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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安徽省中学生应对方式
及其与焦虑情绪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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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安徽省 13~18岁中学生的应对方式及其与焦虑情绪的关系。方法

于 2020年 2月 13日-19日，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以网络问卷形式，使用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CSSMSS）及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

筛查量表（SCARED）对安徽省中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CSSMSS评定结果显示，女生发泄情绪维度评分高于男生

［（8. 27±2. 98）分vs.（7. 84±2. 91）分］，高中生的忍耐［（9. 74±2. 73）分vs.（9. 11±2. 60）分］、逃避［（7. 82±2. 79）分vs.（7. 26±2. 44）分］、

发泄情绪［（8. 48±2. 97）分 vs.（7. 91±2. 93）分］、幻想/否认［（9. 79±3. 56）分 vs.（9. 26±3. 47）分］四个维度评分高于初中生，问题

解决［（19. 38±4. 07）分 vs.（20. 33±4. 54）分］维度评分低于初中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 05或 0. 01）。相关分析结果

显示，中学生CSSMSS的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幻想/否认评分与 SCARED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 348、0. 287、0. 390、0. 501，
P均<0. 01）。结论 COVID-19疫情期间，安徽省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中学生的应对方式存在差异，且部分应对方式与焦虑情

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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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ping styl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xiety statu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ged

13 to 18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Methods From February 13 to 19，2020，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nhui province by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network questionnaire. The
assessment tools included the Coping Style Scal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CSSMSS）and 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SCARED）.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CSSMSS evaluation showed that female students scored higher in
emotion abreaction than male students［（8. 27±2. 98）vs.（7. 84±2. 91）］. The scores of tolerance［（9. 74±2. 73）vs.（9. 11±2. 60）］，

escape［（7. 82±2. 79）vs.（7. 26±2. 44）］，emotion abreaction［（8. 48±2. 97）vs.（7. 91±2. 93）］and fantasy/denial［（9. 79±3. 56）
vs.（9. 26±3. 47）］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and the score of problem
solving［（19. 38±4. 07）vs.（20. 33±4. 54）］was lower than tha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 05
or 0. 01）.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tolerance，escape，emotion abreaction and fantasy/deny in CSSMS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SCARED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nhui province（r=0. 348，0. 287，0. 390，0. 501，
P<0. 01）. Conclusion During COVID-19 epidemic，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grades in Anhui province have different
coping styles，and some coping styles may induce anxiety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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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是一次突发的公共

卫生紧急事件，并与高入住 ICU率和高死亡率相

关［1］。2020年 3月 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此次新冠

肺炎疫情已构成全球性大流行［2］。既往出现重大突

发事件时，个体的认知、情绪与行为等可能出现失

衡状态。高文斌等［3］对 SARS疫情期间社会公众心

态变化趋势的研究显示，在疫情的不同阶段，社会

公众的情绪问题始终占第一位。对于正处于青春

期的中学生而言，其在学习、社会生活、家庭教育、

性生理心理等方面都面临着困惑压力，这一阶段既

是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心理冲

突、情绪及行为问题的高发期［4］。作为心理健康影

响因素之一，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挫折或压力时所

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是个体稳定因素与情境因

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儿童及青少年更易受到应激

事件的影响［5］。王丽卿等［6］研究显示，应对方式是

作为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而存在并发

挥作用的。目前对COVID-19疫情期间个体心理健

康与应对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务人员、普通人

群、新冠肺炎患者［7-9］，而关于中学生的应对方式及

其与焦虑情绪的关系研究鲜见。本研究旨在探讨

COVID-19疫情期间中学生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与

焦虑情绪的关系，从而为疫情结束后改善中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2020年2月13日-19日，采用方便抽样方法，

以安徽省中学生为调查对象，本着自愿参与的原

则，填写“疫情下儿童青少年心理状况评估及调查”

网络调查问卷。纳入标准：13~18岁的安徽省中学

生；自愿参与。排除标准：休学期学生。共回收问

卷 1 040份，其中有效问卷 97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为 93. 56%。本次调查研究已获得安徽省精神卫生

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HSY-IRB-DCYJ-
ZH002）。

1. 2 评定工具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中学生的性别、年

级、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身边是否有人感染新

冠肺炎等资料。

采用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Coping Style Scal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CSSMSS）评定中学生的

应对方式情况。该量表由陈树林等［10］基于 Folkman

等［11］提出的应付量表改编而成，共 36个条目，由 2
个分量表组成：指向问题的应对分量表包括问题解

决、寻求社会支持、积极合理化的解释 3个维度；指

向情绪的应对分量表包括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幻

想/否认 4个维度。采用 1~4分 4级评分：1=不采用，

2=偶尔采用，3=有时采用，4=经常采用，评分越高表

明采用某种应对方式的频率越高。该量表在中学

生中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采 用 儿 童 焦 虑 性 情 绪 障 碍 筛 查 量 表（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
SCARED）评定中学生焦虑情绪。该量表由Birmaher
等［12］编制，适用于 9~18岁的儿童青少年，共 41个条

目，由躯体化/惊恐、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社交

恐怖、学校恐怖共 5个分量表组成。该问卷使用时

提醒被调查者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个人的情

绪状况进行作答。采用 0~2分 3级评分：0=没有此

问题，1=有时有，2=经常有。评分越高表明焦虑程

度越严重，总评分≥23分提示存在焦虑情绪。该量

表在国内外使用信效度良好［13］。

1. 3 评定方法

使用问卷星发放网络问卷，通过安徽省初、高

中教师微信工作群及研究者朋友圈发送问卷链接，

邀请学生参加调查。问卷设置统一指导语，说明本

次调查的目的和要求，参与者同意后，即开始问卷

作答。调查以匿名回答的形式进行，所有必填项回

答完毕后才可提交。剔除作答时间小于 200 s及受

教育程度与年龄不匹配的答卷，以确保问卷作答的

真实性和可信性。测评平均耗时约8 min。
1. 4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2. 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的安徽省中学生

CSSMSS评分，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t检验，将中学生CSSMSS和 SCARED评分

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水准α=0. 05。
2 结 果

2. 1 一般资料

共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973 份 ，其 中 男 生 508 人

（52. 2%），女 生 465 人（47. 8%）；初 中 生 740 人

（76. 1%），高中生 233人（23. 9%）；身边有人感染

COVID-19共6人（0. 6%），身边没有人感染COVID-19
共967人（9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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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不同性别和年级的中学生CSSMSS评分比较

女生 CSSMSS的发泄情绪维度评分高于男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高中生问题解决维

度评分低于初中生，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幻想/否
认这 4个维度评分高于初中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均<0. 05或0. 01）。见表1。

2. 3 中学生SCARED评分与CSSMSS评分的相关性

中学生 SCARED总评分与指向情绪的应对（忍

耐、逃避、发泄情绪、幻想/否认）评分均呈正相关

（r=0. 348、0. 287、0. 390、0. 501，P均<0. 01）；与指向

问题的应对（问题解决、积极合理化的解释、寻求社

会支持）无显著相关。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COVID-19疫情期间，不同性

别的安徽省中学生应对方式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

女生发泄情绪维度评分高于男生，这与孙经等［14］对

河南省中学生的调查结果相似。可能是因为在社

会化过程中女性个体情感较男性更细腻、敏感，更

易表达焦虑或心理痛苦且易于被大众接受［15］。而

宋丹等［16］的研究显示，在中学生群体中，男生更多

选择问题解决的应付方式，而女生选择寻求社会支

持的方式，同样支持不同性别的中学生应对方式存

在差异这一结果。

年级差异方面，高中生在 CSSMSS中忍耐、逃

避、发泄情绪、幻想/否认 4个指向情绪的应对维度

评分高于初中生，提示初中生和高中生在指向情绪

的应对方式上存在差异。李梦然等［17］研究亦显示

高中生指向情绪的应对评分高于初中生。在指向

问题的应对方式上，高中生问题解决维度评分低于

初中生，这与黄希庭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青春

后期的青少年比青春前期的青少年较多采用情绪

取向和回避应对。Al-Bahrani等［19］研究同样也支持

积极的问题解决应对方式在青少年早期表现更突

出，而强调对情境的评估及认知-反思过程在青少

年晚期表现更高。因此，在学习环境改变和学业压

力等诱因刺激下［20-21］，高中生更倾向于选择指向情

绪的应对方式和回避问题行为。这种差异可能与

生物学因素有关，年龄效应反映了青少年认知能力

的发展变化，以便使用更复杂的认知策略来应对压

力［19］。由此可见，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在应对方式上

存在差异。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中学生焦虑程度与忍耐、

逃避、发泄情绪、幻想/否认等相对消极的应对方式

呈正相关，与问题解决、积极合理化的解释等应对

方式无显著相关。这与既往研究基本一致，个体在

面对应激事件时，采取的应对方式越消极，其焦虑

程度越高，反之其焦虑程度就越低［22］。焦虑程度高

的中学生较多采取幻想/否认等指向情绪的应对方

式，而既往研究显示，应对方式作为一种中介机制，

与中学生心理健康密切相关［23］。这可能的解释是：

人-环境主观意义的改变是通过认知评价活动实现

的，这些活动包括否定策略、幻想、逃避以及强调情

况的积极方面［24］，通过认知重评转化产生有益的情

绪。但在本研究中，焦虑情绪与寻求社会支持未见

明显相关性，与以往研究结果［23］不一致，原因可能

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采取积极有效的居

家隔离措施，中学生有家人陪伴，社会支持更易获

得，无需额外寻求社会支持。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安徽省不同性

别、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应对方式存在差异，且部分

应对方式与焦虑程度相关。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

首先，采用方便抽样法代替随机抽样，可能造成抽

样误差；其次，本研究仅为横断面调查，未更进一步

表1 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的中学生CSSMSS评分比较（
-x±s，分）

组 别

性别

年级

t1
P1
t2
P2

男生（n=508）
女生（n=465）
初中生（n=740）
高中生（n=233）

指向问题的应对

问题解决

20. 20±4. 62
19. 99±4. 24
20. 33±4. 54
19. 38±4. 07
0. 712
0. 477
2. 852
0. 004

寻求社会支持

17. 23±4. 62
17. 53±4. 41
17. 51±4. 48
16. 94±4. 64
-1. 044
0. 297
1. 703
0. 089

积极的合理化

的解释

14. 21±3. 47
13. 90±3. 10
14. 13±3. 32
13. 87±3. 25
1. 450
0. 148
1. 053
0. 292

指向情绪的应对

忍耐

9. 20±2. 63
9. 32±2. 65
9. 11±2. 60
9. 74±2. 73
-0. 754
0. 451
-3. 196
0. 001

逃避

7. 35±2. 58
7. 43±2. 49
7. 26±2. 44
7. 82±2. 79
-0. 492
0. 623
-2. 988
0. 003

发泄情绪

7. 84±2. 91
8. 27±2. 98
7. 91±2. 93
8. 48±2. 97
-2. 248
<0. 010
-2. 556
0. 011

幻想/否认

9. 26±3. 42
9. 52±3. 57
9. 26±3. 47
9. 79±3. 56
-1. 180
0. 238
-2. 054
0. 040

注：t1、P1，男生组与女生组比较；t2、P2，初中生与高中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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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随访。以上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此次研究结

果可能存在局限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完善研究

设计，扩大样本量、保证安徽省中学生各地区样本

均匀性及进行跟踪随访等，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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