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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专题

我国儿童心理研究现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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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精神病学有了长足

进步，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获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作为精神病学重要分支的儿童精神

病学近年来也有了显著发展。有关儿童心理卫生的

研究主要围绕三大主题: 一是儿童心理健康现况研

究; 二是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 三是

针对特定疾病的研究。本文旨在对我国儿童心理研

究现状做回顾和梳理，探讨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的研

究提供参考。

1 我国儿童心理研究现状

1． 1 儿童心理健康状况 儿童可采用不同的划分

标准。从年龄来说，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学龄前儿童、
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 除了普通儿童，还有留守儿

童、罹患躯体疾病儿童等特殊群体; 此外，尚有城市

儿童与农村儿童、不同经济状况地区儿童等区分标

准。我国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系针对不同群体

的横断面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情绪问题、行为问

题、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等，所得研究结果不尽相

同，较一致的结论是: 面临升学压力的儿童情绪问题

更重，如康延海等［1］研究发现，高三学生躯体化、强

迫、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等症状较高一、

高二学生严重;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不容乐观，如宋

广文等［2］报道，有留守经历的中学生的心理弹性、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普通中学生;

患有慢性躯体疾病的儿童心理问题较健康儿童严

重［3］，研究结果存在地区差异［4 － 5］。

1． 2 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 影响

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包括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

个方面。研究者从不同视角研究这些因素的作用和

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寻有效的干预措施。

有研究显示，性别是儿童心理问题的相关因素;

但也有学者得出与之相悖的结论［6］。家庭环境是

影响儿 童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诸 因 素 中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7 － 10］。正确的父母教养方式和教育态度、家庭成

员关系好、父母为主要抚养者、父母心理健康状况好

等因素存在时，儿童心理卫生问题发生少。人是社

会中的个体，人们的心理行为深受所生活的社会环

境的影响，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减少儿童心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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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发生。进入学龄期，学校成为儿童重要的生活

环境，学校性质、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学业成就等与

儿童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直接相关。

针对儿童的心理干预形式多样，主要有心理健

康知识宣传、设立学校心理咨询室、开通心理热线电

话、团体心理辅导、个体心理咨询及对学校老师和学

生家长的健康教育等。研究显示，综合干预对儿童

的心理问题有显著改善作用，不仅可提高个体心理健

康水平，也有助于其接受更多的心理健康常识，更好地

应对未来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11 －12］。

1． 3 特定儿童精神疾病研究进展 国内儿童精神

病学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抽动障碍、注意缺陷多动

障碍、广泛性发育障碍等疾病［13 － 16］，与之相关的环

境因素、遗传因素研究成果对疾病的诊疗有重要指

导意义［17］。不同于以往强调单一方面因素的重要

性，众多学者认同环境与遗传存在交互作用，认为儿

童是一个正在发育的个体，童年早期大脑的可塑性

非常强，在发育关键期( 0 ～ 3 岁) 神经系统连结可以

被环境因素改变，表观遗传因素可能介导了环境对

生物体的影响［18 － 19］。当今对神经发育障碍( 精神

发育迟滞、孤独症) 的早期培训、干预已经提供了成

功的经验，对儿童行为问题( 如 ADHD) 、情绪问题

( 如社交焦虑) 进行早期干预，可以预防其后的品行

障碍、焦虑抑郁的发生。通过基因 － 环境交互作用

的研究，关注环境的作用，为不同特质的儿童提供早

期环境干预策略，是未来的干预方向。

2 我国儿童心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2． 1 研究方法单一 影像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的发展为精神病学的研究拓宽了思路。目前，功能

影像等技术已广泛运用于精神病学领域。但是，除

以特定疾病患儿为对象的研究外，我国儿童心理研

究工具还局限于量表、问卷。相较于功能影像等检

查，量表、问卷调查结果不够客观，直接影响研究结

果的准确性。先进技术应用于儿童的阻力主要来源

于监护人对检查安全性的顾虑。如何做好相关知识

的宣传，是否可以采用事件相关电位、脑涨落图等安

全的检测手段，是值得儿童心理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2． 2 研究工具信效度有待考量 为了方便国际交

流，大多数学者倾向于选择国际通用的量表、问卷。

这些工具引进后曾做过信效度评价，并有权威学者

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了修订。但是工具的评估、修订

依据往往来源于较小范围的研究，很少建立全国常

模。我国各地本身存在的文化、经济、民俗差异造成

了一些研究工具“水土不服”，从而产生使用相同研

究工具的不同研究者得到相悖的研究结果的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可能没有现成的工

具，所以某些研究者使用了自编工具，而这些自编工

具缺乏有力的信效度证据，同样影响了研究质量。

今后，有必要逐渐建立各种工具的国内常模，或者在

正式研究前，研究者首先完成拟使用工具在本地的

信效度评价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修订。
2． 3 受试者素质亟需提高 儿童心理研究的对象

可能理解能力、表达能力有限，因而不得不从父母、

教师处获取信息。有研究者发现，儿童、父母、教师

来源的信息可能有较大出入。此现象的产生主要原

因在于: 一是父母、教师的儿童心理健康知识欠缺，

二是大多数人对科研不理解、不支持。开展针对父

母、教师的儿童心理卫生知识宣传既是改善我国儿

童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手段，也是儿童心理研究者

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儿童是国家的希望，发展儿童心理研究、促进儿

童健康成长任重而道远。今后，我国儿童心理研究

应当跟上精神病学的发展步伐，开拓思路，改进研究

方法，同时广泛开展大众层面的健康教育，进一步提

升我国儿童心理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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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冲动行为父母评与自评的差异

邵红敏 徐改玲 孙 芸 田红军 刘晓华

【摘要】目的 探讨父母和儿童对儿童冲动行为认识的差异和各自的倾向性。方法 于 2014 年 5 月在河南省

唐河县第一小学二至五年级中采用抽签法抽取各年级二、四、六班共 12 个班级的 750 名学生，采用儿童自评和父

母评两种方法对学生进行 Barratt 冲动量表测评。对儿童进行分组: 6 岁≤年龄 ＜ 9 岁为小年龄组，9≤年龄≤11 岁

为大年龄组; Barratt 冲动量表总评分≤31 分为低分组，＞ 31 分为高分组。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父母评与儿童

自评得分之间的差异。结果 小年龄组在注意维度评分上父母高于儿童( t = － 2． 23，P = 0． 02) ，其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大年龄组在各维度及总评分上父母均高于儿童( t = － 4． 95 ～ － 2． 49，P≤0． 01) ; 低分组计划维度评分儿童

高于父母 ( t = 2． 54，P = 0． 01) ，其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高分组各维度及总评分上父母均高于儿童( t = － 5． 07 ～
－ 2． 29，P ＜ 0． 05 或 0． 01) ; 男、女生除男生计划维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评分父母均高于儿童( t = － 3． 42
～ － 2． 23，P ＜ 0． 05 或 0． 01) 。结论 对于儿童的冲动行为，儿童的觉察弱于父母，而父母可能关注不当，更易受儿

童的年龄、冲动程度因素影响。
【关键词】 冲动行为; 儿童; 父母; Barratt 冲动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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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of evaluation to impulsive action of children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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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evaluation and tendentiousness on children impulsive a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Methods Total 750 children who recruited randomly from NO． 1 primary school in Tanghe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were
measured with Barratt Impulsivity Scale( BIS) ，and their parents completed BIS to measure them at the same time． Children were di-
vided into elder age group and younger age group according to age，high score group and low score group according to total score of
BIS，respectively． Independent － samples t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Ｒesults The parents’scores of BI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hildren ( t = － 4． 95 ～ － 2． 49，P≤0． 01) on elder age group，and only on attention subscale ( t = － 2． 23，P = 0． 02 ) on
younger age group． The parents＇ scores of BI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hildren on high score group ( t = － 5． 07 ～ － 2． 2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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