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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厌学儿童自我意识及行为问题状况，为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门诊 8 ～ 14 岁厌

学儿童 86 例为研究对象，同一时间段按同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匹配的原则随机抽取佛山市某中小学的在校学

生 86 例为对照组。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Piers － 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CSCS) 、Conner＇s 儿童行为父母问

卷对两组进行测评。结果 研究组 0 ～ 3 岁主要带养人为父母所占比例、父母文化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 ＜ 0． 05 或

0． 01) ，父母婚姻状况中紧张、离异及其他高于对照组( P ＜ 0． 05) 。CSCS 中研究组在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

貌与属性、焦虑、幸福与满足 5 个因子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 ＜ 0． 01) 。Connor＇s 量表中品行问题、学习问题、躯体问

题、焦虑、冲动、多动指数因子评分高于对照组( P ＜ 0． 05) 。结论 厌学儿童家庭情况不良、自我意识水平较低，存

在较多的不良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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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self －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problems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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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z 等［10 － 11］研究表明，低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

虑及成绩下降显著相关。本研究发现，临近考试，复

习不充分使考生的知识匮乏感加重，再加上复习进

度比计划慢也会导致考生信心不足。因此，考生复

习不充分，低自我效能感，会加重其焦虑程度。
学校因素、家庭因素也会影响考生的焦虑程度。

刘伟［12］对大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考

生的焦虑水平不仅受生理因素等内部因素的影响，

同时还受学校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的制约。学

校的考研环境无疑会影响考生的情绪，周围同学的

紧张状态、复习环境的嘈杂以及学校的课程安排占

据了太多的备考时间都会导致考生焦虑。父母严厉

的教育方式易使学生产生焦虑［13］，另外，有的学生

身上还背负着责任，来自家庭的生活压力和父母的

攀比心理，这些都成为考生焦虑的来源。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对某医学院校的医学

生进行研究，是否能够将结论推广到其他医学生群

体中还需进一步验证。另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

明，动机强度与工作效率之间是倒 U 形曲线关系。
也就是说，动机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时，工作效率最

高，但此理论能否在考研动机中适应有待进一步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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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for the targeted intervention．Methods A total of 86 learning disabilities children with 8 ～ 14 years old from outpatient were
included and acted as study group． Meanwhile，86 students from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of Foshan city were acted as control
group． We used the self － made questionnaire，Piers － Harris Children＇s Self － concept Scale( CSCS) and Conner＇s children＇s behavior
questionnaire to assess all participants． Ｒesults At 0 ～ 3 years old，the proportion of nurturing parents and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in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 P ＜ 0． 05 or 0． 01) ，however，parents＇ marital status were worse than control group ( P ＜
0． 05) ． In CSCS，the score of behavior，intelligence and school performance，appearance and properties，anxiety，happiness and satisfac-
tion were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 P ＜0． 01) ． In the Conner＇s questionnaire，the score of conduct problems，learning problems，body
problems，anxiety，compulsion，hyperactivity index factor were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 P ＜ 0． 05) ． Conclusion The family situa-
tions were unhealthy，the level of self － awareness was low and there were more bad behavior problems in learning disabilities children．
【Key words】 Children; Learning disabilities; Self － consciousness; Behavioral problems

作者单位: 528000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

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儿童的心理问题越来越

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其中儿童厌学问题也备受关注。
厌学是一种心理现象，是学生对学习否定的内在反

应倾向，包括厌学情绪、厌学态度和厌学行为［1］。
有关调查发现，46%的学生对学习缺乏兴趣，33% 的

学生对学习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厌学问题已成为阻

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2］。儿童厌学问

题会给儿童的学习、成长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影响，

厌学儿童可能最终表现为拒绝上学，这不仅会损害

儿童的身心发展，而且可能会危及社会安全。国内

学者对儿童厌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张春杰［3］认为儿

童厌学的原因与家庭、学校、自身及社会方面有关;

申自力等［4］认为影响厌学心理结构与发展变化有

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体自身四大因素群，但哪些是

风险因素，哪些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目前的研究中还

没有明确的回答。本研究对厌学儿童一般家庭情

况、自我意识及行为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厌学背后的

相关心理因素，为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13 年 1 月 － 2014 年 12 月在佛山

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收集 8 ～ 14 岁的厌学儿童 86
例为研究对象，男生 52 例，女生 34 例，平均年龄

( 10． 6 ± 2． 40) 岁。入组标准: ①不想去学校或拒绝

上学;②在上学或即将上学时表现出明显的情绪问

题，如焦虑、害怕、发脾气、躯体化症状等; ③父母对

孩子不上学的情况知情; ④没有明显的反社会行为

或品行障碍;⑤评估前 2 周内不上学时间或缺课时

间至少超过 20%。排除标准: ①因生理或躯体疾病

无法上学;②退学;③因家庭或社会等无法抗拒的因

素而无法上学，如无家可归或为逃避虐待等造成的

不上学;④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

3 版) 》( 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ease，third edition，CCMD －3) 诊断标准

符合广泛性精神发育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的。对照

组为同一时间段按同等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匹

配的原则随机抽取佛山市某中小学的在校学生 86
例，入组标准: 儿童本人及其父母无精神疾病史、无
严重躯体疾病史。
1． 2 调查工具

1． 2． 1 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年级、性
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居住地、父母受

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状况、是否为单亲家庭以及拒绝

上学前 1 个月有无负性事件发生、拒绝上学持续时间

等。本量表为正性计分，得分高者即越无此类问题。
1． 2． 2 Piers － 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Children＇s
Self － concept Scale，CSCS) 由美国心理学家 Piers
及 Harris 于 1969 年编制、苏林雁等修订［5］，含 80 项

是非题，分为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

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 6 个分量表。
1． 2． 3 Conner＇s 儿童行为父母问卷［6］ 由徐滔园

修订，含 48 个条目，采用 0 ～ 3 分 4 级评分，归纳为 6
个行为问题因子: 品行问题、学习问题、心身障碍、冲
动 － 多动、焦虑、多动指数。
1． 2． 4 测量方法 研究组采取单病例收集法，CSCS
结果是就诊时在心理测验师的指导下测得，Conner＇s
儿童行为问卷( 父母问卷) 由父母填写; 对照组 CSCS
评定采用与研究组相同的指导语，在规定的时间内集

中测试，Conner＇s 儿童行为问卷( 父母问卷) 由儿童带

回家由父母填写。本研究中儿童及家长均知情同意，

自愿填写问卷，资料均完整。
1． 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9． 0 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使用成组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使用 χ2 检

验。P ＜ 0． 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一般家庭情况比较 研究组儿童 0 ～ 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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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要带养人为父母者所占比例低于对照组，主要

带养人为祖父母及其他者比例高于对照组 ( P ＜
0． 01) ，父母受教育程度均低于对照组 ( P ＜ 0． 01 ) ，

父母婚姻状况中紧张、离异所点比例高于对照组( P
＜ 0． 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项 目
例 数( % )

研究组 对照组
χ2 P

是否独生 是 56( 66． 7) 63( 75． 6)

否 30( 33． 3) 23( 24． 4)
1． 34 0． 25

0 ～ 3 岁主要带养人 父母 29( 33． 3) 50( 60． 3)

祖父母及其他 57( 66． 7) 36( 39． 7)
10． 32 0． 001

父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42( 48． 1) 8( 9． 0)

高中 20( 15) 36( 43． 6)

大专及以上 24( 24． 1) 42( 47． 4)

32． 60 0． 000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40( 46． 3) 17( 21． 8)

高中 28( 33． 3) 31( 37． 2)

大专及以上 18( 20． 4) 38( 41． 0)

16． 58 0． 000

家庭月收入 ＜ 5000 元 31( 38． 9) 26( 31． 9)

5000 ～ 10000 元 39( 42． 6) 50( 55． 3)

10000 元以上 16( 18． 5) 10( 12． 8)

3． 18 0． 204

父母婚姻情况 正常 77( 89． 1) 84( 98． 7)

紧张、离异及其他 9( 10． 9) 2( 1． 3)
4． 76 0． 029

2． 2 两组 CSCS 评分比较 除合群因子外，研究组

CSCS 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 0． 01) 。见表 2。

表 2 两组 CSCS 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CSCS 评分

行为 智力与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与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满足 总评分

研究组( n = 86) 10． 03 ± 3． 14 7． 29 ± 2． 39 5． 32 ± 2． 61 6． 94 ± 2． 20 7． 23 ± 1． 98 6． 06 ± 1． 81 42． 76 ± 10． 68

对照组( n = 86) 11． 71 ± 2． 71 10． 14 ± 2． 71 7． 00 ± 2． 47 8． 80 ± 2． 43 7． 71 ± 2． 37 7． 54 ± 1． 65 52． 92 ± 9． 07

t 3． 76 7． 31 4． 34 5． 26 1． 44 5． 60 6． 72

P 0． 0002 0． 0000 0． 0000 0． 0000 0． 1513 0． 0000 0． 0000

2． 3 两组 Conner＇s 儿童行为父母问卷评分比较

两组品行问题、学习问题、躯体问题、焦虑、多动

指数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
见表 3。

表 3 两组 Conner＇s 儿童行为父母问卷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Conner＇s 儿童行为父母问卷评分

品行问题 学习问题 躯体问题 冲动 － 多动 焦虑 多动指数

研究组( n = 86) 10． 51 ± 5． 60 5． 40 ± 2． 81 2． 77 ± 2． 60 4． 91 ± 2． 19 3． 14 ± 1． 65 10． 11 ± 4． 03

对照组( n = 86) 8． 91 ± 4． 45 4． 20 ± 1． 61 2． 00 ± 1． 94 4． 14 ± 2． 31 2． 25 ± 1． 79 8． 49 ± 3． 97

t 0． 78 3． 44 2． 20 2． 24 3． 39 2． 65

P 0． 0395 0． 0007 0． 0291 0． 0262 0． 0009 0．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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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0 ～ 3 岁时主要带养人为祖父母或

其他人者、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父母婚姻状况不正

常是儿童产生厌学的影响因素，家庭经济状况好坏

和是否为独生子女并不是儿童厌学的影响因素。如

果自小由他人带养，或远离父母，难以感受到父母的

关爱，可能导致适应学校生活困难，促使厌学的产

生; 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父母婚姻正常，家庭氛

围融洽，有利于孩子身心的成长，可能减少厌学的产

生。而功能结构不良的家庭存在更多的矛盾、冲突，

孩子长期生活在紧张、压抑的氛围中，缺乏情感温

暖，安全感、幸福感不足，容易产生焦虑等情绪，可能

对心理行为形成不良影响，导致学习兴趣下降。

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身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

状态的知觉和主观评价，是个体在与家庭、同伴、社
会等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心理

结构［7］。儿童自我意识是反映儿童对自己在环境

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也反映了评价自身的价

值观念。如果儿童的自我意识出现不良的倾向，则

会对儿 童 的 行 为、学 习 和 社 会 能 力 造 成 不 良 影

响［8］。而由于儿童自我意识水平较低，对自我的评

价过低，自信心不够，就会出现对学习消极的态度和

退缩行为，不仅导致厌学的发生，更会影响其心理和

人格发展。本研究表明，厌学儿童在自我意识中的

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

及幸福与满足 6 个分量表评分及总评分低于对照组

( P ＜ 0． 01) 。表明厌学儿童对自身诸方面较正常儿

童采取更为消极的评价，存在自我意识不良问题，与

王瑜等［9］研究一致。因此，重视儿童的自我意识，

促使儿童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可避免其产生厌学

的心理和行为。

本研究表明，厌学儿童还存在较多的学习问

题、品行问题、焦虑及多动等行为问题，其中以学

习问题、焦虑较明显。各种行为问题的出现，学习

成绩难以达到理想水平，此时如果得不到正确引

导，受到家长的批评指责和老师的忽视，再加上同

伴关系不良等压力，容易产生各种不良情绪，以致

对学习缺乏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下降，导致厌学

的进一步发生。因此，对厌学儿童的教育也应重视

其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改善，减少行为问题发

生。增强内在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兴趣，另外，

家长和老师也要适当给孩子减压，给予正确的耐心

引导，帮助其端正学习态度，调动其学习的主动

性，让其拥有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本研

究采用横断面设计对照研究，未能观察厌学儿童心

理结构的动态发展是本研究的局限，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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