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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初中生在安全感上的差异 ,探讨影响安全感的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安全感量

表、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和自编问卷对 76名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和 146名公办学校学生进行了调查。 结果　两类学生在

安全感和心理控制源上没有差异 (P> 0. 05) ;安全感和心理控制源呈显著性 (P < 0. 001)负相关 ;对自编调查问卷进行因素分

析 ,得到的 8个因素中 7个因素与安全感呈显著性相关 ;两类学生在各影响因素上有差异的是因素 1(P < 0. 01)和因素 8(P <

0. 001)。 结论　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初中生在安全感总体水平上没有差异 ,影响安全感的是心理控制源等共 8项因素 ,两

类学生在各影响因素中有差异的是家庭教育方式和学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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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 y ,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 Hef ei 230032, P . R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mig ratory junior school students with local junior sch ool students on security sensa tion and

find out the r elative factor s. Methods　 76 students in mig rato ry junio r sch ool and 146 students in local junior schoo l wer e investi-

gated by the Security Questionnaire, Internal- ex ternal locus of contro l scale and the questionnaire compiled by the auth or. Re-

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betw een the two kinds o f students on security (P> 0. 05) and lo cus of contr ol (P> 0.

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 tiv e cor relation (P < 0. 001) betw een security and the locus o f control was found. Eight facto rs

w ere ex trac ted form the questionnaire compiled by the autho r and seven of them had significant co rrelations with security. Factor

1 (P < 0. 01) and facto r 8 (P < 0. 001) w 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students. Conclusion　 There aere no

difference between mig ra to ry and local junio r schoo l students on security at g enera l lev el. 8 factor s including Locus of control et a l.

can affect security. The mode of educa tion at home and the env ir onment of schoo l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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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往研究中已有关于民工子弟这一新兴的特殊群体的研

究 [1-4 ] ,但尚未有关于这一群体安全感的研究。 安全感是马斯

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的一部分 ,他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

5个层次 ,安全需要仅位于生理需要之上 ,决定着更高层次需

要 (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 )的实现。 所以安全感是

心理健康的基础 ,有了安全感才可能有健康的心理 [5]。民工子

弟学校与公办学校学生安全感有无差异 ,相关因素有哪些 ,本

研究对此进行探索以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结论。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本研究随机选取合肥市两所民工子弟学校初中

生共 82名 ,一所公立学校初中生共 180名。 共发放测量问卷

262份 ,回收 262份。民工子弟学校有效问卷 76份 ,其中男生

43人 ,女生 33人 ,平均年龄 15岁 ;公立学校 146份 ,其中男生

71人 ,女生 75人 ,平均年龄 14岁。 总有效回收率 84. 73% 。

1. 2　工具

1. 2. 1　安全感量表　安全感量表 ( Security Questionnair e ,

SQ ) [6] ,包括人际安全感 (因子Ⅰ ,主要反映个体对于人际交

往过程中的安全体验 )和确定控制感 (因子Ⅱ ,主要反映个体

对于生活的预测、控制和确定感 )两个因子共 16题。各因子同

质性信度分别为 0. 75和 0. 72;斯皮尔曼分半信度分别为

[5 ]石其昌 ,章建民 , 徐方中 ,等 . 浙江省 15岁以上人群精神疾病流

行病学调查 .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 2005, 39( 4): 229-236

[6 ] Gureje O, Lasebikan VO, Kola L, et al. Lifetime and 12- month

prevalence of men tal di sorders in th e Nigerian Survey of Men tal

Health and Well- Being. Br J Psychiat ry, 2006, 188( 5): 465-471

[7 ]Mohammadi M R, Haratoon D, Noorbala AA, et al. An epidemio-

logical survey of psychiat ric disorders in Iran. Clin Pract Epidemol

Ment Heal th, 2005, 1: 16

[8 ]De Graaf, R. , Bi jl, R. V. , Smit , F. , et al. Risk Factors for 12-

Mon th Comorbidity of Anxiety, Anxiety, and Substance Use Disor-

ders: Findings From th e Neth erlands Men tal Health Survey and In-

cidence Study . Am J Psychiat ry, 2002, 159( 6): 620-629

[ 9] Leiknes KA, Finset A, Moum T, et al. Current somatoform disor-

ders in Norw ay: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comorbidi ty w i th anxi-

ety, depression and musculoskeletal di sorders. Soc Psychiat ry Psy-

chiat r Epidemiol. 2007, 42( 9): 69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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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2和 0. 67;总量表的同质性信度 0. 80;重测信度 0. 7442。

采用 1- 5级记分法 ,得分越高 ,安全感越强。

1. 2. 2　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　内在—外在心理控制

源量表 ( Internal- Ex ternal Locus o f Contro l Scale) [7] ,含 23

个正式题和 6个插入题。 对外控性选择记分 ,得分在 0(极端

内控 )到 23(极端外控 )之间。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是 0. 70,

间隔一个月的重测信度是 0. 72。

1. 2. 3　自编问卷　结合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已往研究 [8-16] ,有

关安全感的理论研究 ,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老师和学生的

走访 ,自编问卷。问卷分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 ,共 50题 , 28题

用于了解基本信息 , 22题用于因素分析 (四点量表 ,正向计分

8题 ,反向计分 14题 )。

1. 3　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 ,问卷全部由第一作者用统

一的指导语在各学校课堂时间内发放 ,学生、家长当场作答后

即刻收回。 用 SPSS 12. 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

2　结　果

2. 1　安全感差异性检验　 t检验显示 , 2类学校安全感总分

( t= -1. 40, P> 0. 05)及 2个因子 (因子Ⅰ ,人际安全感: t= -1.

47, P> 0. 05; 因子Ⅱ ,确定控制感: t= -1. 01, P> 0. 05)差异

未达显著水平。

2. 2　安全感和控制源相关性检验　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显

示 ,控制源和安全感总分 ( r= -0. 375, P < 0. 001)、两个因子

(因子Ⅰ , r = -0. 295, P < 0. 001; 因子 Ⅱ , r = -0. 359, P <

0. 001)呈显著性负相关。

2. 3　自编问卷的因素分析　自编问卷各变量间 KM O值为

0. 723,球形假设被拒绝 ,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正交旋转主成

分分析法 ,抽取特征值大于 1的因素共有 8个 (累计贡献率

62. 55% )。由图 1可看出 ,第 5个因素开始特征值下降逐渐平

缓 ,第 8个因素开始特征值小于 1。

　　选取负荷量≥ 0. 4的项目 , 8个因素命名及所含项目见表

1。

2. 4　自编问卷各因素与安全感的相关性检验　按表 1计算

各因素得分 ,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显示除因素 6外 ,其它所有

因素都同安全感呈正相关 (表 2)。

　表 1 各因素命名及所含项目

　　因　素 　　　　问　题

1.家庭教育方式 你父母是否经常找你谈心

你的观点是否经常受到父母肯定

你父母是否会经常鼓励你

你和你父母的关系

2.教师信任感 老师是否经常鼓励你

你是否非常相信老师的话

老师的教学态度

你是否觉得老师很偏心

3.同伴关系 你是否有很多关系很好的同学

你是否经常和同学闹矛盾

你是否觉得同学总是拒绝你

4.校园气氛 你的同伴是否经常鼓励你

课堂气氛如何

课堂秩序如何

5.亲子关系 你父母是否经常干涉你的私人生活

你是否从不和父母发生冲突

你的要求是不是经常遭到父母拒绝

6.教师关心 老师是否经常鼓励你

老师是否经常找你谈心

7.人际交往 你是否从不想向老师说出你内心想法

你是否有很多关系很好的同学

和同学交往 ,你是否觉得很害羞

8.学校环境 学校的课外活动是否太少

过去一年你的授课老师是否经常调换

2. 5　影响安全感各因素的差异性检验　 t检验显示 ,两类学

校在影响安全感各因素中差异显著的是因素 1(家庭教育方

式 )和因素 8(学校环境 ) (表 3)。

附图　自编问卷因素分析碎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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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自编问卷各因素与安全感的相关性检验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因素 5 因素 6 因素 7 因素 8

安全感 r 0. 353* * 0. 248* * 0. 330* * 0. 186* * 0. 152* 0. 096 0. 431* * 0. 219* *

P 0. 000 0. 000 0. 000 0. 006 0. 025 0. 155 0. 000 0. 001

因子Ⅰ r 0. 330* * 0. 230* * 0. 292* * 0. 186* * 0. 124 0. 114 0. 460* * 0. 135*

P 0. 000 0. 001 0. 000 0. 006 0. 067 0. 091 0. 000 0. 044

因子Ⅱ r 0. 289* * 0. 206* * 0. 288* * 0. 143* 0. 142* 0. 058 0. 308* * 0. 243* *

P 0. 000 0. 002 0. 000 0. 035 0. 036 0. 392 0. 000 0. 000

　　* * P < 0. 01, * P < 0. 05

　　表 3 自编问卷中影响安全感的因素按学校类别的差异性检验

心理控制源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因素 4 因素 5 因素 7 因素 8

Mean 民工子弟 7. 78 11. 56 12. 59 8. 70 8. 47 7. 27 8. 63 3. 75

公办学校 8. 12 12. 43 12. 02 8. 88 8. 36 7. 11 8. 78 4. 93

P 0. 522 0. 007 0. 061 0. 458 0. 660 0. 519 0. 534 0. 000

3　讨　论

3. 1　两类学生安全感的差异性　两类学生在安全感总分、因

子Ⅰ (人际安全感 )、因子Ⅱ (确定控制感 )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性 (P> 0. 05) ,说明在民工子弟同样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

生活环境也有着良好的适应。本次研究支持以往的“对同学关

系的满意程度很高”、“逐步适应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17]的

结论 ,不支持“人际关系紧张”、“环境适应不良” [2]的结论。 两

类学生在安全感上没有差异 ,可能有以下原因。①心理控制源

没有差异。对两类学生的控制源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 (P> 0.

05) ,说明两类学生在心理控制源上没有差异。 ②自编问卷提

取的各因素中 ,两类学生差异显著的因素很少。本研究打破了

人们以往对民工子弟的消极认识 ,民工子弟并非各方面都较

公办学校学生差。利用因素分析归纳出的 8个因素中 ,民工子

弟只有家庭教育方式和学校环境较公办学校差 ,不足以引起

两类学生在安全感上的差异。 ③民工子弟的心理健康状况正

随着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而逐步改善。本次研究的可喜

结果同 2006年的研究 [17]有很多相同之处 ,而和 2004年的研

究 [1, 2]有很多不同 ,证明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帮助收

到了成效。

虽然两类学生在安全感总体水平上没有差异 ,但不能因

此弱化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如果不去积极改善民工子弟的生

活现状 ,原本没有差异的各因素很可能会出现差异 ,而已有差

异的因素很可能差异会更大 ,最终导致民工子弟安全感水平

的降低 ,使这一群体变成真正的弱势群体。 本研究表明 ,民工

子弟的家庭教育方式和学校环境需要改善。

3. 2　影响安全感的因素　控制源同安全感呈显著性 ( P <

0. 001)负相关 ,即内控制者对安全感有利 ,这是本次研究的重

要发现之一。控制源的个体差异预示着不同的行为表现: 内控

者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引发随后事件的主要因素 ,而

外控者则常把行为之后的事件看成是机遇、运气或超出自己

能力的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已有研究表明 ,倾向于内控的人更

乐观、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适应性 [18-20] ,内控性还对社

交能力、情绪 [21] ,社会支持的领悟水平 [22] ,人际信任程度 [23] ,

自我价值感水平 [24]等有着积极影响。心理及教育工作者可根

据心理控制源的相关理论培养学生的内控性 ,从而提高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性 ,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

新的途径。

由表 2可知 ,家庭教育方式、教师信任感、同伴、校园气

氛、亲子关系、人际交往、学校环境与安全感都有关 ,对学生以

上七个方面进行干预 ,有利于提高学生安全感水平。如家庭教

育方式: 家长经常和孩子谈心、肯定和鼓励孩子 ,建立良好的

亲子关系 ;教师: 经常鼓励学生 ,对学生的态度和蔼、公正 ,提

高自身素质 ,端正自身的教学态度 ,增强学生对教师的信任

感 ;同伴关系: 鼓励学生扩大交际圈 ,大胆地交往 ,更多地去帮

助及接受同伴、鼓励同伴 ,正确、宽容地对待同学之间的矛盾 ;

亲子关系:父母不过分干涉孩子的私人生活 ,不总拒绝和否定

孩子 ;人际交往: 学生经常和教师、同伴交流 ;学校环境: 丰富

的课外活动和稳定的教师队伍 ,改善校园环境 ,良好的校园气

氛 ,建设和谐校园等等 ,都有利于学生安全感的提高。

3. 3　提高安全感水平的对策　本研究发现 ,家庭教育方式和

学校环境对民工子弟的安全感水平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 ,改

善这两个因素 ,是今后工作的重要内容。

改善家庭教育方式可以通过提高民工子弟父母的自身素

质来实现。 民工子弟在家庭教育方式因素上劣于公办学校学

生 ,往往是因为父母的文化水平低造成的。 本次调查中 ,民工

子弟的父母文化水平主要以初中 ( 44. 1% )和小学 ( 36. 8% )为

主 ,公办学校学生父母文化水平主要以高中 ( 32. 0% )和初中

(初中 30. 3% )为主 ,而且后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 27. 7% ,其中大专 14. 2% ,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 13. 5% )明

显高于前者 ( 2. 0% ,其中大专 1. 3% 、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

0. 7% ) ,前者未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比例 ( 7. 2% )明显高于后者

( 0. 4% )。 建设对象为民工的民工学校 ,对民工进行定期培训

和教育 ,不仅可提高民工的自身素质和技术水平 ,为城市治安

和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还可对他们的下一代产生积极影响 ,由

此可见 ,开办民工学校显得尤为重要。

改善学校环境 ,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政府可从制

度和经济上对现有的民工子弟学校进行规范和援助 ,取缔条

件差的学校 ,支持办学条件良好的学校 ;把大量分散的条件差

的民工子弟学校集中起来 ,建立几个教学资源良好的民工子

弟学校 ,不仅学生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教学资源 ,家长也不必承

受过重的经济负担。 社会各界可以和民工子弟学校开展各种

活动 ,如高校学生开展支教活动 ,丰富民工子弟的艺术课 ;公

办学校开展联谊活动 ,有利于两类学生的交流和相互学习 ;民

间非政府组织可开发一些和民工子弟有关的项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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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学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心理状况比较

曲夏夏①

【摘要】　目的　了解潍坊市某中学高一、高二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学生在学习适应、心理健康、生活适应、学习效能 4个因素

上的差异 ,及与学业成绩 5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方法　随机抽取班机 ,进行团体施测 ,最近一次的综合考试总成绩为学业成绩指

标。结果　高一 、高二学生在心理不平衡 (P < 0. 05)、情绪不平衡 (P < 0. 01)和适应不良 (P < 0. 05) 3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其

他因素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结论　教师应在知识教学的同时 ,充分重视学生学习适应、心理健康、生活适应以及学习效能的发

展 ,以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心理状况的差异性 ,进行有针对性地辅导和教学。

【关键词】　发展心理学 ;学习适应 ;心理健康 ;生活适应 ;学业效能 ;学业成绩

Survey on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only Child or not. Qu X iax ia.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 J inan

250014, P . R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 ate the differ ence betw een students from one-child family o r no t and the r ela tionship betw een

Administra tiv e Aptitude, Mental Health, Lif e Events Adaptation, Scho last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Grade

One and Two Students in High Schoo l. Methods　 Students w ere tested in g roups by AAT , ASLEC and etc. Their academic

achiev ements in 2007 recently w ere collected. Resul ts　 Mental unbalance (P < 0. 05) , Emotion unbalance (P < 0. 01) and Inade-

quate adaptation (P < 0. 05) ar e distinctiv ely different from students only childr en o r not. They a re similar on the other factors.

Conclusion　 Teach ers should take co rresponding teaching skills acco rding to the difference ( Administra tiv e Aptitude; Mental

Hea lth; Life Events Adaptation; Scho lastic Self-efficacy ) of a student w ho was bo rn in one-child family or not.

【Key words】　 Development psycho log y; Administrativ e aptitude; Menta l h ealth; Life events adapta tion; Scho lastic self-efficacy;

Academic achiev 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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