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第 35卷第 3期四川精神卫生 http：////www. psychjm. net. cn

南宁市初三学生焦虑抑郁状况调查
温 健 1*，温舒雯 1，蒋敏贞 1，李潇洁 2，吴俊林 3，何文知 4

（1. 南宁市第十人民医院，广西 南宁 530105；
2. 共青团南宁市委，广西 南宁 530012；

3.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四川 绵阳 621000；
4. 川北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通信作者：温 健，E-mail：wm6395303@163. com）

【摘要】 目的 了解南宁市初三学生焦虑、抑郁水平及其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为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提供

参考。方法 于 2021年 5月-6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南宁市每个区/县内随机抽取一个初中学校，以每个学校初三

年级中 3个班级的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考试焦虑量表（TA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调查，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共 2 080名学生参与此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1 826份（87. 79%）。其中，

999名（54. 71%）初三学生感受到考试带来的不适感，检出存在焦虑和抑郁情绪者分别有 577人（31. 60%）、830人（45. 45%）。

女生TAS评分高于男生［（16. 75±6. 78）分 vs.（15. 08±6. 97）分，t=-5. 136，P<0. 01］，女生 SAS评分高于男生［（46. 05±10. 43）分

vs.（44. 16±10. 87）分，t=-3. 769，P<0. 01］，女生SDS评分高于男生［（52. 34±12. 44）分 vs.（49. 98±12. 17）分，t=-4. 039，P<0. 01］。

相关分析显示，初三学生 SAS、SDS评分与 TAS评分均呈正相关（r=0. 574、0. 531，P均<0. 01），控制年龄和性别后，相关性仍

存在（r=0. 570、0. 526，P均<0. 01）。结论 南宁市初三学生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且与考试焦虑均呈正相关。另外，

女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均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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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tatus of the third-yea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Nanning
city，and to discuss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est anxiety，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arge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students.
Methods From May to June，2021，a 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randomly enroll three classes of third-grade
students from one junior high school in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of Nanning city. The selected students were assessed using Test
Anxiety Scale（TAS），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Thereafter，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among each scale score. Results A total of 2 080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and 1 826（87. 79%）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mong them，999 students（54. 71%）felt uncomfortable due to
the tes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detected in 577（31. 60%）and 830（45. 45%）students，respectively. TAS score of female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students［（16. 75±6. 78）vs. （15. 08±6. 97），t=-5. 136，P<0. 01］，SAS score of female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students［（46. 05±10. 43）vs.（44. 16±10. 87），t=-3. 769，P<0. 01］，and SDS score of female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students［（52. 34±12. 44）vs. （49. 98±12. 17），t=-4. 039，P<0. 01］.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AS and SDS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S score（r=0. 574，0. 531，P<0. 01），and the correlation still
existed after further controlling for age and gender（r=0. 570，0. 526，P<0. 01）. Conclusion The third-yea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Nanning city suffer a high prevalence rat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the two psychological states have positive
relations with TAS. Furthermore，bo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re more severe in female students than in mal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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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是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进入初

中后，学业压力增大，可能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

和主观幸福感［1］，这可能是由于学业负担、考试压力

及家长对其学习的过分关注，学生更容易产生焦虑

情绪。焦虑和抑郁是个体面对应激事件时常见的

情绪反应，可能会加剧心理健康风险，进而引起个

体免疫系统功能下降［2］；而抑郁情绪则会增加个体

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发生风险［3］。考试焦虑是与

即将到来的负性结果预期相关联的一系列情绪、生

理和行为反应［4］，过度的考试焦虑对学生的人格和

心理健康水平存在不可逆的影响［5］。有研究表明，

学生的焦虑状态与其遭遇的生活事件密切相关［6］，

而考试是学生群体中常见的压力性生活事件，学业

压力与焦虑、抑郁等情绪及自杀意念均呈正相关［7］。

对初三学生而言，由于面临重要的考试，其压力相

对增加，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症状。张喜燕等［8］研

究显示，与非毕业班中学生相比，毕业班中学生的

负性情绪、快感缺乏、低效感、低自尊和人际关系等

问题更明显。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南宁市初三年

级学生焦虑和抑郁状况进行调查，并分析其考试焦

虑情况，以期为对初三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干

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于 2021年 5月-6月
在南宁市 15个区/县中，各选取 1所初中学校，在选

中学校的初三年级中，再简单随机选取 3个班级，

最终得到 2 080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2 080份，回收有效问卷 1 82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7. 79%。

1. 2 评定工具

采用考试焦虑量表（Test Anxiety Scale，TAS）［9］

评定学生的考试焦虑程度。TAS共 37个条目，每个

条目以“是”或“否”作答，回答“是”计 1分，回答“否”

计 0分。各条目评分之和为 TAS总评分，总评分越

高表明考试焦虑程度越严重。TAS评分<12分为低

水平考试焦虑，12~20分表示中等程度，>20分为高

水平考试焦虑。TAS评分≥15分表明个体感受到考

试带来的相当程度的不适感。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10］评定学生过去一周的焦虑情绪。SAS共 20

个条目，采用 1~4分 4级评分，各条目评分之和为总

粗分，总粗分乘以 1. 25以后取整数部分，即为 SAS
评分。SAS评分≥50分为存在焦虑情绪，50~59分为

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69分为重度

焦虑。

采 用 抑 郁 自 评 量 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11］评定学生过去一周的抑郁情绪。SDS
共 20个条目，采用 1~4分 4级评分，各条目评分之

和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 1. 25以后取整数部分，即

为 SDS评分。SDS评分≥53分为存在抑郁情绪，

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2分
为重度抑郁。

1. 3 调查方法与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研究者进行统一培训，熟悉问卷的填

写规范。问卷调查时，以班级为单位，由南宁市第

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专业人员和各班主任在

教室中发放问卷，使用统一指导语，学生自愿参加

并匿名填写问卷。问卷填写完成后当场回收。由

专人录入数据，由专人核对数据，对于关键信息缺

失、漏填或答案相同的答卷予以剔除。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1. 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n（%）］表示，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验为近似正态分

布，以（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各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水

准ɑ=0. 05。
2 结 果

2.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及量表评分结果

在完成有效问卷填写的 1 826名初三学生中，

男生 770人（42. 17%），女生 1 056人（57. 83%）；年龄

12~18岁［（15. 21±0. 74）岁］。检出存在焦虑情绪者

577人（31. 60%），其中轻度焦虑 388人（21. 25%），

中度焦虑 147人（8. 05%），重度焦虑 42人（2. 30%）。

存在抑郁情绪者 996人（54. 55%），其中轻度抑郁

407人（22. 29%），中度抑郁 349人（19. 11%），重度

抑郁 74人（4. 05%）。考试焦虑方面，轻度考试焦虑

549人（30. 07%），中度 811人（44. 41%），重度 466人
（25. 52%），考试焦虑水平为中等及以上者共 1 277
人（69. 93%）；999人（54. 71%）感受到考试带来的

不适感。

278



2022年第 35卷第 3期四川精神卫生 http：////www. psychjm. net. cn
2. 2 不同性别的初三学生各量表评分比较

初三学生 TAS、SAS和 SDS评分分别为（16. 05±
6. 91）分、（45. 25±10. 66）分、（51. 35±12. 38）分。男

生 TAS、SAS和 SDS评分均低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t=-5. 136、-3. 769、-4. 039，P 均 <0. 01）。

见表1。

2. 3 相关分析

初三学生 SAS、SDS评分与 TAS评分均呈正相

关（r=0. 574、0. 531，P均<0. 01）。控制年龄和性别

后进行偏相关分析，SAS、SDS评分与 TAS评分的相

关性有所减弱（r=0. 570、0. 526，P均<0. 01）。

3 讨 论

本研究中，69. 93%的初三学生存在中等及以

上水平的考试焦虑，高于孙靓等［12］对北京市中学生

的调查结果。这可能与本研究仅纳入了初三学生

有关，既往研究表明，中学生年级越高，考试焦虑越

明显［13］。由于初三学生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可能

存在较多的紧张和担心，故更多的学生存在考试

焦虑。

在本研究的初三学生群体中，31. 60%的学生

存在焦虑情绪，45. 45%的学生存在抑郁情绪，高于

银梦云等［14］对广西部分地区中学生的调查结果（中

学生焦虑和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15. 7%和 22. 8%），

也高于马静等［15］对长沙地区中学生的调查结果（中

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30. 7%）。研究表明，初中生对

考试压力的感知与抑郁倾向显著相关［16-17］，初三学

生感知到的考试压力更大。相比于学业压力较小

的初一和初二学生以及情绪调控能力较强的高中

学生，初三学生可能更容易受到学习、人际关系等

压力性事件的影响，其不良情绪更普遍、程度更严

重。在认知策略上，年龄较低者更少将负性情绪赋

予积极意义［18］，故初中生缓解焦虑抑郁情绪的能力

较弱。

在性别差异上，女生 TAS、SAS和 SDS评分均高

于男生，与既往研究得出的女生情绪健康状态较男

生更差的结果一致，男生在处理内疚、羞耻、沮丧、

痛苦等消极情绪方面的能力优于女生，男生的整体

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生［13，15］。与男生相比，女生往

往更细腻敏感，有更多焦虑不安的想法，表现为对

学业成绩、形体、社交等多方面的关注和焦虑，对情

感也有更多的需求，尤其是对考试压力的感知可能

导致其焦虑和抑郁情绪的产生。

在本研究中，初三学生 TAS评分与 SAS、SDS评
分均呈正相关，提示初三学生的考试焦虑情况与其

焦虑抑郁情绪密切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9-20］。

因此，对于存在考试焦虑的初三学生，尤其在中考

前，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与健康教育，调节

其负性情绪，避免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南宁市初三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普

遍存在，这些负性情绪与考试焦虑密切相关。应及

时筛查和评估初三学生的情绪问题，采取有效的干

预措施以缓解学生的考试焦虑，提高其心理健康水

平。本研究不足之处：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可能

存在不同程度的回顾性偏倚；其次，仅对初三学生

考试焦虑干预提出了大致方向，未涉及具体干预措

施。未来研究可以通过了解初三学生对考试焦虑

的应对方式，分析外部资源对其考试焦虑的影响，

并基于以上结果，有针对性地改善学生的考试焦虑

状态，缓解焦虑抑郁情绪，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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