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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CL—90 量表的高职生心理问题研究 

韩海侠 

江苏省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人类进入 21 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秩序逐

渐建立，信息科技日新月异，导致生存环境日趋多变，竞争也越来越激

烈，人们在学习、生活和工作等社会活动中所面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

普遍表现为一种“高心理负荷”的状态。这种状况也必然影响到在校学

生。高中时期是整个人生十分关键的时期，处于少年向青年转化的前期。

这一时期的学生，其心理和生理时刻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有着许多微

妙的特点，比如既有成熟的一面，又有幼稚的一面，既有孩子的涉世之

浅、天真浪漫，又有快快长大、像大人一样独立生活的渴望，同时，这

一时期的学生，生理发育逐渐成熟，性意识增强但又往往缺乏对其正确

的认识，因此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 

一、测试情况 

为了对我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2022 年 10

月 12 日我校心理咨询室对本校 2020 级 5 个较有代表性的班级及校第三

期法制教育班部分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抽样测试，测试采用心理辅导

老师播题，学生答题的方式进行。测试共发出问卷 174 份，收回答卷 174

份，有效答卷 100%，进行测试的问卷共设计了 54 个问题。受测的学生

在测试中都能积极参与、认真配合，从答题情况看，测试结果基本能反

映我校学生的真实情况。 

此次心理测试采用的量表是由著名心理学家吴文源教授引进修改的

临床症状自测量表，简称 SCL-90 量表，其主要优点是覆盖面广，反映症

状丰富，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心理咨询门诊受检者的自觉症状及程度变化，

是当前门诊心理咨询应用 广的一种自评量表。 

二、具体情况分析 

SCL-90 量表的项目内容和评分标准： 

测试量表所列出的 54 个项目（原量表共有 90 个项目，我们从中选

取了较有代表性的 54 个项目），主要涉及到感觉、思维、情感、意识和

行为习惯等方面，部分涉及人际关系等。每一个项目均采取 5 级记分制，

即将项目（问题）的所针对的心理状况划分为 1、2、3、4、5 个级别分

值，不同的分值代表心理倾向的程度不同，其含义是：1 代表无，说明没

有此症状；2 代表轻度，说明有此症状，但表现不频繁、不严重；3 代表

中度，说明具有此症状，其程度为中度；4 代表相当重，说明常有此症状，

其程度中到严重；5 代表严重，说明常有此症状，频度、程度均十分严重。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将总均分及因子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即

均分在 1～2 范围内的，用 A 表示，在 2～3 范围内的，用 B 表示，在 3～

4 范围内的，用 C 表示，在 4～5 范围内的，用 D 表示。 

1、心理健康综合评估 

SCL-90 心理测试情况汇总（表一） 

等级 A B C D 

范围 1-2 2-3 3-4 4-5 

总均分（人） 111 50 13  

比例 63.80% 28.70% 7.50%  

（1）总分：由 54 个项目的各单项得分相加求得。 

（2）总均分：总均分=总分/54，表示总得看来，受检者的自我感觉

介于 1-5 的哪一个范围之内。. 

（3）分析：根据量表一分析，A 等级的学生无明显心理障碍，视为

心理基本健康，这些学生占受测学生总数的 63.80%。Ｂ、Ｃ等级的学生

可视为有心理障碍，是需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学生占总人数的２８.７

％、７.５％。D 等级表示有较严重的心理障碍，须特别关注，这类学生

没有在受测学生中出现。这个测试结果与对北京地区学生心理测试的结

果相类似。 

2、各症状分布情况（表二） 

项目 包含项 

强迫症状 2，6，7，19，28，32，33，34，36，40 共 10 项 

人际交往敏感 4，14，25，26，27，30，38，43，46 共 9 项 

忧郁 3，9，10，13，15，18，20，21，22，23，35，44，50 共 13 项 

焦虑 1，11，16，24，29，37，45，49，51，54 共 10 项 

敌对 8，17，39，41，47，52 共 6 项 

偏执 5，12，31，42，48，53 共 6 项 

全量表共分为 6 个因子，每一因子由不同的项目组成（具体情况如

表二），代表某一类心理状况。通过对因子分的计算可了解受检者的症状

分布特点及其病情的具体演变过程。 

计算公式为： 

因子分=组成某一因子的各项目总分÷组成某一因子的项目数（结果

见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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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症状分布量表（表三） 

强迫症状（人） 82 75 17 1 

比例 47.13% 43.10% 9.78% 0.06% 

人际交往敏感 97 58 19  

比例 55.70% 33.30% 11.00%  

忧郁（人） 116 45 13  

比例 66.70% 25.90% 7.40%  

焦虑（人） 140 26 8  

比例 80.50% 14.90% 4.60%  

敌对（人） 103 48 22 1 

比例 59.19% 27.59% 12.64% 0.06% 

偏执（人） 101 60 13  

比例 58.00% 34.50% 7.50%  

（1）强迫症状 

主要指那种明知没有必要，但又无法摆脱的无意义的思想、冲动、

行为。如头脑中有不必要的想法或字句盘旋、担心自己的衣饰整齐及仪

态的端正；每天必须反复洗手，做事必须做的很慢，以保证做的正确，

必须反复检查，难以做出决定；还有一些一般的感知障碍（如脑子空了，

记忆力不行等）。受测学生有此症状的占 53%左右，这是值得心理教育工

作者注意的问题。 

（2）人际交往敏感 

主要指某些个人不自在的感觉与自卑感，尤其在与他人相比较时更

突出。如当别人看自己或与异性相处时感到不自在，总觉得比不上他人；

别人对自己不理解、不友好、不喜欢；不敢在公共场合吃东西等。有 44%

的学生有此症状，比例比较大。 

（3）忧郁 

主要表现为：经常感到孤独、苦闷、对前途没有希望；对事物不感

兴趣，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做任何事情都很困难，有时甚至想结束自己

的生命。有此症状的学生约占 33%左右。 

（4）焦虑 

一般指那些无法静息、神经过敏、紧张以及由此产生的躯体征象。

如感到坐立不安、心神不宁，有时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心跳加快，希

望尽快把事情做完等。可能因学习压力不是很大，接受测试的学生中表

现出此症状的比例较小。约占 19.5%。 

（5）敌对 

主要表现在易冲动的学生身上，他们从厌烦、争论、摔物直至打架

和不可抑制的冲动爆发等。有一个同学症状特别明显，需要班主任特别

关注。 

（6）偏执 

主要表现在思维方面。如有一些别人没有的想法或念头。感到大多

数人都不可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不公正，总是想占自己的便宜，总

是疑神疑鬼等。这部分学生约占 43%。 

三、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 

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很多，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因素。 

1、生理因素 

高职生的生理结构发生着巨大变化，性意识不断加强。各种生理变

化，如人体素质、内分泌腺的活动、生理病变、躯体改变等都影响着高

职生的心理。他们开始注意起自己的容貌、体格、姿态、语言，对其缺

陷和弱点十分敏感，如个子太矮，身体太胖、太瘦长，有青春豆、言语

上口吃等均可以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滋生自卑羞怯、敏感嫉妒、恐惧

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 

２、环境因素 

高职生的生活环境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方面，它们是影响高

中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父母文化程度、行为举止、教育

态度与方式、家庭成员的关系等因素对高职生的心理健康有较大影响。

例如从家庭教导方式来看，一般民主开放型的家庭，严松有度，其子女

的心理问题较少；严厉溺爱型的家庭，严松失度，其子女的心理问题较

多。父母不和、离异、继父母虐待，家庭缺少和谐友爱，都可造成高职

生漠怀疑、妒忌仇视、孤独怪僻等不良心理。 

学校是施加健康影响、培育健全人才的重要场所，然而，如果学校

的教育思想有偏差，教师教育方法不适当，校风、班风不良则会引起怪

的某些心理问题。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惩罚讥讽差生，会严重挫伤学生

的自尊心，使其变得冷漠对立、消 沉退缩、自暴自弃。校风班风不正，

比吃穿比长相，吸烟打闹，不讲卫生，不尊师长，打架斗殴，早恋逃学，

耍流氓，破坏公共秩序和财物等现象若不及时制止纠正，任其泛滥，会

严重影响高职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社会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在工业生产高度发展和社会竞争日 趋激烈

的今日社会，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投射到高中 生的学习和生

活中而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精神高度紧张、恐 惧、抑郁、焦虑。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如党风不正、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及腐朽的意识形

态、道德观念、文化言论等影响着高职生的心理健康，使其产生消极颓

废的心理。 

3、心理压力 

高职生的心理压力主要来自其自身的学习状态及家庭、学校、社会

各方的压力。学习科目的增多；学习方式的变化，使一些基础不牢、学

习松散、学习方式不当的学生对新的学习环境产生适应不良，成绩日见

下降；导致某些心理问题。而尖子学生因承受着学校、家庭、社会的厚

望，而长期处于高亢奋、极度紧张、过度疲惫的状态之中，易造成大脑

正常功能的损害，诱发心理问题或埋下不良心理的隐患。高职生人际关

系淡化，交流减少，部分学生孤僻自私、嫉妒狭隘、离群索居，严重影

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 

4、失败和挫折。 

高职生面对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开始增多，失败与挫折也随之增

加。高中生阅历浅显、经验有限，一时难以承受一些突如其来的失败和

挫折，如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事故、考试失败、成绩陡降、同学关系紧张

不和、教师的误解和指责等，都会震撼学生的心灵，引起情绪上的强烈

反应，造成心理障碍。有关研究指出，在导致心理异常和精神病的众多

因素中，挫折所占的比重相当高，即使是一些轻微的心理问题也多与挫

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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