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123名小学生 MHT各分量表上得分异常者检出情况

检出人数 检出率

A 学习焦虑 54 43. 9

B对人焦虑 13 10. 57

C孤独倾向 9 7. 32

D 自责倾向 24 19. 51

E过敏倾向 22 17. 89

F身体症状 30 24. 39

G 恐怖倾向 7 5. 69

H 冲动倾向 2 1. 63

表 1结果显示: 123 名小学生各种心理问题

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焦虑、身体症状、自责

倾向、过敏倾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以单项大于 7分为准)

2. 心理问题的性别分布。

表 2 123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总体状况

性别 人数 焦虑倾向者 发生率

男 61 4 6. 56

女 62 3 4. 84

合计 123 7 5. 69

表 2结果表明: 从检出率来看, 本次调查的

123名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看大多数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良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比例较低。

(二)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学习成绩的关系

表 3 小学生心理健康各项分与学习成绩的关系

优良组

X S r

中等组

X S r

不良组

X S r

A. 7. 44 3. 60 0. 43* * 8. 25 3. 25 0. 36* 8. 71 3. 73 0. 61* *

B. 3. 62 2. 40 0. 39* * 3. 26 2. 14 0. 49* * 4. 14 2. 39 0. 50* *

C. 2. 16 1. 44 0. 05 2. 16 1. 67 0. 34* 2. 00 1. 45 0. 26*

D. 4. 12 2. 19 0. 29* 4. 77 2. 60 0. 47* * 3. 14 2. 13 0. 35*

E. 3. 73 2. 40 0. 44* * 4. 70 2. 27 0. 40* * 3. 79 2. 73 0. 85* *

F. 4. 03 2. 94 0. 29* 5. 30 2. 75 0. 29* 4. 21 2. 91 0. 54* *

G. 2. 62 1. 57 0. 27* 3. 05 1. 99 0. 14 2. 36 1. 53 0. 60* *

H. 2. 64 1. 57 0. 25* 3. 21 2. 11 0. 31* 1. 64 1. 47 0. 47* *

注: * 表示有显著相关, * * 表示有极显著相关

三 结果分析与讨论

从本项研究的总体情况看: 小学生的学习成

绩与心理健康状况有较大的相关关系, 心理健康

量表中的八个因子与不同组学生的学习成绩均有

极其显著和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显示为:心理

健康量表中的对人焦虑、过敏倾向分项目与三组

学生的学习成绩均呈现出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

学习焦虑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但在学习优良组和

学习不良组呈现出极其显著性相关, 而学习中等

组的学生学习焦虑与学习成绩呈现出显著的相关

关系。身体症状、恐怖倾向 、冲动倾向与学习成

绩不良组呈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 与学习成绩优

良、中等组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孤独倾向与

学习成绩中等组和学习成绩差组呈现显著相关关

系。自责倾向与学习成绩中等组呈现出极其显著

的相关关系、与学习成绩优良组和学习成绩差组

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小学生的心理健

康与学习成绩呈现出高的相关关系。

(一) 小学生的学习焦虑问题应引起关注

从对调查结果的量化分析看: 学习焦虑问题在学

生中普遍存在, 但不同学习成绩组的学生学习焦

虑情况是不同的。学习成绩在 80分以上和 70分

以下的学生学习成绩与学习焦虑呈现极显著性相

关关系。学习成绩在 80至 70分左右的学生学习

成绩与学习焦虑呈现显著性相关关系, 学习焦虑

和学习成绩的相关程度反映出学习成绩好的同学

心理压力较大,时常担心成绩下降, 被别人追上。

而学习成绩差的同学焦虑更大, 承受着家长和教

师给予的压力。从总体检出率看, 在被调查人数

中 43%人有不同程度的学习焦虑, 学习焦虑在八

个分项目中排在第一位。学习焦虑项目主要反映

出学生对老师课堂提问感到不安、睡觉时总想着

明天的功课、考试前心理紧张、对考试成绩非常重

视,一但没考好就会产生严重的心理负担、担心考

不好会受到家长的批评训斥等。在同一些家长的

访谈中也反映出, 大部分家长首先关注的就是孩

子的学习成绩, 这种过分关注必然给孩子造成心

理压力,学习好的要保持住名次,成绩差的要去追

赶,你追我赶, 心情长期处于焦虑和应激状态,因

此,学习焦虑越来越严重。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研

究证明,适度的学习焦虑对学习有促进作用,而过

度的焦虑则会影响学习成绩。因此, 教育工作者

及家长对学生的学习不能没有要求, 但也不能要

求过高,研究结果提示我们特别要给优秀生降低

学习压力,给差生以信心,而不是压力。

(二) 要高度重视小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

身体症状主要反映小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调查

显示:小学生的身体症状检出率位居第二,在被调

查人数中有 24人。39%的小学生经常有身体上

的不适反应, 如手上经常出汗、害羞时脸红、经常

头痛、很易疲劳、睡眠障碍、对自己的相貌缺乏自

信、经常觉得胃肠不好、经常感到呼吸困难、由于

紧张去厕所次数多。本次调查的情况在平时的观

察中也经常发现, 大多数的中小学生睡眠严重不

足,基本上没有体育锻炼和闲暇时间。联合国世

界卫生组织提出19岁至 35岁的人每天要保证 9

个小时的睡眠,才能够使身体健康,而从我们现在

的中小学生作息时间来看, 大部分学生仅有 7- 8

个小时左右的睡眠。特别是那些写作业慢的同

学,一天仅能睡 6- 7个小时。教育要切实减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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