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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江苏省镇江市 6 ～ 16 岁儿童青少年的行为问题检出率及社会能力，为制定相关卫生政策、提高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镇江市 12 所中小学的 8 998 名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

象，使用 Achenhach 儿童行为量表( CBCL) 评定其行为问题和社会能力。结果 在完成调查的 6 576 名儿童青少年中，检出有

行为问题者 1 392 名，检出率为 21． 17%。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城市( χ2 = 9． 22，P = 0． 002) ，女生高于男

生( χ2 = 15． 04，P = 0． 001 ) ; 城 市 儿 童 青 少 年 CBCL 社 会 能 力 各 项 评 分 均 高 于 农 村 儿 童 青 少 年，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均 ＜ 0． 01) ; 6 ～ 11 岁女生的社会能力各项评分均高于男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 ＜ 0． 01) 。结论 江苏镇江市 6 ～16
岁儿童青少年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行为问题，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的行为问题更突出，且在活动、社交、学习等社会能力方面均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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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social competence of 6 ～ 16 years ol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Zhenjiang city，Jiangsu province，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stablishing related healthy policies and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ethods 8 998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f 12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chenhach＇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 CBCL)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competence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Ｒesults Among the 6 576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ho completed the survey，there were 1 392 people had
behavioral problems． The detection rate was 21． 17% ． Among them，incidence in the rural areas were higher than the cities ( χ2 = 9． 22，

P = 0． 002) ，as well as girls were higher than boys ( χ2 = 15． 04，P = 0． 001) ． The scores of social competences of urb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rur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 P ＜ 0． 01 ) ． Girls aged 6 ～ 11 had higher scores in social
competence than boys ( P ＜ 0． 01) ． Conclusion A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6 ～ 16 in Zhenjiang city
have behavioral problems． Behavior problems of rur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re more prominent． Ｒur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re
weaker in social skills such as activities，social interaction and learning．
【Keywords】 Children; Adolescents; Behavior problems; Social competence; Achenhach＇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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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是指童年时期出现的在严

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都偏离正常的行为。行为问题

对儿童的活动能力、交往能力、学习能力等社会能力

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加

重家庭负担。近年来国内外报道显示，儿童青少年

行为问题呈上升趋势［1 － 3］。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高

速发展过程中，竞争日益激烈，儿童成长环境较为复

杂，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突出的社会

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李贤芬等［4 － 8］研究显示，儿

童行为问题与经济、家庭背景等多种因素有关。我

国尚缺乏全国性的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流行病学调

查报告，对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检出情况、城乡分

布情况以及儿童青少年社会能力情况等的报道均较

少。镇江市地处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苏南地区，建

国后尚未有过较大规模的针对该地区儿童青少年的

心理行为调查研究，为了解江苏省镇江市儿童青少

年心理健康状况，本研究对镇江市城市和农村地区

的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和社会能力及其特征进行研

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高其心理健康水

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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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 2014 年 3 月 －6
月抽取镇江市中小学 12 所，包括城市重点、城市普

通、农村重点、农村普通四类学校，其中小学 4 所、初
中 3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高中 4 所。剔除患严

重躯体疾病及智力异常者，共抽取 6 ～ 16 岁的学生

8 998名。共发放问卷8 998 份，回收 7 20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6 57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3． 1%。

1． 2 调查工具

采用 Achenhach 儿 童 行 为 量 表 ( Achenhach’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 中国标准化版［9］收集

儿童青少年的一般资料、社会能力和行为问题情况。
一般资料包括儿童青少年的姓名、性别、年龄、出

生日期、种族、填表日期、年级、父母亲职业( 工种)、填
表人( 父母或其他)。

社会能力包括七大类: 参加体育运动情况、课余

爱好、参加集体( 组织) 情况、课余职业或劳动、交友

情况、与家人及其他小孩相处情况、在校学习情况。
分为活动情况、社交情况和学校情况三个分量表，评

分越高表明社会能力越强。
行为问题方面由 113 个条目组成，各条目按 0

～ 2 分 3 级计分。各条目的评分之和即为行为问题

总评分，评分越高表明行为问题越严重。行为问题

部分包括抑郁、焦虑、体诉、强迫、违纪、攻击性、多动

等因子，任一行为因子评分或行为问题总评分超过

常模，即判定为存在行为问题。不同性别、年龄组的

因子组成有差异，每组 8 ～ 9 个因子。根据年龄和性

别分为 4 组: 6 ～ 11 岁男生组和女生组、12 ～ 16 岁男

生组和女生组［10］。

1． 3 调查方法

经拟调查的学校领导同意，由经过统一培训合

格的调查员向班主任发放问卷并讲解填写注意事

项，再由班主任向学生家长详细讲解本次调查的内

容和目的，学生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问卷由学生或

其家长带回，由父母或最了解学生的监护人根据其

最近半年的表现填写，一周内回收问卷。先进行预

调查，对预调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进，调查过程中

定期总结，由课题负责人、质控人员对问卷进行审

查，对不合格的问卷予以剔除。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3． 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

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采用非参数检验，两组数据比较采用 Mann －
Whitney U 检验。P ＜0． 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儿童青少年一般资料及行为问题检出情况

共 6 576 名儿童青少年完成调查，其中男生

3 178 人( 48． 3% ) ，女生 3 398 人( 51． 7% ) ; 小学生

4 142 人( 63． 0% ) ，初中生 2 028 人( 30． 8% ) ，高中

生 406 人( 6． 2% ) 。共检出有行为问题者1 392 人

( 21． 17% ) 。不同性别、不同生源地的儿童青少年

行为问题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 15． 04、
9． 22，P 均 ＜ 0． 01) ; 不同年龄段的男生行为问题检

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6． 41，P ＜ 0． 05 ) ; 农村

重点学校和农村普通学校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检出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5． 05，P ＜ 0． 05 ) 。
见表 1。

表 1 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检出情况

组 别 行为问题检出人数( n) 检出率( % ) χ2 P

性别 男生( n = 3178) 608 19． 13 15． 04 0． 001

女生( n = 3398) 784 23． 07

生源地 城市( n = 3339) 656 19． 65 9． 22 0． 002

农村( n = 3237) 736 22． 74

年龄 6 ～ 11 岁( n = 3032) 651 21． 47 0． 28 0． 060

12 ～ 16 岁( n = 3544) 741 20． 91

6 ～ 11 岁男生( n = 1487) 313 21． 05 6． 41 0． 011

12 ～ 16 岁男生( n = 1691) 295 17． 45

6 ～ 11 岁女生( n = 1545) 338 21． 88 2． 16 0． 140

12 ～ 16 岁女生( n = 1853) 446 2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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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学校类型 普通学校( n = 3285) 666 20． 27 3． 04 0． 080

重点学校( n = 3291) 726 22． 06

城市普通学校( n = 1652) 322 19． 49 0． 03 0． 857

城市重点学校( n = 1687) 334 19． 80

农村普通学校( n = 1633) 344 21． 07 5． 05 0． 024

农村重点学校( n = 1604) 392 24． 44

2． 2 城市和农村儿童青少年社会能力评分比较

城市儿童青少年的活动情况、社交情况、学习情

况和 CBCL 总评分均高于农村儿童青少年，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P 均 ＜ 0． 01) 。见表 2。

表 2 城市和农村儿童青少年 CBCL 社会能力评分比较

组 别
CBCL 社会能力评分

活动情况 社交情况 学习情况 总评分

城市儿童青少年( n = 3339) 5． 0( 4． 0 ～ 7． 0) 8． 0( 6． 0 ～ 9． 0) 5． 0( 4． 4 ～ 5． 6) 18． 0( 15． 0 ～ 20． 9)

农村儿童青少年( n = 3237) 5． 0( 3． 5 ～ 6． 5) 7． 7( 6． 0 ～ 9． 0) 4． 9( 4． 4 ～ 5． 4) 17． 5( 14． 5 ～ 20． 1)

Z 3． 184 4． 852 8． 186 5． 587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注: CBCL，Achenhach 儿童行为量表

2． 3 不同年龄组男生和女生社会能力评分比较

6 ～ 11 岁年龄组中，女生的活动情况、社交情

况、学习情况和 CBCL 总评分均高于男生，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P 均 ＜ 0． 01) 。12 ～ 16 岁年龄组中，女

生社交情况、学习情况和 CBCL 总评分均高于男生，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 ＜ 0． 01) 。见表 3。

表 3 不同年龄组男生和女生 CBCL 社会能力评分比较

组 别
CBCL 社会能力评分

活动情况 社交情况 学习情况 总评分

6 ～ 11 岁男生( n = 1487) 5． 0( 3． 5 ～ 6． 5) 7． 0( 7． 0 ～ 9． 0) 4． 7( 4． 3 ～ 5． 1) 17． 1( 14． 2 ～ 19． 6)

6 ～ 11 岁女生( n = 1545) 5． 5( 4． 0 ～ 7． 0) 8． 0( 6． 0 ～ 9． 0) 4． 7( 4． 4 ～ 5． 3) 17． 9( 14． 8 ～ 20． 6)

12 ～ 16 岁男生( n = 1691) 5． 0( 3． 5 ～ 6． 5) 7． 7( 6． 0 ～ 9． 0) 5． 1( 4． 6 ～ 5． 6) 17． 7( 14． 6 ～ 20． 3)

12 ～ 16 岁女生( n = 1853) 5． 0( 3． 5 ～ 7． 0) 8． 0( 6． 0 ～ 9． 0) 5． 1( 4． 7 ～ 5． 7) 18． 2( 15． 1 ～ 21． 0)

Z1 3． 634 4． 913 4． 434 5． 143

P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Z2 1． 661 5． 302 3． 271 4． 272

P2 0． 097 ＜ 0． 01 ＜ 0． 01 ＜ 0． 01

注: CBCL，Achenhach 儿童行为量表; Z1、P1，6 ～ 11 岁男生和女生比较; Z2、P2，12 ～ 16 岁男生和女生比较

3 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1992 年全国 22 个城市 4 ～ 16
岁儿童行为问题的总异常率为 12． 97%，其中南京

市为 13． 84%，苏州市为 11． 61%［10］。2010 年后多

地区的报道均高于 1992 年的调查数据。如 2015 年

甘肃 省 调 查 结 果 为 19． 8%［3］，2012 年 北 京 市 为
18． 2%［11］。本调查结果显示，镇江市 6 576 名 6 ～
16 岁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总检出率为 21． 17%，

高于以上结果。提示镇江市儿童青少年可能存在较

多的行为问题。

镇江市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高

于城市地区，与余晓敏等［12］在 2010 年对城乡小学

生行为问题的调查结果一致。廖珠根等［13 － 15］也报

道留守儿童的行为问题多于非留守儿童，可能是因

为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较多，故该地区儿童青少年行

为问题检出率高于城市。
关于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与年龄、性别的关系，

总体来看 6 ～ 11 岁与 12 ～ 16 岁儿童青少年行为问

题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6 ～ 11 岁男生行为

问题检出率高于 12 ～ 16 岁男生，提示低龄阶段的男

生可能存在较突出的行为问题。本调查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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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的 行 为 问 题 检 出 率 普 遍 高 于 男 生，与 李 斌

等［16 － 19］报道结果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女生内向性行

为问题较多，而男生外向性行为问题较多、更容易被

识别［20］。但随着学校和家长对内向性表现或情绪

性表现有了更多的认识并加以重视，女生的情绪和

行为问题更多地被识别。
本调查显示，城市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儿童青

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农村地

区的重点学校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检出率高于普通

学校。镇江市城市地区小学和初中学校采用片区式

招生、教师定期轮转的方式，因此，无论在生源、师资

和教学环境上，城市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差距逐

渐缩小，故两者行为问题检出率相近。而农村地区

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在生源、教学水平和教学条件

上仍存在较大差距，农村重点学校的学生竞争压力

较大，可能导致行为问题相对较多。
社会能力方面，城市儿童青少年的活动情况、社

交情况和学习情况均优于农村。可能是因为城市地

区的学生在活动和社交方面机会更多，提示农村学

校教育工作应重视学生的活动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培

养。此外，在 6 ～ 11 岁年龄段学生中，无论是活动情

况、社交情况、学习能力方面，女生均优于男生，这与

北京市的报道一致［16，21］。在 12 ～ 16 岁年龄段中，

男生和女生的活动能力基本相当。可见女生在儿童

期的活动情况、社交能力和学习能力均优于男生; 自

青少年期开始，男生和女生在活动情况方面的差异

开始缩小，但总体上女生的社会能力和学习能力均

优于男生。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儿童

青少年行为问题和社会能力，尚不能全面反映镇江

市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和社会能力的特征。此外，

样本中不包括已辍学和不能进入普通学校学习的特

殊学生，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将针对

行为问题的各项因子进行深入分析，并对镇江市儿

童青少年成长环境、家庭情况和教养方式等进一步

调查，以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高儿童青少

年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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