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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广东省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状况，探讨其相关因素，为开展校园心理卫生服务提供依据。方法 采

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广东省怀集县两所中学每个年级各抽取 2 个班级共 12 个班级的 593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

编人口学问卷、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心理求助经历问卷进行匿名调查。通过 Logistic 模型探讨影响心理求助行为的相关

因素。结果 共 567 份 ( 95． 6% ) 问卷纳入最终分析。被访者平均年龄 ( 15． 1 ± 1． 6 ) 岁，女生 293 名 ( 51． 7% ) 。243 名

( 42． 9% ) 学生有心理求助经历，同学或朋友( 61． 7% ) 、亲人( 48． 6% ) 、心理医生( 6． 6% ) 是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的前三名

对象。专业心理咨询求助比例为 2． 8%。多因素分析发现，SCL － 90 评分 ＞ 160 分( OＲ = 2． 0，95% CI: 1． 4 ～ 2． 9) 、班主任为女

性( OＲ = 1． 7，95% CI: 1． 1 ～ 2． 6) 、较大年龄( OＲ = 1． 3，95% CI: 1． 0 ～ 1． 3) 是心理求助行为的独立相关因素。SCL － 90 评分越

高，心理求助比例越高。结论 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对象大多为关系密切的非专业医务人员，需针对学生、家人、老师进行

心理卫生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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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psychological help － seeking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an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ed factors of such behaviors so that we could get enough information for local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Methods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from two middle schools in Huaiji County． We used self － designed 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SCL －90，and a psychological help － seeking checklist to collect dat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associated factors． Ｒesults A total of 567 ( 95． 6% ) case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mean age of all subjects were
( 15． 1 ± 1． 6) ，and 51． 7% of them were females． 243 students ( 42． 9% ) had psychological help － seeking behaviors． Classmate or
friends ( 61． 7% ) ，families ( 48． 6% ) and psychologist ( 6． 6% ) were the top three people that the students usually seek help from． The
rate of help － seeking from professionals was 2． 8% ． SCL － 90 score higher than 160 ( OＲ = 2． 0，95% CI: 1． 4 ～ 2． 9 ) ，female head
teacher( OＲ = 1． 7，95% CI: 1． 1 ～ 2． 6 ) and older age ( OＲ = 1． 3，95% CI: 1． 0 ～ 1． 3 )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sychological help － seeking behaviors． Higher score of SCL －90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ate of psychological help － seeking behavior，
but not associated with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 seeking rate． Conclusion The rate of psychological help － seeking is low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Huaiji county，and most students seek help from non － professionals． There is urgent needs to train students，
teachers，and families about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so that they can provide initiative help to students who need psychological aid．
【Key words】 Huaiji count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help － se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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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柳叶刀》杂志报道了 1990 年 － 2010
年 289 种 疾 病 的 全 球 疾 病 负 担 ( Globe Burden of

971

四川精神卫生 2016 年第 29 卷第 2 期 http: / /www． psychjm． net． cn



Disease) 排名，其中重性抑郁障碍、焦虑障碍造成的

伤残 损 失 健 康 生 命 年 (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s) 分列第二位和第六位［1］。许多精神障碍的前

驱期出现在青少年年龄段，而中学生处于青少年阶

段，在心理生理上面对巨大的变化，容易产生精神心

理问题。广东江门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学生存在抑郁

症状的比例为 23． 9%，但寻求心理帮助的比例在

60%左右，且只有 6%的学生寻求专业心理救援［2］。
国外研究发现在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和曾经出现过

自杀未遂的学生中，分别有 69%和 50%的人没有意

识到自己存在问题，且均没有接受有效的心理干预，

学校管理人员也不知情［3］，此外亚洲人相对其他人

种较少进行心理求助［4］。心理求助是指客观上存

在心理困扰者以解决问题或解除痛苦为目的向个人

之外的力量寻求帮助的过程［5］，探讨心理求助状况

有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策略。国内此类研

究多针对大学生开展，针对中学生的研究较少。怀

集县是广东省西北部的山区县，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大量学生高度集中在县城狭小的范围内。当地学校

心理卫生服务处于起步阶段，对当地中学生的心理

求助情况了解尚为空白。因此有必要调查怀集县中

学生心理求助状况，探讨其影响因素，为该县制定有

针对性的校园心理卫生服务计划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本研究采用 2015 年度肇庆市科技计划项目

《怀集县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调查及早期干预研

究》预调查阶段数据。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

法，对县城东中学及县职业中学各年级分别随机抽

取 2 个班级共 12 个班级学生为调查对象。城东中

学共回收问卷 395 份，职业中学收回问卷 198 份，经

过数据清洁，两所中学分别有 21 份和 5 份问卷存在

重复选项过多，予以剔除。共 567 份( 95． 6% ) 问卷

纳入最终分析。被访者平均年龄( 15． 1 ± 1． 6 ) 岁，

女生 293 名( 51． 7% ) 。剔除的 26 例被访者性别、
年龄、年级与纳入分析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工具

自编人口学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读书年限、户
籍、是否为独生子女、民族、居住方式、学习成绩水平、
班主任性别、有无留守儿童经历、有无性行为、近 30
天是否因为心理问题或身体问题影响学习等。采用

症状自评量表( Self － reporting Inventory，SCL － 90) 了

解被试当前一个月的心理状态。以 SCL － 90 总评分

＞160 分作为阳性指标，进而需要进一步评估。以三

分位间距来划分低、中、高分。此量表在中学生中使

用有良好的信度及效度［6］。
心理求助经历调查: 通过以下问题了解被试心

理求助经历: “过去任何时候您因心理或精神问题

向哪些人寻求过帮助?”选项包括: 从未求助、亲属、
朋友或同学、中医、普通西医、心理医生、巫医、其他。
此项问题为多选题。选择从“未求助”者被定义为

无心理求助经历; 此外所有选择被定义为有心理求

助经历; 选择“心理医生”者被定义为有专业心理求

助经历。

1． 2． 2 调查过程

在怀集县第三人民医院选取 12 名精神卫生工

作人员作为调查员，进行系统培训。每名调查员均

获分配唯一编码，其作用是控制其调查质量。组织

培训调查员，统一指导语，系统学习问卷内容，掌握

问卷调查目的、答题方式。
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在城东中学进行现场调

查，调查点在学校教室。为防止被访者相互干扰，要

求每个教室容纳不超过 30 名学生，隔行而坐。被访

者无需在问卷上填写学号或姓名。每个教室至少配

备 3 名调查员，其中一名为组长。开场时组长进行

指导语宣读，同时强调调查为自愿参加，允许被访者

随时放弃调查，另外 2 名调查员负责巡视，回答学生

的疑问，确保研究对象按照要求填写问卷。每个小

组有一张管理表，登记有该组被访者的姓名、学号、
性别、年龄，调查员在管理表中记录哪些被访者参加

了调查，哪些在听完指导语后退出调查。被访者完

成问卷时需举手示意，由一名调查员负责检查，确保

没有漏项、明显的填写错误。若有错漏，要求被访者

当场改正，随后由另外一名调查员复核，最后各自签

署自己的编码。当天共进行调查 12 场，共 395 名学

生参加调查。第二阶段，2015 年 5 月 4 日在怀集县

职业中学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场地设置及流程同前，

共有 198 名学生参加调查。

1． 3 统计方法

使用 Epidata 3． 1 进行双录入。对于双录入核对

后结果不一致的项目翻查原始资料。使用 SPSS22． 0
syntax 程序进行数据清洁，确保数据真实有效。使用

SPSS22． 0 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进行单因素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用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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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以是否曾经有

心理求助经历为因变量，性别、年龄两个人口学因素

被强制放入模型; 单因素分析中 P ＜0． 10 的变量为协

变量放入模型，用逐步法筛选心理求助行为的独立影

响因素。采用 χ2 检验分析不同 SCL －90 评分者间心

理求助、专业心理求助比例的差异。

2 结 果

2． 1 一般情况

567 份( 95． 6% ) 问卷纳入最终分析。被访者平均

年龄( 15． 1 ± 1． 6) 岁，女生 293 名( 51． 7% )。SCL － 90
评分为 ( 143． 4 ± 46． 4 ) 分，其 中 ＞ 160 分 160 名

( 28． 2% ) 。243 名学生( 42． 9% ) 有心理求助经历，

其中 同 学 或 朋 友 ( 150 /243，61． 7% ) 、亲 人 ( 118 /
243，48． 6% ) 、心理医生( 16 /243，6． 6% ) 是怀集县

中学生心理求助的前 3 名对象，见图 1。在所有调

查对象中，专业心理求助比例为 2． 8% ( 16 /567) 。

图 1 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对象分布

2． 2 有心理求助经历的中学生特征比较

单因素分析发现，女性、年龄较大者、住集体

宿舍者、班主任性别为女性、就一个月因心理问题

影响学习者、近一个月因身体问题影响学习者、
SCL － 90 评分 ＞ 160 分者有心理求助经历的比例

高。见表 1。

表 1 广东怀集县 567 名中学生有无心理求助经历的特征比较

变 量
有心理求助经历

( n = 243)

无心理求助经历

( n = 314)
OＲ χ2 / t 95% CI P

性别

女性 141 ( 58． 0) 148( 47． 1) 1． 5 6． 5 1． 1 ～ 2． 2 0． 011

年龄a 15． 3( 1． 6) 14． 9( 1． 6) － － 2． 6 － 0． 008

读书年限a 7． 7( 1． 3) 7． 6( 1． 2) － － 0． 8 － 0． 407

民族

汉族 242 ( 99． 6) 311( 99． 0) 0． 4 0． 6 0． 0 ～ 4． 1 0． 451

其他 1( 0． 4) 3( 1． 0)

户籍

城市 62( 25． 5) 95( 30． 3) 1． 3 1． 5 0． 9 ～ 1． 8 0． 218

农村 181( 74． 5) 219( 69． 7)

独生子女 15( 6． 2) 29( 9． 3) 0． 6 1． 8 0． 3 ～ 1． 3 0． 177

居住方式

集体宿舍 82( 33． 7) 78( 24． 8) 1． 5 5． 3 1． 1 ～ 1． 2 0． 021

走读 161( 66． 3) 236( 75． 2)

班主任性别

女性 193( 80． 1) 219( 69． 7) 1． 7 7． 6 1． 2 ～ 2． 6 0． 006

学习成绩

优良 41( 14． 4) 45( 14． 3) 1． 0 0． 0 0． 6 ～ 1． 6 0． 981

中下 208( 85． 6) 269( 85． 7)

有留守儿童经历 41( 17． 0) 47( 15． 2) 0． 9 0． 3 0． 5 ～ 1． 4 0． 567

已有性行为 12( 4． 9) 9( 2． 9) 1． 8 1． 6 0． 7 ～ 4． 2 0． 203

近一个月因心理问题

影响学习
43( 17． 7) 34( 10． 8) 1． 8 5． 4 1． 1 ～ 2． 9 0． 020

近一个月因身体问题

影响学习
43( 17． 7) 32( 10． 2) 1． 9 6． 6 1． 2 ～ 3． 1 0． 010

SCL －90 评分 ＞160 分 93( 38． 3) 67( 21． 3) 2． 3 19． 1 1． 6 ～ 3． 3 ＜ 0． 01

注: a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余均为 χ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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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心理求助影响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表明，与心理求助相关的独立因素依

次为: SCL －90 评分 ＞160 分( OＲ =2．0，95% CI: 1． 4 ～
2． 9) ，班主任为女性( OＲ =1．7，95% CI: 1． 1 ～2． 6) ，较

大年龄( OＲ =1．3，95% CI: 1． 0 ～1． 3)。见表 2。

表 2 影响广东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行为相关因素的分析a

变 量 B Wald P OＲ 95% CI

SCL － 90 评分 ＞ 160 分 0． 7 12． 1 ＜ 0． 01 2． 0 1． 4 ～ 2． 9

班主任为女性 0． 5 6． 0 0． 014 1． 7 1． 1 ～ 2． 6

年龄 0． 1 4． 1 0． 041 1． 3 1． 0 ～ 1． 3

性别 0． 3 2． 2 0． 135 1． 3 0． 9 ～ 1． 8

注: a 采用两分类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前进法; 年龄及性别强制放入方程

2． 4 不同 SCL － 90 评分中学生心理求助及专业心

理求助状况

将所有对象按照三分位间距进行划分，分为

SCL － 90 低分组、中分组及高分组。分数越高心理

求助率越高，分数高低和专业心理求助率无关。见

表 3。

表 3 不同症状严重程度中学生心理求助及专业心理求助状况

组 别
求助状况［n( %) ］

有心理求助 无心理求助 有专业心理求助 无专业心理求助

SCL － 90 低分组( n = 184) 50( 27． 2) 134( 72． 8) 5( 2． 7) 179( 97． 3)

SCL － 90 中分组( n = 197) 91( 46． 2) 106( 53． 8) 5( 2． 5) 192( 97． 5)

SCL － 90 高分组( n = 186) 102( 54． 8) 84( 45． 2) 6( 3． 2) 180( 96． 8)

χ2 28． 56 － 0． 16 －

P ＜ 0． 01 － 0． 923 －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42． 9% 的怀集县中学生有心理求

助经历，其中有专业心理求助经历的比例为 6． 6 %，

而全体学生的专业心理求助率仅为 2． 8%，SCL － 90
评分 ＞ 160 分者比例为 28． 2%。研究结果提示怀集

县中学生心理症状较江门市同龄人严重，但心理求

助率及专业心理求助率均较低［2］。既往以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的结果显示，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来自城

市的学生比农村的学生对心理咨询持有更加积极的

看法［7］，农村的学生更加倾向于自行解决问题而不

愿寻求帮助［8］。怀集县地处广东省西北部山区，相

对较低的经济水平及信息水平可能导致学生对心理

求助的态度不如珠三角地区同龄人积极［9］，从而影

响了其心理求助行为。在心理求助对象方面，向朋

友或同学、亲属求助最为常见，而向专业机构求助的

比例极低，此发现与既往研究一致［10］，可能与自觉

症状轻、认为求助可耻、非专业求助的对象较为熟悉

有关［11］。此外，校园心理卫生机构相对不足，可能

导致学生没有合适的专业心理求助对象［12］。家庭、
同伴和朋友所传递的态度信念系统会对个人确认心

理问题和采取应对方式有很大影响［11］，提高他们的

心理卫生知识水平有助于早期发现心理问题［13］，因

此在怀集县开展的校园心理卫生服务过程中，除了

要完善心理卫生机构，还要主动为常见的心理求助

对象( 同学、亲属) 普及基本的心理卫生知识，帮助

他们应对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14］。
在人口学因素方面，本研究发现有心理求助经

历者年龄较大，与 Selkirk 等［9，15］研究结果一致。情

绪处理能力较高的个体更愿意从各种资源中寻求帮

助［7，11］，年龄较大青少年学生在情绪处理能力可能

优于低龄青少年，继而有更积极的求助态度。女性

有心理求助经历的比例更高，这与大多数研究一致，

可能与女性更容易陷入抑郁焦虑、求助意愿更强有

关，亦可能与男性相对情感表达不佳、交流困难、男
子气有关［11，16 － 18］。

在学校相关的变量方面，本研究首次报道居住

情况、班主任为女性与中学生心理求助行为相关。
既往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水平高有利

于心理求助行为的发生［19］，住宿学生及班主任为女

性的学生可能从同学及老师方面获得的社会支持水

平较高，从而更容易接受心理求助行为。多因素分

析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及性别这两个人口学变量后，

SCL －90 评分 ＞160 分( OＲ =2． 0，95% CI: 1． 4 ～2． 9)、
班主任为女性( OＲ = 1． 7，95% CI: 1． 1 ～ 2． 6) 、年龄

较大( OＲ = 1． 3，95% CI: 1． 0 ～ 1． 3 ) 是心理求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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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独立相关因素。提示怀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行

为的发生和人口学、心理症状、社会支持水平等因素

相关。由于 SCL － 90 评分与心理求助行为相关性

最强，进一步分析症状严重程度与心理求助心理的

相关性，发现 SCL － 90 评分越高，心理求助率越高，

然而，专业心理求助率并未随着症状增加而上升。
近期澳门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心理症状越重越担心

丢面子、病 耻 感 越 重，越 不 愿 意 寻 求 专 业 心 理 帮

助［20］，这种情况可能同样存在于怀集县中学生。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相对较小，并未纳

入求助意愿、病耻感等重要变量。这可在下一步的

研究中加以考虑。总之，本研究首次报告了广东怀

集县中学生心理求助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当地中学

生自我报告的心理求助率、专业心理求助率均较低。
朋友、同学、家人是常见的求助对象。在当地开展校

园心理卫生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学生、老师及家长进

行心理卫生知识普及，提高发现他们常见心理问题

的能力从而主动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同时，

为了提高专业心理求助服务的可及性，应该增加对

当地心理卫生机构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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