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大学 2018 届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 

专业学位论文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研究 
 

 

 

 

 

            

作者姓名  葛东芳 

指导教师  卢富荣 讲师 

            王斌红 主任医师        

学科专业  教育硕士 

研究方向  心理健康教育 

培养单位  教育科学学院 

学习年限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10 月 

 

 

 

 

                               二○一八年十月 



山西大学 

2018 届在职人员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研究 
 

 

 

 

 

 

 

作者姓名  葛东芳 

指导教师  卢富荣 讲师 

            王斌红 主任医师 

学科专业  教育硕士 

研究方向  心理健康教育 

培养单位  教育科学学院 

学习年限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10 月 

 

 

 

 

                               二○一八年十月 



 

Thesis for Master’ s degree, Shanxi University, 2018 

 

 

 

 

 

Study on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Student Name      Gedongfang 

Supervisor        Lecturer.  Furong LU  

                   Binhong Wang Chief physician 

Major              Master of Education 

Specialty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Department        Educational Science College 

Research Duration   2015.07-2018.11 

 

                     

 

 

                       october, 2018 



目  录 

中 文 摘 要............................................................................................................................................. I 

ABSTRACT...........................................................................................................................................III 

引 言.........................................................................................................................................................1 

第一章 文献综述.....................................................................................................................................2 

1.1 情绪的相关研究........................................................................................................................2 

1.1.1 情绪的概念....................................................................................................................2 

1.1.2 情绪的构成成分和分类................................................................................................2 

1.2 负性情绪的界定........................................................................................................................2 

1.2.1 负性情绪的概念............................................................................................................2 

1.2.2 负性情绪与健康............................................................................................................3 

1.2.3 中学生的情绪特点........................................................................................................3 

1.2.4 负性情绪的相关研究....................................................................................................4 

1.3 单亲家庭的界定........................................................................................................................4 

1.3.1 单亲家庭的概念............................................................................................................4 

1.3.2 父母离异式单亲家庭....................................................................................................5 

1.3.3 配偶死亡式单亲家庭....................................................................................................5 

1.3.4 父母被劳教单亲家庭....................................................................................................5 

1.3.5 配偶遗弃式单亲家庭....................................................................................................5 

1.3.6 分居式单亲家庭............................................................................................................5 

1.3.7 非婚生单亲家庭............................................................................................................5 

1.4 单亲家庭对孩子情绪情感的影响............................................................................................5 

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7 

2.1 创新之处....................................................................................................................................7 

2.2 研究意义....................................................................................................................................7 

2.2.1 理论意义........................................................................................................................7 

2.2.2 实践意义........................................................................................................................7 

2.3 研究目的....................................................................................................................................7 

2.4 研究被试...................................................................................................................................7 

2.5 研究工具....................................................................................................................................8 

2.6 研究内容和假设........................................................................................................................8 

2.7 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8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9 

3.1 中学生情绪的现状....................................................................................................................9 

3.2 不同人口学变量下中学生情绪的特点 ....................................................................................9 

3.2.1 中学生的情绪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9 

3.2.2 中学生的情绪在不同年级的差异性 ..........................................................................10 

3.2.3 中学生的情绪在户籍类型上的差异性 ......................................................................10 

3.2.4 中学生的情绪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 ..........................................................11 

3.3 单亲家庭中学生与完整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比较 ..........................................................12 

3.4 不同人口学变量下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的特点 ..................................................................12 

3.4.1 单亲家庭中学生的情绪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12 

3.4.2 单亲家庭中学生的情绪不同年级的差异性 ..............................................................13 



 

3.4.3 单亲父亲家庭中学生与单亲母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比较 ..............................13 

3.4.4 单亲家庭中学生的情绪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性 ......................................14 

3.4.5 单亲家庭中学生的情绪在家长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性 ..........................................15 

第四章 讨论...........................................................................................................................................16 

4.1 中学生总体情绪特点的现状..................................................................................................16 

4.2 中学生情绪特点的差异性......................................................................................................16 

4.2.1 中学生情绪特点的性别差异 ......................................................................................16 

4.2.2 中学生情绪特点在不同年级上的差异 ......................................................................17 

4.2.3 中学生的情绪特点在户籍类型上的差异 ..................................................................17 

4.2.4 中学生的情绪特点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 ..................................................17 

4.3 单亲家庭中学生与完整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差异 ..........................................................17 

4.4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现状..........................................................................................18 

4.4.1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性别差异 ......................................................................18 

4.4.2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在不同年级上的差异 ......................................................18 

4.4.3 单亲父亲家庭中学生与单亲母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比较 ..............................19 

4.4.4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 ......................................19 

4.4.5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在家长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 ..........................................19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21 

5.1 结论..........................................................................................................................................21 

5.2 对策建议..................................................................................................................................21 

5.3 不足及展望..............................................................................................................................22 

参考文献.................................................................................................................................................23 

附  录.....................................................................................................................................................27 

致  谢.....................................................................................................................................................29 

承 诺 书.................................................................................................................................................31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32 

 

 

 

 

 

 

 

 

 

 

 

 

 



Contents 

Chinese abstract...................................................................................................................I 

ABSTRACT ...................................................................................................................... III 

The introduction .................................................................................................................1 

Chapter 1 Literature review ..............................................................................................2 

1.1Research on emotions..............................................................................................2 

1.1.1 Concept of emotion .......................................................................................2 

1.1.2 Compos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emotions..................................................2 

1.2 The definition of negative emotions.......................................................................2 

1.2.1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emotions .................................................................2 

1.2.2 Negative emotions and health .......................................................................3 

1.2.3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3 

1.2.4 Research on negative emotions .....................................................................4 

1.3 The definition of single parent family ....................................................................4 

1.3.1 The concept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4 

1.3.2 Parents of divorced parents ...........................................................................5 

1.3.3 Spouse death single parent family.................................................................5 

1.3.4 Parents in the family are taught by a single parent........................................5 

1.3.5 Spouse abandoned single parent family ........................................................5 

1.3.6 Separated single parent family ......................................................................5 

1.3.7 Unmarried single parent families ..................................................................5 

1.4 The influence of single parent family on children's emotional affection ...............5 

Chapter 2 Ques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7 

2.1 Existing research deficiencies ................................................................................7 

2.2 Research significance .............................................................................................7 

2.2.1Theoretical significance..................................................................................7 

2.2.2Practical significance......................................................................................7 

2.3 Research purposes ..................................................................................................8 

2.4 Research subjects....................................................................................................8 

2.5 Research content and assumptions .........................................................................8 

2.6 Research tool ..........................................................................................................8 



 

2.7 Procedures and data processing..............................................................................8 

Chapter 3 Result and analysis .........................................................................................10 

3.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motions ..................................10 

3.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motion under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10 

3.2.1 The differences in the gende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10 

3.2.2 The emotion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grades .. 11 

3.2.3 The difference in the typ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 11 

3.2.4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motion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family income  

levels.............................................................................................................12 

3.3 The comparison of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single parent and intact  

famil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13 

3.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motions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under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13 

3.4.1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emotions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13 

3.4.2 The difference of mood among single parent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s 

......................................................................................................................14 

3.4.3 The comparison of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single parents........................................................................................14 

3.4.4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come levels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in different  

families .........................................................................................................15 

3.4.5 The emotions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are different from education level.16 

Chapter 4 Discussion ........................................................................................................17 

4.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verall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17 

4.2 The difference of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17 

4.2.1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17 

4.2.2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s .........................................................................................18 



4.2.3 The difference in the typ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18 

4.2.4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family income levels......................................................................18 

4.3 The difference of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single parent and inta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18 

4.4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19 

4.4.1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19 

4.4.2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in  

different grades .............................................................................................19 

4.4.3 The comparison of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single parents........................................................................................20 

4.4.4 The difference of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in  

different family income levels......................................................................20 

4.4.5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we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education ...........................................................................................20 

Chapter 5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5.1 Conclusion............................................................................................................21 

5.2 Suggestion ............................................................................................................21 

5.3 Lack and prospect.................................................................................................22 

References .........................................................................................................................23 

Appendix ...........................................................................................................................27 

Acknowledgment ..............................................................................................................28 

Personal profiles ...............................................................................................................29 

Letter of commitment.......................................................................................................30 

Authorization statement ..................................................................................................31 



 

 I 

中 文 摘 要 

受社会环境影响，单亲家庭越来越多，学生的负性情绪也日益增多，对他们的

学习和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为了使教师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顺利进行，有必要对

中学生的情绪进行研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中学生整体的情绪特点和单

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的特点以及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1.总的来说，中学生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的平均水平很高。尤其是抑郁情

绪的异常人数占了绝大部分。 

2.从整体来看，中学生各种情绪的的性别差异是很明显的，量表的总分、抑郁、

焦虑和内向性激惹维度上，男女的差异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女生总体不如男生。 

3.各种情绪在中学生户籍类型上的差异也很明显，结果表明，不同户籍所在地

被试在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以及总分在量表上存在显着的统计学差异。进一步

的事后检验表明，所有维度上，不同户籍所在地人群之间的差异均达到了统计显著

水平。具体来说，农村学生在所有维度的情绪水平上都处于最高水平，城镇学生次

之，城市学生在所有维度的情绪水平上均处于较低水平。 

4.中学生的情绪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存在显着差异。除了“8000-10000”和“10000

以上”两个水平差异均不显著之外，其余各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非常明显。 

5.中学生的各种情绪在各个年级上的差异不明显。所有年级的学生之间的差异

在所有维度和总分数上没有达到统计学上显着的水平。这表明受试者的抑郁，焦虑，

内向和外向刺激不随年龄而变化。这些变量在年龄和年级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6．在量表的所有维度和总分上，单亲家庭的子女在统计上与完整家庭的子女有

显着差异。具体而言，单亲家庭的子女在 IDA 量表上的得分显着高于完整家庭的子

女，前者与后者相比。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的程度更高。 

7.单亲家庭的各种情绪得分没有显着的性别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单亲家庭中

男女学生的 IDA 量表的维度没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差异。也就是说，单亲家庭中的男

孩和女孩的情绪水平相似。 

8.不同年级单亲家庭的情绪差异也不明显。结果表明，单亲家庭的 IDA 量表的

维度没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差异。 

9. 单亲家庭中学生各种情绪的得分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比较明显。在 

IDA 的平均总分上，3000 以下收入水平和 3000 到 5000 收入水平与其他水平之间存

在着统计上显著的差异，但 5000-8000 档与 8000-10000 档之间的差异却未达到统计

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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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单亲家庭父母教育程度的差异更为明显。结果表明，大学水平的家长和研究

生及以上水平的家长的得分没有统计学差异。其余维度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着差

异。 

11. 单亲父亲家庭的中学生与单亲母亲家庭的中学生在各种情绪上的得分不存

在显著的差异。失去父亲的家庭的子女的情绪水平与失去母亲的家庭的子女的情绪

水平类似。 

 

关键词：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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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luenced by social environmen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more and more negative emotions of students, which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ir study and life. In order to make the teacher's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work smoothly,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emotion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In this study,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overall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single-parent families, as well a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m. Research finding: 

1.As a whole,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four emotion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as higher than the median, especially the abnormal number of 

depression.                                  

2.On the whole,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various emotion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dimensions of total scor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introversion. Girls are generally poorer than boys. 

3.The differences of various emotions in the type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also obviou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anxiety,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 A further post-mortem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populations in all dimension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pecifically, rural students are at the highest 

emotional level in all dimensions, followed by urban students, and urban 

students are at a lower emotional level in all dimensions. 

4.The emo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varies obviously in different 

income level. Except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8,000-10,000" and "over 

10,000" were not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ther dimensions 

were significant. 

5.The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emotions in different grades were not 

obvious. In all dimensions and total scores of the scale, the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of all grades did not reach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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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howed that the subjects' depression, anxiety,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 did not change with age, and these variables were somewhat 

stable in age and grade. 

6.In the single-parent families, the scores of all emo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hole families. On all the dimension and 

the total scale, children of single-parent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a family 

there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rticular, children of 

single-parent family on the IDA scal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intact families children, and the former than the latter, the depression, 

anxiety, introversion irritability and extraversion degree of irritability is much 

higher. 

7.In single parent famili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various emo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each dimension of IDA scale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That is, boys and 

girls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have similar emotional levels. 

8.In single parent families,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emotion 

among different grad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s of IDA among single-parent families 

in different grades. 

9.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students' emotional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On the IDA average total score,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come level below 3,000 

and the income level between 3,000 and 5,000 and other levels,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5,000 to 8,000 and 8,000 to 10,000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10.The difference in education level between single parents was more 

significan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scores between college-level parents and those at graduate and higher 

levels.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maining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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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motional scor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single parent families and single parent families.The 

children of families who lost their fathers had similar emotional levels to the 

children of families who lost their mothers. 

 

Key words: Single parent family; Middle school student; Emotion 
 

 

 

 

  

 

 

 

 

 

 

 

 

 

 

 

 

 

 

 

 





引言 

 1 

引 言 

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人类之所以能生活的有滋有味是因为情绪在其中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情绪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并相伴贯穿着人们的思想行动的

始终[1]。如果在生活中，我们没有丰富多彩的情绪，我们会感觉到沉闷无比，就像白

开水一样缺少了各种滋味。因此，良好的情绪会对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积

极的影响。我们必须培养机器的积极情绪，让自己快乐。但是在生活中，人们还是

会遇到很多不良情绪。生活中经常有学生说“郁闷”，“压抑”，“生活没有希望”等

负面陈述。各种媒体上经常会看到，有的中学生对身边亲近的人做出了相当极端的

事情[2]。然而在当前中国应试教育占主导地位的环境里，文化知识的传授占了相当大

的比重，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几乎被忽略。但是当下存满竞争和攀比的环境里，

年幼的中学生们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我所在的学校处于城乡结合部，从外地来打工的人很多，受教育程度不高，受

社会环境的影响，我校单亲家庭较多。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单亲学生的心

理问题比普通家庭学生多得多。由于家庭原因，他们更容易在心理和精神上出现问

题，导致许多负面情绪。抑郁，逆反，易激怒，仇恨社会……这样的情绪不仅对他

们自己的成长有影响，也对周围的同学和老师产生影响，甚至使老师的教学和管理

工作很难进行[3,4]。这是很危险一个信号，继续这个原因，我产生了研究单亲家庭中

学生负性情绪特点的想法，看看他们和普通家庭学生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了采

取适当的对策来改善这种状况，我们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可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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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情绪的相关研究 

1.1.1 情绪的概念 

人的情绪相伴人的一生，愉、惊、悲、愤、厌、惧、和痛苦等多种多样的情绪

体验如影随行。任何人都会产生情绪，关于情绪的研究和讨论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后主李煜更是用“剪不断，理还乱”这样的千古名句来表述情绪的复杂、纠结、难

以言说、捉摸不定和不可控制的特点[5]。情绪本身的混乱及其根源发展的复杂性引起

了专家和学者的不断争论。 

中国着名儿童心理学家孟兆兰女[6]指出：“情感是多个组成部分的结合，多元思

维结构，不同的整合水平，以及心理活动过程和心理动机能量使个体适应生存和相

互沟通并与认知相互作用。”现在人们基本认可的是：情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

和相应的行为反应[7]。 

1.1.2 情绪的构成成分和分类 

情绪的组成基本包括了三个部分：主观经验，生理觉醒和表达[8]。这三个部分又

代表情绪在预期中达到的指数、规格、标准，其中缺少任何一种情况都不足以体现

情绪的复杂和多变的特性。情感的主观体验是指从人的七种情绪中表达情绪或心理

活动。情绪表达表达是指人的表达行为，主要是情绪状态过程中人体各部位运动的

量化行为。其中包括动作语言、手语和腔调等内容[9]。 

以上这三种成分的在同一阶段进行活动，形成了具体的情绪过程。所有单一成

分都不可能形成情感，只有当三种成分同时活跃时才能产生情感。同时，这三种成

分彼此间相互加强或减弱，彼此间相互补充或改变。在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会

有积极和积极的积极情绪，以及悲伤和痛苦的消极和消极情绪。 

1.2 负性情绪的界定 

1.2.1 负性情绪的概念 

负性情绪的由来是客观环境产生的特殊情境与主观感知两个部分相互影响的结

果[10]。在这种先决因素吻合的条件下，能够符合人们的现实需要和本体的愿望，就

会产生让人类确定的想法并引起欢快、自豪等积极情绪感知；相反，人就会产生反

面的想法并引起恶感、怨恨等消极的情绪感知[11]。由此看来，客观因素、外界场境

的改变和个体主观感知各部分之间联系的缺失或终止，则会引发负性情绪[12]。情绪

的发生、持保或突变，都是以主客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为转换。通常个人要面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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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或重大选择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焦燥、忧虑[13]。 

1.2.2 负性情绪与健康 

情绪和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来自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负面因素有很多，多到

无以穷尽。 

情绪低落。刚开始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表现为各种情感实践过程中体验能力的弱

化，具体情况为精神萎靡，对身边的所有事物都置之不理。思维联想迟缓。个体的

表现为反应迟笨、思路混乱、言语慢、低、少，行动有阻力[14]。严重者不能正常的

进行交流。行动迟缓，认知功能严重降低。最严重时，可呈僵住状态。有自杀行为

的企图是最危险的症状[15]。 

1.2.3 中学生的情绪特点 

青春期是一个人成长过程的重要区间，也是心理健康成长的关键时期。但是，

处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面对学校教育的限制和家庭教育的淡化，有很多的中学生

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影响着自身健康成长。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学生在身、心等

各方面都尚未完全成熟，所以此时的情绪变化也比较大[16]，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青春期的学生情绪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经常能够从狂喜转变到萎靡不振，具有

两极性。中学生的情绪波动非常大，因为思想尚未成熟，情绪极易波动，开心快乐

时笑逐颜开，伤心难过时，痛哭流涕。一次偶尔的成功，就觉得自己能力超凡，无

所不能，这时候自高自大的心理作用下就会认为自己将所向披靡。只要经历波折和

打击就会灰心丧气，认为自己德薄才疏，什么事情的做不成把自己全盘否定[17]。 

青春期的学生各种情绪流露于表面的比较多，但是，他们也学着开始藏匿自己

的情绪。从年龄结构上看，中学生的性格纯真朴实还没有融入到社会生活系统，不

会刻意去隐藏自己的想法，质朴的脸上就挂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然而随着身体的成

长和年龄的增加，然而在随着身心的日益成熟他们的内心也有了变化，要想通过简

单的面部变化来辨别他们的内心的情感活动已经鞭长莫及了。他们开始变的深厚，

情感的显露越来越隐晦。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经验的积累，人们学会隐藏自己的

情感。那么，学生也会经过这种变化，因为这是人生走向成熟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青少年学生逐渐丰富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他们的情绪倾向趋于稳定。情绪波动

很大，情绪不稳定，很容易从一个极端移动到另一个极端。它很容易喜出望外，容

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但随着文化知识的增加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身体的发育往

往是成年人。情绪的控制能力也逐渐增强。中学生情绪的自我控制能力不断增强，

表明中学生的生理和心理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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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负性情绪的相关研究 

关于负面情绪的评估，在一些研究中，一段时间内对情绪体验的一次性评估不

再用于衡量情绪状态。大多数改用为对某些具体时间节点的情绪状态的重复评估，

随时进行记录、汇报的方法，淘汰了事后回忆的方式。 

在负性情绪影响因素方面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18,19]，Thomsen 的研究中有，情

绪调节和生活事件可以改变特定情景中个体年龄与负面情绪之间的关系。年龄的影

响效果就不是很明显了[20]。有研究表明，对某些人口学变量及认知功能等变量进行

改变后，70 岁以上的人群负性情绪的年龄效应就不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因素[21]。一些

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女性在负面情绪体验中高于男性[22,23]。 

在抑郁、焦虑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方面。余杰[24]等人在研究了中学生和压力

源的抑郁和焦虑状态后指出：青少年的抑郁状态和负性环境、事件等关系密切，负

性情景的维度包括有人的交往、学习状态、受惩戒和责罚等。严天莲[25]发现压力与

完美主义，抑郁和焦虑呈正相关。抑郁和焦虑等负面情绪已成为影响中学生正常生

长发育的最常见因素。一些研究人员研究了中学生抑郁和焦虑的负面情绪。Albert

等[26]研究发现，中学生人群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抑郁症状情况的大约有 33%。而

Nolen-Hoeksema[27]研究指出抑郁症状情况为 28%。冯正直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学生

里患有抑郁、焦虑症状情况的人大约为 42.3% [28,29]，也有相关的研究说，在我国，

中学生当中患有抑郁症状情况发生率大概在为 25.5%-44%之间[30,31]。 

有很多的研究者在探索改善存在于中学生当中的负性情绪状况，而且在尝试用

不同方法来改善负性情绪的影响机制。关羽[32]指出，中学生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之

间的关系指出，通过改变认知情绪调节方法，改善抑郁症的干预视角，可以改善消

极情绪状态。曹宓关于分心和认知再评价在中学生负性情绪中作用的研究指出认知

再评价策略分心策略在改善中学生负性情绪状况方面的作用更为有效[33]。 

1.3 单亲家庭的界定 

1.3.1 单亲家庭的概念 

单亲家庭是指由父亲和母亲以及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生活方式[34]。根据其形

成原因大致分为：父母与单亲家庭，配偶死亡的单亲家庭分开，家庭中的父母是再

教育的单亲家庭，配偶放弃了单亲家庭，分居的单亲家庭和非婚姻单亲家庭关于负

面情绪的评估，在一些研究中，一段时间内对情绪体验的一次性评估不再用于衡量

情绪状态。大多数改用为对某些具体时间节点的情绪状态的重复评估，随时进行记



第一章 文献综述 

 5 

录、汇报的方法，淘汰了事后回忆的方式[35]。 

1.3.2 父母离异式单亲家庭 

父母离异式单亲家庭，指夫妻双方终止夫妻间的权利与义务，解除婚姻关系后，

同时其中一方与未成年的子女组成的家庭生活形式。 

1.3.3 配偶死亡式单亲家庭 

配偶死亡式单亲家庭是指其中一方因疾病、车祸、自然灾害、或者替他的暴力

等意外事件事件丧失生命，因此，未成年子女只能与父亲或母亲一起生活。 

1.3.4 父母被劳教单亲家庭 

父母被劳教单亲家庭是指父母其中一方因触犯国家法律正在接受劳教的。 

1.3.5 配偶遗弃式单亲家庭 

配偶遗弃式单亲家庭是指因父母情感问题，其中一方离家出走对家庭和子女不

闻不问失去联系的。 

1.3.6 分居式单亲家庭 

分居式单亲家庭是指父母因情感破裂无法一起生活但是未办理离婚手续分开生

活或者因工作需要（如长期国外工作或因服兵役）长期不在一起居住生活。 

1.3.7 非婚生单亲家庭 

未婚单亲家庭是指父母所生子女未建立夫妻关系，例如未婚怀孕。最后因各种

原因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或者本身不可能办理结婚手续的非法性关系出生的子女。 

1.4 单亲家庭对孩子情绪情感的影响 

暴躁。由于单亲家庭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孩子经常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有时

候遇见一点小事就很激动，稍微有一点不满意就火冒三丈[36]。比如说有的孩子在学

校会因为一点小事对同学大打出手，暴跳如雷，这样做不仅对别人产生了不好的影

响，也对他们自己的健康不利。 

冷漠。特殊的成长环境对单亲家庭孩子的性格形成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有的孩

子会出现不愿意与人交流、冷漠、麻木不仁的状态。对什么事情都不理不问、无动

于衷，让人感觉他们很难相处。 

焦虑。单亲家庭的成长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孩子对待事情的看法和一般孩

子有所不同。有时候会无缘无故的出现紧张、恐惧、害怕的情况，但是自己也不知

道害怕什么[37]。这对孩子的心理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愧疚。由于单亲家庭的成长环境非常特殊，孩子们在做事时常常感到尴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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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对他们指责或批评时，他们没有反应，也不去做出反驳。这样就好像他们自己

对自己的惩罚一样，对他们的身心发展很不利。 

抑郁。单亲家庭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孩子容易变得失望颓废，这样，抑郁情绪

自然而然就滋生出来了。对事物失去兴趣，对生活失去热情，也会对自我评价严重

降低，在挫折面前表现的非常脆弱，同时自我保护意实过强，这就使得更容易产生

一些极端行为。 

嫉妒。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单亲家庭的生长环境比完整家庭要差一些，所

以孩子的很多要求有时候不能得到满足，这样他们就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比如厌

恶、嫉妒[38]。 

逆反。单亲家庭巾的孩子，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抚养人往往会对孩子有不切实

际地期望同时有对孩子过于严厉，严重的压抑孩子的好奇心，为了孩子对自己的想

法和要求言听计从进而反复的絮叨，在这一系列的刺激下孩子往往会用与之相反的

方式来对抗。 

自卑。单亲家庭的孩子有强烈的自卑感。这是一种思维上的缺失。这样的孩子

对自己的水平很不自信，以及他们本身有一些害羞，内向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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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 创新之处 

负性情绪对单亲家庭中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在我国中学校教育理论界尚没有深

入的系统的论述[39]。基于这个原因，本文对中学生负性情绪的内涵、维度、特点、

影响因素及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并进一步调查中学生负面

情绪的可能原因，为改善单亲家庭学生的身心健康提供指导[40]。 

2.2 研究意义 

2.2.1 理论意义 

作为中学生，虽然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是情绪作为一种心理因素，与

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对于单亲家庭的孩子，他们处于特殊的家

庭环境中[41]。良好的情绪不仅有助于他们学习，而且对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也有

很大的影响。 

2.2.2 实践意义 

中学生处于一个特殊的年龄组，在身体和心理方面几乎没有混乱和问题。尤其

对于单亲家庭的学生来说，比一般学生更容易产生一些不良情绪，这就要求我们积

极地对他们进行开导和疏解，否则任其发展下去，不利于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42]。

因此，了解单亲家庭中学生的负性情绪现状并提供一定对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3 研究目的 

通过对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现状的调查，探讨影响单亲家庭身心健康的主要负

面情绪。并进行分析研究，得出调查结论，为单亲家庭中学生培养健康的心理方面

提出一定的对策和建议。 

2.4 研究被试 

以太原市某中学 200 个单亲家庭为样本，随机抽取 200 户家庭作为对照样本。

本次研究通过分层抽样法，分别从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高一、高二、高三选

取一定数量的单亲家庭中学生，总共 200 人。再从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高一、

高二、高三分别随机抽取和本年级单亲家庭中学生数量相等的完整家庭及其他类型

家庭中学生，总共 200 人。共发放 400 份，回收 400 份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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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使用由袁勇贵等引进，由 Saith 编制的“激惹、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

（IDA）”负面情绪被定义为四个维度：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第一个维度包含

1 题,3 题,5 题,9 题,12 题五个项目，第二个维度包含 2 题,7 题,10 题,14 题,17 题五个项

目，第三个维度包含 8 题,11 题,15 题,18 题四个项目，第四个维度包含 4 题,6 题,13

题,16 题四个项目。通过对问卷的同质性可靠性，重测信度，聚合有效性和判别有效

性的检验，烦躁，抑郁和焦虑的自评量表（ IDA）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6 研究内容和假设 

本文选取太原市某中学七年级至三年级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量化的研究达

到两个目标：（1）单亲家庭和全家庭学生的情感特征差异;（2）不同人口学变量中单

亲学生情绪特征的特征。 

问题 1：单亲家庭和全家庭学生的情感特征有何不同？ 

假设：单亲家庭学生比负面的家庭学生更严重。 

问题 2：单亲家庭的情感特征的特征在每个人口统计变量中是不同的。 

2.7 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 

每个班的老师在课堂上把问卷统一发给学生，指导学生在填问卷时要注意什么，

填完后统一收回。 

对数据的分析与处理采用 spss20.0。在这项研究中，刺激，抑郁和焦虑自我评定

量表（IDA）的 Kleinbach α系数为 0.95，内部一致性可靠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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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 中学生情绪的现状 

    为了解中学生的情绪状态，本研究首先对中学生的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进

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IDA 量表各维度总体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 1 可以看出，情绪异常为负的四名中学生占样本总数的大部分。抑郁情绪

的异常人数为 364 人，焦虑情绪的异常人数为 274 人，内向性激惹的异常人数为 300

人，外向性激惹的异常人数为 265 人。由此可见，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很容易产生

负性情绪，在各种压力下，负性情绪困扰着中学生们。 

3.2 不同人口学变量下中学生情绪的特点 

情绪可能受多方面的影响，本研究主要从性别、不同年级、户籍类型、不同家

庭收入水平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中学生情绪特点的差异性。 

3.2.1 中学生的情绪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为了检验男女中学生的情感差异，本研究以性别为自变量，以每个情感子成分

作为因变量进行 MANOVA 分析。在 IDA 量表的总分，抑郁，焦虑和内向，男性和女性

之间的差异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着水平。而在外向性激惹上，男女的差异不显著（详

见表 2）。具体表现为：在总平均分、抑郁、焦虑、内向性激惹这几个维度上女生都

不如男生，在外向性激惹上，男生和女生差不多，总体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

说，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女孩比男孩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因子 N M SD 正常人数 边缘人数 异常人数 

抑郁维度 400 10.45 2.96 0 0% 36 9.0% 364 91.0% 

焦虑维度 400 10.37 3.06 7 1.8% 119 29.8% 274 68.5% 

内向性激惹 400 8.67 2.73 0 0% 100 25.0% 300 75.0% 

外向性激惹 400 8.75 2.63 16 4.0% 119 29.8% 265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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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IDA 量表各维度的性别差异比较 

3.2.2 中学生的情绪在不同年级的差异性 

为了研究中学生情绪等级的差异，本研究以年级为自变量，以个体情感子成分

为因变量进行 MANOVA 分析。在 IDA 量表的所有维度和总分上，所有年级的学生差

异没有达到统计学上显着的水平。具体表现为：所有年级的中学生在所有情绪方面

表现相似。这些变量在年龄和年级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中学生负性情

绪的程度没有随着年龄和年级的变化而变化，所有被试中学生的情绪水平处于一个

比较稳定的状态。 

表 3 IDA 量表各维度上不同年级的差异比较 

因子 

初一

（N=60） 

M±SD 

初二

（N=80） 

M±SD 

初三

（N=60） 

M±SD 

高一

（N=70） 

M±SD 

高二

（N=70） 

M±SD 

高三

（N=60） 

M±SD 

F 

总平均分 2.05±0.56 2.09±0.61 2.07±0.58 2.18±0.57 2.07±0.58 2.29±0.63 1.54 

抑郁维度 9.82±2.64 10.15±3.09 10.30±3.10 10.87±3.06 10.30±2.99 11.32±2.65 2.12 

焦虑维度 9.97±2.82 10.06±3.11 10.30±3.02 10.61±2.84 10.13±3.17 11.25±3.27 1.56 

内向性激惹 8.20±2.65 8.63±2.73 8.43±2.70 8.87±2.71 8.53±2.56 9.33±3.02 1.27 

外向性激惹 8.87±2.61 8.86±2.63 8.32±2.44 8.87±2.51 8.27±2.60 9.33±2.95 1.47 

3.2.3 中学生的情绪在户籍类型上的差异性 

为了研究不同户籍的中学生之间的情感差异，本研究将户籍作为一个独立变量，

将每个情感子成分作为因变量进行 MANOVA 分析。中学生在抑郁，焦虑，内向和外

向的位置与户籍总分之间的统计差异仍然很明显。通过进一步分析，所有维度上，

不同户籍所在地人群之间的差异均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具体表现为：农村学生在

因子 
男生（N=240） 

M±SD 

女生（N=160） 

M±SD 
F 

总平均分 2.06±0.59 2.22±0.57 7.88** 

抑郁维度 10.10±2.98 10.97±2.87 8.33** 

焦虑维度 10.00±3.03 10.93±3.01 8.97** 

内向性激惹 8.32±2.70 9.18±2.72 9.71** 

外向性激惹 8.60±2.73 8.98±2.46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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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维度的情绪水平上都处于最高水平，城镇学生次之，城市学生在所有维度的情

绪水平上均处于较低水平。也就是说，户籍在农村的学生最容易产生负性情绪，户

籍在城镇的学生负性情绪水平要好一点，户籍在城市的学生最好。 

表 4 不同户籍人群在 IDA 量表各维度上的差异比较 

3.2.4 中学生的情绪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 

为了考察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中学生情绪上的差异，本研究以将收入为自变量，

以各个情绪子成分为因变量，进行 MANOVA 分析 ，结果发现：不同家庭的儿童在

IDA 量表的每个维度上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差异。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表明，除了

“8000-10000”和“10000 以上”两个水平差异均不显著之外，其他维度之间的差异

达到了统计上显着的水平。具体表现为：在“低于 3000”，“3000-5000”，“5000-8000”

和“8000-10000”的收入范围内，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整体情绪，焦虑，内向和外

向的程度正在下降。也就是说，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学生的负面情绪程度越来越

低。换句话说，家庭收入越多，负面情绪水平越低。当家庭收入达到“8000-10000”

和“10000 以上”，这些家庭收入水平的学生的情绪水平都差不多。 

表 5 IDA 量表各维度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比较 

因子 

3 千以下

（N=90） 

M±SD 

3 千-5 千

（N=132） 

M±SD 

5 千-8 千

（N=128） 

M±SD 

8 千-1 万

（N=45） 

M±SD 

1 万以上

（N=5） 

M±SD 

F 

总平均分 2.94±0.27 2.26±0.24 1.70±0.26 1.38±0.18 1.19±0.12 471.00*** 

抑郁维度 14.23±1.59 11.20±1.48 8.54±1.61 6.62±1.28 6.00±0.71 279.77*** 

焦虑维度 14.46±1.86 10.86±1.68 8.39±1.56 6.84±1.09 6.20±0.45 253.94*** 

内向性激惹 12.31±1.75 9.19±1.30 6.72±1.44 5.82±1.19 4.60±0.89 260.84*** 

外向性激惹 12.01±1.55 9.43±1.34 7.03±1.58 5.58±1.20 4.60±0.55 231.00*** 

因子 
城市（N=145） 

M±SD 

城镇（N=131） 

M±SD 

农村（N=124） 

M±SD 
F 

总平均分 1.79±0.45 2.17±0.52 2.47±0.59 58.26*** 

抑郁维度 8.77±2.42 10.82±2.69 12.03±2.82 53.16*** 

焦虑维度 8.68±2.33 10.65±2.79 12.06±3.06 52.49*** 

内向性激惹 7.38±2.10 8.73±2.41 10.10±2.98 39.70*** 

外向性激惹 7.37±2.11 8.84±2.28 10.27±2.67 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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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单亲家庭中学生与完整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比较 

为了理解单亲家庭和整个家庭学生情绪状态的差异，我们对抑郁，焦虑，内向

和外向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 IDA 量表的所有维度和总分上，单亲家庭的子

女均与完整家庭的子女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p<0.001），具体表现为：IDA 量表的单

亲家庭子女的得分显着高于整个家庭的子女，前者与后者相比。抑郁，焦虑，内向

和外向的程度更高。换句话说，单亲中学生比全家中学生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他

们的负面情绪水平更高。 

表 6 IDA 量表各维度上单亲家庭与完整家庭的比较 

 

3.4 不同人口学变量下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的特点 

下面我们从性别、不同年级、跟父母中的哪一方、家庭收入水平、家长受教育

水平这五个方面来分析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差异性。 

3.4.1 单亲家庭中学生的情绪在性别上的差异性 

为了考察单亲家庭中男、女中学生情绪上的差异，本研究以性别为自变量，以

各个情绪子成分为因变量，进行 MANOVA 分析 ，结果发现：在 IDA 量表的维度上，

单亲家庭中的男孩和女孩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差异。具体表现为：单亲家庭中

男孩和女孩的整体情绪，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是相似的。即单亲家庭中的男生

和女生具有近似的情绪水平。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家庭环境影响下，单亲家庭的男

生和女生的情绪水平都差不多。 

 

 

因子 
单亲（N=200） 

M±SD 

完整（N=200） 

M±SD 
F 

总平均分 2.41±0.56 1.84±0.47 120.00*** 

抑郁维度 11.63±2.81 9.28±2.63 74.54*** 

焦虑维度 11.80±3.08 8.95±2.28 110.98*** 

内向性激惹 9.94±2.69 7.40±2.13 109.83*** 

外向性激惹 9.99±2.42 7.52±2.23 1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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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单亲家庭中 IDA 量表各维度的性别差异比较 

3.4.2 单亲家庭中学生的情绪不同年级的差异性 

为了检验不同年级中年学生的情绪差异，本研究以年级为自变量，以个体情感

子成分为因变量进行 MANOVA 分析。在单亲家庭中，不同年级的学生在 IDA 量表

的维度上没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差异。具体表现为：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每个年

级的中学生的总体情绪，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是相似的。也就是说，每个年级

的单亲家庭都有相似的情绪水平。也就是说，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情绪水平没有随着

年纪和年龄的增长而发生较大的变化。 

表 8 单亲家庭中 IDA 量表各维度上不同年级的差异比较 

3.4.3 单亲父亲家庭中学生与单亲母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比较 

为了检验单亲父亲的家庭和单亲母亲的家庭之间的情感差异，该研究使用哪一

方作为独立变量生活。MANOVA 分析是以每个情感子组件作为因变量进行的，并且

发现：单亲父亲家庭的子女与单亲母亲家庭的子女在 IDA 量表的各维度上不存在统

因子 
男生（N=120） 

M±SD 

女生（N=80） 

M±SD 
F 

总平均分 2.39±0.55 2.44±0.59 0.33 

抑郁维度 11.45±2.77 11.89±2.86 1.17 

焦虑维度 11.66±2.96 12.00±3.25 0.59 

内向性激惹 9.72±2.62 10.26±2.77 1.99 

外向性激惹 10.18±2.41 9.70±2.41 1.86 

因子 

初一

（N=30） 

M±SD 

初二

（N=40） 

M±SD 

初三

（N=30） 

M±SD 

高一

（N=35） 

M±SD 

高二

（N=35） 

M±SD 

高三

（N=30） 

M±SD 

F 

总平均分 2.36±0.53 2.43±0.57 2.36±0.59 2.45±0.50 2.36±0.59 2.47±0.63 0.25 

抑郁维度 11.00±2.53 11.68±2.83 11.33±3.37 12.09±2.48 11.63±2.87 11.93±2.82 0.62 

焦虑维度 11.33±2.88 11.90±3.14 11.90±3.08 11.97±2.66 11.46±3.35 12.20±3.43 0.36 

内向性激惹 9.70±2.69 9.95±2.75 9.90±2.73 10.09±2.42 9.83±2.65 10.13±3.08 0.11 

外向性激惹 10.50±2.15 10.20±2.34 9.40±2.42 10.00±2.39 9.57±2.60 10.23±2.57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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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上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失去父亲的家庭子女的情绪水平类似于失去母亲的

家庭的孩子的整体情绪，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也会是说，和父亲生活和和母

亲生活的孩子的情绪水平差不多，和父母中的哪一方生活对他们的情绪水平影响不

大。 

表 9 单亲父亲家庭与单亲母亲家庭在 IDA 量表上各维度的比较 

3.4.4 单亲家庭中学生的情绪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性 

为了考察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上的差异，本研究以家庭收

入为自变量， MANOVA 分析是以每个情感子组件作为因变量进行的，并且发现：

在单亲家庭中，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 IDA 量表差异达到统计学显着水平（ p<0.001），

进一步的事后检验表明，在 IDA 的平均总分上，3000 以下收入水平和 3000 到 5000

收入水平与其他水平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差异，但 5000-8000 档与 8000-10000

档之间的差异却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0.001）。有趣的是，抑郁，内向和外向刺激

的维度也显示出类似的结果。而焦虑维度的情况则是所有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除了 5000-8000 档与 8000-10000 档之间的差异 p 值小于 0.05 之外，其余水平差异均

小于 0.001。具体表现为：3000 以下收入水平和 3000 到 5000 收入水平的总体负性情

绪、抑郁、内向性激惹和外向性激惹均高于 5000-8000 档与 8000-10000 档，5000-8000

档与 8000-10000档在这几个维度上差别不大。收入水平为 3000或更低，3000至 5000，

5000 至 8000 和 8000 至 10000，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焦虑程度逐渐降低。 

 

 

 

因子 

单亲父亲家庭

（N=87） 

M±SD 

单亲母亲家庭

（N=112） 

M±SD 

F 

总平均分 2.37±0.50 2.44±0.61 0.67 

抑郁维度 11.44±2.64 11.79±2.94 0.79 

焦虑维度 11.45±2.76 12.07±3.30 2.01 

内向性激惹 9.71±2.36 10.12±2.93 1.10 

外向性激惹 10.10±2.14 9.90±2.62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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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单亲家庭中 IDA 量表各维度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比较 

3.4.5 单亲家庭中学生的情绪在家长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性 

为了检验单亲家庭中不同父母家庭收入水平的情感差异，本研究将父母教育水

平作为一个独立变量。MANOVA 分析是以每个情感子组件作为因变量进行的，并且

发现：单亲家庭中，不同家长的受教育水平的被试在 IDA 量表的各维度得分上差异

挺明显的，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知，除了大学教育水平的家长和研究生及以上教育

水平的家长的得分不存在统计显著差异之外，其余各维度之间均存在统计上显著的

差异（ P<0.001）。具体表现为：在小学及以下的教育水平，初中，高中，学院和大

学，作为父母接受高等教育，总的负面情绪，抑郁，内向和外向正在逐渐减少。在

大学的两个级别的教育，研究生及以上，每个维度的情感水平是相似的。 

表 11 单亲家庭中 IDA 量表各维度在家长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比较 

因子 

3 千以下

（N=82） 

M±SD 

3 千-5 千

（N=68） 

M±SD 

5 千-8 千

（N=41） 

M±SD 

8 千-1 万

（N=9） 

M±SD 

F 

总平均分 2.94±0.25 2.32±0.23 1.69±0.24 1.53±0.18 300.72*** 

抑郁维度 14.13±1.55 11.19±1.38 8.27±1.41 7.33±1.12 182.51*** 

焦虑维度 14.54±1.79 11.22±1.64 8.32±1.56 7.00±0.71 162.03*** 

内向性激惹 12.29±1.65 9.51±1.32 6.63±1.36 6.67±1.41 154.47*** 

外向性激惹 11.95±1.49 9.76±1.32 7.17±1.61 6.56±1.13 119.63*** 

因子 

小学及以

下（N=12） 

M±SD 

初中

（N=66） 

M±SD 

高中

（N=73） 

M±SD 

大专

（N=37） 

M±SD 

大学

（N=10） 

M±SD 

研究生及

以上

（N=2） 

M±SD 

F 

总平均分 3.23±0.30 2.83±0.25 2.40±0.31 1.69±0.21 1.53±0.17 1.36±0.20 136.84*** 

抑郁维度 15.17±2.25 13.55±1.58 11.67±1.86 8.22±1.51 8.00±0.94 6.50±2.12 69.48*** 

焦虑维度 16.00±1.81 13.97±1.82 11.74±1.94 8.22±1.40 7.20±1.14 6.00±0 81.76*** 

内向性激惹 13.58±1.31 11.88±1.68 9.82±1.67 6.86±1.25 5.50±0.71 7.00±1.41 81.08*** 

外向性激惹 13.50±1.31 11.61±1.31 9.97±1.52 7.11±1.43 6.80±1.14 5.00±0 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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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中学生总体情绪特点的现状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中学生的四种情绪的异常人数占了大多数，尤其是抑郁

情绪的人数更是占了很重的比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生活

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游戏厅、网吧的出现，让学生钻到虚幻的时空里出不来，严

重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43]。在政府和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这几年游戏

厅和网吧已经逐渐关停。就在我们认为可以放松一下的时候，手机又开始普及了，

更新换代很快。最近几年，基本上每个人都拿着一个手机，学生们也不例外，虽然

学校采取各种措施来管理，但是收效甚微。有的学生甚至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

拿着手机看。在这种情形下还有心思学习吗？所以成绩一下就掉下去了，而且很讨

厌学习，但是家长和老师还对成绩有很高的要求。抑郁情绪逐渐产生，在巨大的压

力下，有的学生甚至产生了自杀、轻生的想法。[44]而且在现代社会，各方面的诱惑

非常多，出现了学习无用论的说法。有的学生甚至还没有上完初中就想出去闯社会，

老师和家长肯定是不允许的，尽管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但是基本没起到什么作

用。他们讨厌老师讨厌父母，负面情绪越来越严重。 

有的人家父母工作忙忙，把孩子交给老辈人看着，有的学生基本上自己生活。

经常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见不到父母。他们感到孤独寂寞，但是没人可以倾诉。天

长日久，负性情绪日积月累而得不到很好的疏导，导致了厌学和各种心理健康问题

的出现[45]。 

我的学校位于城乡一体化部门，有更多的农民工。学生家长的素质极低。而且

经济困难的家庭也很多，家长不务正业，只是保证孩子能吃饱就算完成任务，其他

事情一概不管。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学生产生负性情绪也不足为怪。 

4.2 中学生情绪特点的差异性 

4.2.1 中学生情绪特点的性别差异 

从性别角度看，本研究的焦虑、内向性激惹、抑郁、总平均分、的分数女生都

比男生高，大体上有很明显的区别。整体上男生比女生强，这个结果跟国外学者的

结论差不多[46]。我认为这应该与女孩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有关[47]。女生经历了一系列

生理变化，由于生理教育的缺失和不足她们的内心对此是比较抵触和恐慌的，对于

生理和心理都尚未完全成熟的女生来说更不能恰如其分的处理这些问题。除此之外，

女生在学习、生活以及交往中比较重视自我形象，而且比较敏感，更容易受到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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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扰 [48]。 

4.2.2 中学生情绪特点在不同年级上的差异 

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年级的成绩和分数差异未达到显着水平。这表明受试者的

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刺激不随年龄而变化。这些变量在年龄和年级上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所有被试都是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他们各种情绪的得分以及总分差别

不大可能与他们都处在青春期这个特殊时期有关[49]。年龄在 12 岁到 20 岁之间 ，这

个年龄段的学生的心理特点有[50]：1.自我的发展：表现为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强调

自我；独立自主与过分依赖；逆反心理；心理闭锁不与别人交流；缺乏主见很容易

受同龄人言行影响，这一时期也叫心理断乳期。2.情绪的发展：情绪明显向两个极

端发展（如逆反与顺从），有青春期的焦虑症、强迫症、交际障碍等。 

4.2.3 中学生的情绪特点在户籍类型上的差异 

本研究表明，所有维度上，不同户籍所在地人群之间的差异均达到了统计显著

水平。具体来说，农村学生在所有维度的情绪水平上都处于最高水平，城镇学生次

之，城市学生在所有维度的情绪水平上均处于较低水平。虽然我校的学生都在同一

地点上学，但是他们有的是从农村来的，有的从城镇来，有的就是城市本地的。也

就是说他们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在农村、城镇那些偏远地区，由于生产力水平

有限，人们的思维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在对孩子的管教方法上和城里的家长

有很大区别[51]。当孩子有不良情绪时，不是不理他们，就是打骂解决。这对孩子的

成长是很不利的。因此，不同户籍的学生的负面情绪水平产生了显着差异。 

4.2.4 中学生的情绪特点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 

研究表明，不同维度的维度差异非常明显。除了“8000 到 10000”和“超过 10000”

之间的差异，其他维度之间的差异达到了统计上显着的水平。这说明随着家庭收入

的逐渐增多，负性情绪的严重程度逐渐降低。吃饱饭才能有精神上的需求，在收入

低的人家，主要是能吃饱吃好就行。这些家庭的家长每天疲于奔命，关心的是孩子

的物质生活能不能得到满足，在精神层面的关注几乎没有，更不用说去疏导孩子的

负性情绪了。而收入较高的家庭除了满足孩子的吃喝外，还报各种他们喜欢的活动，

学生的课外生活这么丰富，精神食粮充足[52]。家长和孩子又高兴又提高素质，遇到

负性情绪出现时，也会用更好的方法来应对。 

4.3 单亲家庭中学生与完整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差异 

结果显示，单亲家庭和全家庭儿童的所有儿童的得分和总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研究 

 18 

（ p<0.001），换句话说，单亲家庭的子女在 IDA 量表上的得分显着高于完整家庭的

子女，前者与后者相比。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的程度更高。 

潜意识的想法对孩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有时候会造成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弗

洛伊德心理动力学理论中曾经出现过这个说法[53]。这个时间段的中学生，心理都不

太稳定，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压力以及内心的各种心理冲突影响[54]，所以其身心发展

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单亲家庭本身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庭。父(母)爱对他们关爱

的失去，使得处在生长发育期他们内心失衡，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就会采用被

动的方法对付一切他认为不利的情况。很多单亲家庭孩子，他们在自己的心里安了

一扇门，把他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关在门外，不去面对，不利于心理发展[55]。当他们

的能力不能应付眼前的情况时时，他们的内心就会不由自主产生更大的内部冲突和

恐慌。 

4.4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现状 

4.4.1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性别差异 

分析结果表明，单亲家庭中每个维度的男孩和女孩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差

异。也就是说，单亲家庭中的男孩和女孩的情绪水平相似。 

孩子在离异家庭成长，对其心理发展很不利，女孩相对于男孩要好一些。这是

美国心理学家 J．Guidubaldi 曾经得到过的结论。[56]我的结论和他的不一样，男孩比

女孩的发展好点。中学生这个年龄段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随着青少年心理和生理

的发展，女孩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优势会变得更加多愁善感。心理承受能力像

玻璃一样不堪一击，很小的一件事情就会给她们带来伤害。而且有的家长也不关心

孩子的情绪变化，这样下去很容易出现不爱交朋友、仇视他人、仇视社会的想法。

再加上学习压力大，女生的心理问题很可能比男生严重[57]。 

这个时期的男孩子由于生理结构的发育，在他们遇到不满意的事情时，经常会

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而且单亲父亲遇到孩子犯错时也不会变通，缺乏方式方法，

此时男孩子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同样会仇视他人容易与别人发生冲突。Lamb 在 1972

年曾经得出过结论，出自单亲家庭的男孩子比完整家庭的男孩子更爱攻击别人[58]。

长期这样下去，采用这么极端的教育方式，孩子肯定会出现很多负性情绪[59]。 

4.4.2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在不同年级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单亲家庭不同年级学生的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整体在不同

年级上的差异特点一致。该年龄组的单亲家庭处于青春期，具有青少年学生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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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他们都是单亲家庭，缺乏父亲或母亲的爱。因此，不难理解每个年级的情感

特征的差异。 

4.4.3 单亲父亲家庭中学生与单亲母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的比较 

分析结果表明，单亲父母的子女和单亲母亲的子女的子女的维度没有统计学上

的显着差异。失去父亲的家庭的子女的情绪水平与失去母亲的家庭的子女的情绪水

平类似。 

以前基本没有研究过跟着父亲生活的孩子的情绪是怎样的[60]，由于许多历史和

社会的原因，孩子在单亲家庭中大多是跟着妈妈生活的。研究发现，单亲父亲和单

亲家庭子女的子女数量没有显着差异。失去父亲的家庭的子女的情绪水平与失去母

亲的家庭的子女的情绪水平类似。 

结构功能理论表明，家里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任务，就像一个机器缺少一个

零件就不能正常工作一样。父亲和母亲就像机器的不同部分，在养育孩子方面具有

独特的作用。父亲就像一把家庭保护伞，他在一个有父亲的家庭中有很强的安全感。

父亲对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有重要的作用；母亲则在照顾孩子方面有独特的优势[61]。

没有父亲或母亲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没有父爱的男生会变的胆小、怕事；

缺乏父爱的女生在于异性相处时会有一些障碍[62]。 

如果一个家庭母亲缺位，父亲的粗心大意会造成对孩子照顾上的疏忽，在教育

孩子上也会粗枝大叶。这样就会导致孩子的心理朝着不好打方向发展，甚至会对社

会造成危害。而且父亲挣钱养家的压力比较大，情绪有时候会不好，没有妈妈那样

耐心，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管教孩子，这样很容易是孩子产生逆反的倾向[63]，对今后

人生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4.4.4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在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上的差异 

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单亲家庭中，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各维度上的差异达

到统计显著水平（p<0.001）。单亲家庭的收入主要取决于父母一方，即使对方有一定

的支持，也是一个下降。尤其是我校低收入的单亲家庭，家长能力有限，精力主要

放在怎样维持生计上，能满足孩子一日三餐已经很不错了。至于如何教育孩子以及

如何指导他们的负面情绪，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而收入高点的家长有更多的财力和

能力去教育和培养孩子。因此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4.4.5 单亲家庭中学生情绪特点在家长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单亲家庭中，不同家长的受教育水平的被试在各个情绪的得分上的

统计学的差异是很显著的，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大学水平的父母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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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以上的父母的分数没有统计学上的显着差异。其余各维度之间均存在统计上

显著的差异（ P<0.001）。 

单亲家庭孩子的成长主要靠一方家长，受教育水平高的家长自然在教育理念、

培养方式上都要比受教育水平低的家长要先进很多[64]。在面对孩子的负性情绪时，

低教育水平的家长可能不管不问任其发展，或是训斥打骂。而高教育水平的家长可

能会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疏导。自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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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抑郁，焦虑，内向和外向四种情绪的总体平均值高于中位数。尤其是抑郁情

绪的异常人数占了绝大部分。 

2.从整体来看，中学生各种情绪在性别差异上还是很显著的，从整体上看男生

比女生好。户籍类型上的差异明显，农村学生在所有维度的情绪水平上都处于最高

水平，城镇学生次之，城市学生在所有维度的情绪水平上均处于较低水平。在不同

收入水平上的差异明显。除了“8000-10,000”和“10000 以上”两个水平差异均不

显著之外，其余各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非常明显。在各个年级上的差异不明显。 

3.通过比较单亲家庭与全家中学生，单亲家庭的各种情绪得分显着高于完全家

庭。 

4.单亲家庭中学生各种情绪的得分在性别差异上不是很明显。不同年级的情绪

水平差不多。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教育水平的情绪差异更为明显。 

5.单亲父亲的中学生与单亲母亲的中学生在各种情绪评分上没有显着差异。 

5.2 对策建议 

大部分中国人对家庭有着比较传统的观念，对单亲家庭一直存在着一些偏见，

总认为在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心理上会有一些缺陷。青少年是否能够健康快

乐地成长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家庭环境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能积极主动的采

取各式各样的方法，对孩子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65]。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 

1.却什么角色补什么角色——从调动性别方面入手 

家庭里母亲和父亲的角色不一样，父亲和母亲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任务是不一样

的。因此，即使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也必须与父母联系。不能说两人离婚了或因为父

母的恩怨，就不允许孩子和另一方家长相处。当然，如果在丧偶家庭里，可以让合

适的亲戚或朋友和孩子相处，使孩子的心理顺利的发展[66]。 

2.双重角色教养方式——承担双重角色教养关怀 

作为父母，虽然我们离了婚了，但是我们不能自甘堕落，自暴自弃。更不能把

自身的情绪带到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来，反而更应该多关心关怀自己的孩子，让孩

子体会到家的温暖。对他们心中的烦心事进行疏导，培养他们的交际能力，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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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互相理解、包容。培养孩子照顾自己，尽力做自己的事情也是必要的，这样他

就可以在进入社会后站稳脚跟。 

3.用学校教育弥补所缺角色——建立父亲类、母亲类关爱教育制度 

一天有 24 小时，除了睡觉，中学生有十二三个小时都是在学校度过的，“皮格

马利翁”效应表明，中学生受同学和老师的影响很大[67]。所以说虽然家庭有缺陷，

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补充。老师和同学在这方面很有优势。有时候甚至让单

亲家庭的孩子感受到比在家还温暖。 

4.社会的帮助——建立相应的制度，举办相应活动 

首先我们应该做好单亲家庭数量的统计，社区组织应对本社区的单亲家庭数量

做到心中有数。并了解每个单亲家庭为了开展工作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让问

题较大的单亲家庭接受心理咨询师的指导或者开设一些课程让单亲家庭的家长经

常来学习，举行一些活动帮助单亲家庭的父母和孩子搞好关系。少年宫可以对单亲

家庭的孩子做一些专门的训练，使他们的心理素质不断增强[68]。 

5.3 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调查了整体中学生和单亲家庭的情绪状况，并比较了单亲中学生与全家

中学生的情感特征。但是本研究仅局限于山西省太原市的某一所中学，被试对象的

容量不是很大，样本比较集中，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而且这所学校的学生的

学业水平处于中下等，对应的父母文化水平和素质、家庭经济收入相对较低，代表

性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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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激惹、抑郁和焦虑自评量表 

 

以下部分是关于您的基本资料，所有的信息我们将严格保密，只用于科学研究，

请放心填写，同时请仔细阅读每个问题，并且把您的答案填在答题卡上相应的位置，

回答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每个问题只能选择一个答案，请按照您的实际情况回答，

不要漏选哦，谢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第一部分：基本资料 

1.性别：（1）男  （2）女 

2.年级：（1）初一 （2）初二 （3）初三 （4）高一 （5）高二 （6）高三 

3.所在家庭类型：（1）单亲家庭 （2）完整家庭及其他类型家庭 

4.户籍：（1）城市 （2）城镇 （3）农村 

5.父母的文化程度（单亲填一方） 

  a.父亲：（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包括职高或中专） （4）

大专  （5）大学  （6）研究生及以上 

b.母亲：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高中（包括职高或中专） （4）

大专  （5）大学  （6）研究生及以上 

6.你的家庭收入：（1）3千以下 （2）3千—5 千 （3）5千—8千 （4）8千—

1万 （5）1万以上 

 

第二部分： 

本量表的目的是评估您最近一周的感觉，请按顺序阅读每一道题，在最适合您

的答案对应的数字下打勾。每题只选一个答案，请回答全部问题。 

1． 我感到很高兴： ①我很高兴  ②有时高兴  ③很少高兴 ④一点也不高兴 

2． 我能坐下来，并且感到很轻松： ①完全能做到 ②有时能做到  ③不能完

全做到  ④一点也做不到  

3． 我的胃口：①非常差 ②较差 ③很好 ④非常好  

4． 我经常发脾气，并且怒斥别人： ①经常是  ②有时是  ③不完全这样  ④

从不这样 

5． 我能笑，并且很开心： ①是这样的 ②有时是这样 ③很少这样 ④从不这

样 

6． 我感到我可能会失去控制，并且会伤害别人： ①有时 ②偶尔 ③很少 ④

从来不 

7． 我胃部不适：①经常这样 ②有时这样 ③很少这样 ④从未有过 

8． 我脑中有自伤的想法： ①有时有 ②很少有 ③几乎没有 ④从未有过  

9． 我早醒：①2小时以上 ②大约 1小时 ③少于 1小时 ④睡眠正常  

10. 我感到紧张：①经常紧张 ②有时紧张 ③很少紧张 ④从不紧张 

11. 我可能会伤害自己的感情：①肯定会 ②有时会 ③很少会 ④绝不会 

12. 我保持原有兴趣： ①绝大部分仍存在 ②部分存在 ③很少存在 ④完全不

存在 

13. 我有耐心与别人相处： ①全部时间 ②绝大部分时间 ③部分时间 ④从没

有过耐心与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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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无缘无故的恐慌或惊恐：①经常有 ②有时有 ③很少有 ④从没有过 

15. 我对自己或听到我的名字就恼火： ①经常是这样 ②有时是这样 ③不常这

样 ④从没有过 

16. 人们使我心烦意乱，以至于我要损门或摔东西：① 经常是 ②有时是 ③很

少 ④从没有过  

17. 我独自外出，不感到紧张： ①是的 ②有时是 ③很少 ④从没有过 

18. 最近，我对自己感到不满： ①一直这样 ②经常这样 ③很少这样 ④从未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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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马上离开校园了，导师卢富荣老师最要感谢。虽然我们的专业基础不是很好，

但是卢老师总能耐心的指导我们、不厌其烦的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三年来有了很

大的提高。我们的关系既像师生，又像朋友。我们在融洽的氛围中度过了很有意义

的三年。 

还要感谢那些积极配合我做调查的那些家庭和孩子们，虽然他们在开始时候对

我的调查怀有各种各样的疑虑，但是都在我的耐心解释下对我解除了戒备并积极配

合了我的调查。让我有了更加详实的数据，正是有这大量真实的数据我的论文才更

加有理有据。此次调查活动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然后还要感谢那些帮我找到各种参考文献的图书管理员，正是因为他们的帮助

我在查找文献的时候更加快捷，为我做最后的论文撰写节约了时间，也是有这些前

辈的指引我在撰写论文时方向更加明确使得此次毕业设计顺利完成。 

最后感谢教育科学学院三年来对我的大力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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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葛东芳 

性别：女 

籍贯：山东省肥城市 

个人简历： 

2015.9-2018.11：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0.9-2004.6：山西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联系方式：13834134416 

电子邮箱：642114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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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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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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