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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职业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 方法!采用症状自评

量表"Z#_/+%#’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WS#’基本资料问卷$随机整群抽样北海市某职业高中 ’, @’( 岁

学生 )), 名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心理问题检出率 ’$C*‘")(")%,#& 相关分析表明$Z#_/+% 总分及各项因

子分与.]WS的父母亲严厉惩罚’过度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偏爱等项呈正相关%Z#_/+% 总分数及各项

因子分与父母亲温暖理解项呈负相关& 结论!职业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父母养育方式有密切关系$不

良的父母养育方式是其心理问题发展的危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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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高中学生作为青少年的一个组成部分$目

前其患有精神疾病’人格障碍和自伤伤人事件逐年

增加)’* $其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已逐渐得到社会

各界的关注& 近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虽

然较多)$ @** $但是取样多为普通初’高中学生& 为探

讨职业高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

系$了解父母养育方式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我们在

通过前期普通中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调查的基础

上$又对职业高中学生 )), 名进行调查分析& 现将

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5对象与方法

?@?5研究对象5$%%(/’% 在北海市某职业高中随机

抽取高一至高三年级 ( 个班 )), 名 ’, @’( 岁学生

进行群体调查$其中男 ’$G 人$女 ’G+ 人$收回有效

问卷 )%, 份$有效应答率 +’‘&
?@A5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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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调查工具!症状自评量表" Z#_/+%# )&* !由

e8O<:1=26"’+G& 年#编制$上海铁道医学院吴文源引

进修订$用于评定心理健康状况& 父母养育方式评

价量表".]WS#!由瑞典S0?1大学精神医学系U8O/
O26等"’+(% 年#编制$岳冬梅等修订$内容是学生自

我感知的父母教养方式& 基本资料问卷!由研究者

设计$内容为调查对象及其父母的一般人口学资料$
包括学生性别’年龄’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父母职

业’父母文化程度等&
’C$C$!评定标准!Z#_/+% 量表共 +% 个项目$采用

’ @& 级"从无到严重#评分$凡某一因子分") 分或

总分"’,% 分%总均分") 分$则判定有心理问题&
.]WS量表由 ,, 个项目组成$每个项目按 * 个等级

评分"’!从不%$!偶尔%)!经常%*!总是#’ @* 级记

分&

’C$C)!调查方法!按随机分层整群抽取的原则$以

团体测试’班级为单位$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调查$使

用统一指导语$指导学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填写&
?@B5统 计 学 方 法5将 全 部 数 据 录 入 计 算 机$用

HWFZ.建立数据库$应用 ZUZZ’)C% 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数据以"!@X?#表示$组间比较采用7检

验$相关性分析采用相关系数"5#显著性检验&
A5结果

A@?5职高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高中生常模比较5
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C*‘")(")%,#$Z#_/+% 结果

与广西高中生常模比较$抑郁’焦虑’敌对’偏执因子

分偏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C%&#& 见表 ’& 与

笔者曾 经 调 查 的 普 通 高 中 学 生 心 理 问 题 检 出 率

’(C+‘"’**"G,%#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C’’&$"D%C%&#&

表 ’!职高学生 Z#_/+% 结果与广西高中生 Z#_/+% 常模比较!!@X?#分"

组!别 人数 总分 总均分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职高学生组 )%, ’&$C*’ X**C’, ’C,+ X%C)$ ’C** X%C** ’C++ X%C,* ’C+* X%C,+

高中生常模组 ’’)G ’&’C%$ X*)C*& ’C,( X%C)$ ’C*) X%C*& $C%* X%C,+ ’C+& X%CG%

7 - %C*(G %C*(& %C)&’ ’C’+$ %C$$*

" - B%C%& B%C%& B%C%& B%C%& B%C%&

组!别 人数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职高学生组 )%, ’C(& X%C&+ ’C,( X%C&, ’C($ X%C,G ’C*& X%C*& ’CG+ X%C,’ ’C,$ X%C&&

高中生常模组 ’’)G ’C,& X%C,% ’C,% X%C&) ’CG) X%C,& ’C*& X%C*, ’CG’ X%C,% ’C,’ X%C&*

7 - &C$*& $C$*) %CG%% %C%%% ’C$GG %C$()

" - D%C%’ D%C%& D%C%& B%C%& D%C%& B%C%&

A@A5男女学生心理健康差异比较5Z#_/+% 结果通

过7检验$除女生恐怖因子分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D%C%&#外$其余各项均无性别差异""B
%C%&#& 见表 $&

表 $!职高男女学生 Z#_/+% 结果比较!!@X?#分"

组!别 人数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女生组 ’G+ ’C,,) X%C,% $C%$’ X%C,G ’C+$) X%CG) ’C+’% X%CG$ ’C(G% X%CG* ’C(,’ X%CG) ’C&+’ X%C,, ’CG$% X%C,& ’CG*$ X%C,G

男生组 ’$G ’C,)’ X%C,$ ’C++, X%C,& ’C(&) X%C,+ ’C(*$ X%CG) ’CG&’ X%C,, ’C+(% X%C&, ’C*’% X%C&) ’C(%’ X%C*) ’CG)’ X%C),

7 - %C*& %C)$G %C(&* %C)G* ’C$$+ %C$$* $C,&, ’C)’’ %C’(&

" - B%C%& B%C%& B%C%& B%C%& B%C%& B%C%& D%C%’ B%C%& B%C%&

A@B5中学生 Z#_/+% 与.]WS的相关关系!相关分

析表明$Z#_/+% 总分及各项因子分与 .]WS的父母

亲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过度干涉’过度保护’偏爱等

呈正相关""均D%C%&#$而 Z#_/+% 总分及各项因子

分与 .]WS父母亲温暖理解项呈负相关""均 D
%C%&#& 见表 )& 父母养育方式得分$除父亲的过度

干涉"R)#’过度保护"R,#$母亲的温暖理解"]’#’

拒绝否认"])#项外$其余各项因子的性别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D%C%&#& 即女生体验到的父亲的过

度干涉"R’#’偏爱"R*#多于男生$而受到父亲的惩

罚严厉"R$#’拒绝否认"R&#又少于男生%另一方面

女生体验到的母亲的过度干涉"]$#多于男生$而受

到母亲的惩罚严厉"]*#’偏爱"]&#又少于男生&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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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Z#_/+% 与.]WS各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5"

父母养育方式 总分 躯体化 抑郁 焦虑 人际关系 敌对 强迫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父亲 温暖理解 -C%*G -C%)& -C%’% -C%), -C%$* -C%*( -C%)$ -C%)& -C*& -C%$)

惩罚严厉 C%&%# C%)’ C%$+ C%)$ C%*+ C%$, C%,%# C%’+ C%)) C%)’

过度干涉 C%&+# C%’( C%)% C%*+ C%*% C%&&# C%,%# C%,)# C%,(# C%$,

偏爱被试 C%,+# C%&%# C%*’ C%&$# C%G%# C%&$# C%,’# C%&,# C%G%# C%*(

拒绝否认 C’)+$ C’%’$ C’**$ C’$($ C’)%$ C’*&$ C’’%$ C’$$$ C’)($ C%$’

过度保护 C’*+$ C’%+$ C’*G$ C’,%$ C’’’$ C’*+$ C’(($ C$%,$ C%)$ C%’&

母亲 温暖理解 -C%$+ -C%$* -C%’+ -C%$% -C%$) -C%$, -C%*( -C%’) -C%$’ -C%’&

干涉保护 C’,)$ C’)%$ C’’&$ C’%’$ C’$%$ C’%)$ C’&’$ C’,&$ C$%’$ C’$+$

拒绝否认 C$%)$ C’*&$ C$’*$ C$%($ C$%’$ C$$($ C’,G$ C$%$$ C$$%$ C$%+$

惩罚严厉 C’&G$ C’,$$ C’,*$ C’)$$ C’&+$ C$%$$ C’$($ C’$)$ C’)+$ C’%$$

偏爱被试 C%&(# C%), C%$G C%G+# C%,(# C%$* C%*’ C%,+# C%&G# C%’$

!注!#"D%C%&$$"D%C%’

表 *!父亲养育方式与其性别差异比较!!@X?#分"

组!别 人数 温暖理解"R’# 惩罚严厉"R$# 过度干涉"R)# 偏爱被试"R*# 拒绝否认"R&# 过度保护"R,#
女生组 ’G+ *+C($ X’%C*$ ’$C,( X&C$) ’GC*+ X)C++ ’)C’) X)C)& (C*( X)C’, +C** X$CG’
男生组 ’$G *)C+& X’%C’* ’+C$& X&C() ’GC)( X*C$, ’%CG* X)C’’ +CGG X)C** +C(’ X$C&+
7 - -*C+’ ’%C)$ %C*G& ’C%*G -(C+)+ -’C+*$
" - D%C%’ D%C%’ B%C%& D%C%’ D%C%’ B%C%&

表 &!母亲养育方式与其性别差异比较!!@X?#分"

组!别 人数 温暖理解"]’# 过度干涉"]$# 拒绝否认"])# 惩罚严厉"]*# 偏爱被试"]&#
女生组 ’G+ &+C,* X’$C&) )+CGG XGC,( ’%C(* X*C$& ’&C’* X*C’$ ’%C&& X)C’)
男生组 ’$G &(C&& X’$C*$ ))C,$ X,C,% ’%C&, X*C)$ ’(C)+ X*C%% ’,C%G X)C%*
7 - %C&$’ -(C,(+ ’C’)% -,C+’, ’&C*&+
" - B%C%& D%C%’ B%C%& D%C%’ D%C%’

B5讨论

B@?5随着职业高中就业前景的好转和宽松的学习

环境$目前报考职高的学生日益增多& 但由于大部

分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家庭经济状况与重点或普通高

中学生有区别$他们不但承受着青春期特有的生理

和心理的急剧变化$同时还承受着升学挫折’适应社

会与环境’竞争等压力$心理健康状况不容忽视& 本

研究对 )%, 名职业高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

表明$心理问题检出率 ’$C*‘$低于本研究前期),*

市区普通中学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但与王玲凤等

报道中职生心理问题检出率明显高于普通中学生及

国内大多数研究)G$(* 有不一致的地方$说明近年来

社会各界对职业高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问题

咨询日渐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所提高&
B@A5本次调查阳性人群 Z#_/+% 因子分除焦虑’抑

郁’敌对’偏执项高于广西高中学生常模$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外$其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也显示$父母教养方式对职业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

成长有明显影响$与文献报道一致)+ @’)* & 因此$父

母给子女一个情感温暖’理解的环境并施予理智的

爱$子女出现心理问题可能性会小$而对子女采取不

当的教养方式和表达负性情感越多$子女出现心理

和行为问题可能性就越大&
B@B5中学生在身心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面临各种

矛盾和压力$在这一心理发育过程关键时期$父母不

良的养育方式将会显著增加其心理问题的发生率&
父母的温暖’理解’平等沟通等情感支持$使孩子感

受到温暖和爱$生活在安全舒适环境中$可使孩子形

成自信’自立和自强的性格%而父母惩罚严厉’过度

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等不良养育方式会使孩子

得不到应有的良性支持$久而久之必然造成心理问

题& 国内外对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障碍的关系有许

多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自我概念

形成’焦虑水平’人格特征’神经症倾向及社会化发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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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具有重要意义$父母忽视教育对个体的心理健

康会产生很大影响)’** & 不少家长在抱怨现在的孩

子不好理解$难以沟通%很多孩子也在埋怨父母对自

己不理解$很少向父母敞开心扉& 不是孩子们太难

教育$而是我们的社会’学校’家长对孩子所思所想

知之甚少$孩子们缺少的不是物质上的爱$而是精神

上平等的理解和关怀&
B@C5本研究显示$在筛选出的 )( 名学生中$Z#_/+%
各项因子评分均高于其他学生$说明学生心理问题

的发生并不仅限于某些侧面$而是体现在心理活动

各个方面& 要减少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生率$除了进

一步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外$还应完善家庭教育

方式& 不良养育方式已成为影响我国儿童和青少年

心理发育显著负面的因素& 因此$改变父母不当的

养育方式$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对青少年心理

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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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手术前后外周血

J细胞亚群和 \a细胞检测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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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Z#_##患者手术前后外周血中J细胞亚群的定量变化及其

临床意义& 方法!将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P 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 *% 例作为研究组"F组#$肺部良性

肿瘤进行手术的患者 ’& 例作为对照组"W组#$*% 例正常健康成人作为基础对照组"#组#$于术前取全组外

周静脉血检测J细胞亚群和\a细胞活性%术后第 ’% 天取 F组和 W组外周血再检测 J细胞亚群和 \a细胞

活性& 结果!术前F组J细胞亚群和\a细胞与W组和#组的比较$除 #e( o外均明显降低""D%C%&#& 术

+$’)+ #729868[<KO913<M\8Q#3292?13]8H2?298$FNO23$%’%$ <̂3K08)$\K0P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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