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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阶段是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寄宿制学习生活对学生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

某县寄宿制初中生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了寄宿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发现存在寄宿、年

龄、性别、生源地等因素的学生心理健康的差异，并从学校、家庭、社会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心理健康

教育意见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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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nior middle school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individual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boarding school lif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board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county, analyze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boarding students,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of students due to boarding, age, gender 

and place of origi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pin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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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走读学生相比，寄宿生学习生活

环境相对封闭，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

生与家长的交流联系，因此对寄宿生学

习生活与身心发展问题应加以重视。本

文对某县寄宿制中学7-9年级550名学生

进行了心理健康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并根据寄宿制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

出了相关的教育对策和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调研对象基本情况：本研究调查某县

三所寄宿制中学初中生，共550人，经筛

选后有效人次为512人；其中城市学生

203人，农村学生309人；男生268人，女

生244人；寄宿生256人，非寄宿生256人。 

调研工具：量表选用适用于我国中

学生标准化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MHT）。调查使用统一的问卷指导语，

以网络问卷进行数据采集。采用Excel、

spass21.0进行数据处理，筛选无效问卷，

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等方法进行分析。 

2 结果分析 

2.1学生基本情况统计分析 

调研学生中初一到初三学生占比分别

为54.2%、20.8%、25%；47.2%为独生子女，

26.7%为单亲或者离异家庭，18.7%为留守

学生。除开学校基本生活费外，76.4%的学

生零花钱数量低于100元/月。父母文化程

度以及外出工作情况如图1、图2所示。 

 

 

2.2寄宿与心理健康分析 

寄宿生在孤独倾向、自责倾向上具

有显著性差异（P<0.05），数据见表1。 

2.3各类变量对MHT各因子的差异 

MHT各因子在总得分上看，学习焦虑

的得分在八项焦虑倾向中为 高。MHT

得分在性别变量上，女生MHT得分在冲动

倾向、对人焦虑、过敏倾向、恐怖倾向、

身体症状、学习焦虑方面显著高于男生

（P＜0.05），数据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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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源地差异上，体现为农村学生

在孤独倾向MHT得分（M=3.25）显著高于

城市学生（M=2.37）；在年级差异上，体

现为不同年级学生在恐怖倾向方面显著

差异（P＜0.01），随年级增长恐怖倾向

的得分逐渐降低，初一均值为3.75，初

二均值为3.33，初三均值为2.91；非独

生子女群体在学习焦虑、过敏倾向上显

著高于独生子女群体（P<0.05）。 

单亲家庭的学生与非单亲家庭的学

生在过敏倾向上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在过敏倾向方面，单亲家庭

均值为5.85，非单亲家庭均值为6.37。

留守学生和非留守学生之间在各维度无

显著性差异，父母外出打工时间对学生

MHT得分没有显著影响。 

刘广玲已有初中生零花钱现状及教

育对策研究中显示，中学生每年获得的

零花钱约887.86元人民币，每月人均零

花钱为67.79元，在本次调研中将100元

作为划分零花钱多少的区分。零花钱多

的学生在MHT过敏倾向得分更高，在冲动

倾向上得分更低。 

3 讨论与分析 

3.1学生情况讨论分析 

在寄宿以及各类MHT因子分析中：学

习焦虑因子得分在八项焦虑倾向中

高，学生的学习焦虑都已经成为初中学

生面临的 突出的问题之一，学生仍然

面临着激烈的升学压力和竞争压力。此

次调研中寄宿生占比50%，寄宿已经成为

不少初中学生家庭，尤其是区县郊区、

农村学生家庭的必然选择，是初中生成

长历程中重要的生活事件。此次调研结

果也显示在过敏倾向和自责倾向上都表

现为非寄宿生得分更低。主要原因可能

为寄宿生在住校期间缺乏家人的陪伴与

关爱，感觉内心孤独、寂寞，变现更为

敏感。因此，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寄

宿经历与寄宿时间变量的探究是值得深

入开展的方向。 

在性别差异方面：本次调研数据中，

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良好，在性

别因素上，男生在MHT总分、冲动倾向、

对人焦虑、过敏倾向、恐怖倾向、身体

症状、学习焦虑方面均好于女生。调研

结果与姚应水等不同性别青少年MHT量

表的Meta分析、王丽调查结果以及宁源

等人的中小学学生MHT调查结果相一致。

性别差异一方面可能缘于女生身心发育

早于男生、表现更为成熟，加上身体的

快速变化导致的紧张焦虑等；另一方面，

从性别特点来看女生新手更为细腻、敏

感，可能在相关因子如过敏倾向、恐怖

倾向等体现出来。 

在年级方面：调查显示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也有所差异，初一学生恐怖倾向

较初二初三学生略高。从学业发展来看，

小学到初中是一个分水岭，在面对新环

境、新学习阶段的懵懂未知，学生需要

时间适应，这方面心理问题在调研中的

得到了体现。 

在独生子女因素：独生子女的学习

焦虑、过敏倾向要高于非独生子女，与

赵慧莉等人寄宿制青海省藏民族居住区

寄宿制中学调研结果不相符。说明学校

寄宿、家庭情况等条件下独生子女心理

健康水平具有差异性，但是不同地区环

境下相关的结果不具有普遍性。 

3.2家庭情况讨论分析 

在单亲家庭变量上：从家庭层面发

现，单亲家庭的学生的过敏倾向高于非

单亲家庭学生，单亲家庭的学生因为父

母陪伴的缺失都对青少年的成长都有一

定程度的影响，表现为敏感，内心孤独，

情感缺失等问题。 

留守变量在MHT各因子上不具有显

著性差异，零花钱、父母文化程度在MHT

各因子也都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在寄宿、

生源地变量上，孤独倾向上存在显著性

差异，这表明家庭经济情况、父母文化

程度等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不

大，寄宿等缺失家人的陪伴和关爱都学

生成长的影响更为值得关注，在初中阶

段身心发展完善的时期，家庭陪伴对学

生心理健康发展是不可替代和不可或

缺的。 

4 建议与对策 

初中生正处于个体生长发育的关键

时期，心理发展并不稳定成熟，在寄宿

制学校环境教育下，更容易产生各类心

理健康问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4.1学校层面：优化寄宿环境条件，

完善寄宿管理制度 

寄宿生大都脱离了父母的直接管

教，在学校封闭的寄宿环境里学习、生

活，学生的住宿条件以及住宿氛围的好

坏间接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首先，

表 1 寄宿生与非寄宿生在 MHT各因子上的差异分析

变量 寄宿生（N=256) 非寄宿生(N=256) T P

冲动倾向 6.57±3.26 6.72±3.37 -0.506 0.613

对人焦虑 4.53±2.79 4.09±2.53 1.893 0.059

孤独倾向 3.32±2.67 2.49±2.27 3.786 0.000

过敏倾向 6.27±2.43 6.18±2.57 0.406 0.685

恐怖倾向 3.48±2.72 3.42±2.94 0.250 0.803

身体症状 5.36±3.31 5.37±3.33 -0.053 0.958

学习焦虑 7.48±3.22 7.01±3.35 1.615 0.107

自责倾向 5.69±2.79 5.17±2.88 2.073 0.039

表 2 男生与女生 MHT各因子得分比较

项目 男性（N=268） 女性（N=244） T P

冲动倾向 5.91±3.21 7.45±3.25 -5.394 0.000

对人焦虑 3.92±2.73 4.74±2.54 -3.511 0.000

孤独倾向 2.88±2.62 2.92±2.38 -0.170 0.865

过敏倾向 5.88±2.63 6.61±2.3 -3.331 0.001

恐怖倾向 2.78±2.71 4.2±2.77 -5.861 0.000

身体症状 4.77±3.15 6.01±3.38 -4.297 0.000

学习焦虑 6.9±3.53 7.62±2.97 -2.533 0.012

自责倾向 5.23±2.89 5.65±2.79 -1.671 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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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方面应提供相对舒适的宿舍环境，

提升宿舍硬件设施，保障寄宿生生活。

其次应建立完善的宿舍管理制度。应设

专职生活老师，确保无安全问题；建立

完善的寄宿生家庭成员信息表，以便让

寄宿生能够及时与不在身边的父母联

系，让家长也能加强与老师沟通。 

4.2学校层面：重视寄宿生心理健

康，建立学生心理辅导咨询室    

学校是学生家庭之外重要的学习生

活场所，学校氛围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有重要影响。褚衍香、王勇等研究者认

为寄宿制学校更为紧张的学习和考试是

引起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对寄宿

生而言远离父母的直接关怀，良好的学

校氛围以及教师的支持、同学的关心对

学生的成长影响较大。一方面，学校可

以加强班主任、生活老师对寄宿生的关

心与关爱，积极关注寄宿生心理健康状

况变化，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从

而找到解决之法。另一方面，学校可以

采用建立学生心理健康辅导咨询室，建

立寄宿生心理健康档案，对常见的心理

问题提前做出干预，引领其走出情绪低

谷，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 

4.3家庭层面：强化父母责任意识与

监护意识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子女

的教育中履行教育、监护的责任与义务。

在寄宿生中 常见的就是父母把孩子理

所当然地交给老师和学校后任其发展，

不管不问，推脱自己的教育义务。因此，

作为父母应当树立良好的责任意识，担

当起监护人的义务，与学校协作配合，

共同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同时，家长

还应起到良好的榜样作用，以身作则，

关注孩子的各种行为，予以及时的纠正

与引导。 

4.4家庭层面：创造和睦的家庭环

境，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和睦温馨的家庭环境是孩子身心健

康成长的基础。父母应当为孩子创立和

睦的家庭环境和温馨的家庭氛围，掌握

正确的教养态度，与子女建立良好的亲

子关系，培养孩子乐观向上、独立自强、

自尊自信、勤奋努力的良好品格。同时

与孩子尽可能地保持沟通与联系，表达

关心与关爱。家庭教育要顺应留守青少

年的心理状况及交往规律，不能产生强

迫式交流，不要让他们感到交流沟通的

压力。总之，家庭教育不仅要在物质上

满足孩子合理的要求，还应满足孩子心

理上渴望的关爱。 

4.5社会层面：营造重视青少年教育

的良好社会氛围 

未成年人的教育是家庭、学校、整

个社会应当关注和支持的大事。初中时

段是青少年社会化和人格完善的重要阶

段，其自身发展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

响，因此全社会应当进一步营造和谐的

教育环境，使青少年在健康的社会环境

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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