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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素质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
应对方式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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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发生率较高，影响中学生身心健康，寻找改善中学生NSSI行为的方法对

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分析皖西地区中学生心理素质与NSSI行为的关系，并考查应对方式在心理素质

与NSSI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方法　于2020年11月—12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皖西地区22 872名在校中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采用青少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ANSAQ）、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简化版）（APSS-SV）以及中学生应对

方式量表（CSSMSS），分别评定中学生的 NSSI行为、心理素质以及应对方式情况。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考查中学生各量

表评分与 NSSI 行为发生频率的相关性。运用 Amos 23. 0 检验应对方式在中学生心理素质与 NSSI 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

结果　共 21 718名（94. 95%）中学生完成有效问卷调查。检出 7 798名（35. 91%）中学生存在NSSI行为。中学生ANSAQ总评

分、CSSMSS 中的积极应对方式评分与 NSSI 行为发生频率均呈负相关（r=-0. 219、-0. 179，P 均<0. 01），消极应对方式评分与

NSSI行为发生频率呈正相关（r=0. 093，P<0. 01）。中学生心理素质对NSSI行为发生频率的直接效应为-0. 136，应对方式在心

理素质与NSSI行为发生频率之间的间接效应为-0. 084，其中，积极应对的效应值为-0. 122，效应量为 55. 45%；消极应对的效

应值为 0. 038，效应量为 17. 27%。结论　应对方式可能是中学生心理素质与NSSI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可能是中学生心理素质影响NSSI行为的独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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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behavior is highly prevalent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ich 
poses a significant risk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o finding ways to improve the NSSI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ir healthy growth.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NSSI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western Anhui， and to examine the pathway of 
coping style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Methods　From November to December 2020， 22 87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western Anhui 
were selected using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nd were subjected to complete the assessment of Adolescent Non-
suicidal Self-injur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ANSAQ），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Suzhi Scale-Simplified Version （APSS-SV） 
and Coping Style Scal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SSMSS）.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among scores of scales and the frequency of NSSI behavior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mos 23. 0 was utilized to test the pathway of 
coping sty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NSSI behavior. Results　A total of 21 718 （94. 95%）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pleted 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survey.  NSSI behavior was detected in 7 798 middle school students （35. 91%）.  
ANSAQ total score and CSSMSS positive coping style scor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requency of 
NSSI behavior （r=-0. 219， -0. 179， P<0. 01）.  CSSMSS negative coping style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requency of 
NSSI behavior （r=0. 093， P<0. 01）.  The direct effect value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on the frequency of NSSI behavior was -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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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coping sty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the frequency of NSSI behavior was 
-0. 084.  Among them， the effect value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was -0. 122， accounting for 55. 45% of the total effect， while the  
effect value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was 0. 038， accounting for 17. 27%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Coping style ma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NSSI behavior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 play separate roles in the pathway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on NSSI behavior.［Funded by 2020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of Anhui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number， KJ2020B006）］

【Key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quality； Non-suicidal self-injury； Coping style； Mediating effects
中学阶段是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比较特殊

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个体身体和心理发生剧烈变

化，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风险可能较其他年龄群体

更高，如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1］。NSSI行为是指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

故意、反复伤害自己身体，且不被社会接受的行为，

包括抓伤、撞伤、割伤和烧烫伤等［2］。Meta分析结果

显示，中学生 NSSI行为检出率高达 27. 4%［3］。NSSI
行为严重威胁中学生身心健康，甚至导致自杀［4］，已

成为广泛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心理素质是个体以自身的生理条件为基础，主

动参与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并在个体与环境的交互

中形成的心理品质［5］。心理素质可负向预测自杀

意念，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为个体带来认知和适应

上的优势，进而积极调整并适应其所处的社会环

境，有助于缓冲负性事件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

响［6］。心理素质作为个体内部的保护性因素，有助

于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发展［7］。

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应激事件时采取的应对

策略，包括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8-9］。当个

体处于压力情境中，心理素质越好者更多地采取积

极的应对方式，心理素质越差者则倾向于采取消极

的应对方式［10］。既往研究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对

NSSI行为具有保护作用，而发泄、逃避、幻想等消极

应对方式是导致 NSSI 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11］。鉴

于此，推测中学生心理素质可通过应对方式影响其

NSSI行为。故本研究假设：应对方式是中学生心理

素质与 NSSI 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本研究选择皖

西地区在校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考查其心理素质、

NSSI行为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并探讨应对方式在中

学生心理素质与NSSI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以期为

对中学生NSSI行为的干预、进而改善其心理健康状

况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20年 11月—12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选

取皖西地区 8所初中和 8所高中共 22 872名在校中

学生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通过六安市第二人民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伦理审批号：LAEY-
2022-002）。

1. 2　调查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中学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别、

年龄、居住地、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学习成绩（较好、

一般、差）。

采用万宇辉等［12］编制的青少非自杀性自伤行

为 评 定 问 卷（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ANSAQ）评定中学生过去

一年内NSSI行为发生情况，统计NSSI行为的发生次

数。参考相关研究，将一年内NSSI行为发生次数在

1~4 次定义为偶发 NSSI，≥5 次定义为反复 NSSI［13］。

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 891。
采用胡天强等［14］修订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量表

（简化版）（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Suzhi Scale-
Simplified Version，APSS-SV）评定中学生心理素质。

该量表共 24个条目，包含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

应能力三个维度。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总评分范

围 24~120分，评分越高表明心理素质越好。本研究

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867。
采用黄希庭等［15］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

（Coping Style Scal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SSMSS）评定中学生应对方式。该量表共 30 个条

目，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采用1~5分

5 级评分，某一维度评分越高表明个体遇到困难时

越倾向于采用此应对方式。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 871。
1. 3　调查方法与质量控制　

由 5 名经过统一培训的课题组成员担任调查

员。调查前取得学生及家长知情同意，以班级为

单位，在学生上课时间内进行调查。评定耗时约

30 min。调查员现场回收并审核答卷，将明显规律

作答、较多选项无应答或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问卷

视为无效问卷并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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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 3. 0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双录入，

使用 SPSS 23. 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均服从正

态分布，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考查

中学生 ANSAQ评分和 APSS-SV评分与 NSSI行为发

生频率的相关性。运用Amos 23. 0构建以心理素质

为自变量、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NSSI 行为发生频

率为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

对模型进行修正、拟合，采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检

验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使用

Harman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水准

α=0. 05。
2 结  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共有 13个，且首个因子方

差解释率为 32. 41%，小于 40%，表明本研究数据受

共同方法偏差影响较小。

2. 2　中学生基本资料及NSSI行为检出情况　

发放问卷 22 872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 718 份

（94. 95%）。在 21 718名中学生中，初中生 10 706人

（49. 30%），高中生11 012人（50. 70%）；年龄10~20岁

［（14. 46±1. 92）岁］；男生 11 871 人（54. 66%），女生

9 847人（45. 34%）；居住地：城市5 465人（25. 16%），

农 村 16 253 人（74. 84%）；独 生 子 女 4 856 人

（22. 36%），非独生子女 16 862人（77. 64%）；学习成

绩较好 5 720人（26. 33%），一般 9 683人（44. 59%），

较差 6 315 人（29. 08%）。检出存在 NSSI 行为者

7 798 人（35. 91%），其中偶发 NSSI 行为者 2 928 人

（13. 48%），反复NSSI行为者 4 870人（22. 42%）。

不同居住地的中学生 NSSI 行为检出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学习成绩较好的中

学生偶发和反复 NSSI 行为检出率均低于学习成

绩一般和成绩差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 05）。见表1。

2. 3　量表评分及相关分析　

中学生 APSS-SV 总评分为（79. 28±16. 75）分，

其中认知特性维度评分为（26. 03±6. 32）分，个性

品质维度评分为（25. 81±6. 01）分，适应能力维度

评分为（27. 44±5. 80）分；CSSMSS总评分为（80. 98±
18. 06）分，其中积极应对评分为（40. 80±10. 60）分，

消极应对评分为（39. 18±9. 42）分。

中学生 APSS-SV 总评分与 CSSMSS 积极应对

和消极应对评分均呈正相关（r=0. 598、0. 108，P 均

<0. 01），与NSSI行为发生频率呈负相关（r=-0. 219，
P<0. 01）；CSSMSS积极应对评分与NSSI行为发生频

率呈负相关（r=-0. 179，P<0. 01），消极应对评分与

NSSI行为发生频率呈正相关（r=0. 093，P<0. 01）。

2. 4　作用路径分析　

应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应对方式、心理素质

与 NSSI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结果显示，

χ2/df=6. 191，GFI=0. 995，AGFI=0. 981，CFI=0. 994，
IFI=0. 994，TLI=0. 986，NFI=0. 994（均>0. 9），RMSEA=
0. 052（<0. 08），模型拟合效果良好。见图1。

中学生心理素质对 NSSI 行为发生频率的直接

效应为-0. 136，应对方式在心理素质与NSSI行为发

生频率之间的间接效应为-0. 084（95% CI：-0. 097~
-0. 072，P<0. 01）。其中，积极应对的效应值为

-0. 122，效应量为 55. 45%；消极应对的效应值为

0. 038，效应量为17. 27%。见表2。

表1　不同特征的中学生NSSI行为检出率比较［n（%）］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detection rates of NSSI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项　目

性别

居住地

是否为独生子女

学习成绩

男生（11 871）
女生（n=9 847）
城市（n=5 465）
农村（n=16 253）
是（n=4 856）
否（n=16 862）
较好（n=5 720）
一般（n=9 683）
较差（n=6 315）

无NSSI行为组

（n=13 920）
7 619（64. 18）
6 301（63. 99）
3 494（63. 93）

10 426（64. 15）
3 165（65. 18）

10 755（63. 78）
3 850（67. 31）
6 209（64. 12）
3 861（61. 14）

偶发NSSI行为组

（n=2 928）
1 639（13. 81）
1 289（13. 09）

686（12. 55）
2 242（13. 79）

619（12. 75）
2 309（13. 69）

709（12. 39）
1 332（13. 76）

887（14. 05）

反复NSSI行为组

（n=4 870）
2 613（22. 01）
2 257（22. 92）
1 285（23. 51）
3 585（22. 06）
1 072（22. 07）
3 798（22. 53）
1 161（20. 30）
2 142（22. 12）
1 567（24. 81）

χ2

4. 065

8. 572

4. 017

52. 876

P

0. 131

0. 014

0. 134

<0. 001

注：NSSI，非自杀性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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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皖西地区中学生在过去一年

中 NSSI行为检出率为 35. 91%，偶发 NSSI行为检出

率为 13. 48%，反复 NSSI 行为检出率为 22. 42%，其

NSSI行为检出率高于 Giletta等［16］对来自意大利、荷

兰和美国的 1 862 名青少年的调查结果（13. 71%），

也高于梁楷利等［17］对国内中学生的调查结果

（30. 74%）。提示皖西地区中学生NSSI行为状况不

容乐观。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在城市的中学

生NSSI行为发生率高于居住在农村的中学生，可能

是因为城市家庭受自身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需要

面对经济、职业竞争以及子女教育等多重压力，家庭

的压力会传递给子女，进而导致其产生紧张、焦虑

等消极情绪，增加 NSSI 行为的发生风险［18-19］。另

外，受城市化的影响，优质生源多集中在城市，城市

中学生面临的学习压力更大，学习压力可能导致负

性情绪产生［20］，进而可能引起NSSI行为的发生。学

习成绩较好的中学生 NSSI 行为检出率低于学习成

绩差的中学生，与胡燕等［21］调查结果一致。可能的

原因是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得到老师的关怀和家

人的肯定，负性情绪较少［22-23］，并且在人际交往中能

获得更多资源，孤独感水平较低［24］。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APSS-SV评分与NSSI
行为发生频率呈负相关，表明中学生心理素质越

高，发生 NSSI 行为的概率越小。既往类似研究也

表明，心理素质较高的中学生具有良好的认知品质

和适应能力，能有效处理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等，

出现负性情绪和自杀意念的风险较低［20］。本研究

中，中学生 CSSMSS 积极应对评分与 NSSI行为发生

频率呈负相关，CSSMSS 消极应对评分与 NSSI 行为

发生频率呈正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5］。有

研究表明，中学生应对方式与 NSSI行为密切相关，

减少消极应对方式及冲动行为有助于预防中学生

NSSI行为的发生［26］。

本研究结果显示，应对方式可能是中学生心理

素质与 NSSI 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良好的心理素

质有助于促进个体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27］，减少

NSSI行为的发生。心理素质高的中学生，在面对学

习压力、人际冲突以及成长的心理矛盾时，会主动

采取问题解决、寻求帮助等积极应对方式［28］。而心

理素质较差的中学生面临压力事件时，倾向于采取

图1　应对方式作用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pathway of coping style
表2　应对方式在中学生心理素质与NSSI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

Table 2　Pathway of coping style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NSSI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效　　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路　　径

-
心理素质→积极应对→NSSI行为发生频率

心理素质→消极应对→NSSI行为发生频率

-
-

效应值

-0. 084
-0. 122

0. 038
-0. 136
-0. 220

效应量

38. 18%
55. 45%
17. 27%
61. 82%

-

95% CI

-0. 097~-0. 072
-0. 132~-0. 111

0. 032~0. 044
-0. 154~-0. 117
-0. 232~-0. 207

P

<0. 01
<0. 01
<0. 01
<0. 01

-
注：NSSI，非自杀性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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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缩、自责、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问题往往难以解

决，进而导致焦虑、抑郁、失眠等问题，甚至发生NSSI
行为。

综上所述，中学生心理素质能直接影响NSSI行
为，还可以通过应对方式对 NSSI 行为产生间接影

响。本研究局限性：①研究设计为横断面调查，无

法揭示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续可进行相关研

究进一步验证；②仅纳入皖西地区中学生为研究对

象，未来可进行多中心调查；③中介分析可能存在

内生性问题并导致估计偏误，但目前难以找到可靠

的工具变量处理此问题，然而，本研究结果仍能提

供一定的启示，即中学生心理素质可能通过积极和

消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其NSSI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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