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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王康平 

（梅州农业学校  广东梅州  514011） 

 
近些年中职教育面临一些困难，例如招生困难，生源素质差，

给教学和管理带来难度。生源大都来自于家庭经济困难者，理论
知识学习困难者，行为习惯不良且难改者，父母外出务工的“留
守”者，单亲或残疾家庭的子女。尤其在中小型城市和欠发达地
区，中职生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留守青少年，而留守中职生的年
龄一般在 14-18 岁，他们正处于身体发育、人格完善和知识专业
化的重要时期，是个性化明显的群体，同时他们又是一个弱势群
体和被漠视的边缘化群体。由于他们生活经历的特殊性和生活体
验的独特性，使得他们比同龄群体面对更多的心理困扰，引发更
多的心理问题。 

1 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调查梅州市当前中职留守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本

研究采用周步成先生改编的 MHT《心理健康诊断测验》，同时以
自编的问卷“中职留守学生基本情况调查表”为辅，对梅州农业
学校、梅州市职业技术学校两所学校的 613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调查分析表明，中职留守学生中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心理
健康状况存在差异。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613 份，收回有效问卷 504 份，有效

率为 82%，其中留守中职生 235 人，非留守中职生 269 人（表 1）。
一年级学生 239 人，男生 108 人，女生 131 人；二年级学生 265
人，男生 168 人，女生 97 人。 

2.1 不同年级中职生心理健康存在差异 
 
 
 
 
 
 
 
 
根据《中职留守学生基本情况调查表》中学习焦虑、对人焦

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怖倾向、冲
动倾向这八个量表和测谎量表这个效度量表共 100 道题来对中
职生进行调查。总分为 100 分。其中效度量表分值大于等于 7 为
无效，八个量表总分在 1-40 为心理正常，41-65 为轻微心理问
题，66-80 为严重心理问题。通过统计发现，一年级 239 名中职
生中心理正常的占 57%，心理有轻微问题的占 40%，心理有严
重问题的占 3%。二年级 265 名中职生中心理正常的占 65%，心
理有轻微问题的占 33%，心理有严重问题的占 2%。二年级与一
年级的中职生在心理轻微有问题方面多出 7%，通过访谈发现，
二年级的学生在学习焦虑、自责焦虑上的得分比一年级的高，二
年级的学生即将进入顶岗实习阶段，就业是他们不得不思考的问
题，他们希望自己的所学知识技能能与社会需求相对接，对未知
的迷茫和困惑使他们更容易产生焦虑和挫败感。 

2.2 不同性别中职生心理健康存在差异 
 
 
 
 
 
 
 
由表 3 可知，不同性别的中职生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性别差

异。男性心理健康正常的占男性总人数的 87%，女性心理健康正
常的占女性总人数的 91%。男性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女性。这与叶

海燕的研究结果类似。由于男女大脑结构及成熟水平的差异，女
性大脑结构中，渴望倾诉的成分占很高，面对困难更多采取发泄
方式如哭泣、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可以和同伴诉说。因为 Malecki
等人研究认为女孩可以知觉到更多来自朋友的支持。这样遇到事
情就不会感到很无助，相反，家庭社会对中职男生的期望和要求、
责任更大。但由于上中职学校，其外在的现实状况与社会期望的
冲突，加上男生更多采取自己承受或幻想方式，不愿与同伴分享，
致使中职男生感觉更加压抑、沮丧，进而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从青春期角度讲，女生青春期来的比较早，发育比较早，所
以同龄的男女生相比，女生相对比较成熟。这些有利于女中职生
的心理舒缓。 

2.3 留守与非留守中职生心理健康存在差异 
 
 
 
 
 
 
 
由表 4 可知，留守学生心理有问题的人数占留守人数的

40%，非留守学生心理有问题的人数占非留守人数的 37%。留守
中职生的心理有问题人数高于非留守中职生的心理有问题人数。
原因可能是留守中职生的父母多外出工作，正是由于这些留守中
职生父母在文化知识、职业技能方面的缺陷，他们将自己的希望
寄托在留守中职生身上，致使很多留守中职生学习压力大，很多
留守中职生产生愧疚、自卑心理，无论在学业水平上，还是心理
压力调节上，外出务工的父母没有给予及时的指导和关爱，把照
顾学生的责任全放在自己的父母或者学校的老师身上，并没有真
正担负起教育孩子的重任，这种家庭教育的缺失和留守中职生的
年龄特点使得留守中职生在心理上自我调解能力稍差。 

 
 
 
 
 
 
 
由表 5 可知，男性留守中职生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高于男性

非留守中职生，原因可能是男性留守中职生由于生理的发育会对
性产生渴望，但又羞于表达，出现一种强烈的冲动或压抑。其次，
男性留守中职生认为自己已经脱离儿童时代的幼稚，完全能够独
立处理个人的事情，在处理事情上多模仿成年人，但是又缺乏成
人那种深刻稳定的情绪体验，缺乏承受压力、克服困难的意志力。
男性留守中职生心理上的成人感及幼稚性并存，这种矛盾的心理
使男性留守中职生表现出种种心理冲突和矛盾，具有明显的敌对
性。这些男性留守生一面否认童年，可在内心深处又留恋来自父
母的关爱，仍然希望得到像小时候一样的父母的爱。然而现实是
他们通常被告之，父母外出务工纯粹是为了给你挣钱，让你将来
有更好的生活，而这些男性留守生往往对于家长的付出行为不以
为然，在他们得到更多的指责的同时，把怨恨的情绪强加到同龄
人身上，具有较强的攻击性，使得他们的人际关系紧张，因此在
心理上更加焦虑、不安、紧张，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困扰。男性留
守生比一般男孩更容易存在人际交往上的困难，例如更容易沉迷
网络、酗酒、打架、早恋，对事物失去信心并感到自责。 

3 结语 
中职生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表现在适应环境与协调

人际关系方面。对于普遍性问题，可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开展主
题班会，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加强家校联系，共同打造良好
的心理健康教育氛围等形式得到解决；对于少数有代表性的心理
问题，应将调查结果作为一个参考，结合学生日常行为表现，提
醒班主任给予一定心理支持和重点关注；对于心理问题极端严重
的学生，建议其到学校心理咨询室进行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