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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交往焦虑的相关因素分析

严虎 陈晋东

【摘要】 目的研究中学生交往焦虑水平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地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依

据。方法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长沙市抽取2 216名中学生，采用自制一般情况问卷、交

往焦虑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自尊量表进行调查。结果(1)中学生交往焦虑平均分为(41．46±

8．299)分，主要体现在与异性交往、社交自信心、陌生社交环境等方面。(2)农村、非独生子女、单亲家庭

中学生的交往焦虑显著高于城市、独生子女、非单亲家庭中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6．527，

一3．760，3．806，P<0．01)。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家庭关系越不和睦、父母要求越不严格、家庭暴力越

频繁，中学生的交往焦虑越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史(F=29．962，30．399，6．626，11．565，P<0．01)。

(3)中学生交往焦虑与负性生活事件及自尊评分均显著正相关(r一0．347，0．397，P<0．01)。(4)中学

生交往焦虑的相关危险因素有农村、非独生子女、单亲家庭、家庭经济条件差、家庭不和睦、父母要求不

严格、家庭暴力、负性生活事件以及低自尊。结论 中学生交往焦虑的影响因素较多，应根据其影响开

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及预防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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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teraction anxiety statu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its re—

lated factors，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research．Methods A stratified clus—

ter sampling survey was carried out with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adolescent sel卜一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and self—esteem scale(SES)in 2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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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Changsha city．Results (1)The average score of IA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42．93±7．35)，and it embodied interacting with opposite sex，lacking confidence，talking in an un—

familiar environment and SO on．(2)The interactive anxiousness of rural students，non—singleton，and

students from single--parent famil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rban students，singleton and

students from non single--parent family(t一6．527，3．760，3．806，P<0．01)．The wors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the more disharmonious the family relations，the more non—strictly the parents expert and

the more the parents’violence behavior，the higher the interactive anxiousness(F一29．962，30．399，

6．626，11．565，P<O．01)．(3)The interactive anxiousnes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

tive lire events and self—respect 1evel(r一0．347，0．397，P<O．01)．(4)The risk factors of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included living in rural area，non—singleton in family，sin91e—parent family，poor，dishar-

mony of family member，non—strict parents，family violence，negative 1ire events and lOW self—esteem．

Conclusions There were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on interaction anxiety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and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based on these influencing factor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reduce interaction anxiety．

[Key wordsl Interaction anxiety：PsychosociaI factors； Correlati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交往焦虑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交往时体会到的不

自在、恐惧、紧张、担忧、回避等情绪和行为反应，是

一种条件习得的情绪反应，且从儿童发育期到青春

期有显著增长的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矫正或改

善，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交焦虑障碍，并持续影响

其个性发展、学业成就、职业发展、身心健康等方

面[1]。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学生交往焦虑水平及其相

关影响因素，为进行有效干预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1年11月，采取分层整群随机

抽样的方法，在湖南省长沙市抽取农村初、高中和城

镇初、高中各2所学校作为调查学校，分别在选择学

校的每个年级随机抽取2个班级共抽取48个班级的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2 286份，收回有效

问卷2 216份，有效率为96．94％。被调查者的年龄

在11～18岁，平均(14．60±1．56)岁，其中男生1 147

人，占51．8％，女生1 069人，占48．2％。

1．2 方法

1．2．1测评工具 测评工具包括自制一般情况量

表、交往焦虑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自尊量

表。自制一般情况量表包括年龄、性别、城乡、是否

为独生子女、是否为单亲家庭、家庭经济情况、家庭

关系情况、父母严格情况和家庭暴力情况。交往焦

虑量表(IAs)[21共15个条目，受试者通过判断符合

自己程度予以回答，分为“一点也不相符”、“有一点

儿相符”、“中等程度符合”、“非常符合”、“极其符合”

5级评分，分数越高，社交焦虑程度越高。青少年生

活事件量表(ASLEC)[23共27个条目。对于每个条

目，受测者先判断最近一年有无发生，若发生过再评

价事件对自己的影响程度，分为“没有”、“轻度”、“中

度”、“重度”、“极重”5个等级。自尊量表(SES)[2]，

共10个条目，对于每个条目，受试者直接报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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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是否符合他们自己，分“非常符合”、“符合”、“不

符合”、“很不符合”4级评分，分数越低，表示自尊程

度越高。

1．2．2 资料收集 以班级为单位，由经过培训的研

究人员向全班讲明填写调查表的要求后，统一发放，

统一收回。对于不合作的同学尽量说服，鼓励其完

成问卷，以尽量减少无应答偏倚。

1．3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输入SPSS 13．0软件包

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包括一般频数分布、t检

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

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中学生交往焦虑的评分 在本次调查中，中学

生交往焦虑的总体平均评分为(41．46士8．299)分，

要低于顾璇等[31调查的(43．84±9．350)分，两者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一一13．498，P<0．01)，而在与

大学生交往焦虑评分(38．78--+8．59)分[4]的比较中，

中学生交往焦虑高于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一15．204，P<0．01)。

2．2 中学生交往焦虑的项目分析 见表1。从交往

焦虑量表各条目选择各等级的人数和百分数的结果

可以看出，第1、5、7条得分最低，非常符合和极其符

合的百分比分别为7．7％、7．5％、7．7％，而第3、6、9、

10、15条得分最高(第3、6、10、15条为反向计分)，所

占百分比分别为45．7％、60．9％、65．2％、51．4％、

60．7％，表明中学生在聚会及与同性交往中焦虑相

对较少，而在与异性交往、社交自信心、陌生社交环

境等方面焦虑相对较多。

2．3 不同特征中学生交往焦虑评分的比较 见表

2。在不同特征中学生交往焦虑评分比较中，农村中

学生、非独生子女、单亲家庭中学生的交往焦虑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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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交往焦虑量表各条目选择各等级的人数和百分比(例。％)

著高于城镇中学生、独生子女、非单亲家庭的中学

生。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家庭关系越不和睦、父母要

求越不严格、家庭暴力越频繁，中学生的交往焦虑越

高。而在性别和初、高中中学生交往焦虑的比较中，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2不同特征中学生交往焦虑评分的比较(分，；±S)

2．4 中学生交往焦虑与生活事件及自尊的相关性

分析见表3。中学生交往焦虑与生活事件总刺激

量及6个因子，以及自尊评分均显著正相关(P<

0．01)，即负性生活事件越大、自尊水平越低，交往焦

虑程度就越高。

2．5 中学生交往焦虑与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见表4。以中学生交往焦虑评分为因变量，以

性别、城乡、初高中、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单亲家

庭、家庭经济情况、家庭关系情况、父母严格情况、家

庭暴力情况、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及其6个因子以及

自尊评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在a一0．05的水平上，进入以交往焦虑评分为因变

量的回归方程的项目有自尊评分、人际关系因子、学

习压力因子、城乡、父母严格情况、家庭经济情况、受

惩罚因子。

表3中学生交往焦虑与生活事件及自尊的相关性分析(r值)

0．347 0．369 0．348 0．232

表4 中学生交往焦虑与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的交往焦虑得分高于

大学生[4]，主要是由于中学生相对大学生而言，面临

着较大的升学压力，社交活动相对较少，心理发育相

对不成熟，从而引发更多的焦虑情绪所致。而在交

往焦虑的项目分析中发现，中学生的交往焦虑主要

表现在与异性交往、社交自信心、陌生社交环境等方

面的焦虑，而在聚会及与同性交往中焦虑相对较少。

交往焦虑在性别、初高中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465·

万方数据



这与国内外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似[5-6]。

本研究发现农村中学生交往焦虑程度显著高于

城镇，且家庭经济条件越差，交往焦虑程度越高，这

与肖融[7]研究一致，农村中学生一般都承担着较大

的经济压力，由于生活环境限制，社会交往活动也相

对较少，同时也比较自卑口]，所以其交往焦虑程度较

高。有研究报道[9]，独生子女在父母情感温暖与理

解方面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家庭一般采用温

暖、理解的教养方式，建立温暖信任的氛围，这均有

利于培养子女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有助于子女情绪

的稳定，所以独生子女的交往焦虑低于非独生子女。

而且家庭的不完整性[10|、不和睦性[1u以及家庭暴

力[73往往容易使中学生产生不良情绪，使其封闭内

心，降低自信心，不愿与外界交流，严重时有可能产

生厌世的想法，因此焦虑水平较高。而与以往研

究L1纠不同的是，父母要求越严格，中学生交往焦虑程

度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在父母严格要求下，子女会更

自我完善，在交往中也会更自信。

本研究中，生活事件量表总刺激量及其6个因

子均与交往焦虑有较强相关性，以往研究口胡认为生

活事件与抑郁情绪密切相关，且负性生活事件是产

生抑郁等负性情绪的重要因素，负性情绪使得个体

更加不自信，从而交往焦虑程度增加。自尊水平越

低的个体往往对自己的社交行为不满意而呈现出较

高的焦虑水平，产生过多的恐惧体验和回避行为，本

研究亦证实自尊是交往焦虑的重要因素，这与以往

研究结论相同[1“，自尊对交往焦虑情绪产生有重要

影响，低自尊可能是交往焦虑个体普遍存在的心理

特征。

目前已有学者[1 5]对如何及时发现、调节中学生

交往焦虑做过相关研究，但由于其影响因素较多，需

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创建良好的家庭环

境，提高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能力，加强心理健康教

育，以提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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