 人（ 41.2%）， 30-39 岁 30

人（ 35.3%），40-49 岁 16 人（ 18.8%）,

50 岁及以上 4 人（ 4.7%）；高中及以

下学历 5 人（ 5.9%），大专 25 人（ 29.

4%），本科及以上 55 人（ 64.7%）；无

职称 17 人（ 20.0%），初级职称 38 人

（ 44.7%），中级职称 17 人（ 20.0%），

副高级职称及以上 13 人（ 15.3%）；

临床医生 34 人（ 40.0%），护士 24 人

（ 28.2%）；医技和药剂 9 人（ 10.6%），

行政后勤 15 人（ 17.6%）,预检分诊 3

人（ 3.5%）；已婚 48 人（ 56.5%），未

婚 35 人（ 41.2%），离婚 1 人（ 1.2%），

丧偶 1 人（ 1.2%）；需要上夜班 57 人

（ 67.1%），不需要上夜班 28 人（ 32.

9%）；工作年限小于 5 年 29 人（ 34.

1%）， 5-9 年 19 人（ 22.4%）， 10-19

年 24 人（ 28.2%）， 20 年及以上 13

人（ 15.3%）。  

2.2 职业倦怠现状  

职业倦怠总得分（ 2.24±1.21）

分，三个维度得分分别为：情绪衰竭

（ 2.37±1.41）分，玩世不恭（ 1.50

±1.46）分，成就感低落（ 2.16±1.

51）分。无职业倦怠者 22 人，占 25.

9%；有职业倦怠者 63 人，占 74.1%；

其中轻中度职业倦怠为 54 人，占 63.

5%；重度职业倦怠者 9 人，占 10.6%；

职业倦怠发生率为 74.1%。  

2.3 不同人口学特征医务人员职

业倦怠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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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方差检验，发现不同学历、

学历、婚姻状态的医务人员之间的职

业倦怠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年

龄 医 务 人 员 的 职 业 倦 怠 得 分 存 在 显

著差异，见表 1，通过进一步 LSD 两

两比较发现 20-29 岁与 30-39 岁、40

-49 岁医务人员的职业倦怠存在显著

差异，见表 2。

 

表 1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职业倦怠单因分析  

 n 均值  F p 

性别      

男  32 2.00±1.30 1.990 0.162 

女  53 2.38±1.15   

是否上夜班      

是  57 2.31±1.15 0.613 0.436 

否  28 2.09±1.35   

学历      

高中及以下  5 1.72±1.17 0.468 0.628 

大专  25 2.27±1.02   

本科及以上  55 2.27±1.31   

婚姻情况      

已婚  48 2.05±1.12 1.690 0.176 

未婚  35 2.55±1.30   

离婚  1 1.78   

丧偶  1 0.85   

年龄      

20-29 岁  35 2.70±1.22 3.266 0.025 

30-39 岁  30 1.98±1.22   

40-49 岁  16 1.78±1.01   

50 岁及以上  4 1.89±0.55   

职称      

无职称  17 2.20±1.61 0.384 0.795 

初级  38 2.39±1.12   

中级  17 2.11±1..27   

副高及以上  13 2.03±0.85   

工作年限      

<5 年  29 2.59±1.31 2.055 0.113 

5-9 年  19 2.20±1.05   

10-19 年  24 2.17±1.27   

20 年及以上  13 161±0.91   

职业类别      

医生  34 2.13±1.22 1.867 0.124 

护士  24 2.63±1.36   

医技、药剂  9 2.64±1.09   

行政、后勤  15 1.6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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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检分诊  3 1.94±0.19   

 

2.3 社会支持总体情况  

社会支持得分为（ 41.05±8.66）

分，客观支持得分（ 9.36±2.69），

主观支持得分（ 23.79±5.31），支持

利用度得分（ 7.89±2.23）；低社会

支持水平为 0 人；中社会支持水平 33

人，占 38.8%；高社会支持水平 52

人，占 61.2%。  

2.5 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两者的

相关分析  

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对社

会支持、职业倦怠及其三维度之间得

分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医务人员的

社会支持、主观支持与职业倦怠、情

绪衰竭、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均存

在显著的负相关；客观支持、支持利

用度与职业倦怠、成就感低落存在显

著负相关，与情绪衰竭、玩世不恭不

存在显著相关，见表 3。  

 

 

3.讨论  

本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表 2  不同年龄的职业倦怠 LSD 检验  

维度  30-39 岁  40-49 岁  50 岁及以上  

20-29 岁  0.72±0.29* 0.92±0.35* 0.82±0.62 

30-39 岁   0.20±0.36 0.10±0.62 

40-49 岁    -0.10±0.65 

注： *p<0.05 

表 3  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相关分析  

 情绪衰

竭  

玩世不

恭  

成就感

低落  

职业倦

怠  

客观支

持  

主观支

持  

支持

利用

度  

社会

支持  

情绪衰竭  1.000        

玩世不恭  0 . 7 1 1 *

* 

1.000       

成 就 感 低

落  

0.060 0.212 1.000      

职业倦怠  0 . 8 2 8 *

* 

0 . 8 9 0 *

* 

0 . 5 0 3 *

* 

1.000     

客观支持  -0.162 -0.145 - 0 . 2 2 8

* 

-0.230* 1.000    

主观支持  - 0 . 3 1 7

** 

- 0 . 2 4 8

* 

- 0 . 3 3 0

** 

-0.390*

* 

0 . 5 2 0 *

* 

1.000   

支 持 利 用

度  

-0.135 -0.143 - 0 . 2 4 4

* 

-0.223* 0 . 6 9 7 *

* 

0 . 4 8 5 *

* 

1.000  

社会支持  - 0 . 2 7 9

** 

- 0 . 2 3 4

* 

- 0 . 3 3 6

** 

-0.368*

* 

0 . 8 0 8 *

* 

0 . 8 9 9 *

* 

0 . 7 7 1

** 

1.000 

注： *P<0.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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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医务人员职业倦怠检出率为 74.

10%，结果高于王艳艳等得出的职业

倦怠检出率 68.6%
[ 2]

，也高于王岩等

得出的 63.25%
[ 5 ]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尤其近期上海地区疫情爆发，面

对更加严峻的疫情防控，较多的医务

人员出现了职业倦怠。本研究发现，

职业倦怠在工作年限、性别、职业类

别、学历、婚姻状况、职称上均不存

在显著差异，与王艳艳等人
[ 2]

的研究

结果一致；但不同年龄阶段的职业倦

怠程度存在着显著差异，结果与朱鸿

雁等人
［ 7］

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进

一步的 LSD 分析，发现 20-29 岁的医

务人员比 30-39 岁、 40-49 岁的医务

人员职业倦怠更加严重，这与王亭亭

等人
[ 3 ]

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但与张

欢等人
[ 1 0 ]

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

为 20-29岁的医务人员刚参加工作不

久，就遇到新冠疫情，工作经验较少，

要同时做好疫情防控和日常诊疗活

动，面对繁重的工作量时更易出现职

业倦怠；这提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医院要更多的关注年轻医务人员

的工作情况和心理健康状况，减少职

业倦怠的发生。  

本研究发现，高水平社会支持的

医务人员占 61.2%，这一结果高于王

亭亭等人
[3 ]

的 57.3%。社会支持与职

业倦怠存在负相关，提示社会支持水

平能够反向预测职业倦怠水平，即社

会水平越高，职业倦怠程度就越低，

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
[ 3]

。本

研究发现并非社会支持各维度与职

业倦怠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其中

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与情绪衰竭、

玩世不恭不相关，主观支持则与职业

倦怠三个维度均相关，这一研究结果

与王亭亭等人
[ 3 ]

和郑媛等人
[1 1 ]

的结

果不完全一致。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

研究的对象不同和医疗机构类型不

同而引起的。医院要通过丰富工会活

动、落实福利措施、加强文化建设等

措施、多种渠道为医务人员提供社会

支持，提高医务人员的主观支持水

平，从而减少职业倦怠程度。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

少、范围小，仅收集一家某县混合所

有制医院的数据。此外本研究仅讨论

了医务人员的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

的关系，未进一步研究影响因素，此

外未像其他研究进一步探讨自我效

能感在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之间的

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混合所有制医院医务人员的职业

倦怠问题不容忽视；医务人员要正确

认识的职业倦怠，并积极调整。社会

支持与职业倦怠程度存在负相关，医

疗单位要注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和工作氛围，给医务人员、特别是年

轻医务人员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从

而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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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对话技术对癌症患者术前心理干预的研究 

 

作者：王娟（南浔中西医结合医院护士） 

钱永强（湖州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 

 

摘要：癌症是人类的“头号杀手”。据有关数据统计，至 17年 2月份，我国每一年新发癌症病例已达

到 429 万，病逝已达到 281 万例，死亡率位列各大疾病之首。目前，手术仍是治疗癌症的主要方法，它具

有无生物抵抗性、见效迅速等优点，但同时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创伤，存在不确定风险性，直接影响到

癌症患者术前的心理状态。本文是南浔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湖州心理咨询协会的合作研究课题，集中探讨癌

症患者术前心理影响因素及护理干预对策，方法采用 SCL-90 、SAS、SDS 等量表。对南浔中西医结合医院

2015年 1月~2017年 6月期间的 90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统计，运用 x2检验及多因素分析。结果对

照组患者消级心理状态测量结果高于实验组，主要与手术风险、麻醉风险的恐惧，担心术后复发。结论通

过运用意象对话心理技术，能明显增加患者安全感，增强患者康复信心、发挥医院专业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能大大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关键词：癌症   手术期   心理护理 

 

意象对话技术是中国本土四大心理治

疗技术之一，经由精神分析学、催眠术和心

理动力学等发展而来，这一技术汲取了弗洛

依德释梦理论，经过催眠引导让患者联想一

个场景，再对其潜意识意象进行操作性修

改。此方法属于深层心理动力学范畴，故而

具有见效迅速、疗效持久的特点。意象对话

应用于心理咨询已很多年，但应用于癌症患

者术前心理护理尚属初次。 

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此病定义为

“头号杀手”。虽然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已癌症发

病人数早已位居世界第一。癌症严重威胁我

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目前缺乏特效治疗手

段。由于手术治疗又存在风险较高、创伤较

大的缺点，对于患者来说是个生理上的创伤

和心理上的应激，而恶劣的情绪又会反过来

加重病情，影响治疗手术效果。本文选择 90

位癌症患者开展术前状态调查、进行比较，

并运用意象对话对患者开展心理护理，旨在

探究患者术前恶劣心理情况的成因与应对，

以促进患者地更好地配合治疗，尽早康复。 

1 资料与方法 

I.I一般资料选取 2015年 1月~2017年

6 月期间的早期癌症手术患者 90 例，年龄

40～68 岁，非昏迷状态，无精神障碍。文化

程度：中学至大学。其中甲状腺癌 60 例，

肺癌 22 例，肝癌 8 例。任意选择将患者划

分为 2 组，一组是由 45 名患者组成的实验

组，采取意象对话进行心理护理；另一组是

由 45 名患者组成的对照组，采用传统护理

方法。 

1.2 方法采用 SCL-90（症状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对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和处理，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相关心理测量

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实验组患者心理健康

水平测量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 

1.3 心理状态的相关影响因素评价 

心理状态的相关影响因素通过科学分

析，包括（抑郁、内疚、焦虑、恐惧、拒绝、

厌世、担心术后康复等）运用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护理干预对心理测量结果的影响 

王娟、钱永强通过三张心理量表

（SCL-90、SDS、SAS）,对实验组和对照组

开展比对。获得数据显示：接受传统护理方

法的患者的心理测量人均得分与接受过意

象对话护理的患者人均得分相比，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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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5-0.01>）。结论：意象对话技

术对改善癌症患者心理状态成效明显。 

2.2 影响对照组心理状态的相关因素分

析 

通过认真分析筛选出影响对照组心理

状态的相关因素。有人认为癌症很难治愈，

因此悲观失望；有人认为对手术和麻醉心生

恐惧；有人担心术后无法康复；有人觉得手

术费用昂贵，对家庭和亲人心怀内疚；也有

人因病产生厌世心理，自暴自弃，不配合治

疗；有人表示有企图自杀的想法。尽量医护

人员对对照组患者采取了常规护理和言语

安慰，但患者的恶劣心境并未明显改善，这

都提示，错误的认知对患者的心理影响巨

大，但仅依靠传统护理手段又无法达到明显

的心理护理目标。 

3 意象对话心理技术护理新方法的提出 

癌症是一种慢性疾病，已为医学界公

认，它的长期性、复杂性特点往往给患者的

心理带来消极的影响。利用意象对话咨询方

法对癌症患者术前开展心理护理，尚属初

次，王娟和钱永强认为较之一般护理方法，

它具备以下优点： 

1、意象对话直接切入患者潜意识进行

观察，而意象作为人类的一种符号，在观察

人的内心、反映人的情感等方面，与逻辑语

言相比具有先天的优势，比如在想象过程

中，患者出现的黑屋子意象，就是抑郁和压

抑的象征，而通过与患者催眠状态下的对

话，可以通过观察黑屋子的封闭程度和光线

黑暗程度来判断抑郁程度，因此，它对于患

者心理状态的描述也更精确。 

2、意象对话属于深层心理动力学专业

技术，可以绕开头脑和思维中的心理防御，

直触病灶、直达病根，如上例中呈现黑屋意

象的患者，可以通过对话，引导其在想象中

打开门窗，打开照明，只要潜意识意象改变

了，恶劣情绪的能量就无法附着，自然而然

会令患者产生更积极健康的心境，因它也具

有根本性、彻底性和更有效的特点； 

4 意象对话心理技术干预方法 

本研采用个体心理咨询方式。实验期

间，由湖州心理咨询协会及南浔和安心理援

助中心陆续派出的 15 名心理咨询师参与，

对实验组 45 名患者进行术前心理干预，每

位患者咨询时间达到 8 小时以上。 

4.1 心理干预过程：一是通过心理访谈

建立咨访关系，了解患者具体情况，为实施

意象对话咨询打好基础；二是开展意象对话

咨询，看清患者情绪问题，帮助其化解困惑。 

4.2 意象的引导：由专业心理咨询师于

患者术前操作，采用的意象有磨盘意象（根

据磨盘意象患者情绪沉溺程度和沉溺于何

种情绪当中，在意象中引导患者调节磨盘的

转向，可以疏导固结的心理能量）、房子意

象（房子即心房，房子意象象征着来访者的

综合心理状态，想象中房子的大小、明暗、

开放性、颜色和材质均指向患者的心理结

症，通过合理引导，可以改变房子意象，进

而达到调节患者心理状态的目的）等等。 

4.3 检测时间安排 

在实验组、对照组患者接受正式心理咨

询前一周，采用统一量表及问卷对被试进行

前测。在实验组患者完成心理咨询后的手术

前晚，对实验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复测，

在对照组患者手术前晚同样做好心理复测。 

5 数据结果与分析 

5.1 前测结果： 

实验组 SCL-90 人均得分 180 分，SAS

得分 80 分，SDS 得分 0.67， 

对照组 SCL-90 人均得分 178 分，SAS

得分 82 分，SDS 得分 0.66， 

5.2 复测结果： 

实验组 SCL-90 人均得分 150 分，SAS

得分 50 分，SDS 得分 0.49， 

对照组 SCL-90 人均得分 170 分，SAS

得分 76 分，SDS 得分 0.67， 

（注：SCL-90 以总分 160 分为界，分数

越高，心理问题越严重；SAS 焦虑得分在 50

至 59 间的是轻度焦虑，在 60 至 69 分的是

中度焦虑；SDS 抑郁得分在半分以下的不存

在抑郁；在半分至 0.59 分之间属于轻度，

在 0.6 分至 0.69 分之间的是中度，在 0.7

分上面的是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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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接受意象对话治疗后，实

验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改明显，而对照组患者

无明显改变。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两组癌症患者在术前的

心理状态的问卷调查发现，术前影响患者心

理状态的前两位的因素有对手术、麻醉风险

的恐惧，担心术后的康复，通过护理，我们

发现意象对话技术比传统心理护理方法更

具成效，它可以显著增加患者安全感，提高

患者心理健康水平，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朱建军.意象对话心理治疗【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6.32-42 

2、龚耀先.心理评估【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04-305 

3、陈瑶，从杂志刊文窥见我国临床护理心理现状【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4，21（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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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为实”——人类嗓音非言语信息与生理体征的关系 

 

陈诗滔 1，王彬 1，雷雪 2，韩柽炀 1，刘宣文*1 

（1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2 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人类嗓音蕴含丰富的非言语信息。从进化心理学角度理解，对嗓音所传递的非言语信息高度一

致性的评价，暗示着嗓音传递的信息具有生物学意义。本文梳理了人类嗓音与生理特征的关系。在体型上，

共振峰比音调更可靠的预测了人类的身高、体重等指标；在体魄上，人类嗓音与力量、战斗力的关系可能

存在相关性；在性激素上，荷尔蒙水平会影响人类的嗓音变化和对嗓音的认知。未来研究可关注对嗓音的

社会性评价与其生物学基础。 

关键词  嗓音；体型；体魄；性激素；社会性评价 

 

1 引言 

人们对他人嗓音的评判常具有较高的

一致性，例如，大众普遍认为低沉的男性嗓

音和较高的女性嗓音更具吸引力（Skrinda 

et al., 2014）。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

对于嗓音特征的一致性评价很可能是因为

不同嗓音特征隐含着其对应的生物学信息，

而这些生物学信息与对应社会性评价高度

相关。本文将介绍目前进化心理学与声学领

域非常关注的人类嗓音与体型、体魄和性激

素水平之间的关系，并讨论相关嗓音特征的

社会性评价。 

2 人类嗓音概述 

2.1 嗓音相关参数及测量 

关于人类及大多数哺乳动物是如何发

声的，Fant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了著

名的“源-滤波器理论”（Source-Filter 

Theory）用来描述我们的发声过程（Chiba& 

Kajiyama，1958；Fant，1960）。声音的发

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声源，另一个

是滤波器。具体来说，声源指的是声襞，空

气从肺部排出，经过气管后，冲击声襞，致

使 其 振 动 ， 产 生 基 频 （ fundamental 

frequency）。而滤波器指的是由咽、软腭、

舌头、口腔、鼻腔、鼻窦等组成的喉上声道，

喉上声道通过改变自身的结构（软腭、舌头 

 

 

等的位置），从而改变声源发出的频率，此

过程中喉上声道过滤部分频率，放大与激励

频率相同的谐振频率，产生共振频率，峰值

也叫共振峰（formants)（Titze & Martin，

1998）。最后，通过上述这两个部分，人类

及大多数哺乳动物最终实现发声。 

音高又称音调，常由基频来衡量，而基

频通常又用 F0 或 F0 mean 来表示。体积较

大的声襞振动速度比较小的声襞振动速度

慢，从而导致相对较低的 F0；但是无论体积

如何，当声襞被拉伸并处于紧张状态时，F0

都会增加，所以该特征由声襞的体积，长度

和张力决定（Titze，2011；Hollien，2014）。

音色又称音品，跟喉上声道共振频率或共振

峰有关，共振峰的测算方法，目前包括基于

共振峰测量的声道长度估计值（estimated 

vocal track length）一共有 12 种方法，

而 已 有 的 研 究 主 要 采 用 共 振 峰 分 布

（formant distribution，Df）和共振峰位

置（formant disposition，Pf）这两种方

式来衡量。共振峰的相对位置（特别是 F1

和 F2）在语音产生和感知中起着关键作用，

而在非意志性语言中起着比 F0 更大的作用

（Titze,& Martin，1998）。较长的声道比

较短的声道产生相对较低且更紧密的共振

峰分布（Df），同时操纵舌头、嘴唇、下颌

和软腭也会改变声道的形状，影响共振峰频

率的相对分布，从而产生不同的语音（Reby& 
*通讯作者：刘宣文（电话：13738083198） 

（email：1360053374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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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omb，2003；Pisanski et al.，2014）。 

    2.2 嗓音的性别二态化特征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性选择理论

和亲代投资理论预测：对后代投资较少的一

方在争夺异性时，同性之间会更具竞争性。

在许多类人灵长类动物中，雄性往往经历更

强的同性竞争，并拥有为赢得配偶而起作用

的外部特征（如面部、体态特征等）。同时

有研究表明，动物的发声也可能体现其竞争

力，低频发声可能通过恐吓其他雄性和/或

吸引雌性来帮助雄性获得配偶，从而导致雄

性进化出相对较低的 F0（Puts et al.，2016；

Puts，Doll，& Hill，2014）。 

但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的发声，人类嗓

音呈现出显著的性别二态化（ Sexual 

Dimorphism）（Puts et al.，2016）。男性

在青春期这一阶段，他们的雄性激素显著提

高，声襞开始生长增厚，使得 F0 显著下降

（Harries，Hawkins，Hacking，& Hughes，

1998；Fouquet，Pisanski，Mathevon，& Reby，

2016；Markova et.al，2016）。与女性相比，

男性声襞的长度比女性大 60%左右，F0 也比

女性低约 5 个标准差（Puts et al.，2016）。

我们通常认为低音调的个体，拥有较长的声

襞，并且声襞上肌肉张力较小，以较低基频

振动（Titze & Martin，1998）。许多研究

发现，男性较低的音调在向其他男性传达令

人敬畏的印象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Hodges-Simeon，Gaulin，& Puts，2011；

Puts，Gaulin，& Verdolini，2006；Puts，

2016；Hill et al.，2013）。因此，Puts

等研究人员推测，男性和女性可能会在广阔

的声学空间中利用 F0 和共振峰之间的显著

性别差异，来表达各种与性别相关的属性，

例如，传递生理优势，异性吸引，威胁信号

等有关信息（Cartei，Cowles，& Reby，2012；

Puts，Gaulin，& Verdolini，2006）。 

人们往往认为声音低沉的男性具有更

强的吸引力和支配力。对于异性的吸引力和

对同性的支配力，最好的体现莫不过于体

型、体魄和荷尔蒙了，基于此，本文对人类

嗓音和这些生理体征做出综合评述。 

3 人类嗓音与体型 

由于体型往往是个体竞争力、社会地位

以及吸引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所以它也是个

体有效评估竞争对手实力和配偶质量的可

靠线索（Fitch, 1994；Fitch，2000）。人

们往往认为声音低沉的男性具有对异性更

强的吸引力和对同性更强的支配力，那么人

类嗓音及其体型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

呢？ 

3.1 音调与体型 

Puts 等人发现男性较低的 F0 可以预测

一些有关生理体征的参数，比如肩围、胸围

等（Evans，Neave， & Wakelin，2006）以

及元分析中的身高测量值（Pisanski et 

al.， 2014）。性选择的感官开发理论

（ Sensory exploitation theories of 

sexual selection）尝试解释这种现象，正

如用棍子敲击较大的岩石时，岩石会发出较

低频率的振动一般，这种较大物体发出较低

频率振动的现象是世界上一种简单的物理

特性（Titze& Martin，1994）。而感知到男

性较低的音调更具支配性只是反映了生物

体对发出较低频率振动的物体做出的一种

反应，不仅仅是人类，整个动物界都有一种

明显的看法——认为低音是巨大而可怕的，

这表明这种感官偏向的反应在进化上是由

来已久的（Morton，1977）。有研究表明：

在先天失明和视力正常的被试中，他们认为

音调较低的男性体型应该更大，这种判断倾

向在两者中同样明显，这进一步揭示：这种

听觉感知不需要视觉学习（ Pisanski，

Feinberg，Oleszkiewicz，& Sorokowska，

2017）。性选择的感官开发理论同样阐明：

人们在处理听觉刺激时普遍采用“低音就是

大的”启发式方法。因此，将更大的音量和

优势归因于低音的倾向可能仅仅是这种启

发的副产品（Rendall，Vokey，& Nemeth，

2007）。并且对于这个“低音就是大的”启

发式方法是如何形成低音男声的呢？提出

了两种可能的理由。第一，如果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低音男性利用感官偏向，“低

音就是大”的启发式方法可能会导致女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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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低音的男性声音。与这一可能性一致的

是，试验性地降低男性声音的音调对异性评

估他们的吸引力有积极的影响。第二，如果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音调的男性更

有可能在同性竞争中获胜，因为他们利用了

这种感官偏向，使自己听起来体型更大，对

其他男性更具威胁性，以此通过同性间竞争

的方式筛选出低音男性。与这一可能性一致

的是，试验性地降低男性声音的音调对同性

感知到他们的支配力有积极的影响（Jones，

Feinberg，DeBruine，Little，& Vukovic，

2010 ）。 

但也有研究证据表明，人类嗓音与真实

体型之间的关系并不强。近年来 Fitch 等人

发现，当控制性别和年龄时，音调对预测许

多哺乳类动物体型的作用十分有限(Ey，

Pfefferle ， & Fischer ， 2007 ； Fitch& 

Hauser，2003)。有关人类的研究也发现，

音调对预测人类身高的作用同样不理想

(Pisanski et al.，2014)。此外，Pisanski

等人运用元分析(Meta-analysis)进行统

计，假定音调和体型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则

至少需要 610名男性的样本才能检测出男性

的音调和体型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并且也最多只能解释其 2%的差异，因此该研

究表明男性的体型和音调之间不太可能具

有相关性(Pisanski et al.，2014)。此外，

在对成年人的研究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

性，一些研究证据并不支持音调和体型之间

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Collins，2000；Van 

Dommelen& Moxness，1995；González，2004； 

Künzel，1989.；Rendall，Kollias，Ney，

& Lloyd，2005；Evans，Neave，& Wakelin，

2006)。而依据研究结果，Sachs 等人则表明

性别和年龄等参数是否会对研究结果产生

影响尚不明确，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对此

进行考察(Sachs，1973 )。 

3.2 共振峰与体型 

共振峰及其不同间距(共振峰分布)可

能比音调提供更可靠的有关体型大小的线

索（Fitch, 1994; 2000）。与喉的大小不同，

声道的长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构成它的骨

骼结构的限制，即颈部的长度和头骨的大

小；反过来，这些结构特征既由体型大小决

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体型大小。有三

项研究表明了男性的共振峰与成年身高之

间存在相关性 （ Bruckert， Liucker，

Lacroix，Kreutzer，& Leboucher，2006；

Evans，Neave，& Wakelin，2006；Rendall，

Kollias，Ney，& Lloyd，2005）和一项研

究 在 女 性 样 本 中 发 现 类 似 的 相 关 性

（ Collins& Missing， 2003）。 Pisanski

（2016）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样本量，共振

峰可以解释女性体型的变化，女性的声音可

能携带着关于她们腰围的信息。这一发现与

越来越多的文献一致，这些文献认为，女性

身体的“沙漏”形状是衡量其年龄、生育和

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Pisanski& Feinberg，

2013；Singh& Singh，2011）。不同于性选

择的感官开发理论，Puts（2020）提出，在

脊椎动物中，将低频发声与较大体型联系在

一起的倾向由来已久，可能在自然竞争中对

评估物种间和物种内的体型有一定的作用

（Morton，1977）。此外，针对生物体是否

会被用以夸大体型的意志性发声所欺骗，博

弈论模型表示，这种欺骗性的信号必然是罕

见的，才能使信号系统在进化上保持稳定

（Grafen，1990）。否则，可能会出现如下

两种结果：要么生物体进化到完全忽略信

号；要么生物体进化到能将欺骗性信号与提

供准确生理体征的真实信号区分开来

（Garcia & Ramirez，2005）。后者的结果

在古迪纳亚科鱼（subfamily goodinae）上

有所体现，雄性进化出用以夸大体型特征的

尾巴，雌性则随后进化出对该特征的部分抵

抗力（Garcia & Ramirez，2005）。有关人

类的研究也发现，声音低沉的男性往往收入

更高，赢得更多的政治选举，拥有更多的性

伴侣，留下更多的后代（Mayew，Parsons，

& Venkatachalam，2013；Klofstad，2016；

Puts， 2005；  Apicella， Feinberg， & 

Marlowe，2007）。总而言之，如果男性的嗓

音与生理体征无关，应该有利于忽视这一信

号，那么为什么其他男性会认为嗓音低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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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更具支配性，从而导致竞争力、择偶和

生殖机会的丧失。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嗓音

信号至少部分是准确、真实的（Puts& Aung，

2019）。 

4 人类嗓音与体魄 

进化论表明：在自然选择中，个体更倾

向于通过声音交流来判断彼此的自然竞争

力，以此来解决争端，而较少参与代价高昂

的战斗（Andersson，1994）。很早开始就有

动物的研究涉及声音与战斗力的关系。多项

研究表明，在许多陆生哺乳动物中，如大熊

猫、海狮、马鹿以及家犬等都能使用声学信

号来判断彼此在攻击性发声中的相对地位，

尤其是在雄性竞争期间（Charlton，Zhihe，

& Snyder， 2010； Charrier， Ahonen， & 

Harcourt， 2011； Pitcher， Briefer， & 

McElligott，2015；Reby et al.，2005；

Taylor，Reby，& McComb，2010）。这些声

学信号不仅能预测彼此之间的攻击性，而且

还能根据彼此之间的相对战斗力，引起信号

接收者的战斗或逃跑反应（ Anderson，

Searcy，Hughes，& Nowicki，2012；Molles& 

Vehrencamp，2001；Popp，1987；Rohwer，

1977；Osiejuk，Łosak，& Dale，2007；

Tibbetts & Dale，2004）。由此可见，声学

线索可能蕴含个体体魄信息，这些信息与个

体冲突特别是性别内竞争有关。 

有关人类的诸多研究也表明，其嗓音与

力量、战斗力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在一项

跨文化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样本中，Pf

（formant position，一种共振峰计算值）

可以预测个体上半身的力量，同时 F0-sd 可

以预测自我报告上的身体攻击性，并与手臂

力量略微成负相关（Puts，Apicella，& Cá

rdenas，2012）。此外，F0 随着男性青春期

的到来急速下降，在成年后具有高度的性别

二态化，因此也提供了有关力量等变量的信

息。比如，F0 可以解释美国成年大学生混合

性别样本中握力差异的 60%以上，以及可解

释玻利维亚青少年男性样本中上半身力量

差异的 70%以上（Aung& Puts，2020）。Sell

等人（2010）让听者从四个不同语言群体的

八个样本中，评估被试者的上半身力量，他

们发现，不管听者是否被告知要评估被试的

力量或战斗力，他们都会得出类似的答案，

而且不论是评估熟悉还是不熟悉的语言其

判断都是准确的，并且评估男性的嗓音比评

估女性的嗓音更准确。此外，Raine 等人

（2018）的研究表明，听者也能够根据自己

的力量和身高，通过评估被试者的攻击性语

言或威胁性咆哮来判断其力量和身高，但很

可惜的是这项研究没有检验力量与声学参

数 的 相 关 性 （ Raine ， Pisanski ，

Oleszkiewicz，Simner，& Reby，2018）。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可

以说明音调与男性上肢力量之间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之前报道的音高与上肢力量之间

的相关性，如果经过多重比较修正，就不会

显著（Feinberg，Jones，& Armstrong，2018）。

以往的研究存在一些矛盾的结果，其可能原

因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研究在测量学上有很

大的不同，包括力量的测算，上半身的力量

或者握力只是力量在局部区域的体现，或者

可以说是力量众多组成模块的一部分。因

此，用更精准的测量方式或者结合多个测量

来评估力量则有可能会与声学参数产生更

强的联系。 

最近有研究开始关注人类嗓音与战斗

力相关的攻击性意图信号的关系，Zhang 等

人在实验研究中表明，至少对于男性来说，

其降低音调主要作为一种攻击性意图的信

号，与评估其自身战斗力无关（Zhang，

Hodges-Simeon，Gaulin，& Reid，2021）。

事实上，目前的研究表明，虽然听者有能力

从被试者的嗓音中判断其力量或战斗力，但

排除一些无效或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后，人类

嗓音与力量、战斗力之间的相关性仍然在很

大程度上是未知的（Sell et al.，2010；

Hodges-Simeon，Gurven，Puts，& Gaulin，

2014；Puts，Apicella，& Cárdenas，2012；

Smith，Olkhov，Puts，& Apicella，2017；

Han et al.，2018；Kordsmeyer，Hunt，Put，

Ostner，& Penke，2018）。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存在以下问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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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于其他哺乳动物的发声和人类的自发

性发声[如笑声（Ross，Owren，& Zimmermann，

2009；Ross，Owren，& Zimmermann，2010；

Pisanski，Cartei，McGettigan，Raine，

&Reby，2016；Bryant& Aktipis，2014）、

婴儿痛苦的尖叫声（Lingle& Riede，2014；

Lingle， Wyman， Kotrba， Teichroeb， & 

Romanow，2012；Zeifman，2001）]在结构

和功能上有进化的共同性，人类的自发性发

声可能比意志性发声（语言)更有效地传递

了有关生理方面的信息。这一问题需要进一

步直接操纵自发性发声，在未来的实验研究

中进行探讨。第二，相对于其他哺乳动物的

发声，人类的意志性发声（如语言）更加复

杂和多样化。比如人类可以通过夸大自身生

理优势的用词，渲染自身强大的力量或身体

素质，对听者在判断其生理指标时造成影

响，同时语言内容也相对更多地限制了人类

的非语言发声。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仔细区分

不同类型的发声方式与被试者生理指标的

关系。 

5 人类嗓音与性激素 

性激素是指由动物体的性腺、胎盘以及

肾上腺皮质网状带等组织合成的甾体激素，

其化学本质是脂质，具有促进性器官成熟、

副性征发育及维持性功能等的作用。雌性动

物卵巢主要分泌两种性激素——孕激素与

雌激素，雄性动物睾丸主要分泌以睾酮为主

的雄激素（车文博，2001）。而喉部是性激

素重要的靶器官，声带黄斑区与声韧带层中

含大量的雌激素、孕激素以及雄激素受体，

不同的性激素对于喉部的作用也不一致。此

外，性激素对嗓音的影响主要是由生理性波

动引起的，少部分是由内分泌异常等引起的

嗓音障碍（庄佩耘 & 刘昀逸，2021）。 

5.1 男性嗓音与睾酮 

睾酮等雄激素对嗓音的影响主要以音

调为主，男性青春期睾酮含量升高，促进喉

部组织与框架的发育，形成喉结。同时，声

带的肌肉层和黏膜层变厚，声带变长变宽，

青春期后男性音调通常会降低一个八度（庄

佩耘 & 刘昀逸，2021）。研究睾酮对嗓音影

响的方法主要采用化验和药物操纵等，常用

的睾酮水平化验，包括测量血清和唾液这两

种方式。Harries 等人（1997）记录了一组

13-14 岁男孩的数据，包括他们在一年的时

间里说话的声调和他们唾液中的睾酮水平，

在此期间，这些男孩都经历了青春期特有的

发声变化，可惜的是，研究尚未发现循环中

的睾酮水平与声调的相关性，但有趣的是，

睾丸体积却与声调变化有关，即睾丸体积越

大，声调越低（Harries，Walker，Williams，

Hawkins，& Hughes，1997）。以往的研究认

为，男性嗓音的变化在青春期就完成了，因

而没有理由认为声调会与个体青春期后生

理循环中的睾酮水平有关。但少数研究却证

明，内循环中的睾酮水平与成年男性嗓音的

声学参数（F0 和 Pf）有关。Meuser 和

Neischlag（1977）发现男高音歌手的睾酮/

雌二醇比率低于男中音和男低音歌手。

Pedersen 等人（ 1986）以及 Dabbs 和

Mallinger（1999）则分别在两项研究中发

现，在年轻男性样本中，循环睾酮水平与基

频之间成负相关。之后，Bruckert 等人

（2006）也在研究中发现共振峰离散程度越

小的男性，循环中的睾酮水平越高，但研究

却未发现睾酮水平与基频的相关性。这些研

究产生分歧的原因可能如下：首先，成年男

性唾液和血清中的睾酮含量在一天中是动

态变化的，循环中的睾酮含量在早晨达到高

峰，在傍晚达到最低点，因而造成研究的误

差（Campbell，Walker，Riad-Fahmy，Wilson，

& Griffiths，1982）。此外，胎儿期雄激素

水平与嗓音参数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人们

可能认为胎儿期雄激素含量对青春期男性

体内循环睾酮水平影响其嗓音特征意义不

大，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胎儿期睾酮含量

可能与青春期某些生理特征有关，因而这三

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探讨（Fink，Neave，& 

Manning，2003； Neave，Laing，Fink，& 

Manning，2003）。对于第一个问题，需要更

严格的方法测量睾酮，并考虑到睾酮的日变

化，Evans 等人（2008）在上午九点、中午

十二点和下午三点分别采集了被试的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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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并探讨与嗓音参数的关系，结果支持

了先前的发现，循环中的睾酮水平与基频之

间存在负相关，且相关程度比先前的研究要

大。由此推论，嗓音音调可以提供有关个体

荷尔蒙质量的真实信号（Evans，Neave，

Wakelin，& Hamilton，2008）。对于第二个

问题，将来的研究或可以运用胎儿期睾酮水

平 测 量 的 方 式 ， 即 食 指 无 名 指 比

（second-to-fourth digit ratio，2D：4D）

作为胎儿期睾酮水平的指标，进而探讨三者

之间的关系（Manning，2002）。 

最近有研究开始关注外源性睾酮对男

性同性间支配地位敏感度的影响。Han 等人

（2021）采用双盲、被试间设计，让被试接

受单剂量（150 毫克）外源性睾酮或安慰剂

凝胶，然后让被试自我报告自身的支配感，

并通过声音判断所感知的其他男性的支配

感。他们发现，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外源

性睾酮实验组的被试对同性嗓音支配性的

敏感度明显较弱。此外，与西方人群研究结

果相一致的是，男性对自身优势的判断与对

同性嗓音支配性的敏感度成负相关，即对自

我报告的支配感越高，则对其他男性嗓音支

配性越不敏感。这一结果表明，外源性睾酮

具有降低男性对其它男性支配性敏感度的

作用，即睾酮浓度的变化调节了个体对嗓音

的认知（Han et al.，2021）。还有一些医

学研究表明，如果男性在变声期过渡不顺

利，可能会导致青春期假声，又名男声女调，

是一种功能性发声障碍，可采用适当剂量睾

酮进行治疗，以降低发声频率（庄佩耘 & 刘

昀逸，2021）。 

5.2 女性嗓音与雌性激素   

喉部是重要的性激素靶器官，对于女性

而言，在雌激素作用下，声带黏膜增生，腺

体分泌及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而孕激素则

在雌激素的基础上起作用，抑制雌激素引起

的声带黏膜过度增生及腺体分泌，降低毛细

血管通透性（Kim et al.，2020； Kirgezen，

Sunter，Yigit，& Huq，2017）。青春期阶

段，女性在雌激素和孕酮的作用下，声带轻

度增厚变长，音调降低约三分之一个八度

（庄佩耘 & 刘昀逸，2021）。 

有研究表明，女性的嗓音会随着月经周

期而发生周期性变化，卵泡期是月经周期的

开始，这一时期雌激素水平显著提高，同时

孕酮水平显著降低，这种荷尔蒙的变化导致

声带水肿并使得通过声带的血流量增加，并

且声带中的多糖更容易分解、更容易结合水

分，又进一步促进液体在声带中的积累。此

外，鼻腔中的血管也会扩张，从而影响气流

的通畅性，而荷尔蒙环境也会通过减慢胃动

力导致反流症状的增加。黄体期，孕酮水平

的增加幅度远大于雌激素水平，孕酮促进喉

上皮的脱落并抑制其增殖，并且它还会使腺

体分泌物变得更粘稠，导致声襞振动频率降

低。Kadakia 等人推论这些变化是女性月经

周期中声音变化的主要原因（Kadakia，

Carlson，& Sataloff，2013）。一项研究记

录了女性被试在其月经周期中不同时段的

嗓音音频，然后由 30 名男性和 30 名女性对

被试的嗓音音频进行吸引力评级，他们发现

在整个月经周期中，随着怀孕风险的增加，

声音吸引力评分显著增加，这暗示了女性的

嗓音可能提供了荷尔蒙波动相关的生殖信

号（Pipitone& Gallup，2008）。 

女性在更年期，雌激素和孕酮水平下

降，嗓音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在绝经刚开

始的时期，促卵泡激素（FSH）和促黄体生

成素（LH）还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卵巢

会继续分泌雄激素，对脂肪储备较多的女性

而言，这些分泌的雄激素会转化为雌激素，

保持雌激素对身体的影响。然而，对一些脂

肪储备较少的女性而言，不能转化雄激素，

因而使得雄激素水平相对较高，从而降低嗓

音 的 音 调 ， 造 成 不 可 逆 转 的 改 变

（Tsai-morris，Aquilano，& Dufau，1985；

Strauss，Liggett，& Lanese，1985）。 

此外，雌性激素也可能影响女性对嗓音

的偏好。Feinberg 等人（2006）通过实验发

现女性在卵泡晚期（即排卵期前几天），更

倾向于偏好男性化低沉的嗓音，比非生育期

（卵泡早期和黄体晚期）的男性偏好更强，

并且发现了女性对男性化嗓音偏好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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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幅度与其雌激素初级代谢产物的浓度

有关。而且这项研究与女性在其生理周期中

对 男 性 化 面 孔 偏 好 的 结 果 相 吻 合

（ Gildersleeve, Haselton, & Fales ，

2014）。 

6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人类嗓音特征与生理体征有

相关关系。在体型上，共振峰比音调更可靠

的预测了人类的身高、体重等指标；在体魄

上，人类嗓音与力量、战斗力的关系可能存

在相关性；在性激素上，性激素水平会影响

人类的嗓音变化和对嗓音的认知。虽然这些

研究让我们对人类嗓音和生理体征有了进

一步的了解，一些结论仍存在分歧，有待进

一步的拓展、深化与完善。此外，对嗓音较

为一致性的社会性评价很有可能也暗示其

基于一定的生物性特征，例如，低沉的嗓音

常常被认为来自于高大威猛的人，所以易被

感知成为高支配感的嗓音。预计对嗓音的社

会性评价与生理的对应关系的研究，将会逐

渐受到重视。此外，目前嗓音相关的研究也

存在一些可进一步加强的方面。具体如下： 

（1）需要控制人口学因素 

通过语音训练，演员和语音模仿者可以

显著提高或降低其嗓音的声学参数（F0 和共

振峰）（Kreiman& Sidtis，2011）。例如，

政治人物—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经过长久的嗓音指导训练，以降

低发声的频率，从而表现出更权威，更具领

导力的形象（Karpf，2006）。越来越多的研

究表明，有意识训练过发声的人们在日常交

流场合（如约会、工作面试）中经常自愿地

调 节 自 己 的 嗓 音 ， 以 此 来 引 导 社 交

（Pisanski，Cartei，McGettigan，Raine，

& Reby，2016）。因此，个体在不同的职业、

兴趣、生态环境中自身嗓音的变化，以及感

知到的嗓音是否有别于普通群体还需要进

一步探讨。 

（2）需要开展神经层面的研究 

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物种都拥有感知

发声能力，人类婴儿不会说话或理解语言，

但他们能够识别声音。DeCasper 等人在测量

新生儿听到不同声音时心率变化的实验中

发现，他们有能力辨别声音，并识别出他们

父母的声音（DeCasper& Fifer，1980；

Ockleford，Vince，Layton，& Reader，1988）。

这表明婴儿感知发声的能力很可能在胎儿

出生前就已掌握（Fifer& Moon， 1994；

Kisilevsky et al.，2003）。最近的神经成

像研究结果也表明，对于声音感知的神经认

知模型与人脸感知的神经认知模型基本相

似，不同类型的声音信息可以在部分分离的

功能通路中被处理（Belin，Fecteau，& 

Bedard，2004）。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先进的

脑成像技术考察感知发声对神经活动的影

响，为听者对嗓音的认知判断提供神经层面

的解释。 

（3）需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

群体 

以往多数研究的被试都是西方群体，但

是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下，听者可能

对嗓音的吸引力、支配力等有不同的认知判

断。同时，声音中携带着重要的“动态”信

息，比如特定于一个地域(口音)或民族的发

音模式，让听者更能准确的从声音中识别其

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如信任度）（Kreiman，

1997）。此外，声音中还包含情感信息（如

愤怒、悲伤），不同背景下的群体可能会对

嗓音有不同的情绪识别能力。未来的研究需

要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以明确是否

存在跨文化差异。 

（4）需要完善实验设计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实验一次只操

纵一个声学参数，而对于听者来说，不同声

学参数在形成认知判断中的交互作用还没

有得到很好的印证（Schild et al.，2020）。

先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线性关系，因此在很

大程度上仍不清楚声学参数是否对知觉有

曲线效应（Puts，Jones，& DeBruine，2012）。

同时，实验设计上难以避免实验者效应

（ experimenter effect ） 和 霍 桑 效 应

（Hawthorne Effect），语言内容和动机也

会不自觉地影响到非语言因素。因此未来的

研究应考察自然语言中不同声学参数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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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阐明彼此间的关系；在实验中采用

更符合情景的语言内容，以准确考察非语言

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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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规范与吸烟者戒烟行动计划： 

不同规范的比较和关系导向特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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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察吸烟主观规范和戒烟主观规范对戒烟行动计划的不同预测作用及戒烟意向的中介作用和

关系导向特征的调节作用。对 694名经常吸烟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吸烟者两种规范显著预测

戒烟行动计划；（2）戒烟意向在两种规范与行动计划间起中介作用;（3）关系导向特征正向调节吸烟规范

和戒烟意向的关系。结果说明，吸烟者两种规范对戒烟意向及戒烟行动计划的影响具有共存性及拮抗性，

且关系导向特征增强吸烟规范的影响。 

关键词  吸烟者 戒烟行动计划 吸烟主观规范 戒烟主观规范 戒烟意向 关系导向特征 

 

1 引言 

吸烟有危害已是公认的事实。然而，我

国目前依然有数量庞大的吸烟者，且他们中

有戒烟意向和计划的比例极低（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2018）。戒烟行动计划指个体

为实现成功戒烟而制定具体计划，包括戒烟

目标的设定和为戒烟行动所做的准备（de 

Hoog et al., 2016）。行动计划是行动意向

转化为实际行为的中间过程（刘源, 黄蕴智, 

2016）。有研究表明吸烟者的戒烟行动计划

能够正向预测戒烟行为以及戒烟成功的可

能性（de Hoog et al., 2016; Kwasnicka, 

Presseau, White, & Sniehotta, 2013）。

因此，有必要关注我国吸烟者戒烟行动计划

的影响因素。 

吸烟者戒烟意向产生是戒烟行动计划

的前因。有理论对戒烟意向转化为戒烟行动

计划的过程进行了解释。卢比孔模型

（Rubicon Model）将行为产生的过程分为

“前决策阶段”、“前行动阶段”、“行动阶段”

及“后行动阶段”四个阶段。其中“前决策

阶段”（个体产生行动意向）转向“前行动

阶段”（个体制定行动计划）的过程是意向

转化为行为的关键过程（刘源等, 2016）。

综合改变模型（Integrated Change Model, 

I-Change Model; de Vries, Mesters, van 

de Steeg, & Honing, 2005）提出行为意向

转化为实际行为经历三个阶段，分别为“前

动机阶段（pre-motivational phase）”、“动

机阶段（motivational phase）”及“后动

机阶段（post-motivational phase）”，其

中行动计划是“后动机阶段”的核心，是行

为意向转化为行为的关键（de Vries, 

2017）。此外，跨理论模型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TM; 

Prochaska & Velicer, 1997）、健康行动过

程理论（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HAPA; Schwarzer, 2008）等理论同样认为

行动计划的制定是行动意向转化为实际行

为的重要阶段。戒烟行为改变的诸多实证研

究结果支持了上述的理论观点（e.g., de 

Hoog et al., 2016）。鉴于此，本研究推测

吸烟者戒烟意向显著预测戒烟行动计划。 

主观规范是影响个体行为意向和行为

实施的重要因素。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jzen, 1991）认

为，主观规范显著影响行为意向进而影响行

为。对于吸烟者而言，他们可以感知到他人

的吸烟和戒烟情况，即吸烟主观规范和戒烟

主观规范。这些规范可能会同时对个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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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Akers & Lee, 1996）。首先，吸烟者

戒烟受吸烟主观规范的影响。研究表明，吸

烟者感知到他人的吸烟行为越多或他人对

吸烟行为的态度越积极，吸烟者吸烟行为发

生的可能性越大，戒烟的可能性越小（e.g., 

Blok, de Vlas, van Empelen, & van Lenthe, 

2017; Joo, Cho, Cho, Joh, & Kim, 2020; 

Zhong, Cao, Gong, Fei, & Wang, 2016）。

另外，吸烟者戒烟还受戒烟主观规范的影

响。研究表明，吸烟者感知到的吸烟同伴的

戒烟行为或所在群体对戒烟的积极态度显

著正向预测其戒烟意向或戒烟行为（e.g., 

Chen, et al., 2019; Meijer, Gebhardt, 

Laar, Kawous, & Beijk, 2016; Saito et al., 

2019）。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推测吸烟主观

规范与戒烟主观规范对戒烟的预测作用可

能具有共存性与拮抗性。鉴于此，有必要同

时考察和比较吸烟者吸烟主观规范和戒烟

主观规范对戒烟意向和戒烟行动计划的影

响。 

吸烟行为往往被吸烟者认为具有促进

社交关系的作用（褚成静, 张岚, 杨彦春, 

2010; Rich & Xiao, 2012）。探讨戒烟行为

产生机制时有必要考察个体关系导向特征

的作用。关系导向特征是指重视人际关系重

要性及人际和谐的人格特征（杨国枢, 俞宗

火, 2008）。实证研究表明，越重视关系的

人，吸烟的可能性越大（Lee, Hsu, & Chen, 

2020）。然而，关系导向特征强的吸烟者既

可能重视与吸烟者的关系，也可能重视与非

吸烟者的关系。因此，探讨关系导向特征作

用时要考虑其指向对象的问题。吸烟者的关

系导向特征与吸烟主观规范或戒烟主观规

范可能交互影响戒烟行为。成瘾戒断维持社

会认同模型（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essation Maintenance, SIMCM; Frings & 

Albery, 2015）和成瘾康复社会认同模型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Recovery, 

SIMOR; Best et al., 2016）强调了成瘾者

所处群体以及与群体成员的社会联结对其

戒断成功和预防复吸的重要作用。它们认为

社会联结强的个体在与成瘾群体相联结时，

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当其与戒断群体相联

结时，可能会有更好的戒断效果。有一些证

据间接支持了该观点（e.g. Lee et al., 

2020）。鉴于此，本研究欲检验吸烟者关系

导向特征对吸烟主观规范或戒烟主观规范

预测戒烟意向或戒烟行动计划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讨吸烟主观规

范和戒烟主观规范对戒烟行动计划的预测

作用，戒烟意向在吸烟者主观规范影响戒烟

行动计划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关系导向特征

对吸烟者主观规范影响戒烟意向、戒烟行动

计划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模

型，见图 1。 

图 1 变量关系假设模型图 

 

 

吸烟主观规范 

 

关系导向特征 

戒烟主观规范 

 

戒烟行动计划 戒烟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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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  

通过宣传招募自愿参与调查的 694名经

常吸烟者（日均吸烟量大于 5 支）作为被试。

其中，男性 638 名（91.9%），女性 56 名

（8.1%）；被试年龄范围 17—67岁（M=32.96，

SD=10.34）；未婚 318 名（45.8%），已婚 376

名（54.2%）。 

2.2 工具  

2.2.1 吸烟主观规范 

选用 Phua（2013）编制的吸烟主观规范

量表。量表共 6 个项目，分为朋友（如，“你

的要好朋友（包括好友、恋人）有在吸烟”）、

同事（如，“你的同事或领导赞成你吸烟”）

和家人（如，“你的家人（包括父母、兄弟

姐妹、爱人和子女）赞成你吸烟”）三个维

度。采用 4 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4=非常

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吸烟者感知到周边人

越赞同吸烟或者周围人吸烟行为越多。本研

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68。 

2.2.2 戒烟主观规范 

选用 Chen 等人修订的戒烟主观规范量

表（Chen et al., 2019; Phua, 2013）。量

表共 6 个项目，分为朋友（如，“你的要好

朋友（包括好友、恋人）赞成你戒烟”）、

同事（如，“你的同事或领导赞成你戒烟”）

和家人（如，“你的家人（包括父母、兄弟

姐妹、爱人和子女）赞成你戒烟”）三个维

度。采用 4 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4=非常

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吸烟者感知到周围人

越赞同戒烟或者周围人戒烟行为越多。本研

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2。 

2.2.3 关系导向特征 

选用 Qian、Razzaque 和 Keng（2007）

编制的中国文化价值观量表的关系、人情以

及礼尚往来分量表。量表共 13 个项目，分

为关系（如，“我认为，与各种各样的人建

立好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

人情（如，“我觉得，与还债相比，还人情

更要紧”）和礼尚往来（如，“我觉得，不

管做什么事，都要注意礼尚往来”）三个维

度。项目采用 7 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7=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关系导向特

征越明显，越重视人际关系的影响。本研究

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7。 

2.2.4 戒烟意向  

选用 Chen、Zhao、Li、Xie 和 Li（2020）

编制的戒烟意向量表。量表共 2 个项目，分

别为戒烟意愿（“您的戒烟意愿有多

高？”），1 到 5 分分别代表“完全没有”、

“较低”、“中等”、“较高”、“非常

高”；戒烟计划（“您是否认真地想过戒

烟？”），1 分为“不，没有想过戒烟”、2

分为“是的，在今后 24 个月内戒烟”、3

分为“是的，在今后 6 个月内戒烟”、4 分

为“是的，在今后 60 天内戒烟”、5 分为

“是的，在今后 30 天内戒烟”。两部分得

分之和为个体戒烟意向，得分越高个体戒烟

意向越强，越可能采取戒烟行动。 

2.2.5 戒烟行动计划  

选用 de Hoog 等人编制的戒烟行动计划

量表（de Hoog et al, 2016）。量表共 7 个

项目（如，“搜索和阅读有关戒烟的信

息”）。项目采用 5 点计分（1=完全没有，

5=经常），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戒烟行动计划

制定越清晰明确。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88。 

2.2.6 尼古丁依赖量表 

选用 Heatherton、Kozlowski、Frecker

和 Fagerström 等人编制的尼古丁依赖量表

（1991）。该量表为自陈量表，共 6 个项目

（如，“你是否在许多禁烟场所很难控制吸

烟的需求？”）。项目转换计分后计算总分

（介于 0—10）。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59。 

2.3 研究过程和数据分析  

数据收集采用网上测验形式。由经过培

训的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收集和整理数

据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

差问题。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素共

9个，第一个因素所解释的变异量为 19.52%，

低于 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

差问题不严重。然后，数据采用 AMOS23.0

和 SPSS23.0 进行分析。回归系数显著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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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采用 Bootstrapping 方法（重复抽样 5000

次），获得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及 95%置信区

间。 

3 结果  

3.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

果  

本研究在统计分析中对尼古丁依赖因

素进行了控制。本研究采用偏相关法，在控

制了尼古丁依赖因素后，对吸烟主观规范、

戒烟主观规范、关系导向特征、戒烟意向和

戒烟行动计划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吸烟主观规范与戒烟主观规范、

戒烟意向、戒烟行动计划呈显著负相关，戒

烟主观规范与戒烟意向及戒烟行动计划显

著正相关。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M±SD 1 2 3 4 5 

1 吸烟主观规范 2.30±.55 －     

2 戒烟主观规范 2.56±.74 -.22*** －    

3 关系导向特征 4.87±.98 -.10* .36*** －   

4 戒烟意向 2.32±1.20 -.18*** .15*** -.01 －  

5 戒烟行动计划 1.73±.78 -.13** .11** -.12** .56*** － 

注: 
*p<.05，**p<.01，***p<.001，下同。 

3.2 戒烟意向的中介作用检验  

在对尼古丁依赖因素进行控制后，检

验戒烟意向在吸烟主观规范和戒烟主

观 规 范 预 测 戒 烟 行 动 计 划 的 中 介 作

用。统计结果表明，预测模型对数据的拟

合 良 好 （ χ
2
/df=2.963, GFI=.978, 

IFI=.974, CFI=.974, TLI=.957, 

RMSEA=.053）。吸烟主观规范影响戒烟行

动计划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β =-.01, p

＞ .05），中介效应显著（ β =-.14, p

＜.001）；戒烟主观规范影响戒烟行动计

划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 =-.02, p＞.05），

中介效应显著（β =.10, p＜.001）。戒

烟意向在吸烟主观规范和戒烟主观规

范对戒烟行动计划的预测中均起完全

中介作用。结果见图 2。  

 

注 :模型中的数值均为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下同。  

图 2 中介效应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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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系导向特征的调节作用检

验  

在进行中介模型检验后，对关系

导向特征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首先，

分别以吸烟主观规范、戒烟主观规范

和关系导向特征为因子，以各自的 3

个指标进行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

并根据各指标负荷大小由高到低进行

排列。其次，采用“大配大 ,小配小”

的配对乘积指标方法构建潜变量交互项

（吴艳, 温忠麟, 侯杰泰, & Marsh, 2011）。

在分别建立吸烟主观规范及戒烟主观规范

两个因素与关系导向特征的交互项后，对模

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预测模型对

数据的拟合较好（χ
2
/df=3.370, GFI=.937, 

IFI=.937, CFI=.936, TLI=.913, 

RMSEA=.058）。此外，吸烟主观规范与关

系导向特征的交互项显著预测戒烟意向

（β =-.17, p＜.05），戒烟意向在吸烟

主观规范预测戒烟行动计划中起到的

中介作用受到关系导向特征的调节。进

一步简单斜率分析发现，当关系导向特征低

时（M-1SD），吸烟主观规范显著负向预测戒

烟意向（β =-.13, p＜.05）；而当关系导

向特征高时（M+1SD），吸烟主观规范对戒烟

意向的负向预测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β =-.32, p＜.001）。 

 

 

注 :Int1=吸烟主观规范×关系导向特征， Int2=戒烟主观规范×关系导向特征。  

图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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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简单斜率检验图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吸烟者吸烟主观规

范和戒烟主观规范对戒烟行动计划有

显著预测作用，且戒烟意向起完全中

介作用。以往诸多研究也发现类似结

果（ Chen et al., 2019; de Hoog et al., 

2016; Blok et al., 2017）。这些结

果支持了已有的一些健康行为理论模

型，如计划行为理论（Ajzen, 1991）、

卢比孔模型（刘源等, 2016）以及综合改变

模型（de Vries, 2017）。计划行为理论

认为，个体对某种行为的主观规范增

强 有 助 于 提 高 个 体 实 施 该 行 为 的 意

向，进而促进行为产生。卢比孔模型（刘

源等, 2016）以及综合改变模型（de Vries, 

2017）进一步提出从行为意向到行为产生需

要经历行动计划形成的过程。 

另外，本研究分别检验了吸烟主

观规范和戒烟主观规范对戒烟意向和

戒烟行动计划的影响，结果表明两类

主观规范对戒烟意向和行动计划起相

反的作用，说明了两类主观规范对吸

烟 者 戒 烟 的 影 响 具 有 共 存 性 和 拮 抗

性。以往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果。比

如，有研究发现吸烟者感知戒烟规范

显著正向预测戒烟意向（ Chen et al., 

2019; Li, Gao, Chen, Cao, & Sun, 2018）；

也有研究发现戒烟者感知吸烟规范对戒烟

起负向作用（Waring, Hébert, Alexander, 

Kendzor, & Businelle, 2020）。出现该现

象的可能原因如下。第一，周围环境中

的成瘾行为和正常行为很少单独对个

体产生影响，这些行为规范可能交互

影响个体的成瘾行为（ Akers et al., 

1996）。戒烟者在其所处环境中可能同

时感知到戒烟社会规范和吸烟社会规

范，这些规范都会对其戒烟行为产生

影响。第二，成瘾康复社会认同模型针

对戒断行为提出假设（ Best et al., 

2016），认为成瘾者的戒断行为不仅受

戒断群体内规范的影响，还会受成瘾

群体内规范的影响。根据这一假设，

可以推断吸烟者能够同时感知到周围

的吸烟和不吸烟情况，这两种情况可

能共同对吸烟者戒烟产生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戒烟意向在吸烟

主观规范预测戒烟行动计划的中介作

用受到了关系导向特征的调节，即关

系导向特征在吸烟主观规范对戒烟意

向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出现该现象

的可能原因如下。首先，中国人普遍

持有倾向于维持良好社会关系的集体

主义价值观（杨国枢等 , 2008），且吸

烟往往被吸烟者认为可以促进社交关

系（褚成静等 , 2010），因此，重视关

系的吸烟者更可能为促进人际关系而

继续吸烟。其次，成瘾康复社会认同

模型假设，成瘾者在成瘾戒断不同时

期的社会联结群体可能存在差异，且

成瘾者与群体的社会联结越紧密，群

体内规范对成瘾者成瘾行为的影响越

大（ Best et al., 2016）。根据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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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假设，吸烟者在决定戒烟前的社会

联结对象更多是吸烟者群体，受吸烟

者群体内规范影响，经常吸烟者更可

能长期持有较低戒烟意向；而在吸烟

者戒烟过程中或戒烟成功后，吸烟者

所联结的正在戒烟群体或不吸烟群体

增加，受这些群体内规范的影响，吸

烟者的戒烟效果可能得到维持或提升

（ Blok et al., 2017）。本研究所选

用被试为经常吸烟者，该群体戒烟意

向总体较低，决定戒烟的人数较少，

社 会 联 结 对 象 可 能 更 多 指 向 吸 烟 群

体。若经常吸烟者具有较高关系导向

特征，则可能与吸烟群体存在更紧密

的社会联结，更易受吸烟群体内规范

影响，使其戒烟意向持续较低。此外，

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何会出现吸烟者在

感知到的戒烟规范略高于吸烟规范情

况下，依旧戒烟意向较低的现象。  

本研究对已有戒烟理论有一定的贡献。

首先，本研究从吸烟者两种主观规范对戒烟

意向和戒烟行动计划影响的共存性和拮抗

性视角切入，补充了卢比孔模型和综合改变

模型等对戒烟行动计划的解释。其次，本研

究表明了戒烟意向的中介作用以及关系导

向特征的调节作用，补充了计划行为理论对

行为意向变化的解释。最后，本研究考察了

关系导向特征与吸烟者主观规范的交互作

用，检验并补充了成瘾康复社会认同模型对

不同时期吸烟者戒烟意向差异的解释。此

外，本研究结果对我国控烟实践具有一定启

示。第一，社会各界应加强反对吸烟的宣传，

进一步加强吸烟者对戒烟社会规范的感知；

第二，应鼓励吸烟者参与戒烟互助小组，以

获得更多戒烟支持，加强吸烟者与戒烟者或

非吸烟者的社会联结。第三，戒烟者应制定

戒烟行动计划，合理规划戒烟过程，以期提

升戒烟效果。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希望在未来的

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首先，本研究所

选用被试为经常吸烟者，并未探讨正在戒烟

者和已戒烟者。成瘾者在成瘾戒断的不同时

期社会联结对戒断效果的影响可能具有不

同的作用（Best et al., 2016）。未来的研

究有必要考察和比较不同群体社会联结的

强度和对象对戒烟意向和戒烟行为的影响。

其次，戒烟意向的产生和戒烟行动计划的制

定不仅仅受主观规范的影响，还有可能受到

其他变量的作用，且由行动计划转化为实际

行为也需经历一系列心理加工过程（de Hoog 

et al., 2016; Nguyen, Lisha, Neilands, 

Jordan, & Ling, 2019）。未来的研究有必

要进一步考察戒烟意向和戒烟行动计划的

影响因素及戒烟行为产生的具体心理加工

过程。最后，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这

在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上存在局限，未来

研究有必要对吸烟者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法

以及追踪研究技术等来考察吸烟者的戒烟

过程，进而进一步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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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老族”家庭教养状况之童年溯源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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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啃老”现象逐渐“常态化”与“隐性化”。“啃老”一族在“啃”钱物、“啃”劳

力、“啃”关系的同时，也啃食着年迈父母的心。童年经历与早期依赖性对个体人格与社会性发展至关重要。

而家庭作为个体诞生与成长最初的摇篮，人格形成的关键场域，对其终身成长起着奠基作用。因此本文基

于扎根理论，采用回溯式访谈与叙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 9 位“啃老族”的相关教养人进行深度访谈，

通过了解“啃老族”幼儿时期的家庭照料历史，试图从早期家庭教养角度切入初步解读与剖析“啃老”现

象的高风险因素，并提出相关思考与对策建议，以期为幼儿期家庭教育质量的提升、“啃老”现象的改善提

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童年；家庭教养；“啃老”；扎根理论 

 

一、问题提出 

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人

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实践。然而，随着

社会转型与家庭结构变迁，人口老龄化及物

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成年子女在经济与生活

上持续过度依赖父母的现象屡见不鲜，“啃

老族”群体逐渐凸显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最早有关“啃老族”的界定，来自上世纪九

十年代英国工党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专指

那些在结束义务教育甚至大学教育以后，不

升学、不就业、不受训，虽然自身具备劳动

能力却不工作，仍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部分或

完全依赖父母、家庭的年轻人。
[1]
当今社会，

随着“啃老”现象逐渐常态化与隐形化，“啃

老”一族在“啃”钱物、“啃”劳力、“啃”

关系的同时，也啃食着年迈父母的心。那么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早已成年、早该独立的年

轻人，被父母手中紧紧拽着那根没有剪断的

“脐带”？“啃老”虽是一种全球共有现象，

但中国式“啃老”一定程度上是我国传统文 

 

 

 

 

 

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等因素冲击碰撞的必然

产物，其形成原因及表现形式有着鲜明的本

土特征。在此问题上，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

亟需引起关注。
 

从生命发展历程来看，童年是生命的初

始阶段，蕴藏着未来发展的“基因”与“密

码”。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早有指出，儿童

的早期经验对个体人格形成乃至今后发展

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凯根的研究表明：儿

童早期对成人的依赖性在形成其未来的个

性方面是极其重要的，早期依赖性强的儿童

到了成人期依赖性也很强。
[2]
从生活史的视

角来看，家庭作为个体诞生与成长最初的摇

篮，人格形成的关键场域，对其终身成长起

着无可替代的奠基作用，良好的家庭教育可

以为幼儿的成长赋能。在实际生活中，不同

的家庭环境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养育文化，也

导致了个体成长发展的千差万别。2020 新年

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

的生活，也延长了居家时光，亲子相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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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延长，这对家庭教育既提出了挑战，又

是难能可贵的提升教育质量的契机。另外，

在我国首部家庭教育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三胎政策开放

等特殊时代背景下，幼儿期家庭教育的地位

与作用愈加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如

何引起广大家长对幼儿期家庭教养环境与

家庭依赖的重视与警觉，从童年根源上预防

与缓解我国未来“啃老”现象的持续蔓延显

得尤为重要。 

扎根理论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其主要

宗旨是自下往上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

实质理论。本文基于扎根理论，采用回溯式

访谈与叙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 9 位“啃老

族”的相关教养人进行深度访谈，通过了解

“啃老族”幼儿时期的家庭照料历史及其学

龄前的经历，试图从早期家庭教养角度切入

初步解读与剖析“啃老”现象出现乃至蔓延

的高风险因素，出于防患于未然的现实需

要，从童年根源上对“啃老”行为采取主动

性预防措施，以期为幼儿期家庭教育质量的

提升、“啃老”现象的改善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由于本研究的样本群体较为特殊，要求

以“啃老族”及其幼儿时期的家庭教养人为

主要访谈对象，故主要借助身边朋友及社区

居委力量，采用目的性取样的方法获取研究

对象。“啃老族”个案为 5 个，访谈对象为

9 名，其中包括“啃老族”本人、“啃老族”

父亲、母亲及外婆。具体信息见表 1-1。 

表 1-1  被试基本情况表 

基本属性 年龄/性别 职业 现状/家庭情况 

“啃老”个案    

X 20岁，女 待业在家 高中未读完，已在家休学两

年。父亲为某中学老师，母

亲为某小学工作人员，为独

生女。家庭经济状况良好。 

Y 24岁，女 待业在家 大学本科毕业，待业在家一

年半。父母均为出租车司

机，有一个弟弟，幼时曾经

历三峡移民，举家迁移至杭

州市余杭区。家庭经济状况

一般。 

L 23岁，男 待业在家 专科毕业两年，曾找过两份

工作都在短时间内辞职，已

在家待业一年多，为独生

子。父母经商，家庭经济状

况优越。 

W 25岁，女 外贸公司职员 本科毕业，工作由家里安

排，上下班由妈妈接送，为

独生女。父母为其购房和

车，无法完全负担自己的生

活开销。父亲为私企老板，

母亲为全职太太。家庭经济

状况优越。 

Q 25岁，女 待业在家 本科毕业，因故未能出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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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待业在家一年半，与父

母关系较差，为独生女。父

亲为某高中老师，母亲经

商。家庭经济状况优越。 

被访谈者    

X妈妈 45岁 小学工作人员  

X外婆 71岁 已退休  

Y妈妈 46岁 出租车司机  

Y爸爸 

Y自己 

48岁 

24岁 

出租车司机 

待业 

 

L妈妈 50岁 经商  

L爸爸 56岁 经商  

W妈妈 49岁 全职太太  

Q爸爸 51岁 高中老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深度访谈资料整理所得，下同 

（二）研究过程 

由于本研究所要了解的“啃老族”童年

时期的家庭教育状况较为久远，容易遗忘，

因此基于扎根理论方法，将深度访谈与叙事

研究相结合，在自编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的

基础上，由被访者回答或叙述“啃老族”童

年时期的家庭教育状况与事件。访谈提纲主

要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基本信息，教养类

型，教养观念、方式与行为，亲子交往状况。

在取得研究对象允许的情况下，访谈过程全

程录音，时长约半小时。 

（三）编码结果 

研究者在对录音资料进行整理转录后，

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三级编码。最终，

从“啃老族”幼儿时期家庭教养访谈资料中

共得到 70 个开放编码，在一级编码的基础

上提炼出 13 个主轴编码，即：独生子女、

二胎家庭、隔代教养、育儿分节化、不平等

的代际关系、失衡的权利与义务、偏差儿童

观、听话教育、溺爱放纵、专制权威、消极

心理控制、教养冲突、困难型气质。并在主

轴编码的基础上找到 5 个核心类属，即家庭

教养类型、家庭教养观念、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养行为、个体气质。具体内容见表 1-2

和表 1-3。关于编码方式，以 X-M-01 为例，

X 为“啃老族”代号；M 代表母亲，后文中 F

代表父亲，G 代表外婆；01 代表第一位受访

者。 

表 1-2  开放式编码（节选） 

原始数据 开放式编码 

“父母辛苦工作不就是为了孩子嘛，什么事都会把孩

子放在第一位的” 

一切为了孩子 

“这可能也跟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关系吧” 中国传统观念 

“独立性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以前很

多的教育方式都是错误的，但当时意识不到” 

错误的教育方式、当时意识不到 

“她总是说家里什么都是弟弟的，我们只对弟弟好” 二胎家庭觉得父母偏心 

“小时候就是要乖巧懂事吧，听话的孩子最好了” 乖巧懂事听话 

“小的时候一摔跤我肯定立马给她拎起来，做父母的

都会心疼” 

摔跤立马扶起来 

“总是觉得他还小，几乎什么事都帮他考虑周全” 孩子还小、事事代劳 

“小的时候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什么家务活都不干的， 十指不沾阳春水、不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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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到现在也是” 

“上小学前平时都是奶奶带，老人家就会比较宠，” 奶奶带孩子 

“做错事的时候必要的惩罚还是需要的，要能够制得

住他，Y小的时候就没少挨我揍” 

必要的惩罚能制住孩子 

“她爸爸大部分时候都很宠她，但我发起脾气来会很

凶地惩罚她，比如大冬天让她脱衣服站到冰箱旁边” 

不一致的教养方式 

表 1-3  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 

主轴编码 选择性编码 

独生子女 

二胎家庭 

隔代教养 

育儿分节化 

家庭教养类型 

不平等的代际关系 家庭教养观念 

失衡的权利与义务 

偏差儿童观 

听话教育 

溺爱放纵 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养行为 

 

个体气质 

权威专制 

心理控制 

教养冲突 

困难型气质 

消极情绪 

三、结果与分析 

根据选择性编码的结果，以下分别从家

庭类型、家庭教养观念、家庭教养方式、家

庭教养行为、个体气质五个方面对“啃老”

现象形成的高风险因素作具体阐释。 

（一）特殊家庭类型的消极影响 

1.独生子女家庭的影响 

随着 1979 年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

我国政策性独生子女大批出现，备受关注。

有关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两

个方面：一是独生子女家长溺爱孩子的问

题；二是独生子女家长在孩子发展上期望过

高、揠苗助长的问题。
[3]
研究中有被访者提

到“我们生他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很晚了，特

别是她爸爸已经 31 岁了，有点老来得子的

意思，又只有这一个孩子，所以非常宠她”

（X-M-01）。也有其他被访者多次提及：“家

里只有这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围着他转，也

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毕竟一家的寄托全在

这孩子身上了（L-M-06）”，“只有这一个孩

子，只要是我们能想到的事基本上都帮她做

了，这也导致了她现在的独立能力太差

（L-F-07）”。生育政策的调整必将伴随家庭

结构的变迁，独生子女的出现，使得家庭规

模缩小，教养焦点集中，典型的四个老人、

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421”式家庭结构

也普遍增多。
[4]
蒙台梭利曾说：除非你被孩

子邀请，否则永远不要去打扰孩子。
[5]
但在

这种倒三角结构的家庭当中，独生子女往往

似众星捧月，成为家庭焦点。家长的过度打

扰在孩子形成依赖性强、注意力难以集中等

不良个性品质的过程中难辞其咎。在这种身

旁时刻不离成年人的环境下，孩子往往失去

了独立思考与探索的机会。而正是这种反复

探索，不断试错的机会，给予了其今后为人

处世与作出选择时的经验与智慧，培养了他

独自接受与面对生活荆棘的勇气与信心，如

此也就大大减小了其成年后依赖家庭乃至

啃老的风险，但“421”式家庭环境剥夺了

孩子的这种探索和试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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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胎家庭的影响 

二胎子女的出生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

个重要节点，对头胎子女更是会带来诸多影

响。虽然并非所有的头胎儿童都会出现心理

或行为问题，头胎儿童的这些变化存在着明

显的个体差异，但在家庭层面，父母抚养子

女的水平、父母的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家

庭环境氛围等因素在二胎出生前后的变化

均可能导致头胎儿童出现心理与行为方面

的问题。
[6]
有研究表明：在二胎同胞出生后，

头胎儿童的悲伤、焦虑等消极情绪有所增

多，快乐等积极情绪相应减少，且易表现出

社会退缩、适应困难等现象。
[7]
但值得注意

的是，良好的社会性发展是其将来立足社会

的根基，访谈中有“啃老族”自述“从小觉

得父母只对弟弟好，家里什么都是弟弟的”

（Y-S-05）。有母亲也谈到“她弟弟从小就

比较懂事听话，女儿就是很犟，也不怎么听

大人的话，所以确实或多或少会偏向她弟弟

一点”（Y-M-03）。若父母不及时注意到头胎

子女的消极情绪变化，将会对其身心的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从小觉得缺失父母关爱的头

胎儿童，长大后甚至可能会出现“报复性啃

老”现象。 

3.隔代教育家庭的影响 

在我国，祖辈参与儿童教养的情况非常

常见，父母和祖辈共同养育儿童的方式可谓

是华人家庭的传统特色。
[8]
然而较多祖辈家

长由于隔代亲或代偿心理等因素对孙辈百

般溺爱，陈旧观念根深蒂固，是现代家庭教

育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隐患。例如一位母亲谈

到，“家里最宠的还是他奶奶，从小都是捧

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都这么大

人了还一口一个阿囡，名字都舍不得叫，要

我说他现在这副样子就是被宠坏的。好的不

学学坏的，在外面赌博欠了好多钱，我们卖

了一套房子才替他还上，就这样她奶奶还舍

不得骂，还想着帮他说话，替他解释说是被

骗了”（L-M-06）。祖辈家长碰上独生子女，

双重效应之下溺爱之风愈演愈烈，事事有求

必应、包办代替，不利于培养幼儿独立自主

的性格特质，遇到问题不会正确归因，导致

幼儿年龄增长而依赖程度却不减反增。另

外，访谈还发现隔代教育中的育儿分节化明

显。“小时候的吃喝拉撒都是奶奶负责，但

在教育上的一些事情都是我和她爸爸做决

定”（W-M-08）。育儿的分节化导致了教育的

连贯性与教育的实际效能大打折扣。在幼儿

时期，我们提倡一日生活即教育，日常的生

活活动中均蕴藏着良好的教育契机，而育儿

的分节化使得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接受

祖辈不当的教方方式与行为如娇宠溺爱、心

理控制等，丧失了良好的教育机会，导致幼

儿独立性难以发展，依赖性不断增强，更易

走上“啃老”的路途。 

（二）不当家庭教养观念的影响 

家庭教育观念是指父母或家长在教育

和抚养子女过程中所持有的有关儿童发展、

对儿童期望及对儿童教育的看法和认识，有

学者将其分为儿童发展观、对儿童发展的期

望、儿童教育观。
[9]
Miller(1988)的研究发

现,父母的教育观念不仅会影响其教育行为,

也会影响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发展。
[10]

 

1.“家庭亲子观”的影响——模糊了代

际关系的界限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人存在于相互影响

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而一定环境中的文

化总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心理。访谈中

多数家长都认同“孩子是父母的一切”的观

点，更有人直接指出“这可能和中国的传统

文化有关，自古以来就是养儿防老、传宗接

代，家庭的关系和利益总是排在最前面的”

（L-F-07）。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家庭主义至

上的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亲情关

系网络催生中国特有的“家庭亲子观”，“家

本位”的观念强化了家庭整体的利益及亲子

间的共生一体关系。这种紧密的家庭纽带，

使得家人间在物质与精神上的相互帮扶成

为常态，当子女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这种

“自家人”效应就使得父母的帮助变得理所

当然，为“啃老”提供了“契机”与道德上

的借口。且随着时代变迁，父母对子女的责

任往往在无限延长，表现在不仅要抚养长

大，还要负责其买房、结婚，甚至承担带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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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做家务等职责，而子女的反哺则变得遥

遥无期。这种相处方式稍有不慎，极容易泯

灭亲子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导致两者界

限模糊不清。子女到了早该独立的年纪却仍

依靠家庭的经济支持与劳力帮扶，父母手中

也还紧紧拽着那根没有剪断的“脐带”，正

所谓“啃老”者心安理得，被啃者心甘情愿。

在此种教养观念与家庭环境中成长，就算不

“啃老”也将加剧潜在的“啃老”风险。 

2.偏差儿童观的影响——忽视独立自

主性或当成“小大人” 

“儿童观”是指成人对儿童的认识、看

法以及与儿童有关的一系列观念的总和，具

体涉及儿童的特性、权力与地位，儿童期的

意义以及教育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

题。
[11]

陈会昌教授曾做过一项长期跟踪研

究，自 1995 年开始跟踪研究北京 400 多名 2

岁儿童的社会行为与家庭教养方式，研究结

果发现孩子身上都普遍存在着两个重要的

心理维度：自控力和主动性，并将其形象地

比喻为“两颗种子”，孩子成长最理想的状

态就是两颗种子都饱满地、和谐平衡地得到

发展。然而对中国孩子来说，第二颗种子“主

动性”的土壤较为贫瘠。一方面，很多家长

没有认识到孩子发展的无限潜能，忽视幼儿

期自主性的发展，对其过度保护与束缚。访

谈中大部分家长都表明曾有过“觉得孩子还

小因此事事代劳”的想法，“家里有这么多

大人在，不用他插手做什么，长这么大基本

上没自己洗过衣服做过家务，小时候就更舍

不得让他做事了，这么小的孩子做了也是添

乱”（L-M-06），“很小的时候有时候会要自

己洗碗洗衣服什么的，我们都没让，就觉得

还这么小洗也洗不干净，该玩玩该学习学

习，现在长大了该她洗反倒懒得洗了”

（Q-F-09）。几乎所有参与访谈的“啃老族”

幼年时期都没做过家务，自己的大小事情也

都由家长代劳，殊不知在这事事包办的同

时，也丧失了让孩子体验自我价值感，培养

其责任感的良好时机。 

另一方面，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受“群

者本位”“长者本位”的传统文化影响，儿

童与成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儿童往往被

看作是“小大人”，
[12]

儿童期存在的独特意

义未被重视。访谈中有家长提到“以前脾气

急的时候她稍微做的不对了就会批评他，有

些方面反而没考虑到她是个孩子，身心发展

还没到那个程度”（X-M-01）。儿童不是缩小

版的成人，不应该用成人的标准去要求孩

子。卢梭作为“发现儿童”的开拓者，在《爱

弥儿》中指出童年在漫长人生秩序中有其独

特的地位，应把儿童看做儿童，遵循其身心

发展的规律；
[13]

近年来人们开始强调“爱孩

子”、“爱学生”，但是“尊重孩子”、“尊重

学生”仍然被大部分人忽视。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成人不能平等、尊重地对待下

一代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而从小受到尊重的

孩子，其内控自制力发展更好，更明白自己

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此可以大大

减小今后“啃老”的风险。另外儿童的自我

概念发展还不完善，很容易将成人的评价内

化。如用过于苛责的标准要求儿童可能影响

其自信心发展，重养轻教或过度保护束缚的

教育理念可能不利于幼儿创造潜能的激发

及独立人格的养成等，而这些关键品质的缺

失都可能成为其今后职业发展与社会交往

的一大阻碍，从而加剧其今后“啃老”的风

险。 

（三）不当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在教育和养育子女

的过程中形成的养育态度、观念和行为相对

稳定的组合。
[14]

杨丽珠将教育方式分为放

任、专制、溺爱、民主四大类型。
[15] 

1.溺爱型教养方式的影响 

伴随着家庭物质条件的改善以及独子

化的人口背景，与父母代和祖辈代相比，在

90 后一代的家庭中，溺爱型的家庭教养方式

会更多。“她爸爸从小就很惯着她，基本上

什么要求都满足，有一点点不顺她心意了就

会发脾气，她爸爸立刻就服软，照她说的做”

（X-M-01）。“我们从小对他的教育方式确实

也不对，事事包办，他样样都是现成的，依

赖惯了。”（L-M-06）溺爱型的教养方式下家

长往往对幼儿进行“360 度无死角照料”，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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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成人在对幼儿事事包办代替的同时，也

剥夺了他们通过自己的体验发展出相信自

己能力的机会，以爱的名义制止了孩子以负

责任的方式作出贡献来获得归属感和价值

感的机会。幼儿阶段正是自主感与主动性发

展的关键时期，给孩子适当提供独自完成任

务的机会（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将

会增强其归属感与价值感，教给孩子人生技

能的同时，也培养了他的独立性与责任感。

而丧失独立性，缺乏责任感的孩子，成年后

无法自立，啃老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当大人扮演“超级父母”或

“超级祖辈”的时候，孩子们就学会了期待

这个世界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他们为这个世

界服务。正是这些孩子，一旦他们不能如愿

以偿，就会抱怨生活的不公，缺乏直面挫折

的勇气与能力。也许你见到过这样的场景：

一位孩子不小心跌倒撞到了桌子，成人急忙

第一时间扶起来安慰并说道：都是桌子的

错，甚至佯装打几下桌子。这背后折射的教

育观念与教育方式，无疑是孩子成长道路上

的一大杀手。今后他们在遇到难题与挫折

时，不会正确归因，也缺乏直面困境与独自

解决问题的魄力与能力，习惯性地向家人求

助，独立意识与责任意识在他们身上荡然无

存，从而导致其家庭断乳期无限延长，不可

避免地成为了“啃老”一族。 

2.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影响 

在另一个极端，专制型的教养方式强调

子女的绝对服从，将自己的想法全盘灌输并

强加给子女，过度限制了其自由与自主。一

个典型的表现便是中国的“听话教育”。在

被问到幼儿时期培养什么能力重要时，有被

访者提到“乖巧听话懂事最重要了”，“他

小的时候我就很羡慕别人家听话的孩子，又

乖巧懂事，又让大人省心”（Y-F-04）。生

活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成人夸赞儿童“你真是

一个乖孩子”，一句“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好”成为了高度控制子女的“万能牌”。听

话、顺从、不犯错误的孩子往往更能受到家

长与教师的青睐。殊不知在这所谓“乖”的

背后，也隐藏着潜在的危机。一味地强调乖

顺可能导致孩子过于循规蹈矩、胆小怕事的

性格，做事不敢跨越雷池半步，缺少自己独

立的思想，缺乏分析力、选择力与判断力，

在认知上、情感上与行为上都习惯于依赖他

人。另外，访谈中也有父母指出“有时候惩

罚才能制得住孩子”（Y-M-03），主张惩罚

的家长在被其短期效果迷惑的同时，却忽略

了惩罚带来的长期负面效应。经常受到惩罚

的孩子，可能变得因恐惧而顺从，缺乏自信、

自我担当与判断力；也可能变得极其叛逆，

无法适应社会。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对家庭

的依赖期无限延长，成为“啃老”一族。 

（四）不当家庭教养行为与气质的影响 

1.消极心理控制的负面影响 

消极心理控制是指那些侵扰儿童思想

和情感的侵入式的教养行为,如引发儿童的

内疚感、爱的撤回、不稳定的情绪行为等

(Barber,1996)。
[16]

访谈中有母亲谈到，“小

时候犯错了会跟她讲她是我们从垃圾桶里

捡来的，要是不听话爸爸妈妈就不喜欢她

了，给她送回垃圾桶里去”（X-M-01），“有

时候大冬天的晚上闹脾气，我就让他衣服脱

掉站到冰箱旁边，她愣是站着一动不动，你

犟她比你还犟，现在长大了还是跟你对着

干，仗着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我们只得养

着她（X-M-01）”。甚至有外婆提到孩子小

时候自己会在手臂上别一根针，“他要是不

听话我就假装拿起针要扎他，毕竟是小孩

子，这招还是挺管用的（X-G-02）”。社会

剥夺理论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设：社会剥夺引

起人想“依赖他人”或“被他人接受”的动

机，而社会满足会降低这种动机。有学者将

社会剥夺概念化为类似于心理控制中爱的

撤回的行为，并认为其有效性取决于焦虑的

产生（李冬晖，陈会昌，2001；Mary Parpal，

Eleanor E.Maccoby，1985）。
[17,18]

消极的

心理控制会破坏儿童自主性发展，引发其内

疚感与焦虑感，阻碍儿童形成安全、积极的

自我意识（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10），
[19]

而幼儿期正是自主性发展的关键

时期，若此时家长认为孩子没有判断与行事

的能力而处处压制与管束，甚至贬低儿童，



社会心理服务                 2022 年第二期（总第五期）                     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 

 — 40 — 

不为其创造适度的发展空间，把儿童刚发展

起来的自主性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无疑会导

致其依赖性增强，增加日后“啃老”的风险。

有家长还提到“她爸爸虽然很宠她，但其实

脾气也不好，有时候把她宠上天，有时候实

在忍不了了也会大发雷霆（X-M-01）。”同

一教养人时而宠溺放纵，时而严厉惩罚的不

稳定的情绪行为，可能会使幼儿产生“紊乱”

情绪，阻碍其良好情绪情感的发展，今后遇

到困难无法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容易在社

会上“碰壁”从而不愿迈出家门，加大“啃

老”的风险。 

2.困难型气质，高消极情绪性的影响 

气质是幼儿与生俱来的稳定的心理动

力特征。根据养育难易程度，气质可以分为

容易型、困难型和迟缓型。相较于其他两种

气质类型的幼儿，困难型气质的幼儿养育难

度更大，且更容易受到母亲养育行为的影

响。
[20]

气质交互作用理论指出，在家庭教育

中，父母的教养行为与幼儿气质可能产生交

互作用，儿童本身的气质特点能够加重或缓

解不同的教养行为对自身的影响。有研究表

明，儿童的困难和强迫行为会引起成年人的

严厉管教,幼儿的消极情绪也易引发亲子之

间的冲突，而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惩罚性

反应又会加剧幼儿的消极情绪。
[21]

访谈中有

母亲提到，“我女儿从小就很难带，在邻里

间那是出了名的犟脾气，碰巧我也是一个一

点就燃的暴脾气，所以小时候总是教训她，

她比较怕我，但没什么用，她爸爸还是宠她，

现在长大了这倔脾气还是一点没改，在学校

寝室和同学发生一点点矛盾就要搬出来住，

人际关系处不好”（X-M-01）。自身困难型

的气质加上父亲从小的娇惯与母亲无效的

惩罚养成了倔强难相处的性格，人际交往能

力欠缺，遇到困难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魄

力，而是选择简单的逃避，蜷缩家中，依赖

家庭。 

四、启示与建议 

第一，转变亲子观念，明确代际关系。

首先，家长要割断亲子一体化的脐带，做到

宠爱有度，教育有方，建立起正确的儿童观

与亲子观。孩子应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成

人的依附品，应从幼儿期这一人生奠基阶段

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其独立性与自主性。其

次，要把子女看成家庭与社会的统一体。孩

子不仅是家庭成员，同时也是社会个体，家

庭教育要培养的应是具有社会生存能力与

责任感的社会人，而不是只会寄居家庭的

“依赖个体”，更不是未来的“啃老族”成

员。 

第二，平衡自由与规则，激发自我内驱

力与自制力。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严防溺

爱与专制，把握好自由与规则、爱与严之间

的平衡，若片面主张给孩子“爱和自由”，

则容易走向溺爱的极端；若是过于强调规

则，则容易走向另一个专制化的极端。因此

既要有明确的规则与要求，又要给予孩子充

分的回应、关爱、信任与尊重。访谈发现大

多“啃老族”的教养人往往在孩子还未意识

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为其规划未来蓝

图，搭桥铺路，面面俱到。孩子还没想到的

事情，家长已经在帮其提前包办了。久而久

之，这样的不当教养观念与方式将会导致孩

子依赖性过强，独立性减弱，自控力不足，

成就动机下降。因此家长要学会适当地放

手，解放儿童，给予孩子一定的自由空间，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让孩子自己完成力所能

及的事情，为其创设独自完成任务的机会，

提高家庭参与度，增强独立的意识，培养其

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责任感与担当精

神。不能因图省事或以“爱”的名义事事包

办，越俎代庖，剥夺他们感受自己能力、独

立解决问题与锻炼意志的机会。这样今后他

在遇到需要独自解决问题与作出重要抉择

的时刻才会游刃有余，而不是一味寻求帮助

和轻易退缩。 

另一方面，拥有良好自我内驱力与自制

力的孩子，长大后会清楚地明白“我想要什

么”以及“我不能做什么”，对人生具有合

理的规划，从而减小“啃老”的风险。学者

陈会昌曾说：“几十年来，国内外心理学家

的大量研究证明，儿童时期形成的良好自控

力，对其学习成绩、学校适应以及成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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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成功均有重要影响，其影响力甚至超过

智力。”对孩子自控力的培养从婴幼儿时期

就应开始。如像按时吃饭，喝水、睡觉，避

免危险行为等生活常规，就应循序渐进地成

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了。同时心理学研究

表明，从外控转向内控，是培养儿童自制力

最有效的途径。家庭教育中，是否受到足够

的尊重，是否被当成具有独特人格的“自由

人”来对待，是孩子内控自制力培养的关键。

每个人都有自尊与被尊重的需要，婴幼儿也

不例外，若是这种需要未能得到满足，将严

重阻碍其人格与社会性的发展，其内控的自

制力自然不会得到良好的发展。但值得注意

的是，尊重不等于溺爱，更不等于放任自流，

尊重孩子与培养其自控力要相辅相成。 

第三，学会正面管教，建立安全依恋关

系。“啃老”除了与个体依赖性较强密不可

分外，社会性发展的欠缺可能也是原因之

一，而有研究表明个体幼年时期与教养人特

别是父母的依恋关系将影响其一生，作为成

年时建立人际关系的原型。因此家长应注重

与孩子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建立，在面对孩子

的问题行为时，要学会正面管教，以尊重与

合作为基础，真正去“赢得”孩子。很多时

候，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往往是丧失信心、

缺乏归属感与价值感的孩子。正面管教首先

就要改掉专制型等不当的教养方式，摒弃惩

罚，和善而坚定地对待孩子，并找到问题行

为背后真正的需求与原因，也许是渴望关注

或权力，亦或是自暴自弃的表现。前者在当

前较为普遍的二胎家庭中时有出现，头胎孩

子因弟弟妹妹的到来觉得自己受到忽视与

冷落，于是想发设法地吸引关注。此时家长

可以通过给孩子布置一个任务，如帮妈妈完

成一件她可以做到的小事，建设性地转移他

的注意力；或是通过语言的主动回应如“我

在乎你，等会儿会花时间陪你”等方式表达

对他的爱和关怀等。面对自暴自弃的表现，

家长应及时表达对孩子的信任，为其设置小

的成功的机会，鼓励任何一点点的积极努

力，提升孩子的自信心与自我效能感，培养

其健全的人格特质，如此将来才可能以乐观

自信的心态走向社会，实现自我，从而减小

“啃老”风险。 

第四，赋能与指引，提升协同教养质量。

在协同教养过程中，不同教养人间要做到相

互支持，理解接纳，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

制，尽量保持一致的教养观念与方式，营造

温馨和谐的家庭教养氛围。特别是祖辈与父

辈之间，由于文化背景与生活经历的差异，

在教育过程中产生矛盾在所难免，但是双方

要能够互相理解，在共情的基础上坚守自己

的角色。隔代教育不能取代亲子教育的作

用，因此父辈家长要主动承担起育儿责任，

祖辈家长也可适当让位。同时祖辈与父辈也

要共同取长补短，发挥自身的育儿优势，如

祖辈经验丰富，父辈理念超前，两代人可以

携手共进，使隔代教养的优势发挥最大化，

消极影响最小化，提升隔代抚养质量。访谈

中还发现不少家长提到“现在回过头来想

想，以前很多的教育方式都是错误的，但当

时意识不到”（L-M-06）。因此无论是祖辈

亦或是父辈，都要及时学习与更新养育知

识，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亲子观与教育观。

社区可以积极开设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整合

有效的教育资源，加强教育引导。有条件的

幼儿园也可以积极搭建平台，开办家长学

校，发挥教师的专业特长，宣传科学的学前

家庭教育相关知识，为有需要的父辈与祖辈

家长提供学习渠道，为幼儿的持续健康发展

群策群力。祖辈与父辈家长共同采用积极的

教养方式，使家庭教育的正面效应达到最大

化，最大限度地预防幼儿过度依赖性的滋

生。 

第五，改善消极心理控制，提升教养的

针对性。过度的内疚感引导或爱的撤回会导

致儿童出现依赖、从众的行为，当孩子犯错

时，要采用正确的应对方式，不能一味抓住

孩子的弱点与错误事情本身来警告孩子，而

是要及时告诉她正确的处事方式，良好的行

为习惯。“惩罚”只是手段，改错才是目的，

要学会掌握“惩罚”的艺术。另外要善于了

解幼儿不同的气质类型，有针对性地进行培

养。困难型儿童一般适应性较差，遇事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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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消极，出现各种行为问题，在对这类幼

儿的教养过程中，家长应慎用惩罚的教养方

式。同时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中的高亲密度是

保护因素，能改善不同气质特点的幼儿产生

的焦虑问题。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

庭氛围，加强亲子交流与沟通，提高家庭环

境的亲密度，使幼儿在积极健康的家庭环境

中成长，培养其自主性、责任感等良好品质，

从童年根源上打好未来的基础，预防走向

“啃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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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childhood in the analysis of family upbringing situation of "gnawing the old"——A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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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oday's society,the phenomenon of "gnawing the old" is gradually becoming “normalized” and 

“invisible”.While "gnawing" money, labor, and relationships, the "nibbles" also chews on the hearts of elderly 

parents.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early dependence are critical to individu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 

family, as the initial cradle of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an individual, is the key field for the formation of personality, 

which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its lifelong growth. Therefore,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retrospective interviews and narrative research to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9 related educators 

of the "nibbles" to understand the family education and care history of the "nibbles" in their early 

childhood.Meanwhile,the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high-risk factors of the emergence and 

spread of the phenomenon of "Gnawing the old".Relevant thinking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pening up the three-child policy,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early childhood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henomenon of "gnawing the old".  

[Keywords]: Childhood; Family education; Gnawing the old;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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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当代职校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健康成长成才的基础。我们通

过调查问卷对职校生的学习心理、自信心、情绪控制、人际交往、适应能力、抗挫能力、独立性、责任心

等八个因子进行调查，发现职校生在学习心理和自信心两个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以期从“三个维度”、“两个阶段”、“八个一的方法”来实施职校生心理素质的优化。 

关键词：职校生  心理素质  优化  三维二阶八法    

 

一、研究的背景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当前社

会不仅要求职校生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

更需要有稳定的心理素质。但是由于传统思

维对普高生和职校生的定位，职业类学校的

生源素质不佳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同时

由于大部分职校生的文化成绩不理想、基础

不扎实，所以传统的观念认为他们没有多大

的出息，有些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缺乏正

确的认识，加上社会上的一些偏见，导致了

职校生的心理问题比较多。我们都是在职业

学校从事二十多年的班主任或德育工作者,

深感当前职校生的心理问题日益凸显。因

此，改变传统的德育工作方式，重视对职校

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努力优化职校生心理素

质是当务之急,也是贯彻“十九”大精神和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概念的界定 

(一）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是在我国推行素质教育的背

景下提出来的，它是一个本土化的概念。在

西方心理学中并没有“心理素质”这样的提

法，在权威性的西方词典和著作中也没有

“心理素质”一词的收录。我国的教育心理

学家张大均教授认为：心理素质是以生理条

件为基础的，将外在获得的刺激内化成稳定

的、基本的、内隐的，具有基础、衍生和发

展功能的，并与人的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

切相关的心理品质。心理素质表现出基础

性、综合性、可评价性、相对稳定性与可发

展性等特征。 

（二）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心理素质是一种稳定的心理品质，而心

理健康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状态。心理素

质与心理健康有着本质的、内在的联系。一

般而言心理素质水平较高的人，他们较少产

生心理健康的问题；相反，心理素质水平较

低的人，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就相对较多，

健康水平相应较低。可见，心理健康是心理

素质的基本内含和外在标志。  

（三）心理素质优化 

心理素质优化就是让学生通过心理健

康的教育和辅导，使其心理结构和品质达到

一种良好的状态。心理素质优化需要通过有

效的途径才能得以贯彻和实施。 

三、心理素质优化的内容 

为了调查职校生的心理素质现状，使职

业学校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更具有针对

性，使职校生的心理素质得到更好的发展，

我们开展了一个有关职校生心理素质现状

的问卷调查，以期给同行一个参考。本次问

卷调查的对象是随机抽取我校 10 个班级的

学生，一共发放问卷 426 份，有效问卷 392

份。通过对问卷的统计后发现：学习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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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情绪控制、人际交往、适应能力、

抗挫能力、独立性、责任心等八项心理素质

因子中，学生在学习心理和自信心两项的得

分最低，相对而言问题也就最大；其次是情

绪控制、人际交往、抗挫能力；而在责任心、

适应能力和独立性三方面问题相对而言较

小。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职校生存在的问题

首先表现在学习心理上，他们学习缺 

少目标性、计划性和方法性，再加上社

会上的一些偏见，加剧了职校生的自卑心

理，使他们不够自信，并由此衍生出了其他

的一些问题，比如情绪低落、缺少担当意识、

适应不良等。 

四、心理素质优化的途径 

基于职校生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自信

心较低、自我效能感较低的特点，为了实现

学生的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达

到激励学生成长成才的目的，我校尝试着采

用“三维二阶八法”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所谓“三维二阶八法”就是从“教育全面渗

透、学科教学渗透、主题教育活动渗透”三

个维度，“在校期间、实习期间”两个阶段，

通过“八个一的方法”，即一课、一辅、一

剧、一周，一班会、一规划、一返校、一氛

围，来实施学生心理素质的优化。 

1.“一课”：心理健康活动课 

我校在高一年级开设心理辅导活动课

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常规载体和日常渠道，

并落实心理课进课表，定课时，计学分，有

计划，安排专职心理教师上课。在 3 位专职

心理老师及其他兼职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目

前形成了我校心理课的固有特色——以校

训为指导，以职业心理为主线，以认识自我

为核心，通过各种体验活动促使学生形成健

全的人格，树立自信，确立明确的职业理想。 

2.“一辅”：“心语”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 

学校投入大量资金，建立“心语”心理

健康辅导中心。辅导中心主要包括团辅室、

个辅室、放松室，发泄室、档案室等，设施

设备齐全，环境舒适。辅导中心主要面向全

校师生以及学生家长开放，提供团体辅导、

个别辅导、情绪宣泄放松、心理书籍借阅等

服务。辅导中心注重日常资料的记录和归

档，比如心理辅导来访者登记、个别心理辅

导记录、特殊学生档案记录、个案研讨记录

等。辅导中心还会定期召开心理辅导教师会

议，通过评价辅导效果、交流辅导心得来提

高心育水平。 

辅导中心每天中午和下午定点定时开

放，学生可以通过预约、上门或来信、发短

信、QQ 交流等方式与心理辅导教师联系。辅

导教师本着“尊重、信任、理解、沟通”的

服务宗旨，坚持“倾听、保密、关注、激励”

的原则，真诚地与学生谈心，帮助学生解决

困惑。辅导中心也设有心理信箱，当学生遇

到成长中的烦恼，生活中的困惑，学习中的

困难，都可以写信告诉心理辅导老师，由专

门的辅导教师负责回信；当学生遇到的问题

较为普遍时，辅导中心会在每周的校园广播

心灵栏目中进行统一解答。 

当几个同学被同一件事情所困扰时，或

者是对部分心理委员进行统一培训时，我们

会采用小组辅导的方式。通过教师的辅导和

同学间的互相体验，来达到自助和助人的效

果。辅导中心也经常为学生作团体辅导，一

般以班为单位，围绕一些典型的心理主题展

开。有时也会临时根据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群

体组建团体。现在，心语辅导中心已成为学

校学生倾诉，交流，分享，成长的摇篮。 

3.“一剧”：校园心理剧 

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优化心理素质，增

强心理调节和适应社会的能力，预防和缓解

心理健康的问题，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营造

和谐的校园文化，我校每年举办一次心理剧

大赛。这些心理剧都是学生立足于校园生活

自编、自导、自演的剧目。有的剧目是来自

演员们真实的亲身经历，有的剧目来自社会

生活的热门话题。每个剧目内容丰富、意义

深刻，从关注社会现实、调和同学交往中的

矛盾、思索生命意义、到坚持追求梦想等不

同角度深刻剖析了当代职校生常见的心理

困惑。通过学生“自己演，演自己”，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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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用“心理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既

能够使学生从中感受到心灵上的启迪，又能

够使学生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美好，还能增进

学生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加学生间的情感和

友谊，使学生正确地认识自我，从而达到心

灵健康成长的目的。  

4.“一周”：心理健康活动周 

每学期由学生处，校团委和心理辅导站

联合主持“校园心理健康活动周”的活动，

时间一般为每年的 5 月份和 10 月份。以团

委委员及学生干部为依托载体，积极探索心

理教育与校园活动相结合的模式，力求通过

“活动化”来凸显心理教育的“发展性”原

则。在“活动周”期间，主要进行校园心理

剧比赛、青春期心理健康讲座、一系列就业

创业励志活动等。 

5.“一班会”：班级主题班会 

除了心理健康活动周之外，每学期每个

年级分别开展不同心理激励主题的班会课。

比如：高一年级的主题主要有《播种诚信的

种子》、《生命之舟我来划》、《我的情绪

我做主》等；高二年级的主题主要有《退一

步海阔天空》、《感悟生命，提升心灵》、

《谈谈情说说爱》等；高三年级的主题主要

有《上岗实习，我们行走在路上》、《团队

的力量》、《改变未来，“心”先行》等。 

6.“一规划”：职业生涯规划 

对职校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培养是

当今学校教育改革与创新的一个重要发展

趋势。中职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

键时期, 他们的学习生活由普通教育向职

业教育转变,发展方向由“升学为主”向“就

业为主”转变,并且面临着职业竞争的日益

激烈和就业压力的日益加大。中职学校的学

生生源较为复杂, 有中考的“落榜生”，有

学习的“困难生”，还有各类状况的“问题

生”。但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学习基础薄

弱，自控力不强，进取心不足。而造成这种

现状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社会环境、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自身观念或经历等。其中最

为关键的因素是职校生没有解决学习目的

与目标的问题。如果赋予他们目标并使其循

序渐进地实现目标，他们的前途一样可以充

满光明。 

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明确目

标，制订规划，学校会在每年的 5、6 月份

进行一次以班级为参赛单位的职业生涯规

划大赛。参赛的学生在自己的班主任、专业

教师、心理教师的指导下，从了解自身开始，

立足自身所学的专业，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目

标进行合理的规划，突出实际的可行性。学

校在众多设计的作品中选出优秀作品张贴

在校园的宣传栏里，或是推荐参加省市乃至

全国的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学生通过完成自

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较为

清晰的轮廓，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和即将展现

在自己面前的职业生涯有了更强烈的归属

感。 

7.“一返校”:实习生心理激励 

经过学校的技术培训和技能培养后，在

最后一年，学生就要奔赴各自的实习岗位，

开始实践的磨练。在实习工作的过程中，要

为每个实习生配备了实习指导老师，实习指

导老师每个月与被指导学生至少电话联系

一次，亲自去实习单位检查指导一次。在此

过程中，对学生出现的种种问题给予即使解

决，对学生产生的工作倦怠和未来迷茫感进

行有效的疏导。 

同时，要求实习生每个月能返回学校半

天。在这半天的时间里，由心理教师为实习

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讲座，其目的是疏导学

生在实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心理，比如

对所从事的工作不喜欢，觉得没有达到就业

预期目标而产生的挫败感。《实习在线》的

校报也会分发到实习生的手中，上面会刊登

学生的实习感悟、职场心理等。 

另外，实习生班主任每个星期通过校讯

通发短信给家长，对学生的实习工作进行监

督与指导。比如，发送一些励志的短信，如：

“你没有必要去嫉妒别人的人缘、成绩、地

位，原因有三：1.别人可能真的比你的付出

多很多，只是你没看到；2.这些东西只能带

来一时的满足，不是永久的满足，不要也罢；

3.你有不如人的，就有比别人好的，你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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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待时机。” 

8.“一氛围”：校园环境的心理激励氛

围 

（1）利用校园广播平台 

每周一、周三的道德课、放学后、午休

前这段时间，利用学校的广播，为全体住校

生播放心理保健知识、趣味心理测试、心灵

故事等，为同学们的心理加油站补充能量。 

（2）组建校园心理社团 

我校以班级心理委员为主要成员，组建

了校园心理社团。心理社团主要活动地点在

“心语”中心，会定期举行一些培训体验活

动，帮助心理委员增长心理知识，提高心理

素质，学会自我调节和帮助他人的能力。心

理委员主要工作是定期向辅导站报送“班级

心理健康晴雨表”；把班级中可能或即将发

生的危机事件及时告之班主任、心理辅导中

心、学生管理处，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协

助辅导中心在班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比如心理小报的编制评

选、心理常识的宣传等。同时，学校以心理

社团成员为主要班底，经过挑选培训，开展

朋辈助人项目，以更好地达到自助和助人的

效果。 

（3）创建班级特色文化 

各班在学校“新理念”的指引下，结合

各自专业的特点，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出发，

开展班级特色文化活动。文化包括了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所以学校既要让学生学会专

业技能，为今后的就业服务；也要升华品行、

提高素质，体现我校“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的办学理念。创建班级特色文化的目的在于

让学生广泛参与、自主实践、体验认知，在

活动中增强操作能力，在活动中激发学习兴

趣，升华品行。 

总之，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性和日

益多元化,学生所受到的影响和由此产生的

心理问题也会日益复杂。如何针对当前职校

生的心理状况,优化其心理素质，还任重而

道远。我们将在心理健康教育这个工作领域

继续探索和实践，为学生的最优化发展而努

力，让心理健康教育切实地为学生的心灵密

码解锁，静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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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校生心理素质情况的调查问卷 

指导语：下面是有关你近 10 天状态的问题，请你仔细阅读每一个题目，然后根据你自

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填写。每一个题目没有对错之分，请你尽快回答，不要在每道题上过多思

考。每个题目后面都有五个等级（无、轻度、中度、偏重、严重）供你选择，依次用 1、2、

3、4、5 表示；只能选一个等级，在相应的数字上划“√”。答完试题之后，请你认真检查

一遍有没有漏项的，如果有漏项的请你补上，如果有一道题目选择两个等级的请更正。 

 

学生概况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班级：      

是否班干部：      是否独生子女：    是否单亲家庭：    

  无←……→严重 

1.我不喜欢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 1  2  3  4  5 

2.我心情时好时坏。 1  2  3  4  5 

3.做作业必须反复检查。 1  2  3  4  5 

4.感到人们对我不友好，不喜欢我。 1  2  3  4  5 

5.我感到苦闷。 1  2  3  4  5 

6.我感到紧张或容易紧张。 1  2  3  4  5 

7.我学习劲头时高时低。 1  2  3  4  5 

8.对现在的学校生活感到不适应。 1  2  3  4  5 

9.看不惯现在的社会风气。 1  2  3  4  5 

10.为保证正确，做事必须做得很慢。 1  2  3  4  5 

11.我的想法总与别人不一样。 1  2  3  4  5 

12.总担心自己的衣服是否整齐。 1  2  3  4  5 

13.容易哭泣。 1  2  3  4  5 

14.我感到前途没有希望。 1  2  3  4  5 

15.我感到坐立不安，心神不定。 1  2  3  4  5 

16.经常责怪自己。 1  2  3  4  5 

17.当别人看着我或谈论我时，感到不安。 1  2  3  4  5 

18.感到别人不理解我。 1  2  3  4  5 

19.我常发脾气，想控制但控制不住。 1  2  3  4  5 

20.觉得别人想占我的便宜。 1  2  3  4  5 

21.我常常会忘了需要我做的小事情。 1  2  3  4  5 

22.总在想一些不必要的事情。 1  2  3  4  5 

23.必须反复洗手或反复数数。 1  2  3  4  5 

24.我总感到有人在背后谈论。 1  2  3  4  5 

25.时常与人争论、抬杠。 1  2  3  4  5 

26.我觉得对大多数人都不可信任。 1  2  3  4  5 

27.我对做作业的热情忽高忽低。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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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学考试成绩比我高，我感到难过。 1  2  3  4  5 

29.我不适应老师的教学方法。 1  2  3  4  5 

30.老师对我不公平。 1  2  3  4  5 

31.我感到学习负担很重。 1  2  3  4  5 

32.我对同学忽冷忽热。 1  2  3  4  5 

33.上课时，总担心老师提问自己。 1  2  3  4  5 

34.我无缘无故地突然感到害怕。 1  2  3  4  5 

35.我对老师时而亲近时而疏远。 1  2  3  4  5 

36.一听说要考试，心里就感到好紧张。 1  2  3  4  5 

37.别的同学穿戴比我好，有钱，我感到不舒服。 1  2  3  4  5 

38.我总担心一个人完成不好某件事。 1  2  3  4  5 

39.家里环境干扰我学习。 1  2  3  4  5 

40.我讨厌上学。 1  2  3  4  5 

41.我经常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才做。 1  2  3  4  5 

42.父母对我不公平。 1  2  3  4  5 

43.感到心里烦躁。 1  2  3  4  5 

44.我常常无精打采，提不起劲来。 1  2  3  4  5 

45.我感情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 1  2  3  4  5 

46.觉得心里不塌实。 1  2  3  4  5 

47.别人对我的表现评价不恰当。 1  2  3  4  5 

48.明知担心没有用，但总害怕考不好。 1  2  3  4  5 

49.总觉得别人在跟我作对。 1  2  3  4  5 

50.我容易激动和烦恼。 1  2  3  4  5 

51.同异性在一起时，感到害羞不自在。 1  2  3  4  5 

52.有想伤害他人或打人的冲动。 1  2  3  4  5 

53.我对父母时而亲热，时而冷淡。 1  2  3  4  5 

54.我对比我强的同学并不服气。 1  2  3  4  5 

55.在外上学，我经常会想起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1  2  3  4  5 

56.心里总觉得有事。 1  2  3  4  5 

57.经常感觉情绪低落。 1  2  3  4  5 

58.有想摔东西的冲动。 1  2  3  4  5 

59.要求别人十全十美。 1  2  3  4  5 

60.同学考试成绩比我高，但能力并不比我强。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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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校生心理素质情况的调查问卷》 

情况分析 

 

为了调查职校生的心理素质现状，使职业学校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更具有针对性，使

职校生的心理素质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开展了一个有关职校生心理素质现状的问卷调查，

以期给同行一个参考。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是随机抽取我校 10 个班级的学生，一共发放问

卷 426 份，有效问卷 392 份。通过对问卷的统计后发现：学习心理、自信心、情绪控制、人

际交往、适应能力、抗挫能力、独立性、责任心等八项心理素质因子中，学生在学习心理和

自信心两项的得分最低，相对而言问题也就最大；其次是情绪控制、人际交往、抗挫能力；

而在责任心、适应能力和独立性三方面问题相对而言较小。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职校生存在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学习心理上，他们学习缺少目标性、

计划性和方法性，再加上社会上的一些偏见，加剧了职校生的自卑心理，使他们不够自信，

并由此衍生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情绪低落、缺少担当意识、适应不良等。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出“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职校

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生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社会阅历的扩展以及思维方

式的变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和心理问题。因此，优化职校生的心理素质是学生健

康成长的需要,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要优化职校生的心理素质，就要根据其成长发

育的规律、需要和特点，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来提高职校生的心理素质水平,促使其个性心

理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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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负性影响及应对策略 

 

南浔区水晶晶新城学校 江建荣 

 
【摘要】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在中小学校园中尽管发生比率不高，但其负面影响及危害较大，已

逐渐成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针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积极应对，对于保障青少

年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结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谈谈如何预防和干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论述了防、预结合，家校协同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预防及干预策略。 

【关键词】非自杀性自伤 自我关照 安全计划 

 
非 自 杀 性 自 伤 (Non — Suicidal 

Self_Iniury，NSSI)是指个体不以自杀为目

的，反复、故意、直接损害自己的行为，包

括切割伤、撞伤、烫伤、咬伤等，且该行为

不被社会文化所接纳。大量研究表明，非自

杀性自伤是一种普遍且日益严重的心理健

康问题，特别是在学龄青年、青少年和刚成

年的青年中。林明婧等人通过对前人文献的

总结，发现青少年比较容易出现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国内普通青少年的 NSSI 检出率高

于西方国家，并且有研究表明该行为对青少

年的身体和心理都产生巨大的危害，增大了

非自杀性自伤者在今后发生自杀的风险。 

鉴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负面影响

及发展趋势，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已经

成为危及校园安全、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极其

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开展针对青少年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防及干预策略研究

刻不容缓。因为虽说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在青少年中所占比率不高，但其产生的负

性影响极大。 

一、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负性影

响 

青少年在成长道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困

难和问题，但是其认知发展还没有完善，在

解决问题、处理情绪等方面有所欠缺，使得

他们容易产生消极情绪。为逃避不良情绪，

青少年会选择一些适应不良的方式来应对。

在笔者接触过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的案例中，这些青少年大都是为了应对、表

达或控制情绪上的痛苦抑或进行自我惩罚

而进行非自杀性自伤的。然而无论是哪种类

型的非自杀性自伤，总是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负性影响。 

1.行为上瘾 

根据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心理机制，我

们通常把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分为

自愿性非自杀性自伤和习惯性非自杀性自

伤。自愿性非自杀性自伤是一种有意识地、

故意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它是以应对、表

达或控制情绪上的痛苦或自我惩罚为目标

的行为。自愿性非自杀性自伤是大脑腹侧纹

状体（也叫伏隔核）加工的，当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发生时，大脑腹侧纹状体会接收到多

巴胺，从而会奖励、强化、激励这种行为。

因此，自愿性非自杀性自伤如未能得到及时

干预就会发展为习惯性非自杀性自伤。而自

愿性非自杀性自伤得到干预的几率是极低

的，因为自愿性非自杀性自伤阶段青少年往

往会自我隐瞒和/或成年人无法及时发现。

习惯性非自杀性自伤犹如抽烟上瘾一样，非

自杀性自伤会带来短暂的快乐，而这种快乐

来得快去得快，因此会导致青少年越来越依

赖非自杀性自伤，无论是非自杀性自伤的频

率还是伤害的严重程度都会不断增强。 

2.行为传染 

很多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首先

是来自模仿，因为大部分青少年一开始对非

自杀性自伤可能会有些害怕疼痛或担心自

我形象受损等。但是当青少年看到同龄人有

非自杀性自伤或自杀行为后，他们就会变得

更勇敢，毫不犹豫地用刀片或其他利器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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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或者其他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与此同时，现在还有些青少年会在网络

上直播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或者发布非自杀

性自伤的图片、文字信息等，这种现象也是

导致当下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现象频发的

导火索之一。所以说，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是具有极大传染性的，尤其是在同龄

人中。 

3.行为“催化” 

这里所说的行为“催化”是指青少年的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会直接或间接“催化”许

多新的问题，如辍学、人际冲突、更严重的

精神障碍或自杀等。非自杀性自伤本身就是

因为某种精神障碍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如抑

郁、焦虑、强迫障碍等，但是因为青少年可

能是被某些因素（如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等）

误导而采取了非自杀性自伤的方式来应对，

从而导致这些精神障碍未能及时得到干预，

甚至发展为更严重的精神障碍或多种精神

障碍共病。还有一些因为家长缺乏对青少年

非自杀性自伤的科学了解而采取不恰当的

应对，从而“催化”出了严重的亲子冲突，

甚至青少年自杀等悲剧。 

二、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防策

略 

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多种因

素系统影响的结果，且受到大脑腹侧纹状体

加工产生的奖励、强化及激励机制影响，一

旦发展为成瘾性非自杀性自伤干预起来就

比较难。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有效控制青少

年非自杀性自伤造成的消极影响，我们要做

好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预防工作。 

在笔者接触过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

行为的案例中，不外乎两种动机，即“痛苦”

和“求救”。比如说，曾经有一位七年级女

生，多次因为同学在网络上（QQ 群）对她进

行霸凌，即在群里说一下侮辱人格的话语

等，该女生因此而开始用利器割伤自己手

臂，可见，该生的行为是一种向他人“求救”

的信号。还有一位女生，因为长得胖同学给

她取侮辱性绰号，甚至去亲戚家也担心亲戚

说她胖而不愿意去，每次当班级里有男生当

众叫她绰号时她会因痛苦难以忍受而用刀

片割伤自己手臂，这就是一种用非自杀性自

伤来表达“痛苦”的类型。其实还有很多，

如有的青少年因为家长的忽视或粗暴的指

责、训斥等，而导致采用非自杀性自我伤害

来表达“痛苦”或“求救”。 

为了预防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

发生，减少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负面影响，根

据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成因，笔者运用以下策

略可以有效预防或减少青少年自伤行为的

发生。 

1.增强青少年的“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是指人们在面对逆境、创

伤、悲剧、威胁、压力、紧张的家庭关系或

问题时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很多青少年往

往在遇到各种挫折、困惑时不知所措，一方

面是因为自身缺乏“心理弹性”，另一方面

是因为他们感到无助。于是，网络上良莠不

齐的信息就有了影响青少年的机会。因此，

为了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弹性”，我们需要

在日常教育中培养青少年情绪觉知能力、拓

展情绪调节手段、丰富应对压力的措施。如

培养青少年的元认知智慧，让青少年学会觉

察、调控情绪的科学方法。 

例如在给一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

少年干预中，笔者首先让她描述当时的情

景，并去体验和觉察那一刻的情绪，然后该

生在笔者的引导下做放松训练直至体验到

轻松愉悦情绪并再次去体验那个情景，她会

感觉到没有那么痛苦。这样一个过程就能让

该生知道还有比伤害自己更有效更安全的

方法来缓解痛苦情绪的。这种方法其实也可

以运用以青少年团体辅导，让更多的青少年

掌握。 

2.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效能” 

班杜拉认为，人类的行为不仅受行为结

果的影响，而且受通过人的认知形成的对自

我行为能力与行为结果的期望的影响。也就

是说，一个人的行为既受结果期望的影响，

更受自我效能期望的左右，自我效能是人类

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如今的青少年之所以容

易受网络上信息的影响或对自己遇到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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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事件缺乏掌控感，有很大比部分原因是自

我效能感低。此外，发展心理病理模型认为，

个体对自己的消极认识和评价会导致其出

现自伤行为，所以低自尊是引发自伤行为的

因素之一。 

因此学校、家庭一方面可以为青少年搭

建多样化的展示舞台，让不同的青少年都有

展示自我、获得成功的机会；另一方面老师、

家长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评价体系，积极发

掘青少年的潜能，甚至通过阶段性反馈等都

给予积极评价，从而让青少年体验成功与快

乐。此外，学校可以通过加强心理辅导与人

文关怀疏导解决青少年存在的心理问题、可

以采用合理引导与管理来建构安全、和谐的

校园环境，减少校园欺凌、亲子冲突等问题，

以此提升学生的自尊水平达到防控自伤行

为的目的。  

3.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思考” 

任何心理健康问题都是缺乏批判性思

维习惯所致，独立思考是建立在批判性思维

基础上的一种思维品质。如一位患有持续性

抑郁障碍的青少年总是认为自己很没用而

觉得痛苦，然后就用非自杀性自伤的方式来

排解痛苦。该生的思维总是陷入“我很没用”

的死循环中。贝克的认知疗法的“思维重建

技术”就是运用“苏格拉底式提问”引导抑

郁障碍或焦虑障碍患者进行批判性思维，走

出“我很没用”、“我不行”„„这样的负性

思维死循环，从而摆脱抑郁或焦虑情绪。事

实上，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思考的思维品质不

仅是心理辅导课的任务，也应该渗透到学校

学科教学、日常活动中，比如开展辩论活动

等。 

与此同时，具有独立思考的思维品质的

青少年无论是抵御网络信息的消极影响的

“免疫力”还是面对游戏的“免疫力”等都

强于缺乏独立思考的思维品质的青少年。独

立思考是基于调动大脑皮层进行信息加工，

摆脱杏仁核的控制的思维过程。所以说，独

立思考是以批判思维为途径进行训练，在大

脑中建立起来调动大脑皮层的脑回路的过

程。 

三、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干预

策略 

目前我国对于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青少年是祖国的

未来，应该用积极健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帮助青少年预防和干预自伤行为需要家庭

和学校的支持。因此，笔者就从系统分析的

角度来谈谈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干

预，因为目前没有针对这一问题的标准化程

序可以套用的。因为同样是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完全可能是不同的精神障碍引起的，需

要对症施治才有效。 

1.家长指导 

Burešová等人（2014）发现家庭系统的

破坏是发展自我伤害行为的一个风险因素，

自我伤害发生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显著相

关。同样的，Liu 等人（2020）发现负性父

母教养方式与自伤、重复自伤和严重自伤有

关。同时，父母的拒绝会使青少年感到沮丧

和失落，当寻求不到更好的方法时，他们可

能会用自伤来缓解不愉快的情绪。Zhu 等人

（2020）通过以 1987 名中国青少年为被试

发现，父母拒绝和 NSSI 之间存在着纵向联

系，且父母拒绝与青少年 NSSI 行为显著相

关。 

在笔者接触到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

案例中，都是因为担心父母不理解，甚至批

评他们而不愿意和父母谈及此事。曾经有一

位女孩在笔者这里做完咨询后说她承诺按

我的建议去做，但让我不要告诉她的妈妈。

这是因为，家长在第一时间得知孩子的自伤

行为往往会有较强烈的情绪反应。如果青少

年相信或者已证实他们能得到家长的同情

与理解，那么他们在痛苦的时候的第一求助

对象肯定是家长。 

因此提高家长的心理健康知识，让家长

学会理解并接纳而不是责怪和说教，是预防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发展的有效举措之一。

同时，家长也要学会如何陪伴孩子、如何为

孩子注入希望、提升责任感等。 

2.专业帮助 

对于发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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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和教师首先不要去做各种臆断，而要给

他们提供有意义的支持，如建议向心理咨询

师求助等。心理咨询师则要为这样的孩子提

供专业帮助，比如说提供家庭心理辅导、制

定问题解决方案、教授自我关照策略等。专

业帮助的关键是是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不同，

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建议这样的青少年参

加团体辅导。 

常用有效的自我关照策略有：

创造类自我关照策略 舒缓类自我关照策略 整理类自我关照策略 

故事创作 

绘画、素描等艺术创作 

写日记 

作曲或演奏乐曲 

学习一项新技能 

洗个热水澡 

换上舒适的新衣服 

喝杯热牛奶 

怀里抱个泰迪熊或毛绒玩具 

看电视或电影 

整理衣柜 

打扫卧室 

收拾物品 

完成作业或任务 

社交类自我关照策略 保健类自我关照策略 其他自我关照策略 

给朋友打电话 

和朋友在一起 

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去公共场所 

和朋友玩游戏 

和朋友一起观看有趣的视频或演出 

和宠物一起玩 

骑自行车或跑步 

跳舞 

用力揉捏物品 

大声叫喊 

撕东西 

敲打物品 

练瑜伽 

打球 

冥想 

静坐 

听舒缓的轻音乐 

除此外，心理咨询师通过专业技术引导

个体转移注意力、增强忍耐痛苦技巧、减少

负性情绪、建立积极应对事件的能力等可以

有效帮助青少年减少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

发生。当然，及时将非自杀性自我伤害青少

年转介到精神卫生机构进行相关治疗也是

专业帮助措施之一。 

3.安全计划 

学校需要由班主任、心理辅导教师、家

长及非自杀性自伤的青少年一起商量制定

安全计划，旨在帮助当事人控制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在制定安全计划前，首先要让青少

年深刻认识并理解非自杀性自伤的危害，并

自觉自愿的控制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然后在

班主任、心理辅导教师及家长的帮助下制定

一份包含自我关照策略、积极应对方法及停

止非自杀性自伤的行为强化方法在内的安

全计划。 

4.同伴支持 

有研究证明,即使青少年没有直接观察

到朋友的 NSSI 行为, 仅是感知到或相信

朋友、熟人正在进行 NSSI 均可能会诱导青

少年尝试该行为(Hamza et al., 2021;Syed 

et al., 2020)。因此，在开展停止青少年

非自杀性自伤策略实践时积极发挥同伴的

积极影响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积极有效

的。比如，开展同伴支持小组活动，帮助青

少年建立积极人际关系，获得同伴支持，学

会合理表达情绪，提高自信心，是提高青少

年非自杀性自伤干预效果的有效策略之一。 

四、结论 

终上所述，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不能用简单的“因为„„所以„„”这样的

线性思维来解读，而要基于系统的角度去思

考。青少年之所以做出非自杀性自伤的行为

是其个体所处系统失去平衡所致。因此，针

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应对策略是

一种系统性策略。 

然而，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一个

较复杂的问题，既涉及校园安全问题，又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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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既跟青少年的人格

发展有关，又和家庭教养方式密切相关。所

以开展针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

防及干预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各方协同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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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更有可能手机成瘾-青少年手机成瘾影响因素分析 

 

姚师师 

湖州心助心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13000 联系电话：13325728562 

电子邮箱：12591308@qq.com 

 

摘要：本文围绕“青少年手机成瘾”这一热点话题，以手机成瘾的界定展开。目标对象为正在青春发

育期的青少年，结合标题“谁更有可能手机成瘾”，运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采用 对 32名因手机成瘾问

题寻求心理咨询的青少年进行调研，旨在探讨青少年手机成瘾现状及其与人格特质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

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总分与神经质显著正相关，手机成瘾的总分与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严谨性总体呈

负相关。表明手机成瘾与大五人格各维度关系密切。 

关键词：手机成瘾；青少年；人格特质 

 

一、引言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青少年新媒

体协会在京联合举办“网络保护守护成长”

主题研讨会，发布了《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

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大部分未成年

人都拥有自己的网络设备，达到了 82.9%，

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 92.2%，拥有自己手

机的比例为 65.0%，平板为 26.0%，穿戴设

备为 25.8%，在未成年人中普及较为迅速。

利用互联网学习的比例为 89.9%，玩游戏、

看视频的比例分别为 62.5%、49.3%。
1
 

青少年作为接受新鲜事物最快的群

体，对手机的热衷程度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

而越来越高，各种 APP 应用给青少年的学习

和生活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引发了青少年

对手机过度依赖的现象，甚至已经上瘾，严

重影响了学习和生活。 

二、概念界定 

美国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

版）（DSM-IV）将成瘾定义为： 

一组认知、行为和生理症候群，表明个

体尽管明白使用成瘾物质会带来明显的问 

 

 

 

 

 

题，但还在继续使用，自我用药结果导致了

耐受性增加、戒断症状和冲动性觅药行为。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WHO ） 对 成 瘾

（addiction）也有如下定义： 

药物依赖性是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所

造成的一种精神状态，有时也包括身体状

态。它表现出一种强迫性连续定期用该药的

行为和其它反应，为的是要去感受它的精神

效应，或是为了避免由于乱用药引起的不舒

适。
2
 

成瘾在新华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一

般指人对某类事物或东西的依赖性达到一

定的程度”。在这之前对成瘾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对药物的依赖上，而近些年来，行为科

学提出了成瘾（Behavioral Addiction）概

念，常见的有：赌博成瘾（Griffiths，

1995），财富成瘾（Slater，1980），性成瘾

（Carnes，1983），计算机成瘾（Griffiths，

1995）等。
3
这些成瘾行为和创痛的药物成

瘾表象很是相似，具有强烈心理和行为效

应。 

目前根据致隐源的不同，研究者通常把

成瘾分为两类： 

 

 

 

 

 

1《我国未成年人拥有手机比例达 92% 1/3学龄前就是网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5983752877223785&wfr=spider&for=pc[引用日期 2022-07-09] 

2陶然，应力，岳晓东，郝向宏。网络成瘾探析与干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4. 

3 BURGER J M.人格心理学[M].陈会昌，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125-126. 

mailto:1259130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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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物质成瘾：比如海洛因、酒精、大

麻、冰毒、镇静催眠药等成瘾； 

二是精神成瘾：比如网络、赌博、追星、

迷信、黄色书刊、彩票成瘾。 

各类成瘾虽然都各有不同的症状表现

及产生的后果，但其共同点是：具有心理依

赖性和不同程度的躯体依赖。
4
 

对于手机成瘾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提出

各自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韩登亮、齐志

斐等人将手机成瘾症界定为由于某种原因

过度地滥用手机而导致手机使用者出现生

理或心理上的不适应的一种病症。并认为它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手机的无限制

使用；二是手机过多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三是停机或手机不在身边时,

身心会出现一系列不适反应，例如；莫名的

紧张，莫名的心慌。
5
 

屠斌斌、章俊龙和姜伊素将其定义为由

重复地使用手机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

循环性的着迷状态,并产生强烈的持续的需

求感和依赖感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手机关系

成瘾、手机娱乐成瘾和手机信息搜索成瘾三

种类型。
6
 

对于手机成瘾的定义，不同学者的关注

点不同，说明手机成瘾的内涵比较丰富，定

义目前尚未统一。 

三、青少年时期的成瘾危机 

青少年是儿童转变成人角色的过渡时

期。一个重要的生理变化是发育期的到来。

传统观点认为，青春期和发育期开始于同一 

 

 

 

 

 

 

 

 

 

 

 

 

时间。我们可以解释青春期是一段改变、转

化的时期。
7
同样，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危

险的时期。 

青春早期是成长的时期，不仅仅是生理

方面，而且包括认知和社交能力，自主性，

自尊和亲密感，有些青少年在处理这么多突

如其来的变化时会力不从心。
8
根据北京军

区总医院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的一项

调查表明，在 641 例青少年网络成瘾中，有

82.4%的人能够清晰回忆在学校、家庭或社

会中所遭受的挫折；沉溺于网络游戏的患者

42.3%是因为厌学；7%是因为烦恼、32.3%是

因为想玩、7.3%是因为寻求自信。
9
 

现在的脑成像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大脑

仍在发育。从发育期到成年早期这段时间，

大脑结构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影

响青少年的情绪，判断，组织行为和自我控

制等多个方面。
10
青少年处于青春期早期时

趋向于利用杏仁核，与情绪与本能反应有很

大的关系。这就是青少年何以在青春早期做

出一些荒唐的选择，例如药物滥用和危险性

行为。
11
超过 48%的美国青少年在中学毕业

前曾经吸食过毒品，
12
近年一些处方药的非

医学使用率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例如止痛

药，兴奋剂，缓释剂。
13
另外，前额大脑皮

层系统与动机、冲动和上瘾有关，它的发育

不成熟能够解释青少年容易激动和好奇心

强。
14
 

青少年的发展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

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对青 

 

 

 

 

 

 

 

 

 

 

 

 

4陶然，应力，岳晓东，郝向宏。网络成瘾探析与干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4 

5韩登亮，齐志斐.大学生手机成瘾症的心理学探析.当代青年研究，2005，（12）：34-38 

6屠斌斌，章俊龙，姜伊素.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问卷的初步编制.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29（4）：48-50 

7青少年-检索-工具书总库 中国知网[引用日期 2022-07-09] 

8戴安娜·帕帕拉，萨莉·奥尔兹，露丝·费尔德曼。孩子的世界——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第 11版）。北京：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3，p515. 

9陶然，应力，岳晓东，郝向宏。网络成瘾探析与干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39. 

10戴安娜·帕帕拉，萨莉·奥尔兹，露丝·费尔德曼。孩子的世界——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第 11版）。北京：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3，p525. 

11同上。 

12戴安娜·帕帕拉，萨莉·奥尔兹，露丝·费尔德曼。孩子的世界——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第 11版）。北京：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3，p534. 

13戴安娜·帕帕拉，萨莉·奥尔兹，露丝·费尔德曼。孩子的世界——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第 11版）。北京：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3，p535. 

14戴安娜·帕帕拉，萨莉·奥尔兹，露丝·费尔德曼。孩子的世界——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第 11版）。北京：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3，p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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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发展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对于他人

关系的良好理解，会对青少年在各个领域的

健康发展和良好表现有积极的影响。
15
根据

北京军区总医院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

的一项调查表明，在 641 例青少年网络成瘾

者中，有 77.3%的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73.3%的人缺乏自信，85.6%的人没有未来目

标，85.6%的人不理解他人和周围世界，87%

的患者与父母沟通的时间每周不足一小

时，52.3%的人认为父母缺教养缺乏温暖和

理解，40.6%的人认为父母过度干涉或保

护，42.7%的人认为父母教养严厉，惩罚多。
16
 

四、青少年手机成瘾的人格特征 

（一）研究对象 

2022 年 9-10 月，在湖州地区，对因手

机成瘾问题寻求心理咨询的 32 名青少年，

发放量表进行调查。回收量表 32 份，其中

有效问卷 32 份，有效率 100%。被试平均年

龄 14.7 岁，其中，男生 19 名（59.3%），女

生 13 名（40.6%）。 

（二）研究工具
17
 

1.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 

手 机 成 瘾 指 数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MPAI)是由香港大学梁永

炽教授基于临床通用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

与统计手册(第 4版)中有关成瘾的诊断标准

编制的，该量表由 17 个项目组成，包括 4

个因子:失控性(指使用者在手机上花费大

量时间而不能自控)、戒断性(指无法正常使

用手机时出现挫败的情绪反应)、逃避性(指

利用手机逃避孤独、焦虑等现实问题)和低

效性(指过度使用手机影响到日常生活学习

的效率)。
18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O-FFI) 

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O-FFI）共设

60 个项目，采取 5 级计分，从“完全不同

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评定为 1—5 分。

该量表有 5 个维度，即外向性、开放性、顺

同性、严谨性和神经质，每个维度包括 12

个条目。该量表的α 信度系数外向性为

0.78，开放性为 0.63，宜人性为 0.72，严

谨性为 0.74，神经质为 0.77，各维度的信

度达到 0.60 以上，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

效度。
19
 

3、统计分析 

利用湖州心助心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量表测试平台发放问卷，统一指导语，要求

32 名青少年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并提交，将

问卷的原始数据导入到 EXCEL 中进行统计，

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1、手机成瘾青少年手机成瘾指数量表

的比较 

在被调查的 32 名因手机成瘾问题寻求

心理咨询的青少年中，轻度手机成瘾 1 位，

中度手机成瘾 27 位，重度手机成瘾 4 位。

手机成瘾者最高分 72 分，最低分 51 分。平

均分 62.5 分。见表一，能够因手机成瘾问

题前来寻求心理咨询的青少年，大多数手机

成瘾呈轻、中度（87.5%），有一定想要改变

的动力。见表二，重度手机成瘾者的四个因

子分均高于轻、中度手机成瘾者，特别在失

控性、逃避性上因子分差距最大。 

 

 

 

 

 

 
15戴安娜·帕帕拉，萨莉·奥尔兹，露丝·费尔德曼。孩子的世界——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第 11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p542. 

16陶然，应力，岳晓东，郝向宏。网络成瘾探析与干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p81. 

17屠斌斌，章俊龙，姜伊素.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问卷的初步编制[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4):48-50. 

18《手机成瘾指数量表》，https://wenku.baidu.com/view/7ac754d3132de2bd960590c69ec3d5bbfc0ada60.html 

19范青，原伟.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其人际关系、孤独感的相关性[J].精神医学杂志，2018,(1):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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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表二 

2、手机成瘾青少年大五人格各分量表

的比较 

量表比较显示，手机成瘾的总分与神经

质显著正相关，手机成瘾的总分与外向性、

开放性、宜人性负相关。为进一步了解研究

大五人格与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以手机成

瘾总分为因变量，以神经质、外向性、开放

性、宜人性、严谨性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分

析。手机成瘾总分越高，大五人格因素中的

神经质相对越高。因此青少年手机成瘾与神

经质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与外向性、开放

性、宜人性有一定的负相关性。

 

 

表三 

五、讨论 

（一）手机成瘾的不同程度 

本次研究发现，因手机成瘾问题而主动

前来寻求心理咨询的青少年，轻、中度手机

成瘾占比较大（87.5%），并有一定寻求改变

的意向和动力。而这一类的青少年，在失控

性、逃避性的问题上情况向好。 

在经过朋友、家人对其手机成瘾的表

达，青少年有自我的觉察和反思。有青少年

设置了“健康使用手机”功能，能够每天比

较手机用时，软件用时情况。有青少年与父

母、咨询师形成沟通小组，共同商定如何使

用手机。有青少年在处理手机成瘾的表象问

题下，主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自我成长问

题。这部分青少年在主动性，自我把控，主

动成长等方面有优势，戒除手机成瘾较为容

易。 

（二）手机成瘾对人格的影响 

手机成瘾的总分与神经质显著正相

关，神经质也称情绪稳定性，是描述一种情

绪痛苦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不能有效应对生

活，主要指体验消极情绪的倾向。包括焦

虑、愤怒性敌意、抑郁、自我意识（人际敏

感）、冲动性、脆弱性等方面。神经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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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表示情绪越不稳定，更容易体验到愤

怒，焦虑，抑郁等消极的情绪，对外界刺激

反应比一般人强烈，对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比

较差。在他们的思维决策以及有效应对外部

压力的能力也比较差。 

手机成瘾的总分与外向性、开放性、宜

人性、严谨性总体呈负相关。外向型指个体

对外部世界的积极投入程度，反映了人际互

动的数量和密度对刺激的需求以及获得愉

悦的能力，包括了热情性，乐群性，自我肯

定性，活跃性刺激，寻求正情绪这六个方

面，手机成瘾总分越高，则外向性分数越

低，往往安静，谨慎，对现实生活中的世界

不太感兴趣。 

手机成瘾总分越高，则开放性可能越

低。开放性描述一个人的认知风格，是指对

经验是开放探究的态度，而不仅仅是一种人

际意义上的开放。开放性低的人，比较自我

封闭，不大容易接受外界环境的变化，在这

方面的学习能力比较差。 

宜人性，表示利他、友好、富有爱心。

手机成瘾总分越高，宜人性得分相对越低，

多抱有敌意，为人多疑，较少关注他人的需

要，更多的关注自己的需要，如果用形容词

来描述就是多疑的，攻击性的，坚韧的，不

合作的，愤世嫉俗的，易怒的，好操纵的。 

严谨性，也可翻译为尽责任的。手机成

瘾总分越高，则严谨性可能越低。严谨性指

我们控制管理和调节自身冲突的方式，评估

个体在目标导向行为上的组织、坚持和动

机。如果用一组形容词描述低分者，就是无

目标的，不可靠的，懒惰的，粗心的，松懈

的，不检点的，意志薄弱的，重于享受的。 

我们永远无法预言某一个青少年未来

将会如何行事，但可以通过各种人格特征分

析，对他的一般思维和行为模式作出相对的

判断，在不同类型的成瘾现象背后会有人格

的特质共性因素。

 

 

参考文献 

[1]播报文章-检索-3DMGAM.我国未成年人拥有手机比例达 92% 1/3学龄前就是网民[J] [引用日期 2022-10-06] 

[2]陶然，应力，岳晓东，郝向宏。网络成瘾探析与干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BURGER J M.人格心理学[M].陈会昌，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125-126. 

[4]韩登亮，齐志斐.大学生手机成瘾症的心理学探析[J].当代青年研究，2005，（12）：34-38 

[5]屠斌斌，章俊龙，姜伊素.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问卷的初步编制[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29（4）：48-50 

[6]青少年-检索-工具书总库   ．中国知网[引用日期 2022-10-06] 

[7]戴安娜·帕帕拉，萨莉·奥尔兹，露丝·费尔德曼。孩子的世界——从婴儿期到青春期（第 11版）[M]。北京：人民邮

电出版社 

[8]大学生手机网络成瘾行为与人格特质的关系[J]. 杨雪丽.  经济研究导刊. 2022(26) 

[9]不让未成年人成为“被手机耽误的一代”——未成年人手机沉迷问题分析与教育干预[J]. 秦玉友,王玉姣.  中国电化

教育. 2022(02) 

[10]未成年人手机成瘾的原因、危害与预防研究[J]. 符明秋,校嘉柠.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2) 

 

 

致  谢 

感谢高雪梅老师给我提供的论文写作思路，虽素未谋面，却感受到高老师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社会心理服务                 2022 年第二期（总第五期）                     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 

 — 61 — 

中职语文课堂亲子关系教育的探索与思考 

——以《清兵卫与葫芦》为例 
 

作者姓名：屠琰 

工作单位：湖州交通技师学院 

联系电话：15805726869 

电子邮箱：9330583@qq.com 

邮编：313000 

 

【摘要】 

亲子问题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触发因素。在中职语文教材中寻找合适的文本，进行亲子关系教育，

能为中职家庭提供优质亲子关系模板，调整原有亲子模式，缓解亲子矛盾，修复亲子关系。笔者借《清兵

卫与葫芦》一文，通过选课、课前准备、课堂教学、课后反馈等环节完成教学流程。并对教师、学校、社

会、父母四个方面进行思考。 

【关键词】中职；语文课堂；亲子关系教育；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亲子关系是人类建立的最早的人际关

系，是家庭教育的基础。和谐的亲子关系，

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能健全人的心理和人

格。亲子关系还具有传承性，会借家庭教育

传给后代，影响家族发展。 

（一）我国青少年亲子关系现状 

2010 年，雷雳、刘宁等学者对我国亲子

关系状况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我国青少

年的亲子沟通时间较少，亲子关系现状不理

想。 

2020 年疫情期间，在各种青少年心理热

线服务中，有关亲子冲突的咨询高居第一。

青少年的亲子关系成为后疫情时期全社会

关注的话题。 

2020 年 9 月 17 日，武汉一所初中，一

位盛怒的母亲因为儿子在校打牌扇了他两

耳光，两分钟后，这位学生从五楼跳下。这

是一则令人惋惜的报道。若母子间有深厚的

感情，有良好的沟通基础，该生就不会毫无

留恋结束生命。 

（二）中职生亲子关系现状 

笔者对本校中职生的亲子关系展开调

查，发现亲子关系融洽的家庭仅占 27%。很

多学生亲子关系淡漠，家庭幸福值不高。 

1、缺少亲子沟通 

很多中职生对家庭情况不了解，父母的

工作单位、生日，学生一概不知。家长也缺

少与学生沟通的意识，认为孩子还小，告诉

了也没用。导致亲子间信息不畅通。 

2、缺少亲子时间 

很多中职家庭很少共同参与一个活动，

缺少真正的亲子时间。还有很多父母忙于工

作，很少与学生见面。因为家中没人，部分

住校生双休日住在学校。 

3、缺少亲子融洽度 

多数中职生感受不到家庭支持，严重影

响了健康心理、健全人格的形成。在中职学

校，九成以上的心理高危学生背后都有一组

问题亲子关系。很多高危学生心理问题的根

源就是亲子问题。 

（三）中职学校亲子问题形成的原因 

1、学生处于青春期 

青春期是学生特殊的心理断乳期。一方

面他们的行为模式、自我意识、交往与情绪

特点，逐渐成熟，特别想摆脱父母的心理掌

控。另一方面，学生控制情感的能力较弱，

容易产生自卑、不安、焦虑等心理等问题，

对父母极度依赖。这一时期，学生对亲子关

系要求复杂多变，对父母提出了很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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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2、家长忽视学生心理需求 

自小学起，亲子沟通的重点就是学习，

父母很少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随着年龄增

长，学生对父母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对友

情、爱情也有了不同的需求。对中职生，父

母的要求大多是“要乖一点”、“好好学习”、

“不要和不乖的同学交往”。这些要求和在

小学、初中时没有任何区别。父母并没有了

解学生种种表相后的心理渴求。 

3、缺少正常亲子模式 

近几年，中职生的家庭类型越来越多

样。以我校为例，外来务工家庭占 34%。这

类父母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忙于生

计，很少关注学生。单亲、不和睦、留守家

庭比重升高，占 14%。这类家庭亲子结构不

完整，对学生心理伤害很大。大部分家庭中，

父亲从不或很少参与学生养育，亲子关系严

重失衡。 

二、中职语文课堂亲子关系教育的现状 

（一）亲子关系教育欠缺 

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

版）赋予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丰富的内涵，亲

子关系教育只是其中少之又少的一部分。事

实上，中职语文教材中有很多亲子关系教育

的素材，如《我的母亲》、《清兵卫与葫芦》、

《藏羚羊的跪拜》等。但是，受课时、教学

大纲、教师教学能力等限制，教师很少会深

挖亲子关系这一主题，往往点到即止，分析

片面。 

（二）亲子关系教育的优势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在中职学校受

众广泛，它的人文性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

能帮助学生提升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和家庭观。教师带领学生通过朗读对话、

分析心理活动、角色扮演等多种手段深挖文

本，优化文中亲子关系，能让学生更好地反

思自身亲子关系，修复亲子矛盾。语文课堂，

在开展中职亲子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 

（三）亲子关系教育的迫切 

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中，中职生

正处于“两性期”。这一阶段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发展“同一性”，形成统一人格，为下

一阶段学生组建家庭作好准备。开展亲子教

育，能帮助中职生家庭优化亲子模式，提供

更多家庭心理支持。同时，为学生成年后组

建小家庭提供优质亲子关系模板。近几年，

学生心理高危事件频发，国家和社会对亲子

关系越来越重视。自复课以来，浙江省教育

厅组织了多场线上亲子关系讲座，均收获强

烈反响。这也说明，仅仅依靠中职心理课堂

进行亲子关系教育已不能满足学生和父母

的需求。 

三、中职语文课堂亲子关系教育的几点

尝试（以《清兵卫与葫芦》为例） 

（一）选课依据 

在中职语文教材中，有描写复杂矛盾型

亲子关系的《雷雨》、有描述平凡而伟大母

爱的《我的母亲》、有记录母子三人互相扶

持共渡难关的《一碗清汤荞麦面》。选择合

适的文本，是开展亲子关系教育的基础。 

1、亲子关系简单 

以我校为例，学生每周三节语文课，课

时量远远少于普高。若选择一篇亲子关系复

杂的文本，教学过程会很长。中职生的学习

专注力、坚持力较普高学生又有欠缺，学生

会对复杂的亲子关系和层层分析文本失去

兴趣。 

2、贴近中职生生活 

当今中职家庭呈多样化，有独生子女、

二胎、多子女家庭等，不良亲子关系家庭有

单亲、离异、孤儿、留守家庭等。学生丰富

的心理需求造成亲子关系更具复杂性。选择

贴近学生生活的文本最能引起他们的学习

兴趣。 

3、可以进行多角度讨论 

中职语文亲子课堂文本不在多而在精。

篇目上的少而精能避免学生因频繁教学产

生厌烦。篇幅上的短而精能让教师把握有限

的课时，从多个角度分析文本中的亲子关

系，并进行优化。 

笔者选择了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清兵

卫与葫芦》。首先，它的篇幅短小精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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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精炼，情节具有“摇摆”。其次，文中亲

子关系简单，父母和孩子。情节也简单，围

绕清兵卫热衷收藏葫芦展开。再次，清兵卫

的兴趣与父母的不理解产生矛盾，贴近学生

生活。这是一篇很适合进行中职亲子教育的

文本。 

（二）课前准备 

中职学校各班学情差别较大。3+2、高

职高考、技师班的学生入学时分数较高，语

文基础较扎实。高级工、普通三年制班的学

生语文基础较薄弱。不同的专业，男女生比

例不同。汽修、机械等专业多为全男生班，

财会、旅游等专业女生较多。物流等专业男

女各占一半。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应对

人际问题更沉稳，语言表达更清晰。经过实

践，笔者发现在整体成绩较高的班级中，亲

子关系较好的家庭较多。在女生较多的班级

中，分析人物情感更能引起共情。教师应与

班主任沟通，全面了解学情。 

（三）课堂教学 

1、引导学生和人物产生共鸣 

在教学中，只有与文中人物产生共鸣，

学生才愿意进入人物内心。教学时，笔者要

求学生寻找与清兵卫的相似之处。中职生大

多热衷玩网络游戏。这个爱好得不到家长的

认可，也被教师们诟病。但在学生眼中，游

戏不仅能让他们获得自信，更能成为交朋友

的通行证。一些技术好的学生还可以借此获

取费用，受到同学追捧。这和清兵卫一样，

爱好得不到父母和教员的认可。可他养的葫

芦却被收藏家认可，卖了个好价钱。在文中，

父亲砸葫芦这一情节与父母砸学生手机、电

脑时的情景何其相似。清兵卫的不满和委屈

与学生心里的不满和委屈形成了共鸣。为下

一步剖析人物、探讨亲子关系打好了感情基

础。 

2、用朗读对话、分析心理活动和角色

扮演走进人物 

《清兵卫与葫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

都隐藏在语言和动作之后。笔者带领学生通

过朗读对话、分析心理活动和角色扮演，分

三步走进人物。 

①朗读对话。通过朗读对话，探讨人物。 

父亲在谈到清兵卫爱葫芦时很不高兴：

“一个小孩子，却喜欢这种玩意„„”，在

与客人谈论名家葫芦时，表示赞叹：“„„，

那才是出色的呢。”父亲持不同态度，是因

为他认为 12 岁的清兵卫不适合玩葫芦。其

一玩葫芦是成人的爱好，其二学生玩葫芦是

玩物丧志，其三清兵卫玩的不是主流葫芦。

当清兵卫发表对葫芦的看法时，父亲圆睁着

眼呵叱：“什么话，你懂得什么，也来多嘴！”

从此处不难看出，在他心里，儿子还是个没

什么见识的小孩。当教员断言清兵卫将来没

有出息后，他发怒揍了儿子一顿：“像你这

种家伙，赶快给我滚蛋吧。”此时，我们看

到的是一位对儿子怒其不争的父亲。还可以

看出，父亲没有任何亲子沟通技巧，对儿子

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 

母亲听到清兵卫将来没有出息后，“哭

了起来，唠唠叨叨发了许多没意味的怨言。”

由此可见，在儿子眼里这是个絮叨、没什么

见识的母亲。母子间没有互动，母亲处于隐

形状态。 

清兵卫对自己的葫芦是自信的。“这样

的好呀。”“那种葫芦我可不喜欢，不过大

一点就是了。”可是为什么好，他却说不出

所以然。可见清兵卫也不擅沟通。 

②分析心理活动。在学生朗读对话的基

础上分析亲子三人的心理活动。 

父亲砸葫芦时，清兵卫只是脸色发青，

不敢做声。学生很快能分析出清兵卫悲愤、

痛苦、害怕的心理状态。此时，母亲既心疼，

又埋怨儿子，不敢在丈夫面前插嘴。父亲则

被对儿子的失望、恼怒情绪所控制。学生还

为父亲补充了对话：“叫你不要玩葫芦，你

偏要玩。现在倒好，影响了学习，教员都说

你以后没出息。我一天到晚挣些辛苦钱让你

上学，你就是这样去给老子学的？我砸，都

给你砸碎了，让你玩，让你玩！” 

笔者通过授课发现，在这一环节，3+2、

高职和技师等语文基础较扎实的班级能更

快地找准亲子三人的心理活动，分析更为细

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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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角色扮演。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使自

己对人物的分析更精准。 

角色扮演，应放在 3+2、高职和技师等

学有余力、教学时间富裕的班级中开展。没

有余力的班级就扎扎实实把前面朗读对话、

分析心理活动两步做好。 

学生在角色扮演前，要细细分析人物的

身份、年龄、性格。表演时，可以根据自己

的理解加一些对话、动作，使人物更加丰满。

展示采用比赛形式，学生点评，学生打分，

选出最佳表演者。通过展示和点评，帮助学

生完善对人物的理解，分析文中亲子类型。 

经过讨论，学生认为清兵卫家是专制型

亲子关系。家长对孩子进行严格控制管理，

不采纳孩子的任何意见和想法，也很少与孩

子交流。这种亲子关系类型在中职生家庭中

占很大的比例。 

3、调整亲子关系 

①调整人物的对话和行为 

学生发现清兵卫家的亲子问题，双方都

有责任。要调整亲子关系，最好的方式是调

整双方的对话和行为。 

责任最大的是父母，父亲的专制和母亲

的隐形造成了家里父亲一言堂的现象。如果

父亲能在教员告状后进行调整，先到外屋冷

静冷静，再问清兵卫：“爸爸想听你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此时母亲能拦住

父亲的怒火，帮助父子进行沟通，清兵卫就

不会变成一听见父亲呵斥就沉默不语的孩

子。 

清兵卫也有问题。他不敢亲子沟通，看

不到父亲怒火之后是对他的期望和爱意，一

遇到亲子冲突就沉默不语。清兵卫上课玩葫

芦，影响了学习，父亲才会动手砸葫芦。清

兵卫没能明白这一点。如果他能约束自己，

努力学习，能在父亲发怒后清晰明了地进行

沟通，可能就不会有葫芦被砸的结果。 

②利用文本中的“摇摆” 

文中父亲、客人、清兵卫谈葫芦是一个

对话“摇摆”。父亲和客人对清兵卫的葫芦

样式不认可，形成亲子间审美对立。这是一

次“摇摆”。父亲和客人对名家葫芦赞赏，

清兵卫插嘴表达对葫芦的看法。这是第二次

“摇摆”。这些“摇摆”让人物对话充满张

力，也给调整亲子关系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如果父亲懂得亲子教育技巧，可以在与

客人交流时表达对儿子学业的期待。也可以

鼓励清兵卫与客人交流收藏葫芦的见解，借

机完成一次高质量的亲子沟通。 

④总结优质亲子关系模板 

总结阶段，教师可以引入中国著名亲子

关系专家董进宇先生的“学习型家庭”理念。

亲子间要保持高质量的沟通，要给孩子无条

件的爱，要多鼓励、多表扬、多理解、多陪

伴，孩子犯错后要注意批评方式，帮助孩子

真正认识到错误并改正。家长要培养孩子的

自尊心、自信心、责任心、进取精神、学习

兴趣和好习惯。孩子也要注意与父母的沟通

方式，理解父母，帮父母分担，不沾染恶习，

努力学习。这样的亲子关系，是中职生向往

的，也是中职家长们期望的。同时，教师还

要告诉学生，亲子模式还会传给下一代。所

以，优质亲子关系能影响人的一生。 

4、作业 

用作业巩固课堂成果。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中职家庭现有亲子模式已长期存在学

生的潜意识中。沟通是破冰的第一步。沟通

可以拉近亲子距离，也可以为调整预热。在

布置作业时，教师要求学生借视频或音频进

行一次亲子沟通，与父母说说心里话。让学

生主动走出调整亲子模式的第一步。 

（四）课后反馈 

《清兵卫与葫芦》选自浙江省中等职业

学校实验教材第一册，是笔者对中职语文课

堂亲子教育的一次尝试。笔者分别在 3 个班

（财会 3+2、汽修高级工、物流三年制班）

进行授课。其中，财会 3+2 班和汽修高级工

班教学效果较好，完成作业质量较高。 

课后，学生均反馈这节课打破了他们的

惯性思维，学到可以换个方式与父母沟通。

这次教学，学生借清兵卫的家庭看到了自己

家庭中的亲子问题，看到了在亲子沟通方面

的不足，也意识到通过改变亲子对话和行

为、优化亲子关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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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班主任，笔者经过学生同意，将他

们的作业发送给家长。不少家长都说平时一

直把学生当成小孩子，没有关注到孩子的内

心需求，遇事又要求孩子懂事能干。现在要

及时调整养育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 

四、中职语文课堂亲子关系教育的几点

思考 

（一）对教师的要求 

1、深入挖掘文本 

王荣生教授说过：“阅读教学的内容就

是抓住文本的精华、精髓。” 在进行教学

时，教师不能只片面地引导学生去感知人

物，只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爱。要从不同的

亲子角度去挖掘文本，深层次解读这些动

作、对话、情节后面的亲子关系。 

2、精心设计教学环节 

教学形式要灵活多样。可以使用播放音

乐、表演情景剧、观看视频、展示图片等形

式创设课堂情境。也可以采用学生讲授、组

内探究、分组辩论等形式开展教学。教师甚

至可以邀请家长参与课堂教学，倾听双方心

声。 

3、具有较强的情绪带动能力 

教师在教学时主攻情感，要求自身具有

较强的情绪带动能力。如果教师只是干巴巴

地描绘，不懂得层层递进引导学生感受人物

感情，就不能真正带动学生。 

（二）对学校和社会的要求 

优化中职亲子关系仅仅靠几节语文课

不可能完成，这需要学校的帮助和社会的引

导。 

学校应把亲子教育当成一项长期工作，

普及亲子教育，提供亲子指导。还应组织相

应的社会实践和线上线下的家校联动。学校

还应为有亲子困惑的学生和家长提供心理

咨询及转介服务。 

亲子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近几年，全

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少年心理健康

护航行动。各种媒体也加大对亲子关系教育

的宣传力度。笔者相信，若能多讲讲亲情，

少讲讲离异，将会营造一种珍爱家庭、珍视

亲子关系的社会氛围。 

（三）对父母的要求 

父母是亲子关系的主导者和掌控者。即

使学生主动沟通，若父母不接受不改变，也

无法动摇原有的亲子模式。中职学校中，大

部分父母爱学生，也愿意为学生而改变。这

类父母通过亲子学习和实践，可以不同程度

地缓和亲子矛盾。但一些离异、留守、父母

有精神疾病、家暴的家庭就需要将家庭中的

祖辈和近亲属也纳入亲子教育范围。 

北京师范大学赵忠心教授曾说：“亲子

教育是‘人之初’的教育，是给人生打‘底

色’的教育，是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奠

基工程。”中职教师借助语文课堂开展亲子

教育，能帮助亲子双方掌握相处技巧、优化

亲子关系、缓解家庭矛盾，帮助中职生 “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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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和社会支持对其复吸倾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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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社会支持现状及其对复吸倾向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自尊量表

（SES）、强者戒毒者复吸倾向性心理调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强制戒毒人员进行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1）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低于正常社会人员。（2）强制戒毒人员社会支持低于正常社会人员，

在变量职业、婚恋状态、戒毒次数上存在显著差异。（3）强制戒毒人员复吸倾向水平相对较低，其在戒毒

次数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4）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与复吸倾向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复吸倾向显著

负相关；复吸倾向在高自尊、低自尊、高社会支持、低社会支持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  强制戒毒人员 社会支持 自尊 复吸倾向 

 

Effect of forced drug self-esteem levels and social support on their relapse tendencies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problem of self-esteem, the status of social support and 

its influence on relapse tendency, this study adopted the self-esteem scale (SES), strong addicts 

relapse tendency psychological questionnaire,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to have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forced patients abstained from drugs.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self-esteem level of compulsory drug addicts is lower than that of normal social personnel.(2) 

The social support of compulsory drug addicts is lower than that of normal social personnel,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variable occupation, love and marriage status, and the 

number of drug addicts.(3) The relapse tendency level of compulsory drug addicts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drug addicts.(4) The self-esteem level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lapse tendency, and the social support and relapse 

tendency;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high self-esteem, low self-esteem, high social 

support and low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compulsory detoxification person,social support,self-esteem,relapse tendency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加快

发展，毒品问题泛滥、蔓延。经过不懈努力，

中国毒品滥用形势好转，但全球范围形势严

峻，我们仍然不可掉以轻心！毒品除了给吸

毒者自己和家人带来严重危害，还诱发偷

窃、抢劫、诈骗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长

期滥用合成毒品极易诱发精神疾病，由此引

发自我伤害、暴力攻击他人、吸毒驾驶车辆

等危险事件，给公共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因

此戒毒刻不容缓。 

强戒人员一般会在戒毒所或者戒毒医

院经历两年的系统戒毒，确保其戒断后才会

回归家庭、社会，但在脱毒治疗成功后，很

大部分人会因为种种原因重新吸食、注射毒

品。资料显示，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戒

毒人员复吸率达 80%以上，我国更是整体复

吸率超 90%
[1]
，对于戒毒工作来说降低复吸

率是重点也是难点。有很多心理学和社会工

作学者针对降低戒毒人员复吸率、影响戒毒

人员回归社会、复吸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等方

面展开研究，有研究发现戒毒人员的自尊和

戒毒效能感正相关，和毒品渴求感显著负相

关
[2]
，与此相反，有研究发现自尊与复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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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显著关系，与戒毒动机显著负相关
[3-4]

。

另有研究表明，较大部分强制戒毒人员在客

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三个

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正常人群，这说明

强制隔离戒毒的吸毒者与正常人群相比所

获得的客观实际的支持和主观体验到的支

持少，表明强戒人员在周围环境中非常缺乏

必要的社会支持，而在仅有的社会支持里其

资源利用度也较低
[5-6]

。这导致他们很容易

再一次接触吸毒的圈子，极大程度上增加其

复吸的可能性。 

目前有学者分别对戒毒人员复吸倾向、

社会支持、自尊水平进行研究，有研究结果

表示社会支持和自尊分别对复吸倾向有影

响，但关于自尊对复吸倾向的影响结果不

一，本研究将探究自尊、社会支持对复吸倾

向的影响，为毒品复吸防治工作提供实证参

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根据方便取样原则随

机抽取某戒毒所两个戒毒中队的强制戒毒

人员，共发放问卷 250 份，回收问卷 220 份，

剔除掉问卷中出现明显多选、漏选的被试问

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184 份，有效率为

73.6%。具体样本见表 2-1。

表 2—1 某市第一戒毒所男性戒毒人员基本情况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17—35岁 67 36.41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144 78.26 

 36—65岁 117 63.59  初中以上 40 21.74 

婚恋状况 未婚 77 41.85 年收入 无收入 79 42.93 

 头婚 37 20.22  1——3000 43 23.37 

 丧偶或离异未再婚 54 29.35  3000——6000 23 12.50 

 丧偶或离异再婚 16 8.58  6000及以上 39 21.20 

职业 公务员或科技人员 7 3.80 戒毒次数 1次 57 30.98 

 企事业管理人员 7 3.80  2次 33 17.93 

 体力劳动者 21 11.42  3次 42 22.83 

 无固定职业 62 33.70  4—5次 41 22.28 

 其他 87 47.28  6次及以上 11 5.98 

2.2 研究工具 

2.2.1 自尊水平量表 

罗森伯格(Rosenberg)在 1965年编制的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 共

包含 10 个题目，所测项目为单一维度，考

察的是个体的整体自尊。其中 1、2、4、6、

7 为正向计分，3、5、8、9、10 为反向计分；

分 4 级评分：“非常同意”计 4 分，“同意”

计 3 分，“不同意”计 2 分，“非常不同意”

计 1 分。总分越高说明自尊水平越高。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12，

效度为 0.725，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 复吸倾向量表 

耿文秀教授编制的《强制戒毒者复吸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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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性心理调查表》，共包括 18 个题目，所

测项目为单一维度，采用六级计分法，0 表

示最轻，5 表示程度最重，每题得分相加得

到复吸倾向自评总分，总分越高表示复吸倾

向越高，总分越低表示复吸倾向性越低。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8，效度为 0.835，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3 社会支持量表 

肖水源于 1993 年编制的《社会支持评

定量表》（SSRS)，共包含 10 个题目，分为

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

维度，大部分题目四点计分，个别题目按选

择数量酌情计总分，十个条目得分之和即为

量表的总分，得分值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

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3，效度为 0.692，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 

2.3 统计分析 

利用 SPSS 24.0 软件，以独立样本 T 检

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等方法进

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现状分析  

3.1.1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总体分布

情况 

 

表 3-1 自尊水平总体分布情况（n=184） 

 最小值 最大值 男性戒毒人员 健康人群[7] t p 

自尊水平总分 11 33 23.28±3.78 27.94±3.58 83.51 0.00  

由表 3-1 可知：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

总分最小值为 11，最大值为 33，平均值为

23.28，在任旭林,赵建明研究中表明，正常

人自尊评分为 27.94±3.58，两者比较发现

戒毒人员自尊水平低于正常社会人员，且差

异显著。 

3.1.2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在人口学

变量上的差异 

通过对自尊水平与其人口学变量的统

计学分析发现，自尊水平在人口学变量年龄

（ t=-1.007 ， p=0.283>0.05) 、 职 业

（ F=0.803， p=0.549>0.05)、 婚恋状态

（ F=0.252 ， p=0.86>0.05) 、 文 化 程 度

（ t=1.426 ， p=0.155>0.05 ） 、 收 入

（F=0.310,p=0.818>0.05）、戒毒次数上

（F=1.228,p=0.30>0.05)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 

3.2 强制戒毒人员社会支持现状分析  

3.2.1强制戒毒人员社会支持总体分布

情况 

表 3-2 社会支持总体分布情况（n=184） 

 最小值 最大值 男性戒毒人员 健康人群[8] t p 

客观支持  1 13 5.42±   2.324 10.20±2.57 31.65 0.00  

主观支持 7 33 20.64±5.703 24.25±3.59 49.09 0.00  

支持利用度 3 12 6.34±1.998 7.85±1.91 43.06 0.00  

社会支持总分  14 54 32.40±7.888 42.33±6.18 55.72 0.00  

由表 3-2 可知：强制戒毒人员社会支持

总分最小值为 14，最大值为 54，平均值为

32.4，通过比较发现戒毒人员社会支持总

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均低

于正常社会人员。 

3.2.2强制戒毒人员社会支持在人口学

变量上的差异 

通过对社会支持与其人口学变量的统

计学分析发现，社会支持在人口学变量年龄

（ F=2.915,p=0.089>0.05) 、 收 入

（ F=0.287,p=0.616>0.05)、文化程度上

（t=-0.908,p=0.365>0.05）不存在显著差

异 ， 其 中 客 观 支 持 在 文 化 上

（t=-2.548,p=0.012<0.05）存在显著差异；

在职业、婚恋状态、戒毒次数均存在显著差

异，具体如下表。 

（1）不同职业戒毒人员社会支持的差

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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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不同职业戒毒人员社会支持的差异检验 

 
脑力劳动者

（n=14） 

体力劳动者

（n=21） 

无固定职业

（n=62） 
其他（n=87） 

F p 

 M±SD M±SD M±SD M±SD 

客观支持 5.290±2.972 5.660±2.479 5.280±2.547 
5.490±

2.022 
0.189 0.904 

主观支持 19.540±7.116 20.310±5.702 18.520±5.847 
22.400±

4.811 
6.32 0.000  

支持利用

度 
6.320±1.996 5.920±2.059 5.700±2.011 

6.910±

1.836 
5.122 0.002 

社会支持

总分 
31.143±9.740 31.886±7.420 29.498±8.507 

34.799±

6.459 
6.097 0.001 

由表 3-3 可知：戒毒人员的社会支持总

分、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在职业上存在显

著差异（p<0.05）；通过事后检验发现在社

会支持、主观支持上无固定职业者与其他存

在显著差异（p=0.000<0.001），在支持利

用 度 上 无 固 定 职 业 与 其 他

（p=0.000<0.001）、体力劳动者与其他

（p=0.037<0.05）均存在显著差异。 

（2）不同婚恋状态戒毒人员社会支持

的差异检验 

表 3-4 不同婚恋状态戒毒人员社会支持的差异检验 

 未婚（n=77） 头婚（n=37） 
离异或丧偶未再

婚（n=54） 

离异或丧偶再婚

（n=16） F p 

 M±SD M±SD M±SD M±SD 

客观支持 5.140±2.341 5.420±2.073 5.550±2.374 6.360±2.549 1.297 0.277 

主观支持 19.280±5.515 22.200±5.466 20.520±6.020 23.960±3.950 4.430 0.005 

支持利用度 6.050±1.837 6.840±1.864 6.260±2.214 6.910±1.615 1.805 0.005 

社会支持总

分 
30.468±7.658 34.459±7.745 32.324±8.118 37.219±5.546 4.634 0.004 

由表 3-4 可知：戒毒人员的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在婚恋状态上

存在显著差异（p<0.05）；通过事后检验发

现 在 主 观 支 持 上 未 婚 和 头 婚

（ p=0.009<0.05) 、 离 异 或 丧 偶 再 婚

（p=0.003<0.05）存在显著差异，离异或丧

偶未再婚和离异或丧偶再婚（p=0.031<0.05)

存在显著差异，在支持利用度上未婚和头婚

（p=0,047<0.05)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支

持总分上未婚和头婚（p=0.01<0.05)、离异

或丧偶再婚（p=0.002<0.05）存在显著差异，

离异或丧偶未再婚和离异或丧偶再婚

（p=0.026<0.05）存在显著差异。 

（3）不同戒毒次数戒毒人员社会支持

的差异检验 

 

表 3-5不同戒毒次数戒毒人员社会支持的差异检验 

 
 1次        

（n=52） 

  2次 

  （n=32） 
3次  （n=41） 4-5次（n=40） 

6次以上

（n=19） F p 

 M±SD M±SD M±SD M±SD M±SD 

客观支

持 
5.410±2.319 

5.970±

2.359 

5.590±

2.519 

4.870±

1.771 

5.320±

2.810 

1.07

3 

0.37

2 



社会心理服务                 2022 年第二期（总第五期）                   司法心理与犯罪心理学 

 — 70 — 

主观支

持 

22.040±

5.053 

22.200±

6.674 

20.090±

5.700 

19.610±

5.479 

17.530±

4.587 

3.39

0 

0.01

1 

支持利

用度 
6.690±1.925 

6.550±

2.084 

5.930±

1.804 

6.600±

2.184 

5.390±

1.768 

2.20

1 

0.07

1 

社会支

持总分 

34.144±

7.087 

34.719±

8.648 

31.612±

8.152 

31.073±

7.268 

28.237±

7.576 

3.18

0 

0.01

5 

由表 3-5 可知：戒毒人员的主观支持和

社会支持总分在戒毒次数上存在显著差异

（p<0.05），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在戒毒

次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通过事

后检验发现在客观支持上 2 次和 4-5 次

（p=0.048<0.05）存在显著差异，在支持利

用度上 6 次和 1 次（p=0.015<0.05）、2 次

（p=0.045<0.05)、4-5 次（p=0.03<0.05）

存在显著差异，在主观支持上 1 次和 4-5 次

（p=0.039<0.05）、6 次（p=0.003<0.05）

存在显著差异，2 次和 6 次（p=0.004<0.05）

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支持总分上 1 次和 6

次（p=0.005<0.05）存在显著差异，2 次和

4-5次（p=0.048<0.05)、6次（p=0.004<0.05)

存在显著差异。 

3.3 强制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现状分析  

3.3.1强制戒毒人员复吸倾向总体分布

情况 

表 3-6 复吸倾向总体分布情况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众数 中位数 标准差 方差 百分位数（75%） 

复吸倾向总分 0 80 22.12 21 21 12.1 146.42 26 

由表 3-6 可知：强制戒毒人员复吸倾向

总分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80，平均值为

22.12，众数和中位数均为 21，有 75%的人

分数小于 26，综合以上数据可知该戒毒群体

复吸倾向相对较低。 

3.3.2强制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在人口学

变量上的差异 

将复吸倾向与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检

验 发 现 复 吸 倾 向 在 人 口 学 变 量 年 龄

（t=0.816，p=0.416>0.05）、职业（F=1.689，

p=0.171>0.05) 、 婚 恋 状 态

（ F=0.646,p=0.586>0.05) 、 文 化 程 度

（t=-0.441，p=0.66>0.05）、收入（F=0.048，

p=0.986>0.05)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戒

毒次数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如下表。 

（1）不同戒毒次数戒毒人员复吸倾向

的差异检验 

 

表 3-7 不同戒毒次数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差异检验 

 1次  （n=52） 2次  （n=32） 3次 （n=41） 4-5次（n=40） 6次以上（n=19） 
F p 

 M±SD M±SD M±SD M±SD M±SD 

复吸倾向总

分 
18.500±7.516 

22.469±

12.870 

21.293±

11.497 

25.868±

14.765 
25.358±13.975 2.606 0.037 

由表 3-7 可知：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在戒

毒次数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通过事

后检验发现在戒毒次数上 1 次和 4-5 次

（p=0.004<0.05）、6 次（p=0.033<0.05)

存在显著差异。 

3.4 戒毒人员自尊水平、社会支持和复

吸倾向的关系分析 

 

表 3-8戒毒人员自尊水平、社会支持和复吸倾向的相关分析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总

分 
自尊水平 复吸倾向 

复吸倾向 -0.05 -0.086 -0.074 -.108* .155** 1 

*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社会心理服务                 2022 年第二期（总第五期）                   司法心理与犯罪心理学 

 — 71 — 

由表 3-8 可知：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在自尊水平、社会支持存在显著相关（p<0.05）。 

表 3-9 不同自尊水平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差异检验 

 低自尊 高自尊 
t p 

 M±SD M±SD 

复吸倾向 20.96±12.36 23.19±11.83 1.249 0.213 

由表 3-9 可知：戒毒人员不同自尊水平在复吸倾向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自尊评定标

准分 Z≥0 的被试被划分为高自尊组，Z<0 的被划分为低自尊组。 

表 3-10不同社会支持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差异检验 

 低社会支持 高社会支持 
t p 

 M±SD M±SD 

复吸倾向 20.70±7.62 23.72±10.75 1.564  0.121  

由表 3-10 可知：戒毒人员不同社会支

持在复吸倾向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社会

支持升序排列前 25%被划分为低社会支持，

后 25%被划分为低社会支持。 

4 讨论与分析 

4.1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现状及人口

统计学差异分析 

在本研究中，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处

于较低水平。在任旭林、赵建明的研究中发

现正常人的自尊评分为 27.94±3.58
[7]
,本

研究对某市第一戒毒所戒毒人员自尊调查

研究结果表明，该群体自尊水平为 23.28±

3.78，与正常社会人员相比较低，这与陈江

媛
[9]
、杨玲

[10]
的结论相一致，强制戒毒人员

自尊水平低于正常人群，且差异显著。李鹏

程
[11]

的研究表明与正常人群相比戒毒人员

自尊水平明显较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吸毒

者自尊水平与其吸毒时间存在相关，吸毒时

间越长自尊水平越低。自尊水平在人口学变

量（年龄、职业、婚恋状态、年收入、文化

程度、戒毒次数）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

与李鹏程
[11]

的研究结论相似。自尊是个体对

自我的情感性评价，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

接纳，反映了自我评价的水平
[10]

，通过对

184 例强制戒毒者的调查和描述性统计分

析，发现 78.26%的戒毒者为初中以下文化程

度，41.84%和 29.35%的戒毒者为未婚或离异

或丧偶未再婚，33.7%和 47.28%的戒毒者为

无固定职业或其他，42.93%和 35.87%戒毒者

为无收入者或收入低于 3000 元/年，有关研

究表明，教育程度低、无业、未婚者在吸毒

人群中占大多数
[12]

，本研究统计结论与之相

似；戒毒者戒毒次数对自尊不存在显著影

响，即戒毒人员的自尊水平不会因为戒毒次

数变化而变化。 

4.2强制戒毒人员社会支持现状及人口

统计学差异分析 

在本研究中，强制戒毒人员社会支持处

于较低水平。毒品依赖者从社会关系中得到

的社会支持低于同龄未吸毒的人，他们得到

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都较

低，这直接影响了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
[8][13]

，戒毒者社会支持越高其戒毒成功回归

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对于戒毒者

来说，必须重视社会支持对其的影响，一方

面给予他们切实有效的社会支持，另一方面

要增强他们对支持的依赖，提高对支持的利

用
[14]

。社会支持在人口学变量年龄、文化程

度、收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前人研究

有出入，刘国艳研究显示不同文化程度强戒

人员在社会支持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能是由

于在其研究中对文化程度的划分与本研究

不同且其是对女性强戒人员进行研究，性别

不同也会造成差异；在变量职业、婚恋状态、

戒毒次数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通过

事后检验发现在社会支持总分上离异或丧

偶未再婚和离异或丧偶再婚存在显著差异，

即不同婚姻状态对其社会支持有影响，这也

与前人研究结论相似，戒毒者社会支持有

85%来自妻子、朋友，稳定的工作能让戒毒

者更快融入社会，且可以帮助其提升自我价

值感，增加社会支持，肖梦星在研究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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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人员的戒毒次数与社会支持呈现显著

负相关，即戒毒人员的社会支持越高其复吸

次数越少，反之戒毒人员的社会支持越低其

复吸次数越高
[5]
，戒毒者戒毒成功后回到社

会中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大，复吸可能性就越

小，复吸次数也越少。 

4.3强制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现状及人口

统计学差异分析 

在本研究中，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相对较

低（中位数=众数=21<平均数=22.12）。我国

戒毒人员复吸率整体超 90%
[1]
，这与本研究

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戒毒人员是在强制

戒毒期间填写的问卷，所处环境影响了他们

对毒品的态度和自己复吸的信心。而整体复

吸率是指戒毒人员戒断回归社会后再次吸

食毒品的概率，因此两者存在差异。强制戒

毒人员复吸倾向在人口学变量年龄、职业、

婚恋状态、年收入、文化程度上不存在显著

差异（p>0.05），这与前人研究结论相一致，

不同年龄、不同婚恋状态、不同文化程度的

戒毒人员，其复吸倾向没有显著差异，这从

侧面表明，毒品对于不同的人群的影响效应

是一致的
[15]

；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在戒毒次数

变量上存在正相关（p<0.05）,即戒毒次数

越多其复吸倾向越高，这与前人研究有相似

之处，吸毒后所带来的快感和戒断伴随的不

愉快体验都在不断强化吸毒人员的吸毒行

为
[16]

，随着其戒毒次数增加，戒断后的再次

复吸对其复吸行为无意间形成了随机强化，

导致其复吸行为随戒毒次数增加而增加。 

4.4 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社会支持

和复吸倾向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将戒毒人员的自尊水平和不同

自尊水平（高自尊、低自尊）与其复吸倾向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戒毒人员复吸倾向

在不同自尊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自尊水

平与其复吸倾向呈显著正相关，该研究结论

与前人研究结论相反，钟伟芳的研究结论表

明戒毒者自尊水平与复吸行为存在显著负

相关，即戒毒者自尊水平越高其发生复吸行

为的可能就越低，提高戒毒人员的自尊，有

助于降低其复吸风险，提高戒毒效果
[17]

，在

本研究中戒毒者自尊水平与复吸倾向呈现

正相关有可能是因为被试是在戒毒期间填

写的问卷，在戒毒过程中通过戒毒所的帮助

其对毒品的态度、对自我的肯定有所改变，

而自尊水平和复吸倾向都是戒毒者自评的，

因此其填写时自我评价较高，从而使其自评

自尊水平相对较高而复吸倾向相对较低。 

通过将戒毒人员的社会支持各维度、社

会支持总分以及不同社会支持水平（高社会

支持、低社会支持）与其复吸倾向进行相关

分析，结果发现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在不同社

会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支持总分与

其复吸倾向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

结果相一致，以往研究结果表明戒毒康复人

员的社会支持越高，则他们的复吸倾向越

低，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其保持较长的操

守
[18][19]

。社会支持程度越高，用毒频率越少，

其对吸毒欲的自控力越高
[20]

，相反，社会关

系不融洽、朋友的药物滥用行为或犯罪行为

都会增加其复吸的可能
[21]

。戒毒人员的社会

支持水平越低，他们在阶段回归社会受挫时

能得到和利用的支持及帮助就越少，导致他

们更倾向于选择回避或复吸的方式来暂时

逃避现实。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男性强制戒毒人员自尊

水平、社会支持、复吸倾向的现状及人口统

计学差异分析，自尊水平、社会支持与复吸

倾向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低于正常

社会人员。其在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中不存

在显著差异。 

（2）强制戒毒人员社会支持低于正常

社会人员。其在人口学变量年龄、文化程度、

收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变量职业、婚恋

状态、戒毒次数上存在显著差异。 

（3）强制戒毒人员复吸倾向水平相对

较低。其在人口学变量年龄、职业、婚恋状

态、年收入、文化程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戒毒次数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4）强制戒毒人员自尊水平与复吸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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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复吸倾向显著负

相关；复吸倾向在高低自尊水平、高低社会

支持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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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故我在？ 

——团辅式八周正念对思维偏执型罪犯心理矫治的个案报告 
 

范荣寿  张才俊 

浙江省南湖监狱 

 

摘要：对多次违规违纪、言语消极、思维偏执、有自杀和攻击倾向且被列为顽（危）罪犯的陈某，在

个别心理咨询，建立良好咨访关系的基础上，开展团辅式八周正念辅导，提升其觉察能力，达到改变其不

合理认知，改善其心理行为表现的目的。心理测试结果表明，团辅式八周正念辅导对偏执型顽（危）罪犯

的心理矫治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顽（危）罪犯；八周正念；心理矫治；偏执型人格障碍 

 

1. 一般情况 

1.1 一般资料 

罪犯陈某，男，汉族，四川高县人，初

中文化程度，出生于 1990 年 2 月。2018 年

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2018 年 7

月 7 日入监，捕前系无业游民，五进宫累犯。 

1.2 家庭情况 

陈某家庭经济一般，从小与父母交流较

少，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平时和姐姐关系较

好。虽然父母健在但关系比较冷漠，因自己

多次犯罪而伤害家人导致其父母也对其不

管不问，冷淡漠然，亲友唾弃疏远。自从入

狱后，没有会见过，缺少亲情的关爱，陈某

对此反应很大，但表面上表现出无所谓的样

子，其实该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亲人的会

见，得到亲情的温暖和亲人的关爱。 

1.3 精神状态 

该犯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对外

界时刻保持警惕，主观上认为大家都针对

他，有一定的反社会倾向。 

1.4 社会功能 

陈某初中毕业后即辍学，一直没有工

作，在社会上游走于灰色地带，有吸毒史，

与家人交流少，系五进宫累犯。在服刑改造

中与民警及其他罪犯关系紧张。 

2. 来访者主诉与陈述 

由于是主动干预，这部分内容为分监区

民警陈述。2019 年 8 月 11 日，陈某得知有

检查组过来检查，称自己压力大，想找检查

组领导反映问题，得知情况后，分监区领导

及时找其谈话，但该犯不听民警劝导，言语

消极，有轻生的念头。后监区领导及时找其

谈话，开展个别教育，该犯拒不配合。在回

分监区途中，该犯用头撞墙，民警及时阻止，

但该犯情绪激动且言语威胁民警，伴有手上

动作，有袭警倾向，态度恶劣。经分监区合

议，给予陈某扣分处理，并送高戒备分监区

实施高戒备管理 3 个月。在高戒备管理的 3

个月中，监狱采用高戒备管理、个别教育、

日常训练、心理辅导等多种手段对其进行认

知行为矫正。 

3. 心理咨询师观察和了解情况 

入高戒备后，陈某开始绝食，并以头撞

墙，自伤自残，责任民警和监区领导先后找

其谈话，陈某都采取假装抽搐、咬舌自尽等

行为抵制，后送医院检查发现并无具体化症

状。民警多次找其谈话，发现其性格固执，

喜欢钻牛角尖，总是认为原分监区民警针对

他。经测评，该犯综合评估改造难易度为“困

难”，危险性评估为“极高危”。 

4. 评估与诊断 

4.1 诊断 

SCL-90 量表测试结果显示，焦虑、抑郁

及偏执因子得分较高。该犯对民警及他犯普

遍不信任，认为大家都在针对他，结合心理

测试初步认为其思维有明显的偏执性。 

4.2 原因分析 

4.2.1 心理状态。个性方面对他人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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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抱有敌意，看问题角度片面，观点偏激，

自我纠错不足，以自我为中心，胸襟狭隘，

嫉妒心强，自尊心强，暴躁易冲动。陈某因

常年在监狱改造（五进宫），心理健康水平

低，又因不服从分监区民警管理（诱发事

件），导致产生了不合理信念，认为是民警

针对他，最终演化成通过自伤自残行为来威

胁民警从而达到其逃避改造的目的。 

4.2.2 家庭因素。家庭和亲情是罪犯服

刑过程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罪犯改造

的主要动力。该犯的父母虽然健在但关系比

较冷漠，因自己多次犯罪伤害家人导致其父

母也对其不管不问，冷淡漠然，亲友唾弃疏

远。自从入狱后，没有会见过，缺少亲情的

关爱。该犯对此反应很大，但表面上表现出

无所谓的样子，其实该犯自身是非常渴望亲

人的会见，渴望得到亲情的关爱。 

4.2.3 价值感的缺失。认为自己刑期短，

没有多大的思想压力，对生活、改造抱无所

谓态度，觉得很快就能满刑。 

4.2.4 心理动力学原因。陈某本身与家

里人关系冷漠，生活中支持系统不够，表面

上表现出亲情淡漠、很不在乎，实际上思维

偏激的表现恰恰是其需要得到更多关注、甚

至是关爱的表现。 

5. 干预目标确定 

5.1 干预难点 

5.1.1 性格因素。陈某性格固执，对于

一般民警的说教置之不理，其认定的事情很

难通过说教去改变，存在不合理信念，觉得

民警就是在针对他，并且自己无法意识到自

身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 

5.1.2 过往经历。陈某由于缺少家庭教

育，社会上结交了不良朋友，养成不良习惯，

致使该犯改造意识差，行为控制能力差，缺

乏同情心和责任感，性格易冲动，心理不够

成熟，人格有缺陷。同时，陈某因其多次进

宫，具有较为丰富的服刑改造经验，善于利

用一些制度及管理上的特点，来达成自己的

目的，例如其通过假装抽搐、咬舌自尽等行

为抵制民警找其谈话。 

5.1.3 身体因素。陈某因有吸毒史，导

致其身体基础极差，难以通过队列训练等的

常规方式强化矫治，达到规范其行为的目

的。同时，其因其多次进宫，具有较为丰富

的服刑经验，借助其身体状况较差的便利，

利用一些制度及管理上的漏洞，来达成自己

的目的，例如其通过假装抽搐、咬舌自尽等

行为抵制民警找其谈话。 

5.2 干预目标 

5.2.1 通过心理咨询，纠正陈某的不合

理信念，使其能够走上正确的改造道路，能

够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重新塑造健康人

格。 

5.2.2 提高陈某的纪律意识，改掉之前

自由散漫的恶习，严格遵守监规纪律，从思

想上改变，放弃以自伤自残的方式抗拒改造

的行为。 

6. 咨询过程及要点 

6.1 建立信任关系 

第一次接触时候创造良好和谐的氛围，

建立信任关系，然后再准确、灵活地运用心

理咨询中的倾听技术获得有价值的信息、缓

解其内心的压力。整个交流相对顺利，交流

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说，讲了很多自己以

前的生活情况及改造中的事情，而我们只是

在用心地听，几乎没有打断过他，获得了很

多我们关注的信息。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我

们说很高兴听你讲了这么多真心话。他自己

表示这也是他和民警交流最好最多的一次

谈话，感觉很多东西说出来后舒服多了。第

一次面谈的顺利结束，也为接下来的心理干

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2  给于积极关注 

任何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有着积极向上

的、自我肯定的成长潜力。如果创造一个良

好的环境使他能够和别人正常交往与沟通，

便可以发挥他的潜力，改变其适应不良行

为。在此我们启发陈某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

正确认知，说服其他相关人员共同承担帮助

他的责任。为了使陈某能够彻底从失落迷茫

缺乏亲情和关爱的困境中走出，分监区联系

陈某家属，争取家属给予陈某亲情的关爱，

帮助其安心改造。除此之外，分监区还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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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罪犯在其生病时给予关心和帮助。通过

开展多种渠道给予其提供心理支持和感情

上的关注，构建起了一定的支持系统，大大

提高了该犯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3 开展团辅式八周正念 

由于陈某是顽危罪犯，且实行了高戒备

管理，与民警关系紧张，因此对陈某的团辅

式八周正念在个别心理咨询的基础上进行

的。在相对稳定的咨访关系下开展团辅式八

周正念，可能会取得理想的效果。 

第一周（超越自动巡航），由小组成员

互相介绍，团队领导者讲解正念疗法概念、

模式方法、课程说明等内容，开展“正念吃

一颗葡萄干”练习。第二周（另一种理解之

道），小组成员互相分享练习情况，练习分

享“走在街上”“念头与感觉”，了解小组成

员潜在处理点，社会支持系统和人际关系。

第三周（回到此刻的家），小组成员互相分

享练习情况，正念练习 3 分钟呼吸空间，正

念伸展运动练习分享，觉察身体，按它们的

本来面目，而不是健身或挑战极限。第四周

（辨识厌恶感），小组成员互相分享练习情

况，重点讨论用较少厌恶感的方式来看待负

面想法和心理状态。第五周（允许事物如其

所是），小组成员互相分享练习情况，重点

讨论为何培养允许事物如其所是如此重要。

第六周（视念头为念头），小组成员互相分

享练习情况，重点讨论民警表扬和批评后的

两种场景想象，进行分享。第七周（行动中

的仁慈），小组成员互相分享练习情况，现

场填写过去一周 10 件事后开始就滋养和消

耗生命箭头标注，并开展小组分享讨论和鼓

励；现场填写能胜任和有愉悦感的事情，并

开展小组有益活动分享和讨论。第八周（接

下来要做什么），小组成员互相分享练习情

况，现场填写与第一周相比的经验差异，并

开展小组分享讨论；现场填写给八周打分

表，并开展小组分享讨论，进行益处反思和

展望未来；焦点奇迹问模式下的积极理由分

享和讨论，为小组成员获得坚持正念练习的

积极理由，获得连续力量。 

在整个团辅式八周正念干预的过程中，

并没有给予陈某额外的“照顾”，更多的是

引导其参加练习，和同犯分享感受。 

7. 咨询效果评估 

7.1 不合理信念有所改善 

该犯逐渐认识到是因为自己违规违纪

才受到民警批评，并非民警故意针对他，慢

慢也放弃了自伤自残的念头，能够主动接受

民警的教育、辅导，矫治效果明显。 

7.2 心理测试结果向好 

经过心理测试，并将结果与刚入监高戒

备时的心理测量数据相比（测量量表为

SCL-90），其焦虑、抑郁及偏执得分有明显

下降，表明其的确摆脱了心理问题的困扰。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其精神状态逐渐

好转后，能够积极配合训练安排，开始积极

面对改造教育，改造表现趋于稳定，还获得

了高戒备管理分监区给予的提前 3天解除高

戒备的奖励，回到原分监区继续改造。 

7.3 心理行为改观明显 

经过近三个月的强化矫治与心理干预，

陈某对自己的犯罪根源、送高戒备管理的原

因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民警的严格管理和帮

助教育有了正确的认识。在 11 月 7 日的保

证书中，陈某明确表明了在今后的改造中遵

纪守规、积极改造，争取早日新生的决心和

态度。基本上达到了我们设定的预期目标。 

8. 启示 

首先，心理干预不同于心理咨询，心理

咨询是来访者主动求助，而心理干预则是心

理咨询师处于监管安全的要求主动出击进

行干预。在监狱里，心理干预的情况是比较

普遍的。当然心理干预与心理咨询都运用到

了心理学相关的理论、技术，如共情、倾听、

无条件积极关注等。 

其次，团辅式八周正念的确对思维偏激

型罪犯有良好的教育引导作用，其主要机制

可能正是在团辅式八周正念练习下，“我”

和“以为的我”得到了剥离。罪犯能够观察

到自己情绪的来源和状态，并加以合理的解

释，这是改变的基础。 

最后，咨询师应该多尝试走进罪犯的

“思维框架”和“成长框架”，这样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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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概念化，也有助于咨询师选择合适的方

法进行干预，更能够帮助咨询师了解咨询进

展、评估咨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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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修心----让人与压力共舞，使人“绝处”逢生 

 

作者：叶建刚   朱国强 

工作单位：浙江省第一监狱 

【摘  要】本文对一例因杀亲引起心理问题的个案进行心理咨询，运用正念矫治练习进行认知重构；

营造一个安全、尊重、温暖的环境，让其尽情诉说、宣泄其心中负性情绪；运用故事疗法，增强其心理能

量，疗愈杀亲心理创伤；通过团辅式互动形式，促使其融入到群体中来，摆脱思想包袱，积极面对人生。 

【关键词】正念矫治     故事疗法   情绪   心理咨询  感恩 

 

1 一般情况 

1.1 一般资料：罗某，男，1986 年 2 月

出生，初中文化，犯故意杀人罪，原判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1.2 家庭情况：四川省宜宾县叙州区商

州镇长久村胜利组 6 号，家中还有父亲，母

亲，妹妹，从小就被父母溺爱，不爱学习，

贪玩。  

1.3 精神状态：因为感情纠纷，罗某产

生杀害女友并自杀的想法，罗犯在实施犯罪

后采用割腕、捅脖子、跳楼等方式自杀，后

被人救起，造成下身瘫痪，不能自主排尿，

生活不能自理，加之本身患有假性主动脉瘤

等严重疾病，自入监以来，多次企图自杀，

另有想通过杀死他人达到死缓期间再犯罪

而立即执行死刑的目的。罗犯情绪悲观，对

生活失去信心，内心充满自责,几乎与同犯

之间没有交流，较为孤独。 

1.4 社会功能：罗某因为跳楼导致双下

肢瘫痪伴有多种并发症，不能自主排尿，左

下肺膨胀不全，两肋多发肋骨骨折，胸主动

脉假性动脉瘤等疾病。罗某长期坐轮椅，基

本丧失劳动能力。依照 GB/T16180-2006《劳

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标准 B.1.c）三级第 5）条规定，构成三级

伤残。依照《浙江省罪犯老病残鉴定标准》

第三条规定，罗某属残犯。 

2 来访者主诉与陈述 

2.1 主诉：因为感情纠纷杀害女友并之

后自杀，被救后，内心极度痛苦，充满了对

女友及家人的愧疚，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

晚上经常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对曾经发生的

事情耿耿于怀。偏激想法很多，不想活了，

情绪波动大，常常悲观。 

2.2 个人陈述：我现在下半身瘫痪，每

天只能坐在轮椅上，身上插着导尿管，每个

星期都要更换两次管子，感觉自己在其他犯

人眼中是个异类,活着很痛苦,经常有伤害

自己身体的冲动,担心自己会自伤自残。自

己余刑还有二十多年，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无

法通过劳动获得减刑或假释，真等到出去的

那一天也要五十多岁了，人生还有什么意

义。 

3 心理咨询师观察和了解情况 

3.1 精神疾病情况：无。 

3.2 罪犯危险性评估：自杀极高危。 

3.3 咨询师观察：人格相对稳定，感知

觉、记忆、思维和注意力未见异常，情绪波

动较大，有自知力，自控力差，主观能动性

差。 

4 评估与诊断 

根据来访者主诉，精神状态、心理测试

结果等进行综合评估，初步诊断：严重心理

问题。 

5 咨询目标确定 

5.1 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商定咨询目

标。 

5.1.1 近期与具体目标：提高睡眠质量，

掌握控制情绪方法，保持情绪稳定。 

5.1.2 远期目标：促进心智的转变，提

升心理能力，实现自我心理成长，形成健康

的心理和良好的人格品质。 

5.2 确定咨询方案。根据来访者存在的

问题，以正念修心矫治为主，综合多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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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技术，修复心理创伤，改善情绪，积极

面对改造生活。 

6 咨询过程及要点 

6.1 咨询的三个阶段：诊断与咨询关系

建立阶段；心理咨询阶段；结束与巩固阶段。 

6.2 咨询次数、时间、内容安排：2021

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26 日，一周一次，每次

60 分钟，共 8 次，团辅式八周正念矫治练习。 

团辅式八周正念矫治练习： 

第一周  “绝处”逢生，在觉察中体验

当下的力量。 

咨询师通过倾听、共情等参与性技术建

立良好的咨询关系，让来访者感受到被接

纳、被尊重和信任。运用想象技术帮助其宣

泄强烈的负性应激情绪。让来访者体验到，

即使身处高墙之内，依然有获得内心平静，

情绪平和的可能，压力是可以被降低的。 

身体扫描练习，帮助来访者挖掘自身资

源构建心理支持。系统地进行了宣泄帮助来

访者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并要求来访者将

此训练作为作业，帮助改善睡眠问题，进行

情绪自我调节。 

第二周  从纷乱的思绪中解放，回到此

时此地。 

身体扫描，正念呼吸，愉悦事件记录等。 

经过一周的练习，来访者对于练习时的

分心现象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也理解到纷乱

的思绪本身即是心灵痛苦的巨大源头。本周

的内容即在于训练合理应对分心，并将分心

作为训练专注的助力。来访者告诉说经常会

胡思乱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到

凌晨才能睡去。通过身体扫描、正念呼吸，

能使自己平静下来，慢慢的能够使注意力集

中起来，达到让身心放松的效果，能够更好

的进入睡眠中去。 

第三周  时时处处有资源，心安时快乐

就来。 

正念呼吸，正念伸展，不愉悦事件记录

等。 

经过前两周的训练，来访者已经初步体

验到了正念训练的益处，本周开始教授在运

动中训练心的专注和平衡，相比前两周的方

法，难度极大降低，可以极大鼓舞来访者的

练习动机。对监狱非自愿参加课程的群体而

言，本周通常是一个动机转折点，至此之后，

大部分人都能投入到课程中来。经过两周的

正念练习，来访者已经能够融入到团体中

来，通过与来访者讨论人性，使其懂得没有

人能够做的尽善尽美，要学会原凉自己，以

积极的方式消除愧疚，改变不现实，不合理

的信念。来访者慢慢的敞开自己的心扉，同

他人分享自己的不愉快的经历，做到坦然，

消除内心的戒备。 

第四周  排斥和反感并不可怕，与压力

共舞。 

正念伸展，长静坐（常规版）等。 

 经过前三周的练习和积累，本周可以

开始尝试如何识别“规避反应”，并学习与

自身的排斥和厌恶反应共处。新加的练习长

静坐(常规版)。长时间的静坐可以让来访者

躁动的心安静下来，混乱的思绪得到梳理、

归拢，让思想有的放矢。来访者心境逐渐转

好，开始想到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充实日常改

造生活甚至展望未来。基于来访者现实情

况，安排来访者管理启迪网吧，陪三单等事

务，来访者每天有事情做，感觉生活的色彩

丰富起来，人也开朗精神起来了。 

第五周  悦纳自我，与困难经验共处。 

正念呼吸，长静坐（困难应对版）等等。 

通过前四周的训练和积淀，从本周开

始，着重点可以转向如何将正念运用到日常

改造生活中。本周的主题在于学习在监狱改

造生活中遇到重大内心冲突和烦恼时如何

运用正念。在管理启迪网吧期间，有的人想

要好点的座位，有的人想要好点的设备，有

的人不按规定时间上网等等事情，来访者能

够耐心的与人沟通，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

下，尽量做到与人方便，心平气和。一周的

劳动下来，来访者初步领悟到自己主观努力

的积极作用，摒弃不切实际的“幼稚想法”，

学会正确与人交往，增强锻炼，开阔心胸，

正视现实与自身缺陷，积极生活，以高抗应

激能力应对未来。 

第六周  将友善和觉察带入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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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沟通和倾听 

EFT 情绪快速释放① 

长静坐，正念聆听和表达练习，人际互

动模式讨论 

本周的练习在于如何将正念代入人际

关系，在听、说，互动之中更加包容，更加

能够觉察自身的人际互动模式，以平衡服刑

人员之间的交往冲突和压力。肯定了他的进

步，和他共同探讨了现有的积极社会支持资

源，用积极暗示增强他的自信。同时减少其

成长过程中出现过的负面情绪影响和心理

暗示。来访者已经能够与他人较好的、较为

自然的交谈，交换生活信息，能够较好的表

达出自身的观点，并得到他人的认同，不再

感到局促，没有了与人的疏离感，自信心明

显增强。 

第七周  更好地照顾自己，将正念运用

到生活中的每一天 

EFT 情绪快速释放 

长静坐，消耗与滋养的练习，改造生活

探讨。 

回顾日常的改造生活，从中寻找可以滋

养自身的资源，并探讨如何将正念嵌入改造

生活。来访者现在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正

念的办法使自身心灵获得平静，与人更好的

相处，脸上笑容多起来了，参与到分监区的

活动也多起来了，整个人更加的乐观，自信

心得到了较大的增强。来访者说：“就是为

父母，自己也要好好的振作起来，珍惜活着

的每一天”。 

第八周  结束是新的开始 

EFT 情绪快速释放；练习巩固，问答等。 

回顾八周所做过的练习，来访者的解答

疑问，鼓励继续练习，以终为始。来访者对

咨询师表达了感激之情，感谢这八周来的细

心关怀与教导，解除了自身的枷锁，心灵得

到了升华，日常改造中遇到烦心事自己可以

运用正念的手段消除负面情绪，正视遇到的

困难问题，或自身或寻求帮助解决问题。自

己也可以通过正念来帮助身边的人，让自己

收获快乐满足，让他人得到解脱。来访者说

正念修心训练营，它在帮助我学会如何调整

情绪、愉悦身心，形成正确的人格思维，培

养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同时，更让我懂得了感

恩——感恩政府、感恩社会、感恩亲人、感

恩生活！” 

7 咨询效果评估 

咨询效果较好。由于双方建立了良好的

咨访关系，来访者把埋藏了多年心事说出

来，咨询师也主要运用八周正念矫治练习较

好地处理了心理创伤，来访者也更有力量面

对人生。 

8 启示 

作为一名资浅的心理工作者，为开办正

念修心训练营之前，内心非常紧张，但在看

见个体积极、努力地参与其中，我十分感动，

并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积极向上的动

力。 

在罪犯中实施正念疗法的核心不仅在

于组织罪犯开展正念训练，更重要的是向罪

犯讲明其中的原理，拥有正确的态度，从而

学会专注现实，活在当下。 

第一步，引导罪犯明白一个原理：专注

能断情结，觉察即是疗愈。这是正念疗法的

基础理论。 

第二步，引导罪犯拥有正确的训练态

度：一是学会从思考切换到直接体验，从逃

避到接近现实；二是学会见证一切身心现象

自然呈现、消失，既沁人追逐，也不回避；

三是学会拥有一颗平常心，愉悦的感受时不

期盼它永久持续，有不愉悦的感受时不期盼

它快速消失。 

第三步，给罪犯定一个目标：从脑海里

的故事和妄想以及积累的负面情绪中解脱

出来，打破自动化的盲目反应，从而做回本

来的自己，让平静、安详、快乐成为生活的

常态。 

在正念训练的同时，也给罪犯布置作

业，要求独立完成，作为辅助训练。分别为

正式练习记录和非正式练习记录。 

注释:①EFT 的立论观点是：“所有的负

面情绪都是由体内的能量系统受到侵扰所

引起的。 

情绪释放法操作流程——“情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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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基本方法 

1.聚焦问题 

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的情绪问题都

是我们成长中那些不愉快的经历所留下的

后遗症。因此，最有效地并且真正的治愈这

些情绪问题就是运用情绪释放法去对付那

些痛苦的记忆。此外，情绪释放法也可以缓

解当下的情绪问题（比如：焦虑、愤怒和伤

心等），物质的贫乏，身体的疼痛等问题。 

2.情绪释放法”提示语”选择一个短

句可以描述想要解决的问题，越精确越好。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提示语”，因为我们将

在整个拍打穴位的过程中念这个短句，来帮

助我们聚焦在当下的问题。怎样去建立“提

示语”呢？你可以给它一个名字，就像是一

部电影的名字。

 

 

 

 

 

 

 

 

 



社会心理服务                 2022 年第二期（总第五期）                   司法心理与犯罪心理学 

 — 82 — 

一例考试焦虑心理咨询案例报告 

 

作者姓名：郑健 

工作单位：浙江省第三监狱 

 

摘  要：本案例介绍一位因为考试不合格扣分而产生的焦虑情绪罪犯的心理咨询和治疗过程。该犯从

小家庭条件较差，家庭关系较融洽，经受挫折较多，小学肄业后外出打工。随监狱下半年期末考试临近，

受 2019年、2020年学年考试不合格扣分影响，担心考试成绩不好，并对考试产生焦虑情绪，影响到学习。

经诊断和分析，咨询师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求助者对自己进行了重新的定位，树立自信心。经过 5 周治

疗，求助者认知方式有了明显改变，进入了正常的学习，学习成绩有所提高。 

关键词：心理咨询；焦虑；认知行为疗法；正念数息法； 

 

一、一般资料 

1.1 人口学资料：罪犯杨某，男性，1991

年 8 月出生，贵州人，汉族，小学肄业，职

业农民。因犯寻衅滋事罪、强奸罪被判有期

徒刑七年六个月。 

1.2 个人成长史：杨某某出生在贵州一

个农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辛苦养

大他和哥哥两人。早年生活窘迫，懂事早，

没多少朋友，因经济原因兄弟俩早早放弃学

业，有过两次恋爱经历。 

1.3 家庭背景：早年父母务农，后来父

亲病逝。家庭关系较好，相比哥哥母亲更照

顾自己，兄弟关系一直较好。 

1.4 身体状况：身体健康，心肺听诊无

明显异常，躯体医学检查正常。近期出现失

眠，头痛，疲劳，食欲不振等情况。 

1.5 精神状况：无精神病史。 

1.6 社会功能：能基本遵守监规纪律，

与同犯关系一般，生活自理良好，劳动改造

尚可。 

二、主诉和个人陈述 

2.1 主诉：近两个月来注意力难以集

中，夜间失眠，头痛，疲劳，考前焦虑，情

绪紧张，虽能控制情绪，内心却十分痛苦。 

2.2 个人陈述：我学习一直不好，小学

都没毕业。19 年我到省三监改造，刚开始我

说自己是文盲不会读书，后来监区根据判决

书要我去读初小班。可是我根本连自己名字

都不会写。后来勉强跟上进度，再读了一年

高小班，2020 年的时候组长就把我报到初中

班去了。我哪里懂那些。上课听不懂，考试

还不准抄，不及格了还扣分。我已经连续两

年因为考试不及格被扣分了，现在谁和我说

考试我就很紧张。其实我也不想，也想如何

能把学习成绩提高上去，因为怕休息会耽误

时间而影响我的学习成绩，有时小组的灯熄

了我还躲被窝继续看书。考试前较长一段时

间就很紧张，总担心比其他人考的差，考不

及格被扣分。近两个月来每次想到考试成绩

都很焦虑，心慌，手发抖，小便急，全身绷

紧。成绩不好我内心非常痛苦，特别是那个

数学，看不懂听不懂，每次想到都想哭。 

2.3 民警反映：入监后该犯改造成绩一

般，人际关系一般，平时不爱说话，找其谈

话总是心不在焉，平时也不打电话回家，至

今没有家人接见。入监 2 年未有违规发生，

2019 年、2020 年因考试不及格被扣分，事

件前后情绪波动较大，担心减不了刑。 

三、咨询师观察 

3.1 咨询师观察：感知觉未见异常，记

忆力、思维状态正常。面部表情忧郁，焦虑，

情绪不稳定。自控能力基本完好，叙述的语

言流畅，逻辑清晰、有层次，言行基本能保

持一致。自知力完整，能主动求医。 

四、心理测验结果 

4.1 SAS 测试报告显示：标准分数为 68

分，显示有中度焦虑倾向。 

4.2 罪犯个性测验显示：该犯人格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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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好静孤僻，思维敏锐，聪明，同情心

比较强，感情用事，冲动鲁莽，戒备心不强，

有较强的自卑感，无变态心理倾向，其余各

项指标测试结果均为一般。 

五、评估与诊断 

5.1 根据来访者提出的目前主要问题，

及精神状态、心理测试结果评估，初步诊断：

求助者为一般心理问题，属于焦虑情绪问

题。 

六、咨询目标、方案的制定 

6.1 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商定咨询目

标。 

6.1.1 近期与具体目标：改变不良认

知，从认识上正确面对考试，学会放松训练，

自如的进考场，参加考试。 

6.1.2 远期目标：善求助者的个性，增

强自信心。 

6.2 确定咨询方案。求助者存在不合理

的信念，主要表现在学习压力及对考试认知

上的偏差，对考试结果存在明显认识的错

误，认为自己根本考不好，肯定会被扣分，

并被此焦虑情绪困绕，不能自行解决。根据

上述分析和求助者的实际情况，采用认知行

为疗法比较适合。 

七、咨询过程 

7.1 诊断评估与咨询关系建立阶段； 

7.2 心理帮助阶段； 

7.3 结束与巩固阶段。 

具体咨询过程： 

第 1 次：（1）了解基本情况；（2）建立

良好的咨询关系；（3）确定主要问题；（4）

探寻改变意愿；（5）进行咨询分析。 

方法：会谈、心理测验 

过程：（1）填写咨询登记表，询问基本

情况；介绍咨询中的有关事项与规则（2）

做焦虑自评量表测验；（3）确定咨询目标；

（4）与求助者交谈，收集临床资料，探寻

求助者的心理矛盾及改变意愿；（5）将测验

结果反馈求助者，并做出初步问题分析，让

求助者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第 2 次：（1）加深咨询关系；（2）采用

认知疗法：引导杨某正确认识客观条件。（3）

增强自信心 

方法：会谈 

过程：（1）与求助者讨论与他人相比自

己的劣势在哪里：小学肄业，脑子不好使，

已经两次不合格扣分。（2）与求助者讨论与

其他学员相比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多一年的

时间多一年的经验，民警同犯的支持。（3）

让求助者正确的看待自己的劣势，两次不合

格意味着多两年的时间与实战经验，把民

警、家人、同犯的期望化为自己学习的动力。

同时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强项。（4）布置咨询

作业：请管教民警和小组同犯配合，杨某已

经意识到考试的重要性而且在拼命学习，民

警要多找其谈心谈话，同犯在生活上给予关

心。 

第 3 次：学会放松训练 

方法：会谈，放松训练 

过程：（1）反馈咨询作业：（2）让求助

者认识到考试时适度的紧张焦虑是正常的，

然而过度的焦虑则会影响考试成绩。（3）教

会他自我放松，采用正念数息训练和想像训

练交替进行。正念数息法：在开始练习之前，

请你选择一个自己舒适的位置坐下来或是

躺下来，采取腹式呼吸，使精神达到放松和

集中的状态。每次正念数息练习开始的时候

将以铃声开始，结束的时候以铃声结束。如

果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开始进行正念数

悉，调整呼吸，吸气的时候小腹微微向外扩

张，呼气的时候小腹微微内收。将注意力转

移到身体的中央，随着呼吸的一进一出，感

受到空气经过鼻腔的感觉，在吸入和呼出

时，感受到空气在鼻腔的摩擦，空气从鼻腔

进入肺部。如果你是第一次尝试做这样的练

习，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腹部，体会腹部随

着呼吸而起伏的过程。当你感受到了腹部起

伏的状态，慢慢地把手放回到大腿或膝盖，

继续关注吸入空气和呼出空气的所有身体

知觉，使呼吸过程自然进行，让呼吸自己去

呼吸。现在请你在每一次呼气的时候进行数

数，第一次呼气的时候心里默数 1，第二次

呼气的时候心里默数 2，一直数到 10。然后

再从 10 数到 9，一直数到 1。也许呼吸会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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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或是思索，或是回忆，也或是做白日

梦，没有关系，只需顺其自然，然后慢慢地

把注意力重新回到呼吸上。当你觉察到注意

力分散，并且被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所牵制

时，很庆幸很温柔地告诉自己，你可以重新

调整呼吸，同时重新感受到空气在鼻腔的摩

擦，把注意力放到呼气吸气上，带回在当下

的时刻。如果你感觉到疲惫了，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肩膀微微后张，继续保持正襟危坐

的姿势，很庆幸很温柔地告诉自己可以重新

调整呼吸，重新从 1 数到 10，再从 10 数到

1。 

（4）咨询作业：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想

象与正念数息训练。不论是大的或小的考试

前或是重要场合，只要觉得紧张焦虑就进行

放松训练。 

第 4 次：（1）巩固咨询效果；（2）发展

学习策略；（3）增强自信心。 

方法：会谈、认知疗法  

过程：（1）反馈作业：完成顺利，继续

执行；（2）肯定其学习能力。（3）正确运用

想象训练（摘录） 

咨询师：好，现在闭上你的眼睛，尽可

能坐得舒服一点，开始想象，你将要开始一

门重要的考试。你坐在课桌旁，正在等待着

发放考卷„„尽可能生动地想象这些场景，

能做到吗？ 

求助者：可以。 

咨询师：现在你有什么感觉？ 

求助者：心里很慌张，很害怕，不舒服。 

咨询师：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 

求助者：担心自己考不好，总觉得心里

没底。 

咨询师：还有其他原因吗？ 

求助者：嗯„„还有就是觉得期末考试

快到了，如果这次再考不好，又被扣分，肯

定影响我减刑。 

咨询师：好的。现在继续保持刚才的想

象，开始运用你之前练习的放松方法，你愿

意试一试吗？ 

求助者：愿意。„„（几分钟后） 

咨询师：现在感觉怎么样？ 

求助者：好一些，没那么难受了。 

咨询师：现在继续重复运用刚才的放松

方法，直到你觉得不再害怕为止。 

„„（几分钟后后） 

咨询师：现在感觉如何？ 

求助者：好多了。 

咨询师：很好。现在停止想象，告诉我

你是如何改变自己的感觉的？ 

求助者：我先不去想期末考试的事，然

后慢慢做了几次深呼吸，告诉自己“现在一

切正常，我一定能成功！” 

咨询师：你还想到了些什么？ 

求助者：我还对自己说：“你这次准备

得很充分，这些知识都是你以前学过的，你

对它们很熟悉，一定可以顺利完成这场考

试”。 

咨询师：你觉得这些做法对你有什么帮

助吗？ 

求助者：有啊，我没那么紧张了，觉得

心里踏实多了。 

咨询师：你能说一下你从刚才的练习中

产生的收获吗？ 

求助者：我想是因为我改变了想法，鼓

励自己，产生了对考试的信心，所以不再害

怕了，这是之前所没有的。 

咨询师：你觉得改变想法对你的帮助很

大？ 

求助者：是的。„„ 

通过上面的交谈可以看出求助者认识

到考试焦虑是与自己的认知相联系的，通过

学习的焦虑应对技能，求助者将焦虑降低到

了自己的可控水平，并且改变了自我陈述，

认可了自己，树立起自信。 

第 5 次：（1）巩固咨询效果。（2）提高

自信与自控力。（3）结束咨询。 

方法：会谈、心理测验、认知疗法 

过程：（1）反馈作业，给予肯定。（2）

给予 SAS 测验，并反馈。（3）调整制定的计

划，指出努力方向。 

八、咨询效果 

8.1 通过回访与跟踪，发现咨询效果已

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改变了求助者的错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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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缓解了焦虑症状，求助者的心理与躯体

症状均已消失，能够正常生活、改造、学习，

成绩有了部分的提高。同时求助者通过咨

询，能够开始自我认识和探索，重树自信心，

并能够有能力开始面对和解决问题，人格的

完善得以促进。 

九、案例思考 

9.1 有限度的构建支持系统。杨犯刚开

始咨询的动机并不单纯，其实是希望民警能

在“三课”学习班级调动上给予实际的帮助，

有逃避问题的心理。作为民警咨询师，角色

多元，既是民警，又是咨询师，明知调动班

级即可消除症状，也要考虑综合因素，所以

在对杨犯的咨询中既要给予一定支持，又不

能完全予以保证。要充分利用管教民警、小

组同犯等重新构建该犯的支持系统，建立自

信心，从根本上改变和完善该犯的人格。 

9.2 重视个别教育方法与咨询的有机结

合。在本案例中，离不开管教民警的配合，

很多个别教育的方法融入其中。在与监区具

体管理杨犯的民警交流中，提出一些咨询上

的简单技术，民警反馈在个别谈话中多项技

术应用效果较好，值得推广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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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当下，归期可期 

——罪犯孔某的心理矫治个案 
 

余仙艳 

浙江省第二女子监狱 

 

摘要：本文为一例应用八周正念团辅式练习矫治罪犯不良情绪的个案报告。入监以来，随着刑罚执行

政策不断变化，孔某自我预计的归期越来越迟，加上家庭因素、人际关系等问题的多重影响而产生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丧失改造动力。在接受八次团辅式正念练习后，孔某不良情绪、睡眠、正念度水平等都

有了一定改善和提高，取得了良好的矫治效果。 

关键词：正念疗法；团辅矫治；焦虑；女性罪犯 

 

1.一般情况 

1.1 一般资料 

罪犯孔某，女，汉族，1986 年 3 月出生，

吉林省吉林市人，初中文化。因贩卖毒品罪

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

入监改造，后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2019

年 9 月减刑 9 个月，目前余刑 5 年 11 个月。

入监后孔某认罪悔罪态度良好、改造态度端

正，能遵守监规纪律并积极改造，但改造中

性格较敏感、无法融入大环境，存在焦虑、

抑郁情绪，有时无故哭泣。 

1.2 成长史及家庭情况   

孔某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一户普通

家庭，从小其父母因忙碌于经营饭店而将孔

某交由爷爷奶奶抚养。期间，与爷爷有较多

情感依恋，而奶奶因不喜欢其父亲而不太喜

欢孔某。父亲酗酒且脾气暴躁，曾因打架斗

殴被捕，生活中经常对其母亲大打出手，有

时也会打孔某。孔某记忆中母亲曾多次回娘

家，每次都因舍不得孔某而再次返回。因此，

孔某童年在紧张、缺爱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与母亲感情较好，对父亲内心抵触厌恶。初

中时跟随同学接触网络并沉迷其中，最后甚

至发展到逃课、离家出走的地步，学习成绩

也一落千丈。初中毕业后辍学，走向社会。

在其 17 岁那年，父亲因意外离世。脱离父

亲的管控后，孔某与初恋男友开始了一段长

达五年的恋情。但初恋男友脾气暴躁、对恋

情不忠，为此两人吵架频繁，最终在即将步

入婚姻前关系破裂，分手收场。为忘记初恋

男友，孔某远赴山西太原见游戏中认识的前

夫，并草率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其婆婆为

山西农村妇女，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在

医院得知孔某所生为女儿时就立即离开了

医院，月子里对孔某也是冷言冷语。为此，

孔某伤心异常，并在女儿百天后，假借回娘

家探亲的名义彻底与丈夫分居，半年后两人

协议离婚。因孔某单方面强烈要求离婚，承

诺自愿独自抚养女儿，无需其前夫支付抚养

费，这也意味着其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迫

于生活压力，孔某将孩子交由母亲抚养，并

独自前往上海等大城市打拼，这期间沾染了

毒品，并最终走上了贩卖毒品的犯罪道路。

目前，家中只有母亲和女儿，母亲已年近六

十，女儿即将读初三，学习成绩良好但不太

稳定，家庭经济均靠母亲打工勉力维持。 

1.3 精神状态 

感知觉、记忆及思维正常，无幻觉、妄

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有自知力
[1]
。 

1.4 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部分受损，表现为工作效率下

降、人际交往主动性降低、与同犯关系不融

洽、活动缺乏兴趣等。 

2.来访者主诉与个人陈述 

2.1 主诉 

情绪烦躁、抑郁、焦虑，内心痛苦，具

有头痛、失眠等躯体症状，人际关系上存在

困扰，担心家人特别是女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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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个人陈述 

孔某自诉入监早期预计女儿读高中时

可以回家，但随着刑罚执行政策的变化，自

己可能都不能送她上大学了，现在女儿正在

读初中，前期通过亲情电话从母亲处得知女

儿可能处于叛逆期，有时不肯接电话。2021

年 1 月得知吉林出现新冠感染者，特别担心

母亲和女儿情况，又担心女儿上网课不自觉

进而影响成绩。 

此外，对于罪犯之间的相处，也常常会

对她造成困扰。她自诉“邋遢”、“阿谀奉承”、

“虚情假意”的同犯都是她不能接受的，常

常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而耿耿于

怀。她还有强烈的自卑心理，认为自己方方

面面都比不上别人，得不到民警的认可，无

法融入大环境，无法与人和谐相处，她对高

墙里的人充满了不信任、抵触的情绪，虽然

其一心向好，却找不到努力的方式方法。 

3.心理咨询师观察 

孔某衣着整齐、问答切题、思维清晰，

说话低声细语，眉头紧锁；低落、烦躁、焦

虑等不良情绪明显，谈话中多次提到因为预

计归期不断后延而心里很烦，流泪哭泣；部

分社会功能受损，表示内心不愿与他人有过

多的交流和接触；但求治意愿强，当咨询师

询问是否愿意参加正念练习时，孔某反应积

极，表示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等状态出现了点

问题，非常愿意参加并多学习一些心理学知

识和心理调适方法。 

民警及他犯反映，该犯做事认真但话比

较少，有几次发现她在岗位上突然就留下了

眼泪。因家人远在吉林，自 2015 年入监以

来就没有会见过，只通过信件、亲情电话与

家人取得联系，可能太想家人了。现在得知

有可视亲情电话非常期待，正在联系让其母

亲去申请。 

4.评估与诊断 

危险性评估：该犯家庭情况正常，与亲

人关系和睦，身体情况健康，无特长，近期

减刑控制较严格，担心自己不能如愿回家，

感到焦虑。谈话引导效果不佳，存在焦虑抑

郁等不良情绪，经评估，具有自杀中度危险。 

初步诊断：根据病与非病三原则，孔某

主客观世界统一，无精神病性症状，有自知

力，可排除精神疾病；心理冲突为常形，具

有现实意义，可排除神经症性心理问题。因

病程已超三个月以上，心理冲突已泛化，靠

自己无法摆脱痛苦体验，初步诊断为严重心

理问题
[2]
。 

5.咨询目标确定 

5.1 具体目标： 

调整睡眠，缓解不良情绪，改善人际关

系。 

5.2 长期目标： 

掌握正念疗法练习和理念，能适应环

境，能建立积极改造心态，提升心理素养。 

6.矫治方案及过程 

6.1 矫治方案及原理 

运用正念疗法介入干预。正念疗法源于

东方禅修，“念”是一个佛教术语，五根之

一，意思是修行者把思想固定在某个对象

上。佛教上的“正念”是佛教的一种禅法，

专注的观察事物，保持思虑的不飘荡。二十

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念传到西方，由心理学家

卡巴金等发展和延伸，创立了正念系列疗

法，比如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辩

证行为疗法等
[3]
。 

考虑孔某具有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在

团体辅导中干预也许效果会更好，且孔某虽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学习能力、领悟能力

均较好，因此，纳入第一期团辅式八周正念

练习矫治中。“正念”练习，是一种让练习

者摆脱自动化的日常无意识、习惯和恍惚状

态的方法。它有两个要点，一是有目的、有

意识、深入的觉察，二是不评价不做判断不

做反应，接受并活在当下。这个练习过程中，

练习者逐步地把自己由过去的行动模式转

变为存在模式，学会接纳负性情绪并保持身

心平和，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正念练习对

睡眠障碍、压力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都有很好的疏通作用。 

6.2 矫治过程及要点 

2020 年 11 月 18 日经入组前访谈，确定

孔某有意愿参加团辅式八周正念练习，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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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启动第一次练习，次年 5 月 21

日结束最后一次活动。期间，根据省长湖监

狱的《团辅式八周正念练习矫治项目课程安

排》（见图一）开展正念练习，包括正念数

息、躯体扫描、掉坑、正念伸展运动、正念

步行、“回家”、“临终练习”等。

 

图一：团辅式八周正念练习矫治项目课程安排 

八次正念练习矫治过程要点，记录如

下： 

第一次练习“超越自动巡航”： 

练习记录： 

在“掉坑”练习中，孔某在山洞中找到

的武器和工具是榔头和有绳索铁钩，在引导

语的带领下，最终成功逃出了坑洞。 

提示：“能较快找到工具”，反映出孔某

内心是有一定力量，能主动探索，不是处于

内心绝望的状态；“找到的武器和工具”都

是常见、杀伤性较低的武器，反映孔某可能

暴力对抗的风险较低，对于问题解决又不是

那么坚定。 

第二次练习“另一种理解之道”： 

练习记录： 

在“走在街上”练习中，孔某来到的是

家附近的一条街上，正在往家回，路上碰到

迎面走来的是初恋男友，但是两人没有讲

话。 

在“与内在小孩和或未来我对话”练习

中，孔某看到的是十几岁的自己，她背对着

坐在那里显得特别孤单，孔某表示内心有点

难过，十几岁的自己对未来是有期待的，但

现在却是服刑的自己，有点难以面对。 

提示：对现状的不满意和对现在自己的

不接纳，其中饱含后悔、自责等情绪。围绕

初恋男友这一重要他人深入谈话。 

矫治：孔某表示与初恋男友相处 5 年，

感情上所有的第一次都是跟他一起经历的，

而且他跟她父亲某些方面有点像，比如脾气

也较急躁，有时会家暴等，而且会劈腿，所

以在两人即将谈婚婚嫁时，孔某觉得自己不

能跟母亲一样和这样的男人过一辈子而通

过“失联”分手。在“走在街上”练习中看

到的“初恋男友”也许是父亲和男友共同的

形象。深入谈话发现，在孔某之后的感情关

系中，更多的是享受对方给予的爱，胜过她

爱对方。这可能也是童年父爱缺失的一种表

现。引导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在内心深处或者

通过写信的方式，与初恋男友正式告别，处

理当初“失踪”分手未放下的一些东西。另

外，给予共情和积极关注，引导其在通过自

考、主动与别人沟通、民警表扬等正性事件

中恢复信心，并向“内在的小孩”作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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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和提升的承诺，修复练习中产生的创

伤。 

第四次练习“辨识厌恶感” 

练习记录： 

在“冻结——框架出厌恶感、两支箭”

练习中，引入“厌恶感”、“规避反应”和“两

支箭”的概念。“厌恶感”即人的不接受、

负面的评价。“厌恶感”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的，即“规避反应”，也就是对于那些自认

为不愉快的事物，人们会极力地回避、逃离、

摆脱、自我麻痹或者去摧毁它们。真正造成

“痛苦体验的，不是不愉快的事物本身，即

第一支箭，而是人们对它的厌恶感”及产生

的“规避反应”，即第二支箭。 

规避反应剖析：1、痛苦感受出现；2、

对痛苦感受作出反应，试图逃避、摆脱等。

人们无法阻止第一步的产生，但在第二步中

可以用正念解开情绪感受和厌恶反应之间

的枷锁。 

矫治：以孔某“因想到自己还要五年才

能回家，比自己以前预计的又晚了许多“而

难过为例，引导其识别厌恶感为“与期待的

偏离”，规避反应为“对剩余 5 年刑期的拒

绝和挣扎”。厌恶感越强、规避反应越激烈，

痛苦体验可能会更强烈和持久。引导孔某以

较少厌恶感即接纳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事件，

也许它将不再是困扰其内心的问题。 

第七次练习：行动中的仁慈 

练习记录： 

在“临终练习”中，孔某自诉见到的是

母亲和女儿，她们是同时走进房间的，主要

诉说了自己的愧疚，包括无法照顾母亲、无

法送女儿去上大学等等。表现得非常伤心。 

矫治：引导孔某细细体会临终时的感

受，从悲伤和遗憾中汲取振作的力量，以“照

顾母亲”、“去女儿大学看她”等具体事件为

目标，看淡身边与同犯间不愉快的小摩擦，

朝着早日释放回家的大目标前行。孔某表示

之后会继续参加自考，让女儿看到自己跟她

一起在努力学习，避免以后跟女儿无话可

聊。 

7.矫治效果评估 

7.1 个人陈述 

孔某自诉在参加八周正念练习后，睡眠

好了许多，能够有意识地去觉察自己的思绪

和情绪，并尽量不做评判，专注力有了很大

提升。比如以前晚上自考复习的时候经常走

神，一个晚上下来复习了什么一点都不记

得，现在自考复习的时候也会走神，但一下

就会发现，然后继续投入复习。对于一些同

犯的言行也不再过多关注和评价，而是更多

地向内探索。今年八月通过可视亲情电话终

于见到了八年未见的女儿，得知女儿期末考

试为班级前五，内心非常高兴。当女儿得知

孔某无法送其上大学时，并没有表现得很失

落，反而安慰孔某“没关系，到时候我来接

你”。对此，孔某表示十分感动。现在的孔

某有问题也不再闷在心里而是愿意主动与

同犯和民警沟通。 

7.2 他人反应 

孔某以前很容易生气，经常念叨心里很

烦什么的，现在念叨明显减少了。另外她以

前是三课组长，警官安排其他任务给她的时

候，她经常推辞自己做不了，没有信心。近

期她开始写报道了，警官让她兼任分监区报

道组长时，她也欣然答应，整个人自信了许

多。 

7.3 民警反应 

孔某好像整个人状态好多了，开朗了一

些，气色也好了，同犯相处也比较融洽。可

视亲情电话两次，一次是跟母亲，另一次还

见到了女儿，两次见面都克制住了情绪，没

有哭。今年还报考了两门自考，平时积极在

复习，总体而言，有了好的转变。 

7.3 心理测验 

孔某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2021 年 5 月

26 日分别采用 SCL-90、五因素正念度问卷

开展了前测及后测，具体结果见表一、图二。

由前后测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孔某在强迫、

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等因子上有

了一定的改善，正念度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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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SCL-90前后测数据对比 

SCL-90 

测量结果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

病性 
其它 

前测 1.75 3.2 3 2.92 2.3 2.33 2.86 2.67 2 2.57 

后测 1.67 1.8 2.22 1.69 1.3 1.5 1.71 1.5 1.3 1.43 

 

 

 

图 2：五因素正念度前后测数据对比（左侧为前测、右侧为后测） 

8.启示 

罪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都经历了犯

罪、被捕、审判、入狱，甚至家庭破裂、亲

情缺失、事业失败等一系列心理应激事件。

入监后，行为和需求又受到了监规纪律的规

范和约束，社会支持系统也不健全，罪犯或

多或少都会产生悲观、抑郁、焦虑、自罪自

责等不良情绪。其中许多罪犯并不表现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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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处在努力自我排解但

收效甚微，内心仍深陷痛苦体验当中。这一

部分罪犯往往具有一定的领悟力，若适时采

取正念疗法开展咨询不失为助人自助的好

方法。通过正念训练并不断生活化，使罪犯

逐步提高自身觉察能力、正念水平和自我调

节能力，最终帮助她们重新找回内心的宁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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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创伤后应激障碍罪犯的正念矫治报告 

 

楼新娟 

浙江省金华监狱（274328561@qq.com） 

 

内容摘要：刘某于看守所期间得知女朋友及腹中胎儿因车祸意外去世，内心产生了强烈持久的心理痛

苦，伴随明显的生理反应和严重的睡眠障碍，试图努力回避，注意力不能集中，兴趣减退，社会功能减弱，

伴自杀观念和行为，持续一年半。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干预以个体干预和团辅式八周正念练习为

主要框架，采用正念观呼吸、躯体扫描、3 分钟呼吸空间、与困难共处、将友善化为行动等方法，达到减

轻症状，降低自杀风险，重建自我价值，提升社会功能，促进心理健康发展，做好新生回归的矫治效果。

为此类案例开展提供相应借鉴。 

关键词：罪犯；创伤后应激障碍；团辅式八周正念练习；心理矫治 

 

1.一般资料 

1.1 一般情况 

刘某，男性，34 岁，黑龙江人，未婚，

高中文化，汉族。其因在另一同犯“工作室”

内充当“键盘手”，与两名同犯共同诈骗他

人钱财，共计人民币 230373 元，因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1.2 家庭情况 

刘某 1 岁时，亲生父亲因不小心从高处

掉下意外去世。2 岁时母亲改嫁，和继父关

系尚可，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弟弟已婚，

育有一女。母亲从小疼爱他，与母亲这边的

亲属交往联系较多。跟继父这边亲属交往较

少。曾有过一段婚姻，未育。离异后交往了

一新女朋友，两人相处融洽，情感亲密。女

朋友也是离异未育。 

1.3 精神状态 

精神萎靡，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觉得

活着没有意义，没有希望。有持续性的负性

情绪状态：紧张、焦虑、抑郁、害怕等。对

原来感兴趣的活动也没有了兴趣，体验不到

快乐和满足。 

1.4 社会功能 

能基本遵守监规纪律，不太喜欢同犯交

往，生活尚能自理，学习和劳动效率低下。 

2.来访者主诉与个人陈述 

一年半前在看守所期间得知女朋友和

腹中胎儿在一次车祸中意外去世后，开始失

眠，白天无精打采，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

能集中，大脑常混乱，时而精神紧张，时而

充满杂念，时而傻呆，说话也变得不流畅，

自觉活着很累，伴食欲下降、双手发抖、心

慌胸闷等躯体症状，体重下降约 30 斤。近

一年多来每晚服用一至两片佐匹克隆助眠。

觉得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经常出现自

杀念头，在看守所期间曾采用吞异物的方式

自杀过 2 次。 

3.咨询师观察与了解情况 

3.1 咨询师观察 

该来访者知情意协调统一，有自知力，

逻辑思维清晰，没有幻觉和妄想，情绪低迷。 

3.2 心理测验结果 

3.2.1 SAS:原始分：71，标准分：88，

结论及建议：重度焦虑状态。提示紧张或着

急、感到害怕、心里烦乱或觉得惊恐、觉得

自己可能将要发疯、手脚发抖打颤、头痛、

颈痛和背痛、感到容易衰弱和疲乏、觉得心

跳得很快、头晕、觉得要晕倒似的、手脚麻

木和刺痛、小便不好、睡眠不好、做恶梦。 

3.2.2 SDS:原始分：74，标准分：92，

结论及建议：重度抑郁状态。提示主要问题

有：感到情绪沮丧、郁闷、要哭或想哭、夜

间睡眠不好、饭量下降、性功能不正常、体

重减轻、感到心跳加快、感到疲劳、头脑不

清楚、坐卧不安、觉得未来没有希望、容易

激怒、生活没有意义、想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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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SCL-90 结果如下图所示： 

 

因子 

躯
体
化 

强
迫 

忧
郁 

焦
虑 

敌
对 

恐
怖 

偏
执 

精
神
病
性 

其
它 

因子分 4.17 4.20 3.67 4.46 3.17 3.57 3.83 3.10 3.86 

从 SCL-90 测试中可以看出，刘某在躯

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

神病、其它等 9 个因子上分均呈阳性。 

4.评估与诊断 

4.1 诊断 

诊断：创伤后应激障碍 

4.2 诊断依据 

4.2.1 刘某因获悉女朋友及腹中孩子在

车祸去世的创伤性事件，而产生了一些列身

心症状。 

4.2.2 内心产生了强烈或持久的心理痛

苦，伴随着明显的生理反应。 

4.2.3 努力回避与此事相关的痛苦记

忆、想法和感觉。 

4.2.4 有持续性的负性情绪状态：紧张、

焦虑、抑郁、害怕等。对原来感兴趣的活动

也没有了兴趣，体验不到快乐和满足。 

4.2.5 出现明显的睡眠障碍，注意力不

能集中，容易激惹。 

4.2.6 持续时间达一年半。 

4.2.7 正常的人际交往、劳动改造均受

到严重影响，表现为不愿意与他人多交流，

工作效率低下，不能完成常规的劳动任务。 

4.2.8 产生以上症状的原因不能归因于

药物、酒精或其他躯体疾病。 

5.咨询目标 

5.1 近期目标：建立良好咨访关系，帮

助来访者看清自身状态，降低心理压力，改

善其心理和躯体症状。 

5.2 远期目标：减轻心理痛苦，增强调

适能力，提高情绪稳定性，重建自我价值，

提升社会功能，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 

6.咨询过程及要点 

6.1 咨询方案：综合运用个体干预和团

辅式八周正念练习两种手段，其中心理干预

焦点解决为主要方式，团辅式八周正念练习

综合正念观呼吸、身体扫描、3 分钟呼吸空

间、正念行走、与困难共处等团辅形式，提

升其心理弹性，增进心理能量，改进应对能

力，提高心理功能。咨询设置包含 4 次个体

干预和八次团辅式正念练习，共开展 12 次。 

6.2 咨询过程 

6.2.1 诊断评估阶段（第 1~2 次） 

干预前，向监区民警了解其日常的症

状、表现和改造情况，并通过查询档案，进

一步了解其相关的犯罪情况、社会经历、家

庭结构等信息。在前两次干预过程中，通过

面对面的倾听、询问、无条件关注、共情、

接纳等方法，收集资料，完善相关信息，发

现主要冲突，明晰个案诊断方向，帮助刘某

释放内心过度压抑、无法处理的负面情绪、

想法和感受。刘某在自身出现一系列身心症

状之后，内心痛苦不堪，不接纳自身处在这

样状态之中，并因此感到自卑，常常自我否

定，自我否定、压抑和回避的应对模式又进

一步加重了其症状。 

6.2.2 心理干预阶段（第 3-10 次） 

6.2.2.1 开展心理教育  增进自我理

解 

对刘某进行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如当得

知重要关系人意外离世的消息时，出现抑

郁、悲伤、焦虑、无助、烦乱等心理症状是

正常的现象。出现这样一些心理症状，一部

分是因为感受到失去了重要他人、重要关

系，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自我对有这样的反

应和状态的极度不接纳、回避、控制。谁都

没有办法改变既定的事实，并且经历痛苦，

尝试着去面对这份痛苦，有可能是更好的解

决之道。正念正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的区分念头、情绪、身体感觉，

重拾对注意力的控制，重新去体验自己，并

放下那些经常困扰自己的症状。 

6.2.2.2 传授正念技能  强健心理肌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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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刘某容易出现的一些症状，先后安

排其参与正念观呼吸、躯体扫描、3 分钟呼

吸空间、正念行走、面对不愉悦体验等正念

练习，帮助其通过掌握正念方法来觉察自

我、稳定情绪、接纳信任、减少思维反刍、

增进愉悦体验。 

正念呼吸训练。观察是怎样把空气吸进

去，吸到哪里，又是如何呼出来的？感受空

气经过鼻腔的摩擦，随着吸入空气与呼出空

气的过程，腹部所发生的起伏变化。整个过

程不带评判，也不进行控制，只是带着温柔

的觉察进行。在一对一指导练习的过程中，

刘某反应中间有四次注意力分散的时候，一

次想到打游戏时的场景；一次想到家人，想

到跟妈妈在一起很开心；一次想到在看一幅

画；一次在想咨询师接下来会说些什么问些

什么？。当注意到自己注意力分散的时候，

能主动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的呼吸体验上

来。 

躯体扫描训练。在进行躯体扫描训练的

过程当中，刘某反馈在 30-40%能跟着指导语

走。扫描下来，发现身体的僵硬和紧张，呼

吸速度偏快。当关注呼吸时，呼吸会变慢一

些。发现手很紧张，想去控制手，让手放松

一些，结果手变得更加紧张。刘某主动反馈，

通过几周的身体扫描和呼吸训练，有时思绪

还是会飘走，而且还会飘得很远，但一段时

间之后，能够尝试把意识拉回到当下的身体

感觉上来，告诉自己，我刚刚飘走了，我可

以回来了。改变了之前用否定、着急、压制、

打架的方式来处理负面想法和情绪的方式，

学会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回应，症状比原先会

减轻很多，逐步的在打破循环。 

面对不愉悦体验。当焦虑来临时，去觉

察身体有什么感觉？内心会冒出什么想

法？在每一次焦虑来临的时候，深入的了解

并进行记录。刘某觉察到有时会担心自己是

否得了重病，有时担心抑郁能不能好。每当

有这些念头出现时，身体就会有紧绷感，两

只手也会不自主的摩擦。学习情绪命名策

略，如给焦虑取名为焦焦。当焦虑来临时，

看着它，对它说：“你来吧，焦焦，看你能

够把我怎么样，这两年多年，你一直在整我，

也就把我整成这样，我就看着你，瞧瞧你会

让我怎么样？”以命名和观察的方式拉开自

我与症状的距离。 

6.2.2.3 处理症状反复 讨论生命价值 

处理症状反复。刘某症状持续存在的一

部分原因是因为思维反刍。负性思维、负面

情绪相互交织，控制不住胡思乱想，如担心

自己的状态会不会越来越差，越是担心和害

怕，消极情绪体验就会越多，存在扩大化、

糟糕之极、绝对化的认知倾向。在个体干预

和团辅练习过程中中，逐一帮其觉察、认知

和领悟，让其认识到其这些想法的片面性和

不合理性。同时，帮其理解情绪和想法交织

会进一步导致症状加重，学会及时觉察负面

想法出现的迹象，视念头为念头，而不是真

正的事实，拉开与负面想法的距离。 

生命价值讨论。当刘某能逐步接纳她们

意外离去的事实时，跟他一起探寻自我生命

的价值和意义，找寻生活的目标和方向。她

们的意外离开也让他懂得了生命的短暂，生

命的珍贵。活下来的人要把握好活着的每一

个时刻，去做一些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多关心家人，孝尽双方的父母，把自己良好

的生命状态给活出来。   

6.2.3 总结评估阶段（11-12 次） 

焦点正向建构，重塑健康自我。结合焦

点工作理念，帮助刘某去发现身上的资源和

优势，如运用评量问句，帮其看到自身已取

得从 2-7 分的进步。重新理清哪些行为可以

改善症状：唱歌能帮其增进自信，放松心情，

聊天有助减压，跑步可以提升愉悦指数，下

棋能改善注意力，鼓励其多用这些有效的策

略，重塑自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刘某

慢慢改变着消极的认知模式，能更多的看到

身上的闪光点，发现自身的进步，在行动和

改变中重新赢回自信，增进自我接纳和认

可，减少自我评判和指责。 

强化亲情支持，增强生命活力。家中母

亲一直关心他、爱着他，母亲也是他生命活

力的重要源泉。最困难时，母亲是支撑他活

下去的重要动力。咨询师及时将相关情况与



社会心理服务                 2022 年第二期（总第五期）                   司法心理与犯罪心理学 

 — 95 — 

监区进行沟通和交流，监狱适时安排刘母进

监开展亲情帮教，同时鼓励和安排刘某多拨

打亲情电话，强化其亲情纽带联结，不断强

化其社会支持系统，激发内在生命动力。面

向未来，也进行了细致讨论，如出狱后哪些

因素对恢复自身不良状态是会有所帮助的，

再次滑入负面情绪的大坑时可以如何应对，

今后如何提升心理应对能力等等。 

7.咨询效果评估 

7.1 当事人自评 

负面情绪、负面想法少了许多，近四个

多月没有出现自杀念头。坚持运动，参加跑

步，每跑 4-5 分钟休息一会，能坚持跑 4-5

个循环，有时还会去打打篮球，这些都能帮

助自身提升活力。生产任务基本能够完成。

精神上放松了一些，减少了紧张不安，情绪

稳定性有较大提高，注意力能集中起来，重

新去做些感兴趣的事情，也开始考虑出狱后

可以去做什么，重新去发现生活的意义，睡

眠得到改善，身体更自在一些。虽然有时还

是会再次掉进情绪的“旋涡”之中，会尝试

用一些有效的方法，让自己能再次从情绪旋

涡中走出来。 

7.2 他人评价 

管理民警反应，刘某改善明显，情绪变

稳定了，基本能完成生产任务，人际关系有

改善，不再那么孤立，还能在监区组织的文

化活动中上台表演，自信心也增加了，对未

来也有了憧憬。 

7.3 咨询师评价 

刘某能够接纳情绪的波动，当面对压力

时，能觉察到自身出现的情绪和身体反应，

并学会适时抽离，转换视角，处理好自己与

情绪、想法之间的关系。从身体语言上也可

以看出，他的笑容增加了，身体变得放松的，

声音更为有力，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 

7.4 心理测验 

1.SAS:抑郁分值（SDS）从初始时的标

准分 92 分下降为 63 分，降为轻度抑郁；焦

虑分值（SAS）从初始的标准分 88 分下降为

58 分，无过度焦虑。 

2.SCL-90： 

 

因子 

躯
体
化 

强
迫 

忧
郁 

焦
虑 

敌
对 

恐
怖 

偏
执 

精
神
病
性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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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 4.17 4.20 3.67 4.46 3.17 3.57 3.83 3.10 3.86 

干预后 1.67 1.85 1.96 1.96 1.64 1.79 1.85 1.80 1.88 

根据干预前后心理测验结果表明：刘某

各项心理症状指标下降明显，均达到显著的

效果。 

8.启示 

8.1 良好关系是前提 

咨访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能

否建立其信任合作的关系是咨询和干预能

否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在良好的咨访关系

中，当事人才有可能把他内心最痛苦、最矛

盾、最脆弱的部分展露出来。咨询师才能够

得以走进心理，了解其内心的真实状态，干

预工作展开才有可能。一个人也可以藉由一

份重要的关系，改变对自我的认知和理解，

重塑人际关系沟通模式。 

8.2 保持耐心是基础 

创伤事件对有些人会造成非常深远的

影响，就如本案例中的刘某，在遭遇女友及

胎儿意外离世的消息后，一直处在负面情绪

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在对该个案进行干预的

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的起伏和反复。有时症

状明显好转，但有时某些症状又会反复出

现。这是对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考验。当

来访症状反复波动时，咨询师应有足够的定

力、耐心和包容，接受干预过程中出现的变

化、波折、起伏，并通过帮助当事人学会处

理这些状况、压力和挑战，在现实困难中去

实现成长。 

8.3 精准把握是关键 

每个案例都是独特的，没有一个现成的

理论流派和治疗方法可以精准无误的套到

一个个案的干预过程中。作为咨询师，在对

个案开展工作时，要保有初心，工作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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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个案内心，精准把握每个个案的不同特

点，发现每个案例背后最核心和本质的问

题，并对此加以工作，如此才能取得更好的

成效。 

8.4 提升技能是保证 

只有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咨询师才能

对每个案例做出精准判断。也只有具备足够

熟练的专业技能，咨询师才能在干预工作开

展过程中，随着干预过程的进展，适时的采

取恰当的干预方法，让干预过程流畅而自然

的进行，并随情境变化而做出调整和改变。 

8.5 科学方法是桥梁 

正念作为一种有着特定框架和训练方

法的心理技术，各种研究已经证实，正念在

治疗抑郁、焦虑以及其他多种身心问题方

面，有显著的效用。本个案也证实了正念理

念和方法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也是有帮

助的，对减轻和改善其症状能起到很好作

用。正念能帮助罪犯改善觉察，减少思维反

刍，增进负面情绪处理能力，降低冲动行为，

友善对待自我和他人，是一剂良好的“修心”

处方。其不受场地限制，建议监狱心理工作

者去熟练掌握和运用，并将正念的理念和方

法在监管场所进行推广、验证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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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情于理，寓法于行 

——监区运用正念训练有效矫治一名高戒备管理罪犯 
 

杭州市东郊监狱  易彬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一个以身体不舒服为理由逃避劳动被送高戒备监区管理的罪犯许某，许某前

期并没有因为被投入高戒备监区在思想、行为上有所触动，反而经常性以身体不适为借口，逃避高戒备监

区民警的日常管理和教育，甚至以瘫坐、倒地、闭眼等方式进行软对抗。高戒备监区通过正念训练的方法，

运用先“束行”，再“塑心”，最后“暖心”为期八周的“三步走”策略对许某进行矫治，使其改造心态有

了较大转变，回归了正常改造之路。 

【关键词】软对抗 高戒备 正念训练 

 

1.一般情况 

1.1 一般资料： 

许某，男，已婚，32 岁，大专文化，河

南省商城县人。这次因犯敲诈勒索、诈骗罪

被判 4 年。犯罪事实是该许某杭州市萧山区

某办公室内，向被害人出具虚高借条，采用

暴力手段要求被害人归还相应钱款。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至监狱服刑。 

1.2 家庭情况： 

许某，家庭完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良

好。但社会关系比较混乱，自己在社会上没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根据来信和亲情电话分

析，许某妻子相对于许某更加明辨是非，对

许某此次犯罪以及在监狱内违规情况能够

给予客观评价和耐心劝导。 

1.3 精神状态： 

许某思维逻辑正常，意识清楚，能够流

利表达想法，自知力完整。 

1.4 社会功能： 

劳动能力有所下降，人际交往能力也存

在一定障碍，社会功能已经有一定程度下

降。 

2.来访者主诉与陈述： 

胸闷气短，身体不舒服。完不成生产任

务，且不想被送至高戒备监区。 

3.咨询师观察： 

第一次摄入性谈话过程中，许某眼神有

些恍惚，面部表情紧张，语速较慢，但对话

过程中表现出阻抗，一直重复诉求。思维逻

辑正常，自知力完整。 

根据原监区反馈，许某前期在监区改造

表现一般，但改造表现还是相对稳定的，有

一定减刑期望。自从原监区改了生产项目

后，许某的劳动岗位发生变化，新的劳动岗

位相对与原岗位相比，劳动任务难度加大，

同时劳动产品有一定气味。许某就开始以身

体不舒服，胸闷气短为理由逃避劳动，民警

多次带其至医院检查，各项检查指标都很正

常，有劳动能力拒不参加劳动，经原监区民

警多次教育仍没有效果，被送至高戒备监区

管理。 

4.评估与诊断 

4.1 心理测验： 

结合许某身体心理情况，监区二级心理

咨询师对其进行了三项初步心理测试，了解

各项心理指标。 

4.1.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测试总分 218 分，超过 160 分；阳性项

目数 54，超过 40，考虑筛选为阳性。其中

躯体化(F1)、强迫症状(F2）、人际关系敏感

（F3)、忧郁（F4）、焦虑（F5）、敌对（F6）、

恐怖（F9)、偏执（F8）、精神病性（F9）、

其他（F10）这 10 项因子为均为阳性。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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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项症状清单（SCL-90表 1） 

总分 躯体

化 

强迫症

状 

人际关

系敏感 

忧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

性 

睡眠及 

饮食 

218 2.5 3 2.4 2.2 2.2 2.3 2.1 2.1 2.2 3 

4.1.2 焦虑自评量表（SAS): 

粗分 48，标准分 60。结果显示为中度

焦虑状态。 

4.1.3 抑郁自评量表（SDS): 

粗分 62，标准分 45。结果显示为重度

抑郁状态。 

4.2 心理测试结果分析： 

通过 SCL-90各个因子进行分析,重点分

析：F1 主要反应其身体不适；F2 反应其有

无意义的思想、冲动和行为，无法自行摆脱；

F10 表明其最近的睡眠和饮食可能存在问

题。又通过 SAS、SDS 测量出其有中度的焦

虑和重度的抑郁状态。 
4.3 分析诊断： 

根据病与非病三原则:该求助者的主客

观统一，内在协调，人格相对稳定，知、情、

意是统一的，思维逻辑正常，有自我认知力，

排除其存在精神分裂症。疾病医院多次诊断

其身体情况正常,基本排除其存在比较严重

的躯体性疾病。 

根据许又新神经症临床评定标准：其病

程为 1 个月左右，评 1 分。精神痛苦程度，

需要别人的帮助或处境的改变才能摆脱，评

2 分。社会功能受损，劳动效率下降，只能

完成百分之五十左右任务，且人际交往效率

下降，评 2 分。考虑疑似神经症或者分离性

障碍（癔症）。 

结合摄入性谈话情况，咨询师与高戒备

攻坚小组成员共同研判断许某文化程度为

大专，结合其在监区消极劳动情况，不排除

其夸大症状的情况。同时许某来到高戒备监

区后，改造环境发生变化，心理状态会发生

明显变化，但当前前期测试结果真实可作为

参考，可以正常开展高戒备管理，但仍需关

注其生理心理情况。 

5.咨询目标确定 

5.1 初期咨询目标： 

初期咨询目标直接是以重塑许某健康

人格为目标，针对许某希望减刑，文化程度

是大专，监区决定以“修心”教育为路径，

一步一步强化思想教育和亲情感化攻心治

本的功能。但是与最初的设想相反，许某并

没有因为被投入高戒备监区在思想上、行为

上有所触动，反而经常性地以身体不适为借

口，逃避监区民警的正常管理和教育。许某

不仅不配合高戒备监区一日管理流程任务，

甚至以瘫坐、倒地、闭眼等更消极的方式进

行对抗。 
5.2 确定矫治方案： 

许某以“装可怜、博同情、耍赖皮”的

抗改方式，游走于监规红线内外。监区二级

心理咨询师提出，可以尝试运用新的矫治手

段，虽然许某在高戒备监区关押期间无法开

展八周正念团体辅导，但可以尝试以正念训

练为基础开展矫治。 

正念训练是一种全面觉察主客观世界

的训练方式，最初应用于医学领域，随着研

究的深入，正念训练逐步引入到压力应对训

练当中，对负面情绪调节有着显著的作用。

以正念为主的训练可以依靠正念呼吸、躯体

扫描、冥想等方式。 

监区其他民警了解正念训练以后，决定

调整之前的教育转化方案。最终确定以正念

训练为基础，借助传统文化教育和亲情帮

教，开展先“束行”、再“塑心”、最后“暖

心”为期八周的“三步走”的心理和行为矫

治相结合的方案。 

6.咨询过程及要点 

6.1矫治前期借助正念呼吸法先“束行” 

监区从许某的“懒、散、赖”的问题入

手，前两周每天都安排上午、下午、晚上 1

小时左右静坐时间。在其静坐三天之后，咨

询师开始介入，与许某建立了良好咨询关

系，引入正念相关知识。针对许某自述在高

戒备监区压力比较大，介绍许某可以在静坐

期间通过有意识地觉察呼吸，呼吸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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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锚”，一旦发现自己浮现杂念，就讲注意

力重新放到呼吸上。咨询师第二周开始播放

引导语，许某慢慢开始熟悉正念腹式呼吸。

虽然有几次许某在正念呼吸过程中睡着，咨

询师并没有对其进行指责。经过一周每天三

次的正念呼吸练习，许某也比较喜欢这种关

注当下相对轻松的状态。 

从每天静坐正念呼吸练习时间相对固

定这个点入手，监区制定了针对许某的日常

心理矫治计划，安排一定强度的队列训练和

学习阅读时间。通过前两周的矫治计划，许

某的日常作息时间也开始慢慢调整，能够开

始定时起床整理内务、进行队列训练、开展

学习阅读。许某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

规矩意识有了较大提高，行为习惯也开始改

变。许某也能够按照高戒备一日管理流程慢

慢开始改变，比之前坐立不安的状态有了明

显的改变。能基本做到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明确自己在高戒备管理阶段的角色定位。 

配合心理矫治计划中的正念相关内容，

监区也同时开展对许某的行为矫治。有时候

不同民警对其管理过程中，许某时不时也会

出现软对抗的行为时。民警会严肃对其行为

进行指正，同时结合处遇条件对其提出警

告，并进行视频证据固定。每天都提高要求，

民警现场直接对其进行行为矫治训练，慢慢

延长行为矫治训练时间和强度，同时结合其

行为矫治表现给予其相应的处遇条件。通过

对许某不厌其烦地对许某进行约束提醒，在

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拉锯战”，许某的软性

抗改行为明显减少，规矩意识、行为习惯和

精神状态有一定提升。 

6.2矫治中期借助躯体扫描和觉察声音

再“塑心” 

中间四周是对许某矫治的关键期，许某

本次被高戒备管理经是常性以身体不适为

借口，逃避劳动。在高戒备管理前期，许某

也以此为借口，对抗监区民警的日常管理和

教育。咨询师认为让其自己觉察感知并接纳

自己的身体非常必要，后两周也让其尝试觉

察声音，尽力保持接纳的心态。 

咨询师在许某正念呼吸后，让其把意识

和觉知带入身体，按照一定的顺序扫描身

体，觉察身体的联系，聚焦身体变化的觉察。

引导其可能会意识到紧张或者疼痛的身体

部位。引导其如果可以，让紧张或者疼痛的

身体部位放松下来，如果不可以，就让他们

感觉着。咨询师利用正念躯体扫描技术让许

某能够集中注意力慢慢地开始察觉到身体

的全部知觉，了解在平静的状态是不是真的

哪些身体部位出现不适。通过三周的正念躯

体扫描和一周的觉察声音许某强调身体不

适的频率明显减少，以身体为借口不服从其

他高戒备管理任务的情况基本消失。 

同时监区也结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

作用，在其从“耻感”入手，结合“自省”、

“改过”、“崇法”、“铭恩”等章节，以思想

汇报和忏悔书等形式，让许某深挖思想根

源，触动灵魂。在自我剖析阶段初期，许某

的表现还有反复。在思想汇报和忏悔书中，

他依然强调自己身体不适等客观理由，妄图

淡化和回避自身抗改行为。这种侥幸心理经

由民警多次耐心细致的谈话和宽严相济的

执法行为之后得到遏制。 
6.3 矫治后期借助觉察想法终“暖心” 
最后两周咨询师开始尝试结合前期正

念呼吸疗法和中期躯体扫描两项正念训练

后，引导许某慢慢开始觉察想法，引导其将

心中的想法作为觉察的对象，特别是出现困

难的想法时，鼓励其探索解决方法。如果找

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引导其鼓励自己，并将

鼓励转化为对他人的善意。根据 ABC 认知疗

法，想要不产生不好的情绪反应，在事件无

法改变的前提下，就要改变不合理的认知，

觉察想法给他提供一个空间，决定如何对待

这些想法。同时咨询师也引导其想法就是想

法，不一定等于事实，也不一定跟真实有关。

虽然咨询师无法印证其觉察想法的效果，但

许某在自己的忏悔书中写道这么一句话：

“就是自己不正视自身的问题，不真正挖出

自身思想根子上的毒瘤，就永远走不出内心

的牢笼”。 

同时我们也从亲情教育找突破口，在日

常的教育转化过程中，发现许某对于亲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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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眷恋的。通过原属监区与许某妻子取得联

系，告知她许某的实际情况。许某妻子也了

解许某性格和情况，特地写了一封长信给许

某。在矫治后期，许某收到了信，信中许妻

以亲情和责任为切入口，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谆谆引导。同时对许某说不愿意再见到

种状态的许某。以这封长信为契机，我们以

《给妻子的一封信》为题，要求他跟妻子说

说心里话，向家人忏悔。在回信的过程中，

许某的感情闸门彻底打开，痛哭流涕。 

7.咨询效果评估 

7.1 自评： 

许某在悔过书中自述为了抗拒劳动被

关进高戒备监区，感到非常后悔，觉得最对

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让他们为了自己在

监狱了还要更加操心感到抱歉，还是希望能

够早点减刑回家。 

7.2 同犯： 

同犯反馈许某有所改变，从开始精神状

态萎靡到现在精神状态正常，讲话声音也不

像之前有气无力的，跟他讲讲他自己的事情

他自己也会笑出来了，他也想回监区了。 

7.3 心理测验： 

根据 2021 年 7 月的心理测验(SCL-90)

结果表明，矫治前后，各项总分下降了 23.8%,

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其中阳性因子中恐怖、

睡眠及饮食两个因子下降最明显，分别下降

了 34.8%和 27.3%；其中强迫症状和偏执两

个个因子虽然还处于阳性，但有一定程度下

降；其他指标均恢复正常范围，见（表 2） 

心理咨询前后心理测验结果比较（表 2） 

项目 矫治前 

（2021年 5月） 

矫治后 

（2021年 7月） 

前后比较 

（加减%） 

总分 218 166 -23.8 

总均分 2.42 1.84 -17.8 

阳性项目数 50 22 -56 

躯体化 2.5 1.7 -32 

强迫症状 3 2.6 -13 

人际关系敏感 2.4 1.9 -20.8 

忧郁 2.2 1.8 -18.2 

焦虑 2.2 1.9 -13.6 

敌对 2.3 1.5 -18.7 

恐怖 2.1 1.3 -34.8 

偏执 2.1 2 -4.1 

精神病性 2.2 1.6 -27.3 

饮食和睡眠 3 2.1 -30 

8.启示 

2021 年 7 月底，许某经由监狱评估矫治

责任部门、原所属监区、高戒备管理监区共

同作出评估，对其正式解除高戒备管理。寓

情于理，寓法于行。许某的个案转化给了我

们很多启示，如何把新的心理矫治技术运用

到个体矫治中，并且如何结合其他的矫治手

段共同开展，这是需要实践和总结的。尤其

在当前的执法环境下，如何运用好“法、理、

情”三者间的“方”“圆”属性，让我们的

执法有刚性，有理性，又有弹性，更是一个

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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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双碳背景下，企业员工安全心理素质的调研与应用分析 

 

浙江泰仑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崔晓 13511220181（854175294@qq.com）313000 

 

【内容提要】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员工的安全心理素质对于安全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本文在对企业员工安全心理现状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安全心理素质提升的载体与应用分析。通过将安全管

理的刚性制度与 EAP的柔性文化有机结合，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助力“平安湖州”建设。 

【关键字】企业员工 安全心理  分析应用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生产一

线员工每时每刻都要面对安全生产、甚至是

生命安全的风险和压力。因此，了解掌握一

线员工安全心理状况，并建立相应的心理疏

导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如果将安全管理

的刚性制度与 EAP 的柔性文化有机结合，就

可以把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真正做到“内化于

心，见诸于行”。这对于保障员工身心健康、

企业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发展，具有重大

的意义。 

一、调研背景和目标 

（一）背景 

1.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企业改革新

形势，提升员工心理健康水平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和企业体制改革发

展，员工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员工

感受到的压力感也愈加增强。当前各企业都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人口差异、绿色转型发

展带来的工作压力、沟通协调引发的不良人

际关系、现实生活状况带来的事实压力等各

种问题，员工迫切需要心理关爱和情绪疏

导，提高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心理资

本。   

2.落实新版《安全生产法》要求，降低

安全事故中人为因素影响的需要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基础。通过对企

业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后发现，大量的安全事

故来自于人为因素。新版《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四条，强调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

导和精神慰藉，防范从业人员因行为异常而

导致事故发生。因此，只有紧抓安全心理管

理，降低人为因素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率，

才能够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事故率。 

3.践行公司重点工作目标，为职工办实

事的需要 

只有了解和掌握了一线员工安全心理

状况，并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

才能有的放矢地建立起员工心理问题疏导

的有效机制。开展企业 EAP 项目是实施员工

心理关爱的一项有效载体。该做法被不少企

业列入“为员工办实事”之首，具有进一步

深化和落地的实践意义。 

（二）目标 

1.通过问卷二维码的形式对员工进行

抽样调研，了解员工目前主要的压力源、压

力应对情况、抗挫能力以及个人的社会支持

度以及对 EAP 项目的相关期待等。 

2.选取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人群，进

行一对一访谈，详细了解目前大家的安全心

理状态和面临的主要困扰。 

二、调研情况 

（一）调研工具 

1.问卷调查。EAP 项目组采取问卷形式，

抽样调研与了解不同岗位员工目前主要的

压力源、压力应对情况、抗挫能力、个人的

社会支持度以及对 EAP 项目的相关期待等。

问卷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员工基本

信息（共 8 个题目），用于分析不同性别、

年龄、单位、职位、本职位在职年限、工作

地点等类别人员对员工关爱项目的认知程

度及身心状况。第二部分是员工关爱项目认

知度（共 11 个题目），包括员工对自身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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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况的评价、应激事件的应对方式、对

EAP 员工关爱服务的认识等内容。第三部分

是身心状态（共 7 个题目，其中开放式题目

3 个），主要是解员工心理动态情况，包括压

力指数、压力源、工作及生活压力情境、面

对新冠疫情的情绪状态。本问卷采用网络答

题形式，员工通过二维码进行做题。本次共

收集 425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25 份。 

2.访谈面询。邀请二十五家企业不同层

级、不同岗位、不同年龄共计 70 余名员工

进行了一对一访谈，详细了解员工的安全心

理状态和面临的主要困扰。心理咨询师在访

谈中秉持“访谈即咨询”、“访谈即关怀”的

理念，及时给予了员工有关心理知识普及、

情绪调适关怀等辅导。 

（二）调研分析 

1.主要结论 

1.1 问卷调研主要结论 

1.1.1 员工的安全心理状态 

50.82%的员工综合压力指数为 4～6分，

处于“有点压力”的状态；28.71%的员工处

于“很有压力”的状态。 

在众多压力源中，被调研员工的压力源

依次是身体压力、工作方式、职业发展、家

庭生活、绩效指标、亲子教育、人际支持。 

1.1.2 EAP 认知程度与期待 

52.24%的员工知道“EAP 服务是企业提

供给员工的一种以心理层面为切入点的员

工关怀福利”。 

95.3%的员工愿意参与员工关爱项目。

79.06%的员工更愿意参加在工作时间内安

排的、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加强员工关爱服

务的宣传工作，是当前企业员工关爱项目的

重中之重，同时需要注意到员工的兴趣倾向

是推进员工关爱项目活动的原发动力。 

员工更倾向于参与“‘心驿站’员工关

爱平台”、“心理健康知识讲座”、“专业/趣

味心理测评”的项目内容。员工更倾向于参

与“沟通技巧”、“催眠减压”、“如何培养孩

子的好习惯”、“亲子沟通-如何说孩子才会

听”、“高情商父母培养高情商孩子”的主题

培训与团辅沙龙。 

1.2 访谈主要结论 

1.2.1 本次访谈中大部分员工的安全

心理状态趋于稳定水平。 

1.2.2 本次受访员工的情绪趋于积极。 

1.2.3 大部分员工能够有张有驰地处理

好本职工作，对于“人手不足”、“沟通协调”、

“管理策略”等相关问题有其较好的解决方

法，同时又期待进一步的心理咨询。 

1.2.4 工龄在 7-8 年以上的员工存在一

定的职业倦怠感，需要关注。 

1.2.5 部分员工在家庭心理咨询、团体

心理辅导、心理知识实操方面有一定需求。 

2.情况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以及一对一的访谈咨询，

项目组了解了员工的工作范围、工作特性、

工作困扰，并疏理出总体心理状态，以及与

安全生产、营销服务、综合管理方面相关的

情况，在这些反馈中可以“看到”员工的心

理状态、情绪困扰以及实际诉求 

 

 

 

 

 

 

 

 

 

 

 

图：工作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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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全生产相关 

2.1.1 人身安全引发的焦虑感 

因人为判断失误导致的人身安全风险

指数较高，相关基层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担

心一线员工的人身安全。 

2.1.2 设备安全的控制感较高 

保障产品的有效输出，需要首先保证设

备的安全运行。企业通过加强基础建设、定

期检修、紧急抢修等方式补足生产需求。 

相较于人员安全的可控程度来说，设备

安全的控制感更高些，这可能体现了公司对

于设备质量要求的高标准。 

2.1.3 高空作业时抗压阈值趋高 

高空作业引发的焦虑不安，更多的存在

于员工第一次登杆操作的时候。 

2.2 营销服务相关 

服务性岗位需要一线员工能够保持职

业式的规范服务，与顾客面对面、声音对声

音的互动中也就完成了组织行为学上所谓

的“情绪劳动”。服务性人员的情绪劳动会

影响顾客的态度、情绪、情感及行为，同时

服务人员在情绪劳动过程中，很容易过度消

耗自身的情感资源，表现出抱怨、精神压抑、

甚至人格解体的现象，从而降低工作满意

度，甚至产生心理问题。 

2.2.1 客诉处理要求高、工单量多 

在处理客户投诉的工单事务中，一线员

工的焦虑感大多来自于需要在一定时效内

获得“客户反馈要是满意的”必要条件。工

单处理的人员有限，管理者有一定的挑战。 

2.2.2 窗口服务有风险、需克服 

窗口服务需要一线员工能够保持微笑

式的规范服务，面对一些顾客的无理要求，

也需要始终保持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平和心

态，有时在服务期间还需要面对有一些来自

顾客的语言和行为风险，长此以往会出现精

神压抑、人格解体的现象，给服务人员的身

心带来一定影响。 

2.2.3 营销指标变化快、难适应 

受访员工提及营销相关方面的问题，集

中反映在“种类多、变化快、忙学习、完不

成”等方面。 

2.3 综合管理相关 

2.3.1 较强的组织吸引力 

组织满意度均分为 8.41 分，员工有较

强的幸福感，人际关系较融合。专业对口，

有社会地位，职业发展路径清晰，工作稳定，

生活规律充实，能照顾家庭。 

2.3.2 工作特性引发的职业倦怠感、分

配公平感需求 

一人多职，忙闲程度不均，可能存在因

任务分配不均引发的组织公平感评价不良

的情况；对内、对外部门沟通与协调的工作

难度大、精力耗费多；部分员工可能存在因

工作性质单一引发的职业倦怠感。 

人员不足，有可能造成一定时间范围内

人员加班的时长过长，无法及时消耗加班工

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2.3.3 管理方法有弹性、有策略 

管理者工作主动积极，工作投入度高；

管理方法具有灵活性，管理有弹性，有技巧，

有方法；外包服务团队的管理有难度。 

2.3.4 应对变化的适应度待考察 

面对政策变化速度快的情况，大部分员

工能够理解并试图适应。 

三、提升安全心理素质的载体与应用分

析 

在安全管理中构建与应用 EAP，通过专

业人员对组织以及员工行为进行诊断和建

议，提供专业指导、培训和咨询，帮助员工

及其家庭成员解决心理和行为问题，能很大

程度地提升员工绩效、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营造企业的安全氛围。 

（一）个体层面——改善员工情绪、避

免事故发生、提升员工绩效 

从个体层面来看，在安全管理中引入

EAP，首先可以促进员工自我成长，激发员

工心理潜能，比如增加员工自信心，改善职

工情绪，间接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其次，

关注员工安全心理行为，意味着能有机会从

心理层面去了解员工，接触员工，帮助其解

决因自身发展阶段的各种议题而引发的心

理困扰，进而可以让他们更加积极和乐观地

面对安全生产工作。人生发展阶段面临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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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问题，会给员工带来一定的负面情绪和压

力，而这部分往往会最终影响到他们在工作

中的表现。再者，关注员工心理健康，意味

着当他们在遭受严重的创伤事件、心理危机

（如抑郁焦虑）时，可以及时提供专业的辅

导和帮助，以预防因此类事件在工作中产生

的不良反应（如因失误产生的工伤事故等

等）。 

实施 EAP 项目，通过访谈、咨询等多样

化的情绪与压力疏解途径，可为员工提供专

业心理健康服务。从问卷调研、访谈调研中，

了解掌握了员工现有心理状态与需求。就访

谈后所知，公司一线职工与基层管理者的职

场压力，源于生产任务重、质量要求高、管

理考核严，在这样时间紧、任务重、质量高、

考核细的工作要求刺激之下，对职工的心理

承受能力要求非常高；中层管理者更需要承

担安全生产的责任，他们需要始终体现职业

规范和操作严谨性。如能适时、定期向第三

方（访谈老师、咨询师、电话咨询中心老师

等）抒发自身感受，调适负面情绪，找到缓

解负面情绪的合适方法，才能不让负面情绪

影响到工作甚至于家庭，才能间接提升工作

任务的个体绩效。 

（二）团体层面——传播安全心理知

识、增强健康意识、提升心理韧性 

解决员工思想问题、减轻安全生产压力

的根本途径是通过专业心理知识的传播、转

变情绪认知、提升心理韧性。一方面，EAP

项目通过各种教育阵地（比如，项目组搭建

了四大教育平台，“心乐园”心理专栏、“心

驿站”咨询阵地、“心交流”工作坊、“心知

识”健康培训），持续宣传安全心理健康知

识，引导员工对心理健康的正确认知，引起

员工对心理健康与安全发展的重视，多渠道

向全体员工渗透性地导入心理健康意识。开

展职场沟通、非物质激励的课程，通过课程，

使管理者理解自身在员工激励中的角色定

位，理解物质激励对绩效的局限以及非物质

激励的适用性，并根据员工的性格特征提供

有效激励的技巧。 

另一方面，可搭建“心灵驿站”心理援

助网络平台，网络援助平台是互联网+时代

员工学习心理知识的最便捷方式。员工通过

平台的各个模块，最直接地了解心理发生变

化的规律以及心理的调适方法。更重要的

是，当员工遇到心理压力时，可以放下顾虑，

自主在平台上寻求帮助，借助一对一咨询服

务，通过情绪转移、自我宣泄、改变认识、

寻求支持等方式进行自我调适，将安全压力

转化为动力，加强自我放松，提高心理承受

能力。 

针对基层员工，还可以开展与心理学相

结合的情绪减压团队活动。通过结合心理学

元素的特色团队拓展活动，在放松式娱乐的

同时积极创造机会使团队成员不断互相了

解，在了解自身性格的基础上，快速知悉他

人的性格，加强团队成员之间的开放性，相

互信任，推进团队合作，形成团队凝聚力。 

（三）组织层面——倾听职业心声、关

注思想动态、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依托 EAP 项目，管理层充分了解了企业

员工的心理需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机制加以

合理满足，让员工感受到企业对职工的关心

和爱护，从心理上亲近企业，减少畏惧感和

心理逆反，形成企业内部良好的人际关系和

严管厚爱的工作环境，避免职工心理压力的

形成。 

加大作业现场的稽查力度，在开展各项

安全检查中，各级管理者准确把握员工思想

动态和安全心理，有针对性地缓解他们的安

全生产压力。在对违章行为严格考核的同

时，通过谈心谈话、员工座谈会等形式，开

展员工思想动态分析，如实了解职工的真实

思想状况。通过有效的沟通，为他们创造宽

松的心理环境。 

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的推广运用，以及

安全负面清单制定的过程中，预先设置目

标，破除员工对原有模式驾轻就熟、不愿更

新的心理习惯，适时推进新的管理方法，提

高企业安全管理效率。对于员工在固定岗

位，长期从事单一乏味工作而产生的工作厌

倦心理，通过制造有影响力的热点活动，激

发员工的兴奋度，消除工作厌倦心理，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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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精神兴奋而产生的工作激情落实到安全

生产工作中，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四）人文层面——融入亲情管理、驱

动员工动力、营造企业安全氛围 

EAP 项目的应用，也可惠及广大职工家

庭，一定程度上帮助改善家庭婚姻和亲子关

系。比如，子女教育问题是员工关注的非常

重要的方面，员工常常由于跟子女关系处理

不好而影响工作情绪，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工

作中。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其思想

与父母有诸多不同之处，双方往往不能理

解，而导致教育不力。因此，可以给员工在

亲子教育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包括请专业

人员对员工及其子女实施相关培训或心理

辅导，帮助员工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将亲情

管理融入到企业安全管理中，可以增强员工

对于企业的归属感，并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

性。通过亲情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员工对于

安全生产的意识，促使员工养成珍爱生命，

降低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率。 

针对于安全岗位相对固定、工作流程高

度标准化，员工长期从事单一工作易产生的

工作厌倦心理，企业可设计一系列载体，定

期开展各类技术创新为员工成才搭建施舞

台。通过举办各类表彰评选活动、福利待遇

的改善、实现心理角色的转换等形式，驱动

员工发展动力，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

发挥工团组织作用，关心员工生活，帮助员

工解决实际困难，化解员工心理障碍；开展

寓教于乐的业余文化活动，制造员工之间无

拘无束的交流环境，通过开展家庭互保、安

全沙龙等活动让员工宣泄不良情绪，缓解工

作压力，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

围。 

综上所述，企业将员工心理健康关爱项

目（EAP）融入到日常的安全管理工作中，

可以通过对员工的心理辅导、对组织环境的

分析，帮助处理员工关系的死角，削除可能

影响员工绩效和违章行为的各方面因素，降

低人为因素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从而营

造企业与职工和谐共赢、企业安全发展的良

好局面，助力“平安湖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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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统合发展视角下婴幼儿教育电子产品应用探讨 

 
湖州海兲 张晓婷 15957280051 286974616@qq.com 313000 

 
【摘要】电子产品在教育中的应用势不可挡，人们期望电子产品能提高幼儿的体验感，培养发掘学习

兴趣；借助电子产品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将人的感知觉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和范围；也希望能得到更客

观全面的评价各项智能发展情况，促成更具个性化的教学、训练课程体系。但近年来沉迷于电子产品的青

少年不计其数，造成未成年人身心失衡的案例让人痛彻心扉。那么，电子产品与人是什么关系？选择电子

产品需要考虑什么因素？电子产品在婴幼儿感觉统合发展中起什么作用？我们需要对电子产品的应用方式

与限度的理性分析。本文将婴幼儿（0-6 岁）的感觉统合等身心发展规律，从幼儿认知、情感、思维等方

面的发展需求来探讨电子产品应用的必要性、适宜性和原则性等。 

【关键词】电子产品 婴幼儿教育 感觉统合 发展心理学 

 
一、引言 

21 世纪的儿童，指尖生活游戏和生活已

经渐渐取代了传统的肢体、言语接触的游戏

与生活
[1,2]

。网络游戏、购物、社交平台、

教学课程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我们的电

子产品中，家长大多处在“机不可失”的状

态。电子产品也成了“看娃神器”和“电子

保姆”
[3,4]

。在疫情期间不能外出娱乐，网

络授课给了孩子更多与电子产品接触的机

会，很多孩子视力下降，即使疫情好转也不

愿放下手机或 PAD 外出游玩，甚至有社交恐

惧和学习障碍症状出现
[5]
。所以家长和学校

都急切地希望用好这把“双刃剑”——能保

证网课学习效率，又可以防止电子产品成

瘾。 

二、电子产品缘何备受欢迎却又备受争

议 

纵观电子产品的发展，它在我们的教育

中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部分
[6]
。从收音

机、卡带机到复读机等功能单一、感官体验

单一的学习辅助设备，到手机 APP 提供的视

觉、触觉和语言交流等多种感官体验的学科

教程体系，再到虚拟现实的实增强现实

（AR）、沉浸式（VR）、桌面（VR）等系列

技术与产品
[7]
。部分电子产品已经从增强师

生体验感与控制感的具身关系走向增强师

生主观能动性、提升创造力的它异关系，更

有一些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背景，被我们忘

记，却对我们如此重要
[8]
。 

传统教育模式中语言作为最重要的媒

介体，将头脑层面的意识与身体区分开来，

形成“离身”的教育哲学
[9]
。人工智能的初

级阶段也将人脑的工作机制与计算机的工

作相互比较，认为人的意识与身体是软件与

硬件的关系。但是随着认知神经科学、镜像

神经元等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到人之所以

区别于动物，是由于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

有一种“镜像”反应，产生“具身体验”
[10]

。

所以在电子产品的发展过程中具身体验是

最初的目的，让孩子们能够产生“身临其境”

的感觉，它可以让人超越传统知识灌输的感

觉，沉浸在情境中可以有体验、理解的感觉，

甚至有情感带入，反复的刺激及积极的情感

体验都有利于神经递质的形成，在神经网络

中形成印记，最终可以成为一种思维模式

等。这也可以网络成瘾等行为的成因
[10-14]

。 

电子产品抓住了婴幼儿乃至人类的感

觉统合等身心发展需求和特性，利用了人类

本性中好奇等特征。“它有多诱人，就有多

可怕”。电子产品在儿童的语言阅读机能、

感知思维能力、注意力发展及生理方面都有

不良的影响
[15]

。它是教育工具，而不是教育

本身。虽然这把双刃剑，可以为我们打破时

空限制，但也可能遮蔽了我们的现实，让我

们在既定的路线上反复行走而不能走出这

个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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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觉统合视角下幼儿电子产品的选

择和使用 

感觉统合（Sensory Integration,缩写

为 SI），是指个体利用各个感官（视觉、听

觉、嗅觉、味觉、触觉、前庭觉等）从周围

环境中获得各种感觉信息，并将这些感觉信

息输入大脑，而大脑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

解释、联系、统整，最后做出适应性反应的

能力[16]。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均来自于感觉，0-3

岁是个体感觉机能发展和完善的重要阶段，

可以实现多个感统领域基本能力的初步发

展，以初步具备与外界进行互动的动作、感

觉、认知、言语及社交等基本能力。到了学

前教育阶段，个体的基本感觉与躯体运动系

统得以良好发展，并实现系统之间的协同运

作，基本满足独立生活、学习和交往的需要。

所以幼儿教师及父母可以通过观察儿童行

为来进行儿童多元智能发展状况的评估，以

提供更适当的电子产品促其发展。大脑在 2

岁以前发展约 5-60%； 6 岁以前发展约

8-90%；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学龄前的阶

段（6 岁前）是孩子感觉统合发展的黄金时

期
[16]

。 

下面根据幼儿视觉、听觉、嗅觉、本体

觉、前庭觉、触觉等感觉发展规律，提出如

何利用电子产品促进感统发展。 

（一） 胎儿期感统萌发 

胎儿在母体内迅速成长的同时，其感官

系统已经逐步开始工作并将不同的感觉信

息不断地传递到大脑中去。孕中期（13-24

周）胎儿即可感知明亮的光线和大的声响；

胎儿期味觉嗅觉已发育,近来已证实胎儿生

活的环境-羊水可能有气味；胎儿在母体中

运动和感知重力，其前庭觉、本体感觉及触

觉也有了初步的发展。电子产品一般不能直

接作用于胎儿，而胎儿的发展也母体息息相

关，所以能够是母亲愉悦的电子产品，也同

样可以达到促进感统发展的效果
[16,17]

。 

这个阶段一般以电子音像产品为主
[18,19]

，强调音乐、影视作品和美术作品给给

母亲带来愉悦的体验[20]，而不限制其是否

古典或是现代；孕妇适时适量的运动及社会

交往均足够提供给胎儿前庭觉与本体感觉

的发展，不需要过度刺激胎儿；孕妇与胎儿

的联结此时可以建立，但电子产品似乎在这

个阶段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任何电子产品不

能替代孕妇用手抚摸肚子的温柔，也不能替

代内心与胎儿对话的神秘感觉
[19,21]

。 

（二）婴儿期感统迅速发展 

在婴儿出生的几个小时内，母婴即通过

味觉、嗅觉互相熟悉，胎儿通过嗅觉寻找奶

头
[19]

。在接下来的 3 年内，其视觉、听觉、

味觉、嗅觉、触觉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新

生儿对周围熟悉的环境已经有了记忆，对声

音有了分辨，能对熟悉的声音特别是妈妈的

声音和心跳声有很强的感应能力，这为婴儿

与它最初的世界——母亲建立联系提供了

具身途径，是建立最初依恋的基础；同时婴

儿可以分辨语言的单位——音素，是学习语

言的开始
[17]

。所以在保证充足的母婴交流的

基础上，可以利用电子产品适量的给婴儿听

一些舒缓的音乐、模拟动物或者自然的声

音，再逐步过渡到小故事等
[18,19]

。 

在新生儿的各项感觉能力中，视觉的发

展最不成熟
[17]

。这就意味着婴儿期我们既要

给予充分的视觉刺激，更要保护好稚嫩的眼

睛。婴儿视力的发展包括色彩辨认、图案和

形状知觉、深度知觉、跨通道知觉等，对婴

儿探索世界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其中出

生后两周内接受的光刺激尤为重要，过强过

弱的光刺激或光谱成分不合适均不利于发

展。所以在自然光下的活动，自然的丰富的

色彩有利于婴儿视力发展。据报道描述，幼

儿在看电视的过程中不会眨眼，导致视觉疲

劳和用眼过度
[22,23]

。 

婴儿期脑的发育突飞猛进，到 2 岁时，

大脑中重量达到成人脑重的 75%。儿童行为

发展水平与大脑运动中枢的发育成熟程度

呈正相关,较高的行为发展水平与脑白质神

经纤维结构的发育成熟密切关联
[24]

。其发展

特征表现为高度的可塑性、代偿性和脆弱性
[17]

。除保障物质和睡眠充足外，精神的愉悦

和适时适量的外界刺激也是必不可少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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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早的认知教育，特别是电子产品提供的

和实际生活不贴近的学习知识，是不利于脑

的健康发展的，还可能损伤感统发展。起到

的只能是“揠苗助长”的效果。婴儿期大肢

体运动对人一生而言有里程碑意义，而精细

动作的发展是人类探索自然的起始，在动作

发展方面，电子产品似乎没有用武之地
[25,26]

。 

因此，0-3 岁幼儿应尽量少使用电子屏

幕的电子设备，音频设备优先于视频设备
[27-29]

。电子产品不可能替代母亲的声音、形

象和抚摸
[30]

。人类的本能会让孩子有运动、

视听、触摸、品尝的需求，抚养人只需提供

安全可控范围内让他们自由探索
[31]

，如果有

刺激不足的情况下，才需要电子设备的介入
[28,29]

。且此时的电子设备更多的站位是背

景，融入生活中的音乐、故事等等
[32-35]

。 

（三）幼儿期——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感

觉统合 

学前阶段，幼儿逐步建立重力适应、亲

子依恋类型，发展舒适触觉和身体平衡感，

自己可以进食和基本表达能力。幼儿的注意

力基本处于无意注意，容易受到干扰；情绪

表达较直白，但是已经可以发现每个孩子的

气质特点
[17]

。总之，这个阶段的孩子是精力

旺盛的天使，电子产品可以是天使的翅膀，

也可能是潘多拉的魔盒。 

电子产品在学龄前儿童的心中充满魅

力，因为它们拓展了认知范围，给孩子更多

的更丰富的感官刺激，所以此时电子产品所

提供的是“具身体验”
[36]

。父母与教师，可

以根据幼儿的兴趣爱好，找到各种感官体验

的电子设备以增强其体验感
[37]

。比如孩子喜

欢恐龙，可以找到恐龙相关的书籍，配有点

读笔的书籍，可以模仿恐龙的叫声等，从点

读笔开始到《与恐龙同行》的 3D 电影，从

二维到三维。在此基础上以陶泥或者橡皮泥

捏制恐龙模型
[38]

，以电子配音的方式进行情

景剧形式编故事过家家等，发展语言能力和

想象能力
[39]

。带孩子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

馆，在一些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有模拟星空、

太空或远古空间等，也是不错的电子虚拟世

界的体验
[40]

。同时还可以看一些纪录片，中

英文的都可以，让孩子有用外语的氛围。也

可以从恐龙延伸到恐龙的环境生态，去摸一

摸远古的石头和化石，看一看被称为“活化

石”的动植物，想象一下自己是冰河世纪的

原始人类等等。感官和体验串联起来，现实

和虚拟结合起来，人文与历史、科技与艺术

无不来自体验、感受和思考。 

所以，这个阶段的电子产品可以成为教

育的工具，家长和教师顺应孩子的兴趣和发

展需要
[41-43]

，配合孩子寻找适合的电子产

品，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喜欢的感官体验，在

感官体验中认知世界和自己。电子产品是辅

助工具而不是教育本身，家长和教师不能把

孩子交给电子产品，孩子不能被电子产品牵

着鼻子走而是要把他们比作“水、火”这类

东西，是工具。用不好就是“火灾”“水灾”，

用得好就造福人类。 

四、结论与展望 

电子产品的发展日新月异，VR 设备的发

展更是突破了我们的认知禁锢。我们的教育

工具也或将迎来质的飞跃。但是，持有乐观

积极开放心态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1）

我们人类来自自然，我们与自然的联结是生

命发展的基础，这种联结是需要触、观、嗅、

听的„„（2）我们是社会人，我们需要感

知世界，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特别是

亲密关系；（3）任何认知、机能的发展都

是要以人身心发展的规律为基础的，在此基

础上才是学科学习的规律，违背任何一条都

会事倍功半、得不偿失；（4）电子产品是

教育的工具，不是教育本省，也不是生活本

生。(5)父母是孩子的榜样，0-6 岁人格的形

成与社交基础都是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电

子产品的使用主要还是靠父母的控制和引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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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先前的研究表明，酒精依赖与基因多态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抑郁症的发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然而，迄今为止研究的大多数相互作用都在素质-压力模型内，这限制了该发现的进一步临床应用。当

前的研究集中在神经肽上，据报道该肽可以保护个体免受高压力刺激。在这里，我们试图探索在酒精依赖

戒断期间，NPY rs16147多态性是否调节患有酒精依赖的个体的抑郁。 

方法：本研究共招募了 455 名有酒精依赖的男性。首先分析了急性酒精依赖戒断期间 NPY rs16147 和

酒精依赖对抑郁症的相互作用。然后，使用显着性区域分析来确认哪个模型最适合交互（素质压力模型或

不同易感性模型）。 

结果：NPYrs16147 的 CC 纯合子在暴露于低酒精依赖性时表现出较少的抑郁，但是暴露于高酒精依赖

性时表现出更多的抑郁。具有 T等位基因的个体显示相反的结果。 

结论：这些结果表明，rs16147可能与戒酒期间男性抑郁症状的易感性有关。 

这些发现支持了差异敏感性模型。 

关键字：NPY rs16147；酒精依赖；抑郁；相互作用 

 

饮酒为许多使用者提供了愉悦的感觉

并促进了社交互动。但是，过量饮酒也是许

多精神健康状况的主要因果关系因素，包括

饮酒依赖性和其他饮酒障碍
[1]
。根据 2018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酒精与健康的

全球状况报告，约 2.6％的全球人口符合酒

精依赖标准，因为该用户的饮酒控制受到损

害。研究还表明，酒精依赖会显着增加患抑

郁症的风险
[2, 3]

。然而，在酒精依赖戒断

（ADW）期间，酒精依赖对抑郁的影响尚不

明确。在 ADW 期间出现的抑郁症状可能导致

复发和饮酒增加
[4, 5]

。因此，有必要了解 ADW

期间酒精依赖对抑郁的影响，以有效控制抑

郁症状并预防复发。 

并非所有人都在 ADW的情况下经历抑郁

症的症状。研究表明，超过 50％的抑郁症患

者在疾病发作之前经历了严重的逆境，而一

些面临严重压力的人从来没有抑郁症的症

状
[6, 7]

。已知个人易感性主要与基因多态性

的变化有关。因此，环境与基因多态性之间

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影响抑郁症的发展。通

常，可以用两个模型来理解环境和基因多态

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一个被称为“素质压

力模型”，该模型表明与没有这些“风险等

位基因”的个体相比，具有“风险等位基因”

的个体可能遭受不利的环境经历，并可能遵

循不同的发展途径
[8]
。过去，大多数抑郁症

状的研究以及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都是在素质-压力模型的范围内进行的
[9]
。

第二种模型是不同易感性模型，它表明携带

“可塑性等位基因”的个体可能同时受不利

和积极环境的影响，并以“好或坏”的方式

mailto:wangwei@w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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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换句话说，具有“可塑性等位基因”

的个体不仅会遭受不利环境的困扰，而且还

将受益于支持性环境
[10]

，该模型可以阐明治

疗的意义。例如，如果一个人携带的某种基

因本身具有治愈性，那么抑郁症状很可能是

对某种环境的反应。因此，可以设计出更具

个性化的治疗计划，以在某些环境下治愈不

良反应的发生。 

当前的研究对编码神经肽 Y（NPY）的基

因多态性的潜在作用感兴趣。NPY 是高度保

守的 36 个残基的肽，据报道在杏仁核，海

马，新皮层以及其他与精神病理学相关的区

域中密集分布，在调节情绪反应中起着关键

作用
[11]

。先前的研究发现，NPY rs16147 基

因型与压力经历相关，并且可以预测与压力

相关的结果。此外，据报道，NPYrs16147

的 T 等位基因在高胁迫条件下是保护性的。

这导致提出了 NPY rs16147 可能符合不同易

感性模型。鉴于压力反应障碍是情绪障碍病

理生理的关键，NPY rs16147 可能在调节抑

郁症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但是，迄今为止，

很少有研究检查 rs16147是否与 ADW期间酒

精依赖患者的抑郁症严重程度相关。在 ADW

的背景下识别抑郁的易感基因可能有助于

了解酒精依赖与抑郁之间关系的分子机制。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 NPY 

rs16147 在 ADW 期间酒精依赖者抑郁发生中

的潜在作用。第二个目的是确定哪种理论模

型最适合 NPY rs16147 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中国北方的几家精神病医院招募了

455 名男性。病例纳入标准如下：1）根据

DSM-IV 诊断酒精依赖；2）汉族；3）提供书

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如下：1）存在其

他药物滥用或依赖性；2）存在严重的心血

管疾病，肝脏疾病或肾脏疾病；3）参与者

或参与者的一级亲属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4）个人拒绝参加。要求参与者填写一系列

问卷并提供血液样本以进行 DNA 提取。在开

始研究之前，已对参与本研究的所有员工进

行了培训。该研究得到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

心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有患者均提供了书

面知情同意书，并被告知要对血样进行基因

检测。使用密歇根州酒精中毒筛查测试

（MAST）评估酒精依赖程度
[12]

。使用抑郁自

评抑郁量表（SDS）用于评估每个参与者的

抑郁水平
[13]

。  

1.2 方法 

使用标准技术从每个血液样本中提取

基因组 DNA。使用 5'核酸酶荧光 TaqManTM

引物对 NPY 多态性进行基因分型。 

1.3 统计分析 

应用拟合优度卡方计算基因型分布是

否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然后，

检查了遗传多态性，年龄，受教育年限，酒

精依赖和抑郁之间的皮尔逊相关性。使用传

统的线性回归测试酒精依赖与 rs16147多态

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发现重要的相互作用

时，使用显著区域（RoS）分析来检查相互

作用的形式
[14]

。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最后，建立了一个再参数化的回归

模型，以检验基因×环境模式的特定模式。 

2 结果 

2.1 描述性分析  

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44.31 岁，关于他

们的教育，接受正规教育的平均年数为

10.69。 MAST 的平均得分为 9.28，SDS 的平

均得分为 56.06。表中还列出了婚姻状况和

生活模式的状况。

表 1 参加者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N=455) 

 平均值 (标准差) or N (%) 

年龄 44.31(9.29) 

教育年限 10.69(2.84) 

婚姻状况  

已婚 328(72.1%) 

未婚 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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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 70(15.4%) 

丧偶 6(1.3%) 

居住方式  

与家人同住 361(79.3%) 

与非家人同住 94(20.7%) 

MAST 9.28(5.47) 

SDS 56.06(11.39) 

2.2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吻合

度检验 

Rs16147 位 点 的 基 因 型 分 布 符 合

Hardy-Weinberg 的平衡法则，吻合度检验良

好(P >0.05)。说明研究样本具有群体代表

性. 

表 2  Hardy-Weinberg平衡 

基因型 人数 百分比 

CC 60 13.19 

CT 213 46.81 

TT 182 40.00 


2 0.04 p 0.85 

2.3 相关性分析 

抑郁（r = 0.24，p <0.01）与酒精依

赖呈正相关，而受教育年限（r = -0.2，p 

<0.01）与酒精依赖呈负相关。多态性 NPY 

rs16147 与所有其他变量无关。 

表 3研究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量和相关性 

 
NPY 

rs16147 
年龄 教育年限 酒依赖 抑郁 

NPY rs16147 1     

年龄 0.01 1    

教育年限 -0.02 -0.38** 1   

酒依赖 -0.05 0.15** -0.20*** 1  

抑郁 -0.01 -0.01 -0.03 0.24*** 1 

M (--) 44.31 10.69 9.28 56.06 

SD (--) 9.29 2.84 5.47 11.39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4 NPY 基因分型与酒精依赖对抑郁症

相互作用的影响 

使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来预测不同等

位基因组因酒精依赖而导致的抑郁，年龄和

受教育年限为协变量。关于主要作用，表 4

显示酒精依赖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β = 

0.52，p <0.05），但没有基因型的主要作用

（β = -0.02，p = 0.65）。此外，NPY rs1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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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酒精依赖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显着（β = -0.29，p <0.05）。 

表 4 NPY基因分型与酒精依赖对抑郁相互作用 

变量 

抑郁 

ΔR2 B（SE） β t p 95% CI 

年龄 

0.01 

0.01（0.01） 0.05 0.92 0.36 -0.01to 0.02 

教育年限 -0.00（0.02） -0.01 -0.11 0.91 -0.04 to 0.03 

酒依赖 

0.05 

0.52（0.12） 0.52 4.29 <0.001*** 0.28 to 0.76 

NPY rs16147 -0.06（0.14） -0.02 -0.45 0.65 -0.33 to 0.21 

酒依赖× NPYrs16147 0.01 -0.32（0.13） -0.29 -2.41 0.02* -0.57 to -0.06 

注：NPY= Neuropeptide Y.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5 显著区域（RoS）分析 

RoS 分析用于检查相互作用效果。如图

1 所示，酒精对抑郁的依赖性的斜率如下：

CC 纯合子，β ＝ 0.25，t ＝ 16.44，p ＜

0.01。 T 个等位基因携带者，β = 0.23，t = 

4.90，p <0.01。相对于 T 等位基因携带者，

CC 纯合子更容易受到酒精依赖导致抑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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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PY rs16147等位基因组因酒精依赖而抑郁的显着性区域测试。灰色阴影区域表示酒精依赖轴上相互作用的交叉点 C的

95％CI。 C的 95％CI从-0.29到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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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探讨酒精依赖与 NPY 

rs16147 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在 ADW 期间抑

郁发生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在 ADW 期间，

当酒精依赖程度较低时，与携带 NPY 

rs16147 T 等位基因的人相比，NPY rs16147 

CC 纯合子的抑郁程度较低。  

NPY 的表达与 NPY 基因的多态性以及

NPY 表达的变化有关。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是核苷酸的遗传变异，可能具有功能重要

性。对于 NPY 基因，主要的遗传变异之一是

rs16147，位于 NPY 基因上游的启动子区域
[15]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rs16147 可能在

情绪调节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与酒精依赖

的相互作用方面。关于潜在的内部机制，仍

然存在一些未知数。先前的研究表明 CC 纯

合子与压力相关的精神病理学之间存在关

联
[16]

。 

因此，当前发现可能是由于具有遗传变

异的个体对酒精依赖程度不同的反应不同

而引起的。当酒精依赖性程度增加时，CC

纯合子中的杏仁核活性可能增强。这可以解

释为什么 CC 纯合子在不利环境中更可能被

抑制。另外，目前的结果表明，在严重酒精

依赖和轻度酒精依赖的情况下，具有 T 等位

基因的个体表现出大约相同程度的抑郁。这

一发现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报道，NPY 

rs16147 可以与慢性应激相互作用并影响自

主控制，其中 T基因型与迷走神经活动有关。

在高慢性压力下，发现 T 基因型患者的迷走

神经活动增加
[17]

。因此，可能是随着酒精依

赖程度的增加，T 等位基因携带者可以通过

调节迷走神经活动的水平来提高其应对抑

郁的能力。 

这些发现揭示了 ADW 期间 NPY rs16147

在抑郁症中的潜在机制。根据遗传易感性的

机制，不同基因型的个体在压力下表现出不

同的特征。早期不良环境可能会改变 NPY 的

浓度，从而进一步诱发某些基因型与压力相

关的精神病理学。 

而且，对于某些人来说，面对不利的环

境压力，遗传适应力可以使人们产生更多的

心理资源。在当前的研究中，T 等位基因携

带者在应对不良酒精依赖时能够调节情绪

状态，而 CC 纯合子在遇到严重酒精依赖时

可能难以应对不良情绪。 

这些发现为酒精依赖者在戒酒期间预

防抑郁提供了一些指导。首先，对于高危人

群（CC 纯合子），我们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以防止抑郁加剧。对于具有 T 等位基因的个

体，我们可以增强他们在面对不利环境时的

自我调节能力。对与酗酒复发有关的因素的

系统评价表明，情绪变化可导致酒精依赖复

发
[18]

。因此，从长远来看，可以通过改善

ADW 期间的抑郁症状来降低酒精依赖复发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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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服务》杂志征稿启事 

 

《社会心理服务》杂志是由湖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湖州市社会心理学会主办，

于 2021 年 6 月创刊，是一本社会心理综合性的学术半年刊（浙内准字第 E083 号），主要设

置有：“心身健康与社区服务”、“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咨询”、“司法

心理与犯罪心理学”、“家庭心理服务”、“企业员工心理援助”和“其他社会心理学研究”等

栏目。竭诚欢迎从事心理学研究、教学人员、心理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员踊跃投稿。 

一、来稿要求 

1.来稿须思想新颖、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晰、逻辑严密、论据充分、数据可靠，

符合国家新闻出版相关规定、且不涉及国家机密； 

2.文字简练，标点符号规范合理，句段语义完整，全文连贯通畅，字数一般在 4000～

8000 字为宜； 

3.文稿请按顺序撰写：文章题目、作者姓名、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

标题字数一般不超过 20 字，可加副标题；作者署名不宜超过 3 人；摘要以 200 字左右为宜；

关键词 3～5 个，彼此用分号隔开；通讯作者需标注电子邮箱，如留有私人电话或手机会默

认为同意刊出； 

4.作者简介（应写在文后），包括：真实姓名、出生年月、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

籍贯、工作单位、职称或职务、主要研究方向、工作单位所在地址及邮编。 

5.邮寄地址（不在杂志中刊出）：包括收件人地址、单位、邮编、姓名、联系电话。 

二、论文规范 

1.排版要求：论文题目（含副标题，用 4 号黑体）；顺序按：作者姓名、工作单位（5

号楷体）、摘要、关键词（小 5 号仿宋、标题加粗）、正文（5 号宋体，注释为脚注，6 号仿

宋）、参考文献（小 5 号仿宋，尾注，如有课题组或作者简介附后）。内文一、二级标题加粗；

论文 A4 纸版式，文字间距为单倍行距,默认页边距，页码居中。论文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

超过四级。层次序号按四级小标题的格式写：“1.”、“1.1”、“1.1.1”、“1.1.1.1）”；工作单

位另起段，一级、二级标题另起段，正文另起段；三级、四级小标题不另起段，与正文接排。 

2.论文中若有图表，表上或图下都要加上文字说明，文字说明（标题小 5 号仿宋，注释

6 号仿宋），表为三线表，并且内文要有提及该图表的相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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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中若有注释和参考文献：注释是对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诠释和说明，用数字加圆

圈标注，按注释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阅读过的近期公开出版的主要文献，按

文中首次出现的次序编号，置于注释之后，标注文献类型，用数字加方括号标注，按注释用

[1]、[2]、[3]„„；标注都要上标，并且都要标在标点符号的外面。标注文献类型，置于

文后，中（外）文注释、参考文献须依次标明序号（外加方括号）、作者、书名、出版社、

出版年份、页码； 

4.文献类型：是以单字母标识（外加方括号）。如：专著（普通图书）为[M]，论文集为

[C]，汇编为[G]，报纸文章为[N]，期刊文章为[J]，学术论文为[D]，研究报告为[R]，专著

论文集中析出文献为[A]，未说明的文献为[Z]。 

三、注意事项 

1. 请务必在文末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籍贯、工作单位、学历、职

称或职务、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等个人信息； 

2.期刊出版后，按作者人数赠送样刊，原则上不超过三本，如有需要请提前说明； 

3.凡投稿的作者，本刊编辑在审阅时，可对文稿进行必要的修改或删节，作者若对此有

异议，请在来稿时说明； 

4.为维护学术刊物的严肃性，所有来稿须是作者本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引用文献应注

明出处，对于一稿多投、抄袭、涉密、侵犯他人版权或其它权利的稿件，文责由作者自负，

依据《著作权法》有关规定，本刊不承担连带责任。 

四、投稿方式 

1.本刊由于人力有限，来稿应采用 Word 文档格式，发送 QQ 邮箱：52687525@qq.com； 

2.稿件经审阅后，将尽快通知作者本人有关录用事宜。如三个月内未收到录用通知，作

者可与本刊编辑部联系，也可自行处理； 

3.编辑部通信地址：湖州市仁皇山路 1141 号《社会心理服务》编辑部；邮编：313000； 

联系人：冯霞   联系电话：13375829056 0572-2318983。 





社会心理服务

2

2022
（总第五期）

湖州市社会心理学会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