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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青少年交往焦虑的房树人测验绘画特征，为青少年交往焦虑研究提供新思路。

方法 对956名青少年进行交往焦虑评定和房树人测验。结果 青少年交往焦虑的总体评分为(41．44±

8．208)，男女生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青少年交往焦虑的相关的绘画特征有云朵(8一o．106)、人物

双手(p—o．107)、月亮(p—O．166)、地平线(p一一o．147)、下雨雪花(p一一o．096)、人物张口(8一

一o．091)、鸟儿(B—o．081)、门大小(B一一o．074)。结论 房树人测验对青少年交往焦虑评定具有一定

的辅助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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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焦虑是一种在与人交往时，觉得不舒服、不

自然、紧张甚至恐惧的情绪体验，且从儿童发育期到

青春期有显著增长的趋势。在青少年时期，交往焦

虑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也是成年后众多

问题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教育、职业及人际关系等

方面[1]。对于交往焦虑的评估，目前主要采用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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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而传统问卷调查易受“系统歪曲假设”“好恶度

倾向”等影响，且容易使个体产生防御。绘画测验作

为一种投射测验，避免了这些因素的影响。经过近

百年发展，绘画测验的测量效能已经被公认为具有

科学性，而绘画测验中又以1948年贝克(Buck)提出

的房树人测验[21最为经典和普遍。本研究旨在对青

少年交往焦虑的绘画特征做初步探索，为青少年交

往焦虑的评估与干预提供新思路和辅助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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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按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长沙市

5个区中抽取3个区，再从3个区中随机抽取高中和

初中各4所。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各学校先

按年级分类，再根据每个年级的人数比例抽取班级，

其中高中抽取12个班，共480名学生；初中14个班，

共514名学生。共994名学生，回收有效问卷和房树

人测验的图画956份，有效率为96．2％。其中男生

504人，女生452人。年龄12～19岁，平均(15±

3)岁。

1．2 方法

1．2．1测评方法 (1)交往焦虑的评定：采用交往

焦虑量表(IAS)[33进行评定，共15个条目，受试者

通过判断符合自己程度予以回答，分为“一点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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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焦虑程度

越高。(2)房树人测验：采用动态房树人测验进行

团体施测。首先给每位被试提供A4纸1张、橡皮

1块、铅笔1支。然后要求被试在指导语下进行测

试，指导语为：“请将纸横放，在上面画房子，树和

人，要包括这三样东西，其他东西可以任意添加，注

意人不能画成火柴人和漫画人。如有疑问，可以举

手示意。时间为12 min”。最后，结束后收集图画

及材料。

1．2．2房树人测验赋值编码 按照以往的研究和

临床经验分析[4_8]，可以总结有交往焦虑的青少年绘

画中常见的几种表现形式：(1)个体常通过月亮、星

星、云朵、下雨雪花等形式来表现负面情绪；(2)个体

常通过落叶、枯树等形式来表现低水平心理能量；

(3)个体常通过房屋大小、门大小、窗子大小、人物是

否张口、有无双手等形式来表现内心是否封闭及与

外界交流的主动程度；(4)个体常通过鸟儿、地平线

等形式来表示依赖和退缩。根据上述表现形式，共

列出以下13项房树人测验绘画特征，所有指标均采

用下述方式赋值，如表1所示。赋值编码者由2名经

过培训且有一定经验的精神医学博士研究生组成，

要求必须根据既定的标准对所有图画特征分别进行

独立赋值编码。一致性程度检验分析显示该13项

绘画特征赋值编码一致性信度分别为o．87，o．92，

0．90，0．91，O．87，0．94，O．90，0．89，O．90，0．94，

o．91，o．89，o．93，总体一致性信度为o．91。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o软件中进行统

计学分析，用￡检验或方差分析对青少年交往焦虑绘

画特征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

义的因素再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以P<

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1 青少年交往焦虑13项可能的绘画特征与赋值

2 结果

2．1 青少年交往焦虑的发生情况 调查的956名

青少年，交往焦虑的总体平均评分为(41．44±

8．208)分，男女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

一O．393，P>O．05)。

2．2青少年不同绘画特征交往焦虑的比较 对不

同绘画特征青少年的交往焦虑水平进行￡检验或方

差分析，有统计学差异的绘画特征项目有：门大小

(F一6．237，P—o．002)、人物张口(￡一3．791，P一

0．000)、人物双手(￡一一4．578，P一0．000)、落叶

(￡一一2．458，P—o．014)、枯树(￡一一2．535，P一

0．011)、月亮(￡一一4．002，P=0．000)、星星(￡一

2．971，P—O．003)、云朵(￡一一5．080，P一0．000)、

鸟儿(￡一一4．364，P—o．000)、下雨雪花(￡一

2．660，P—O．008)、地平线(￡一一3．671，P—

O．oOO)；而房子大小(F一1．940，P一0．144)和窗子

大小(F一2．114，P—o．12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青少年交往焦虑绘画特征的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以青少年交往焦虑总分为因变量，以上述单因

素分析筛选出有统计学差异的11项绘画特征(门大

小、人物张口、人物双手、落叶、枯树、月亮、星星、云

朵、鸟儿、下雨雪花、地平线)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

性逐步回归分析。在a—O．05的水平上，依次进人

以交往焦虑总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的绘画特征有

云朵、人物双手、月亮、地平线、下雨雪花、人物张口、

鸟儿、门大小。

3讨论

在本研究中，青少年的交往焦虑总体水平与以

往的调查研究口]基本一致，且男女生之间没有性别

差异。针对青少年交往焦虑的绘画特征，本研究根

据以往研究经验[4’7_83做了一些初步科学性探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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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青少年交往焦虑绘画特征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中，11项单因素分析筛选出

的房树人测验绘画特征中有8项进入了青少年交往

焦虑的回归方程，它们依次是云朵、人物双手、月亮、

地平线、下雨雪花、人物张口、鸟儿、门大小。

在房树人测验中，云朵、月亮和下雨雪花主要象

征着一种负性情绪，用以表达绘画者当下心境，同时

也是一种情绪宣泄的标志[4_8]，交往焦虑往往会给个

体带来很大的苦恼，因此产生一系列负性情绪。在

现实生活中，个体与外界交流，心门先要打开，然后

再张口说话和握手交流，不可缺少，而在绘画意象

中，房屋门的大小代表着心门的开放程度，张口代表

着交流与诉求，双手有无则代表的人际交流的主动

和接纳程度，当个体出现交往焦虑时，易出现内心封

闭和孤寂，在人际交流中也会多选择退缩[4-6]，而表

现在绘画上就是房屋门较小、人物闭口和缺少双手。

鸟儿是内心对自由的渴望，也是一种依恋的情绪[4]，

交往焦虑个体内心多充满对自由交流的渴望，而现

状却完全相反，因此内心纠结和矛盾，容易产生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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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形成依恋情结，而地平线也正是这种退缩的表

现，此时又不乏多了些对过往的思考[4-6]。

青少年处于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过渡时期，一

个半成熟、半幼稚的时期，一个独立性与依赖性错综

复杂、充满矛盾的时期，思想上的敏感与应对方式的

缺乏往往易使其产生交往焦虑。而将绘画测验引入

交往焦虑评估，一则化解了传统问卷调查的阻抗；二

则也促使了不良情绪的宣泄日]。本研究尝试性探索

了青少年交往焦虑在房树人测验中的绘画特征，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希望能对青少年交往焦

虑的评估和干预起到一定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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