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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学生自我心理安全感研究 
张婕 

（陕西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710000） 

摘要：青春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个阶段是人一生的体质、心理和智力发育的关键时期。随着生理上的日趋成熟，他们

的心理发育也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本文对 105 名青春期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自我是青春期学生心理安全形成的内在动

力，心理安全是塑造健全自我的基础；（2）生活事件、安全感与青春期学生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3）青春期学生心理安全感受心

理因素的影响大于受生理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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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dolescent Students' self-psycholog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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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dolescence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one's life and a key period of physical，psych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at determines one's whole life. As they mature physically，they also mature mentally. In 

this paper，105 adolescent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self-identity i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adolescent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ecurity，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shaping 

a sound self；（2）Life events and sense of security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adolescent students' mental health；

（3）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adolescent students' feeling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hysiologic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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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 Maslow（1945）的研究分析，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多

种动机和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

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也就意味着安全的需要是仅次于基本生理需要

之外 先需要被满足的，否则人的发展就会遭受极大影响，从而不

能达到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邵红峦（2016）研究中，可以看到心理学家弗洛姆从社会演变

的视角谈论了心理安全感。他认为古代社会时，人的安全感时相对

高的，因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限制了个人自由。现代人虽然独

立和自由相对增多了，但人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也随之增强了，为

了增强与世界的联系、逃避自由并且克服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人们

就容易形成以下几种病态倾向性性格：接纳倾向性、剥削倾向性、

贮藏倾向性、市场倾向性。他阐释了一些变态人格和心理障碍，但

其根源都在于期望获取心理安全感，即内心缺乏安全感，严重的会

使人在性格和行为特征上表现出有问题或障碍。 

通过 Erikson.E.H.（1968）的研究，青春期的孩子们是很特殊的，

处于这个阶段的他们会出现特定的心理特征，同时亦会面对许多心

理矛盾，而这些矛盾大多与身体和心理发育的不均衡相关。（刘在花，

2009）但是这个阶段是决定人一生的体质、心理和智力发育的关键

时期，这一特定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包括：矛盾性、孤单感、自卑

感和嫉妒心理等，这些特点都将对他们自身的心理安全影响匪浅。

这便要求我们及时、积极关注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对其进

行正确引导，从而促使其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放眼现今的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状况，白梓欣（2019）通过研究

发现，校园恶性事件不在少数，青少年的心理安全状况堪忧。且在

应试教育的压力下，仍然有不少青少年学生整天生活在学业恐惧之

中。加之各种原因的校园暴力问题，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学生沉沦在

抑郁心理之中，有甚者还会自残、自杀从而造成一个家庭的不幸。 

事实上，影响学生心理安全的因素不仅来自人为的方面，比如

近两年新冠疫情的肆虐以及一些地方的涝灾、火灾等，无一例外的

都在威胁着学生们的生命安全当然也包括心理安全。现今，一些灾

难已经过去，但受到灾难影响的孩子依然会感到恐惧、焦虑。要让

他们摆脱这种困境迈向光明，就需要从加强他们的心理安全角度出

发，进行心理疏导。 

综上所述，对于青春期学生的自我心理安全感的研究是构建和

谐社会、幸福家庭和健康自我的必然要求。（沈贵鹏，2008、2010）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对佛山市某中学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共 105 名青春期学生（年

龄都处于 14-18 周岁之间）。问卷回收后，剔除敷衍作答的无效问

卷，共有有效问卷 95 份，问卷的有效率为 90%。 

（二）工具 

1. 安全感量表 

由丛中、安莉娟（2004）编制的安全感量表（SQ），该量表共包

括 16 个题目，分为两个因子。人际安全感因子和确定控制感因子。

该量表分为 5 个等级，非常符合=1、基本符合=2、不确定=3、基本

不符合=4 和非常不符合=5，得分越高则安全感越强。 

2.自编问卷。 

该问卷主要用来收集被试的基本信息。 

（三）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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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pss25.0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自我与青春期学生的心理安全感的关系调查 

辩证法向人们展示了事物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内因是事物发展

变化的根本原因，外因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原因。将该理论

延伸至学生的心理安全感的调查上来说，家庭、学校、社会给予青

春期孩子们的具有安全感的环境氛围是第二位的，学生要想拥有较

高的心理安全感还是需要自身具备良好、健康的心理素质。由此可

知，自我是青春期学生心理安全感形成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米，由马斯洛的理论我们可知，心理安全感是决定自我

发展是否健全的 重要因素。缺乏心理安全感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

己有一个坏的评判体系，他们容易产生罪恶感、羞愧感，他们很难

以产生归属感，同样，他人出现在他们的情感生活中也难以取得他

们的信任。因此，紧张焦虑受威胁的情绪会伴随着这部分人使之处

于不安当中。他们的不安会使得他们不停地做出一些让自己感受到

安全的行为，也正因如此，他们常会表现出神经质、自卫、自我中

心倾向等。相反，心理安全感比较高的人通常觉得自己是美好的，

他们看待外部世界也是美好的，他们会悦纳自我、宽以待人。由以

上论述我们可知，青春期的学生拥有心理安全感是塑造健全自我的

基础。 

（二）自我心理安全感状况调查 

根据学者马斯洛对心理安全感的定义：“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摆

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自在的感觉，特别是一个人现在或是将

来各种需要被满足的感觉。”通过朱丹（2009）、廖传景等（2014）

研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代青少年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

许多，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学生想来心理安全感水平会有所不同。

但调查发现，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知，家庭经济水平富裕、一般、

贫困这三个组别间的均值显著性是 0.735<0.05 无显著性差异。经分

析，这可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策的实施，绝对贫困的情况已

经不存在，绝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他们的心理安全

感水平大都是良好的状态。 

关于重大事件的发生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通过单因素方差

分析得知，这三个组别间的均值显著性为 0.002<0.01，存在显著性

差异。生活中遇到过重大事件的学生的心理安全感均值要低于未遇

到过的学生，遇到过并且很苦闷的学生的心理安全感均值又要低于

遇到过但是不苦闷的学生。通过董江会等人的研究（2015），笔者分

析，经历过重大事件的学生他们内心承受了比同龄孩子更多的压力，

这造成了孩子们的不安。所以对于青春期学生来说，如何辩证的看

待生活中遇到的重大事件很重要。 

通过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析得知，关于“无论别人怎么说，我

都觉得自己很没用。”这一题，它的 p 值为 0.000<0.01，具有显著性

差异，它的相关系数为 0.663，呈显著正相关状态同时，这告诉了我

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一方面建立合理的自我评价体系，树立

自信，正确认识自己，不断更新对自己、对他人甚至是对世界的认

知；另一方面，悦纳自己，敢于面对和接受让自己不安的环境、事

件，这都是有效提升安全感的途径。 

（三）自我对青春期学生心理安全感的影响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得知，关于被检验者是否是独生子女的结

果的均值显著性是 0.439>0.05，它的 p 值为 0.988>0.05 无显著性差

异，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分析，独生子女虽然客观上受到了比

非独生子女更多的父母关爱与呵护，但是，他们相比非独生子女缺

少了像兄弟姐妹一样值得信赖的玩伴和可依赖的同龄人。这可能是

他们心理安全感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 

但是，由前面分析我们可知，青春期学生的心理安全感是受心

理因素的影响的。首先，从学生的情感因素分析，青春期孩子们是

敏感的、躁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渴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渴望有人理解他们并支持他们。在这个阶段，引导学生们积极建立

合理自评体系、正确认识自己对提升其心理安全感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从青春期学生的意志行为因素分析，其实，人的意志行为是

以一定的认知和情感为依据的，情感认知调节个体的行为，反过来

意志又会监控自己的情绪情感活动。虽然青春期学生的各个方面还

未发展成型，但是他们的行为活动也受个人的意志品质影响。综上

所述，青春期学生心理安全感受心理因素的影响是要大于受生理因

素的影响的。 

四、结论 

（1）自我是青春期学生心理安全形成的内在动力，心理安全是

塑造健全自我的基础；（2）生活事件、安全感与青春期学生心理健

康呈显著相关；（3）青春期学生心理安全感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大于

受生理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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