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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自伤行为是个体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反复地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伤害

或改变的行为。自伤行为发生的主要群体集中在青少年。对青少年发生自伤行为的

影响因素也有了一定的研究，且主要集中在情绪管理、早期创伤性经历、冲动性、

父母教养等方面。为进一步探究造成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原因，深入了解其发生的机

制，本研究以中职生为对象，在调查中职生自伤行为的现状及生活事件发生情况的

基础上，分析中职生生活事件与其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以《中学生生活事件多维评定问卷》和《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为研究

工具，对吕梁市某中职卫生学校 482 名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1）中职生自伤行为整体情况不是很严重，但仍然存在自伤行为。其中自伤

行为发生的次数较高，对身体的伤害程度较低。

（2）在自伤行为的次数上中职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自伤行为次数较

女生多，但在自伤行为伤害程度上并无显著性别差异。

（3）中职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生活事件，主要集中在学校生活、健康成长、

同伴关系等方面。

（4）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较女生严重。尤其在

恋爱和性这一维度上，差异极其显著。

（5）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可显著预测自伤行为的次数;恋爱和性这一维度可显

著正向的预测发生自伤行为的次数。

（6）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也可显著预测自伤行为伤害的程度;家庭生活及恋爱

和性的生活事件可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

（7）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可以显著预测自伤行为。

依据这一结果，本文从家庭、学校、社会对中职生的心理教育提出以下建议：

关注中职生发生的生活事件，及时进行疏导；正确看待中职生恋爱与性的问题，给

予合适的引导；改善中职生的学校生活，同伴间的关系减少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

积极应对中职生自伤行为，分析起因做出合适的处理。

关键词：中职生；生活事件；自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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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TRACT

The behavior of self-injury is the behavior that the individual
intentionally and repeatedly injures or changes his body without suicidal
intention. At present, some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show that the main
group of self-injury behavior occursmainly in adolescent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lf-injury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are also studied to
some extent, and mainly focus on emotional management, early traumatic
experience. In the aspects of impulsiveness, parental upbringing and so on,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auses of adolescents' self-injury behavior and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their occurrence, this study takes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s the object. On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lf-injury behavior and the occurrence of life event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their self injury.

In this study, more than 482 students in a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in
Luliang City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Life events
rating scale and the Youth Self-injury behavior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encounter some life events, which mainly
focus on school life and healthy growth.

the behavior of self-injur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is not very
serious, but there is still self-injury behavior.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self-injury behavior is higher, but the degree of injury to the body is low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scores of life events
between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female students,
and the male students were more serious than the female students. Especially
in the dimension of love and sex,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there was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self-injury
behavior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The number of self-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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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in boys was more than that in girl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self-injury behavior.

the total score of life event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can
predict the times of self-injury behavior significantly. In each dimension, the
dimension of love and sex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number of times of
self-injury behavior.

the total score of life event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can
also predict the degree of injury of self-injury behavior significantly, and in
each dimension, family life, love and sexual life events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 degree of injury of self-injury behavior.

the total score of life event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self injury behavior.

Based on this resul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of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pay attention to the life events of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conduct
timely counseling, correctly treat the problems of love and sex of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give appropriate guidance; Actively deal
with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self-injury behavior and analyze the
causes to make appropriate treatment.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life events; self injuriou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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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下，用人单位人才观念的转变，有实践操作的

学生有着更大更广的就业市场，为此，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步入中职学校的大门。当今的

中职校园出于对职业的需求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将各种社会信息传播于其中，

而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职生对新鲜事物充满着无限的好奇，自身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恋爱观也正处于重要的可塑阶段，他们肩负着学业、就业双重压力，使得部

分中职生对自己的中职生涯没有正确的态度，出现各种心理行为问题，如厌学、社交

障碍等。而自伤行为作为一项最直接损害身体的危险行为在中职生中也屡见不鲜。

近年来，对于自伤行为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有其不同的见解与看法，而中职生作为

青少年中重要群体，对他们的自伤行为问题的探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应引起研究者

的重视。根据已有的研究，不难看出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生活事件

是与中职生生活、学习等各方面密切相关的因素之一，为此，本研究在调查中职生

生活事件及自伤行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的关

系。

综合以上因素，本研究以中职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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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自伤行为

1.1.1自伤行为的概念

对自伤行为的正式阐述最早出现在 Menninger's 的著作《Man Against

Himself》中，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具体定义，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据

调查，曾经有不少于 33 种名词作为自伤行为的代名词，运用频率最高的是

“self-injury”,“para-suicide”,“self-mutilation”,“deliberate self-

harm”
[1]
。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自伤行为的各项研究中，基本上将自伤行为定义为:个体

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反复地对自己的身体组织做出伤害或改变，此种

行为不被社会认可，且不具致死性或致死性较低。

在概念的界定上，“国际自伤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Self-injury,ISSS) 基本达成 5 个方面的共识：（1）行为社会不认可，但

刮痧、纹身、宗教性的自残等排除在外；（2）行为直接损伤身体，除去间接的自我

伤害行为，如进食障碍、吸烟、酗酒；(3)行为故意性，强调个体实施行为时有清

晰的意识、是主动行为；（4）在个体意识层面没有明确的自杀意图，该标准强调行

为动机，而非行为结果；（5）对自身的损害程度应为轻或中度，重大甚至致命性的

伤害(挖眼）予以排除。所有满足以上条件的行为都属于自伤
[1][2]

。本研究主要以以

上自伤的特征为主。

1.1.2自伤与自杀、BPD的区别

（1）自伤与自杀

在研究中，自伤与自杀是最易被人混淆的，Favazza 研究发现，自伤者中有 28%～

41%的人曾有过自杀想法；Stanley 等人的研究也表明，至少有过一次自杀想法的占自

伤者的 55%～85%。雷修龙等人曾对 2707 名中学生进行过自伤和自杀的问卷调查， 结

果显示，2707 名学生总自伤行为的报告率为 35.2%，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

遂的报告率分别为 16.2%、7.4%、3.1%。因此，自伤与自杀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但二者本质上又是不同的行为，目前研究中区别的关键是行为的动机与致死率， 自

杀旨在求死，致死率高；自伤意在求生，致死率低[1][2][3]。

（2）自伤与BPD

在研究过程中，自伤与边缘型人格障碍（BPD）二者也是特别容易混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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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以来，自伤都被认为是 BPD 的症状之一，因为二者存在一共通点：调节、管理情绪

困难。BPD 患者中出现自伤行为的概率可达到 75%～80%，而在治疗 BPD 的过程中减轻

或控制自伤行为发生的次数也成为其目标。为此，在研究自伤行为的过程中， 有些学者

们仍选取 BPD 患者为研究对象。

但是，仍有很多学者认为自伤是 BPD 的症状，这一说法缺乏一定的理论及数据上

的说服力。第一，现有的研究表明，自伤不只出现于 BPD 患者，在普通人群中也可发

现有自伤行为者。第二，自伤还存在于其他心理障碍，如：抑郁症状、创伤后应激障

碍等。第三，由于个体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自伤行为的自我治愈能力明显高于 BPD

患者。这一结论得到美国学者的论证。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曾对 299 名 BPD 患者

进行了近十年之久的跟踪研究发现，自伤行为的发生概率在六年后由最初的81%降到

26%，而十年后无 BPD 症状或有些许症状的当事人比例只占到其总人数的一半。以

上结果说明自伤与 BPD 是不同障碍
[5]
。

1.1.3自伤的理论模型

任何心理行为的背后总需要一定的理论做为研究基础，综合各项研究结果，学

者们提出几种自伤行为的心理病理模型
[4]
，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生物社会模型

生物社会模型提出造成个体自伤行为的因素是先天易感因子和后天无效环境，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研究和临床观察的支持。先天易感因子指个体在遭遇某事件后，

自身的情绪反应及控制能力较差、较敏感，难以恢复平静；后天无效环境则指个体

早年生活的各种环境，缺乏相应的依赖、支持，易被忽视甚至遭到虐待。二者在情绪

管理障碍形成过程中相互作用并产生恶性循环
[1]
。

（2）情绪体验回避模型

该模型指出个体采取自伤行为是为了逃脱或回避自身不能接受的一种行为或内

心体验，将自伤行为的形成机制解释为:当某件生活事件引起个体的不良情绪时个

体为了远离或降低这种不良的情绪体验，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实施自伤行为。其结

果可为个体带来片刻的满足，这种负面的强化使得自伤与不愉快情绪之间建立了条

件反射，一旦不愉快的情绪出现，个体将自动采取自伤行为以逃避不良情绪
[1]

。

（3）环境功能模型

Carr 最早提出对自伤行为动机进行功能分析，功能分析主要侧重于个体自伤行为

的原因及动机，并提出分析时应注意四个要素：第一，情境，即明白自伤行为前发生

了什么事情？第二，自伤行为之前、之中、之后自身的体验和感受。第三，需了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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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的认知信念，如：“父母因自伤注意我”。第四，需得知个体在自伤之后的收获，如

“我爸爸不打我了”。当了解了这四个要素后，只需对其中某一环节进行预防与干预，就

能降低或消除自伤行为
[4]
。

（4）发展心理病理模型

Yates 从个体心理病理发展的角度提出发展心理病理模型。该理论强调早期创伤

经历对自伤行为的作用，创伤经历指童年时期遭受虐待、忽视、与父母的分离、丧失

等经历。这些经历阻碍了个体在人际关系、情绪管理、动机、态度等方面的发展，正

因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这些方面未得到很好的发展，为此个体只能通过自伤等方式来

应对这些问题。同时，该理论结合还特别强调了自伤的原因是个体心理能力不足，而

非环境因素的影响[4]。

（5）性控制模型

杨雪燕、罗丞在文章中提到了性控制模型，指出自伤行为是青少年自慰或为了形

成性满足而实施自我惩罚的一种方式。而陈静、万宇辉、陶芳标在文中提到，性控制

模型认为自伤行为是一种控制个体性冲动和死亡需求的方式，也可是一种控制性欲、

性惩罚、性满足及试图避免性行为的手段，以及是对控制性发育或者虐待性感觉的一

种尝试[4][7]。

1.1.4自伤行为的功能与测量

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开始关注自伤的功能。有些研究指出，自伤行为的功能

可一分为二：一是对自己进行情绪的管理，如发泄某种不良情绪、缓解孤独或绝望、

鞭策或鼓励自己。二是控制或影响别人，以获得别人的关注等。李苏燕等人采用整群

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浙江省杭州市 2014 级 900 名新入校高职学生，利用自编大学生

自伤行为问卷对学生的自伤行为功能做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自伤行为的功能主要

是“宣泄情绪”所占比例 81.2%，“弥补过错或者惩罚自己“占 69.4%，“模仿崇拜或喜

欢的人”仅仅占到 2.5%。综合国内外各研究不难看出，缓解自身不良情绪是自伤者

常见的动机[2]。

近年来，对自伤行为的测量工具有很多种，最常用的有蓄意自伤量表、自杀未遂

自伤访谈、自伤意念与行为访谈、中学生行为问卷调查、自伤的功能评估，除了以上

几种以外，还有一些也会用到，如：自我伤害行为问卷、自伤问卷、自我伤害的内隐

联想测验、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筛查问卷等。这些测量工具都有其独自

的特点，但目前为止，国内用的最多的是冯玉等人在郑莺自编的“中学生自我伤害行

为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的“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此问卷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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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较好，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问卷中指导语不够明确也未强调有无自杀意图等，

还有待进一步的修订
[4][8]

。本次研究将采用“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对中职生自伤

行为现状做一评估。

1.1.5自伤行为的发生率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对自伤行为的发生率有一定的调查。国外学者 Jacobson

统计显示，1%～4%的成年人有自伤行为，青少年比例占到 13%～23%，Madge 等人曾

对 6 个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年龄在 14 至17 岁的青少年进行自伤行为的调查，结果显

示，在过往的一年中，8.9%的女性和 2.6%的男性青少年有过自伤行为。

国内对自伤行为的发生率调查结果显示要高于上述西方研究结果，如郑莺在武

汉市选中 4 个中心城区以随机取样的方式选取了 13 所中学，每所中学抽取约 90 到

120 人，收回有效问卷 1283 份，发现有高达 57.4%的中学生至少有过一次自伤行为；

冯玉又在郑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自伤行为的问卷内容，通过整群抽样的

方法在武汉市 3 所普通中学及未成年犯教管所抽取 455 名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研究

结果显示，普通中学生至少实施一次自伤行为的占 45.6%,教管所青少年比例占

83.5%。徐志伟等人对安徽省 1920 名留守中学学生进行自编问卷调查发现，学生中至

少有过一次自伤行为占 47.3%，重复自伤占 3.4%。于丽霞分别在武汉市一所普通中

学、普通高中、工读学校及未成年教管所中，对 1343 名青少年采用整群抽样和随

机抽样的两种方法进行自伤行为的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总发生率占 43.34%，普通

初中和高中青少年的发生率占 40.08%，工读和教管所的青少年的发生率占 51.73%[1][4]。

同时，有数据显示青少年中男女自伤行为发生比例也有所不同，杨雪燕等人选取中

国某西部高校大学 18～19 岁的大一、大二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在 960 名学生中男

大学生的自伤发生率占 35.2%，女大学生比例占 20.40% [2]。

1.1.6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

目前为止，国内外对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多方面的，较多见的几种影响

因素为：

（1）负性生活事件

青少年在各种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下，在其心理调节不良时极其容易产生自伤

行为，辛秀红，姚树桥在全国 10 个城市抽取 12449 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自伤组比非自伤组生活事件总分及各因子分都高
[3]
。常见的影响自伤行为的生活事

件有：一是与家人的尤其是父母的关系不和谐，缺失合理的沟通模式。二是和朋友的

关系，不良的朋友关系将可能导致自伤行为。三是与恋人或伴侣的关系，牛津自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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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监控系统和曼彻斯特自伤行为工程的数据显示，与伴侣关系紧张、失恋均可导致

自伤行为。四是失业与经济问题。五是其他，如酒精滥用等
[1] [4]

。

（2）其他方面的原因

个体原因

根据 Johnson DM 和Links PS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有人格缺陷综合症如自恋

狂、反社会型人格以及变态人格障碍的人，自我伤害的行为发生率要明显高于其他人

群。而有心理疾病尤其是抑郁症的个体也易产生自伤行为，研究显示，44%的抑郁症

青少年曾出现过自伤行为，有自杀念头的占 49.33%
[1]
。心理素质低的个体在遇到

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往往也会将目标锁定自己，于是就有了针对自己的自伤行为。

另外，从自伤行为功能的角度来说，个体的情绪管理问题是影响自伤行为的原因之一。

青少年的情绪管理问题主要体现在情绪的感受脆弱和管理情绪能力缺乏两方面。 情

绪的感受脆弱主要体现在个体的情绪易唤醒、难以平复。缺乏管理情绪的能力主要

表现在表达情绪和调节情绪困难两方面，尤其是调节情绪困难对自伤有一定的预测

作用
[1] [2]

。而从发展心理病例模型中可得知个体的早期创伤经历是其自伤行为的影

响因素之一 。早期创伤主要指儿童期受忽视、受虐待及与重要他人分离等经历。有

研究表明，79%的自伤者曾有过在儿童期受虐待或受忽视等情况[3] [4]。

有些学者曾指出，个体的冲动性也是引发其自伤行为的原因之一。郑莺研究显示

自伤者从有自伤的想法开始到自伤行为的具体实施时间间隔不超过 5 分钟，并且伴

有其他冲动性行为。于丽霞等人对普通中学生和工读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得出，冲动

性对个体的自伤行为有很高的预测能力
[5] [6]

。

社会环境

首先，家庭中的亲子关系、父母的婚姻关系、家庭暴力、受虐、被忽视等会引起

青少年的自伤行为，有结果显示 7.3%曾有过自伤行为的青少年中，其家庭环境对他

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次，有研究表明学校中的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师生关系、

就业压力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也极易引起青少年的自伤行为。最后，对网络信息识别度

不高的青少年也容易从各大媒体中模仿自伤行为
[7] [8]

。

1.2生活事件

1.2.1生活事件的概念

综合国内外对生活事件研究，生活事件的概念是指个体在现实生活环境中发生在

工作、信仰、家庭、学习、情感等方面的各种紧张性刺激。既包括重大事件，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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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琐碎事件[9]。生活事件一般被归到应激源中,作为引起应激反应的影响因素之一。

美国学者霍尔姆斯（Holmes）和雷赫（Rahe）曾根据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程度，

编写了《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SRRS），探讨生活事件与疾病的关系。研究表明，

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

1.2.2生活事件的测量与维度

目前，国内应用最多的生活事件量表主要是《中学生生活事件多维问卷》

（MLERQ）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胡燕在 2010 年选取包括北京在内

的 8 所城市的初一到高三的中学生进行了《中学生生活事件多维问卷》的编制。此问

卷共分 5 个维度：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同伴关系、健康成长，恋爱与性。共 43 个条

目，此问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是辛秀红、姚树桥于 2015 年在刘贤臣等人 1977 年编

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改编。该量表共设 5 个因

子即受惩罚、人际压力、丧失、学习压力、适应问题。共 27 条项目，且项目均为

负性生活事件。

在本研究中，结合中职生的特点，将采用胡燕的《中学生活事件多维问卷》。此

问卷可以全方位的分析中职生可能发生的生活事件，为本次研究做出更准确的数据依

据。

1.2.3生活事件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对生活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内容：张阿敏[24]以 711 名中职生为研

究对象，探讨了中职生生活事件与其问题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中职生生活事件可显

著预测其问题行为的出现；吴小敏
[25]
则论证了中职生生活事件与其应对方式的关系，

中职生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中职生可能采取情绪式的或问题式的应对方式；

万红
[28]
对高中生生活事件与其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得到高中生生活事

件中人际压力、受惩罚、学习压力等方面会导致其学习出现倦怠状态的结论。杨巧冬

[29]等人的研究显示高中生生活事件中的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对

个体的感恩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在最近几年的研究当中，很多学者还探讨了生活事件与情绪之间的关系。赵通宇

[33]在研究中提到青少年生活事件与焦虑情绪的关系，得出生活事件可预测个体的焦

虑情绪。左莹莹
[35]
曾以 650 名高中生为对象，得出高中生生活事件与抑郁情绪之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可预测抑郁情绪的出现。刘松
[31]
则通过对 882 名大学生的研究

调查，发现了大学生的生活事件与其抑郁有一定的关系，且存在性别差异，男性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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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的抑郁有直接的作用。

1.3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的关系

国内外关于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之间的研究并不多，且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初

中生、高中生、高职、大学生等青少年。方向孜[20]以高职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

职生心理病理状态在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间的中介效应。指出应激性生活事件发生

后，个体产生的心理病理状态会加速其自伤行为的出现。辛秀红、姚树桥
[19]
通过

对全国 10 个城市 12449 名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发现，30%的青少年曾发生过至少一次

的自伤行为，并且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的自伤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扶丹丹
[22]
抽取了 333 名初中生（平均年龄在 13.56＋1.05 岁）为调查对象，探

究了生活事件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影响，得出生活事件对初中生自我伤害行为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冯武魁
[21]
选取 719 名高中生进行的研究，发现高中生生活事件中学

习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环境适应压力等会对其造成一定的影响， 且男生高于女生。同

时指出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预测自我伤害行为。而宋宪兵、马双双、王伟、万宇辉[23]针

对医学专科学生的有童年期虐待经历的生活事件与其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

究，发现大学生男生自伤行为的发生率高于女生，且有童年期虐待经历的学生，高

水平的生活事件会增加发生自伤行为的概率。由此可见，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之间是

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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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和研究设计

2.1已有研究不足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均已证明青少年至少有过一次自伤行为的发生率是很高

的，且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普通中学、高中，大学、工读学校及未成年教管所的青少

年，年龄大多在 14~19 岁。同时，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也有一定的研究， 多

是认为主要集中在青少年的情绪管理失衡、个性缺陷、早期创伤经验、负性生活事

件等方面。

鉴于已有的研究结果，青少年自伤行为无疑会对其身心健康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

而其自伤行为的成因是很值得探究的。虽有研究曾论证过自伤行为与生活事件的关系，

认为生活事件是可以预测青少年的自伤行为。但以中职生这一群体探讨其生活事件与

自伤行为的关系还未有研究。本研究将选用中职生这一青少年群体为主体，探究中

职生常常发生的生活事件，中职生自伤行为的现状以及中职生的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

间的关系。并为中职生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提供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我的研究做出如下的假设，中职生生活事件可显著预测自伤行为：

中职生生活事件的某些维度可预测自伤行为的发生次数及程度：中职生生活事件及自

伤行为在性别上有一定的差异。

2.2拟研究问题

依据以上对现有研究的叙述，在已有的国内外研究基础上，本研究以吕梁市某中

职卫生学校一、二年级学生为被试，探讨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的关系。并通过

数据分析中职生生活事件发生情况及自伤行为的发生状况，期望能为以后指导中职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2.3研究意义

2.3.1理论意义

从理论角度看，本研究意在探究中职生生活事件与其自伤行为的关系，分析中职

生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进一步了解自伤行为的形成机制，为今后能更加地开展中

职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3.2实践意义

从实践意义上说，中职生正处在青春期，有些不同于普通初中、高中的青少年，

既面临着学业，也面临着就业，这双重的状况无疑给他们带来多方的压力与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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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出现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与做法。本研究可以发现中职生经历生活事件的现状，

这有助于老师、父母积极关注中职生的心理变化，避免不合理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

对他们的影响。同时，了解中职生自伤行为的发生情况，分析生活事件与其自伤行为

的关系可以帮助老师、家长改变对中职生的教育方式，提供良好的心理环境， 预防自

伤行为的出现，防止自伤行为对中职生心理上的摧残。为致力于中职生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提供实践依据，为中职生身心健康的成长提供保障。

2.4研究方法

2.4.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吕梁市某中职卫生学校一、二年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

的方法，共发 500 份问卷，问卷全部回收，回收率为 100％。经过严格筛选，去除18

份无效问卷，获得 482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达 96.4％。本研究中，被试男生人

数有 36 人，女生人数为 446 人，百分比分别为 7.5%与 92.5%，男女比例不均匀

（卫生学校女生多）。学生平均年龄在 17.33±0.73。

2.4.2研究工具

中学生生活事件多维评定问卷

《中学生生活事件多维评定问卷》(MLERQ)是胡燕在 2010 年通过大量的调查研

究后进行编制的，此问卷分为五个维度即家庭生活维度（12 条）、学校生活维度（10

条）、同伴关系维度（9 条）、健康成长维度（6 条）、恋爱与性维度（6 条），共

43 个条目。每个条目设两个选项“未发生”、“发生过，对你的影响”。如问卷中所

列条目未发生可直接勾选“未发生”这一项目，如发生过，则需在“发生过，对你的影

响”中进行勾选，此项目采用 5 个不同等级评分法，分别为极重、重度、中度、轻度、

没有，对应分值为 4、3、2、1、0。该问卷具有良好的实证效度。

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

《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是冯玉在郑莺（2006）编制的问卷基础上重新修订而

成的，是目前使用最多的自伤行为的测量工具。该问卷由 18 个项目组成，分两个

维度即“发生的次数”、“对身体的伤害程度”。“发生的次数”采用 4 个项目进行选择，

分别为 0 次、1 次、2~4 次、5 次以上；“对身体的伤害程度”这一维度共设 5个项目，

分别为无、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该问卷具有较理想的同质性信度， 同质性系

数为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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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研究程序

实施问卷调查前，研究者本人会对参与本次活动的心理老师和班主任老师进行

测量规则的讲解，随后，由研究者本人和参与活动的老师作为主试，在被试学校一、

二年级的心理课上进行集体施测。测试前，宣读指导语及测试时的注意事项。被试

学生采用编号答卷。编号提前根据每位学生名字进行编写，确保名字编号一一对应。

施测结束后，当场收回问卷。

2.4.4数据处理

问卷测量结束后，研究者邀请助手将被试在原始问卷中填答的信息录入到

spss18.0 数据分析软件，同时邀请未参加调查和数据录入的研究助理对数据文件

进行检查与核对。

核查结束后，使用 spss18.0 对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分析中职生生活事件，自伤行为的情况及性别差异。应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及回

归方程模型探究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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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中职生自伤行为的分析

3.1.1中职生自伤行为的描述分析

表1 中职生自伤行为的描述分析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自伤次数总分 482 .00 1.39 .16 .240

自伤程度总分 482 .00 1.33 .10 .193

自伤总分 482 .00 1.19 .13 .208

由表 1 所示，中职生自伤行为整体情况不是很严重，但仍然存在自伤行为

（M=0.13）。自伤次数（M=0.16）比自伤对身体的伤害程度（M=0.10）分值大。

3.1.2中职生自伤行为情况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为了了解中职生自伤行为情况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表 2 中职生自伤行为情况在性别上的描述分析

自伤次数总分

表 3 中职生自伤行为情况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均值差值 df t Sig.(双侧)

自伤次数总分 .150 480 2.587** .010

自伤程度总分 .074 480 1.582 .115

自伤总分 .113 480 2.235* .026

由表 2,表 3 所示，中职生自伤行为情况总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2.235，

性别 N 均值 标准差

男 36 .30 .376

女 446 .15 .223

男
自伤程度总分

女

36

446

.16

.09

.276

.184

男
自伤总分

女

36

446

.23

.12

.31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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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且表现为男生的自伤行为情况比女生严重（0.23>0.12）；在各分维度上，

自伤行为次数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2.587,p<0.01）,且表现为男生比女生自

我伤害次数多（0.30>0.15）自伤行为程度维度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3.2中职生遭遇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的分析

3.2.1中职生遭遇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的描述分析

表 4 中职生遭遇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的描述分析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生活事件总分

家庭生活维度

482

482

.40

.00

4.65

4.83

2.37

2.17

.809

1.020

学校生活维度 482 .00 4.80 2.91 .946

同伴关系维度 482 .00 5.00 2.58 1.211

健康成长维度 482 .00 5.00 2.74 1.105

恋爱与性维度 482 .00 5.00 1.43 1.242

由表 4 所示，中职生遭遇的生活事件总均分为 2.37，说明中职生当中的确遭遇了

一定程度的生活事件，在这些生活事件中主要是学校生活事件（M=2.91）和健康成

长事件（M=2.74）；比较少的生活事件是恋爱与性方面的（M=1.43）。

3.2.2中职生遭遇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为了了解中职生遭遇的生活事件总分以及各维度分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 5，表 6 所示。

表 5 中职生遭遇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描述分析

性别 N 均值 标准差

生活事件总分

男

女

36

446

2.79

2.33

.713

.808

家庭生活维度

男

女

36 2.45 1.207

446 2.15 1.003

学校生活维度

男

女

36

446

2.97

2.91

.609

.968

同伴关系维度

男

女

36

446

2.88

2.56

.882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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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长维度 男 36 3.08 1.102

女 446 2.72 1.103

恋爱与性维度

男

女

36

446

2.57

1.34

.997

1.216

表 6 中职生遭遇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均值差值 df t Sig.(双侧)

生活事件总分 .454 480 2.313* .022

家庭生活维度 .298 480 1.194 .234

学校生活维度 .060 480 .261 .795

同伴关系维度 .318 480 1.074 .284

健康成长维度 .362 480 1.342 .181

恋爱与性维度 1.232 480 4.184*** .000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下同

由表5,表6所示，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2.313，

p<0.05）,且表现为男生遭遇的生活事件比女生严重（2.79>2.33）；在各维度上，

恋爱与性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4.184,p<0.001）,且表现为男生比女生严

重（2.57>1.34）其他维度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3.3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与自伤行为的相关分析

为了明确中职生遭遇的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与自伤行为情况的关系，本研究

采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对其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与自伤行为情况的相关分析

自伤次数总分 自伤程度总分 自伤总分

生活事件总分 .153* . 138* .151*

家庭生活维度 .112 .134* .126

学校生活维度 -.009 -.013 -.008

同伴关系维度 .083 .072 .082

健康成长维度 .117 .076 .102

恋爱与性维度 .227** .211** .226**

表7所示，生活事件总分与自伤行为总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151,p<.05）；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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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总分与自伤次数呈现显著正相关（r=.153,p<.05）；生活事件总分与自伤程度

呈现显著正相关（r=.138,p<.05）。

具体到各维度上，中职生恋爱与性维度上的生活事件与自伤总分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r=.226,p<.01）；中职生恋爱与性维度上的生活事件与自伤次数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r=.227,p<.01）；中职生恋爱与性维度上的生活事件与自伤程度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r=.211,p<.01）。中职生家庭生活维度上的生活事件与自伤程度呈现显

著的正相关（r=.134,p<.05）。其他维度上不存在显著的相关。

3.4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与自伤行为的回归分析

3.4.1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与自伤行为次数的回归分析

以生活事件各维度及总分为预测变量，以自伤行为次数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回

归方程模型，采用进入回归法得出结果。表 8 ,所示。

表 8 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与自伤行为次数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² β p

自伤次数总分 生活事件总分 .023 .153* .018

家庭生活维度 .013 .112 .082

学校生活维度 .000 .009 .889

同伴关系维度 .007 .083 .201

健康成长维度 .017 .117 .070

恋爱与性维度 .052 .227* .007

表 8 所示，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次数（β=.153，

p<.05），即中职生遭遇生活事件越多，情况越严重，则他们自伤次数就越多。在各维

度上，恋爱与性维度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次数（β=.227，p<.01），表明

中职生遭遇恋爱与性相关事件越多，则他们自伤次数就越多。其他维度不存在显著

的预测作用。

3.4.2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与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的回归分析

以生活事件各维度及总分为预测变量，以自我伤害程度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回

归方程模型，仍采用进入回归法得出结果。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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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与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² β p

自伤程度总分 生活事件总分 .019 .138* .021

家庭生活维度 .018 .134* .023

学校生活维度 .000 -.013 .776

同伴关系维度 .005 .072 .109

健康成长维度 .006 .076 ..102

恋爱与性维度 .045 .211* .009

表9 所示，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β=.138，

p<.05），即中职生遭遇生活事件越多，情况越严重，则他们自伤程度就越严重。在

各维度上，家庭生活事件维度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β=.134，

p<.05），表明中职生遭遇家庭相关事件越多，则他们自伤程度就越严重。 恋爱与性维

度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β=.211，p<.01），表明中职生遭遇

恋爱与性相关事件越多，则他们自伤程度越严重。其他维度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

3.4.3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与自伤行为总分的回归分析

以生活事件各维度及总分为预测变量，以自伤行为总分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回

归方程模型，结果如表10,所示。

表 10 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及各维度与自伤行为总分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² β p

自伤总分 生活事件总分 .023 .151* .019

家庭生活维度 .016 .126 .067

学校生活维度 .000 -.008 .923

同伴关系维度 .007 .082 .203

健康成长维度 .010 .102 .074

恋爱与性维度 .051 .226** .008

表10所示，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总分（β=.151，

p<.05），即中职生遭遇生活事件越多，情况越严重，则他们自伤状况就越严重。在

各维度上，恋爱与性维度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状况（β=.226，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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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中职生遭遇恋爱与性相关事件越多，则他们自伤状况越严重。其他维度不存在显

著的预测作用。



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的关系研究

18

第四章 讨论

4.1中职生自伤行为的现状分析

4.1.1中职生自伤行为的总体状况

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中职生发生自伤行为的整体情况不是很严重，但仍然有

自伤行为的发生。且自伤次数分值较自伤对身体伤害程度的分值高。在目前研究结果

中，很多主要是探索自伤行为的发生率及发生方式。对自伤行为次数与自伤伤害程度

并未进行研究。这也是本研究的不同之处。中职生自伤行为次数分值较伤害程度的分

值高可能是因为中职生在面对各种压力时，有时不能采取正确合理的缓解方式，加之

其心理还不够成熟，发生自伤的行为会多见。由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及家庭、社会对青少

年正确的生命教育，中职生大多还是对生命有一定的敬畏，其对生命观的理解相对

正确，为此，虽会伤害自己，确很少会出现非常强烈的自杀意念，甚至自杀行为。这

一结论与郭巧云对 300 多名高中一、二、三年级学生生命观的调查结果一致。其结果

显示 85%的高中生认为自杀是一种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大约有 13.2%的高中生想到自杀时会十分害怕，有 8.3%的高中生从未考虑过自杀或

死的问题。

4.1.2中职生自伤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职生在自伤行为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男生自伤行

为情况比女生严重。这与杨雪燕、冯武魁、宋宪兵、马双双等对大学生、高中生、

专科学生的自伤行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在自伤行为的各个维度上，自伤行为伤害

程度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在自伤行为次数存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异，且男生自

伤行为次数多于女生。这可能是因为男生的个性特点不同于女生，男生一般不善于表

达自己的思想，不善言辞，又比较冲动，遇到一些事情不能通过合理的方法解决。同时，

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男生对恋爱关系的看法与理解，可能存在一些偏差， 其占有感、征服

感较女生强烈。为此，当受到一定的挫折时，可能会使男生出现多次伤害自我的行为，

以发泄其不满的情绪。男生自伤次数较多还可能与杨雪燕、陈静等学者提出的性控制

有关，性控制指出自伤行为是青少年为了达到性满足或控制性欲，而采取的一种自我

伤害或惩罚的方法。

4.2中职生生活事件的现状分析

4.2.1中职生生活事件的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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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中职生确实经历了一些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生

活事件。其生活事件主要集中在学校生活、同伴关系、健康成长等方面。这与胡燕、吴

瑞等对初中生生活事件的研究是一致的。

学校生活方面的生活事件频发，这可能与中职生面对的是不同于普通初中、高

中。高职的生活模式，全新的教学管理，老师的教学模式，专业的特殊性等都会使中

职生面临来自学业与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同伴关系方面的生活事件多发其原因可能

是中职生的生活与学习环境，中职生对自我的追求，急于想展示自己的能力、特长等

特点，为此，在面对学业与就业双重的压力时，同伴之间难免会出现一定的竞争意识，

有一些利益方面的冲突，进而导致中职生同伴关系不协调。

在健康成长方面，中职生大多是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群体，对自己身体、学习等

各方面表现出不自信的状态，加之中职校园的模式，中职生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 自卑、

网络成瘾等生活事件也是较多见的。

4.2.2中职生生活事件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发现中职生生活事件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男生发生率高于女生。

这与刘松、冯武魁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具体到生活事件的各个维度上，恋爱与

性这个维度有着极其显著的性别差异，且男生严重于女生。中职生正处于青春期， 年

龄又多在 17 岁左右。此时的他们第二性征及身体形态的变化大多已成型,其独立意识、

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但其心理的发展并一定会和生理的成熟度一致，因此， 中职生难

免会承受来自自身、学校、家庭等多方较大的压力。同时，由于性意识的出现，使得

青春期的男生、女生对异性产生强烈的好奇、好感，尝试着和异性进行交往，甚至会

偷尝禁果。而男生的生理发育较晚于女生，男生的性格特征又不同于女生，他们不善

于对外倾诉自己的烦恼，且男生对性的冲动及好奇心又较强于女生， 加之男生又有较

强的征服感，男子汉气概较重等原因，故男生出现在恋爱与性方面的生活事件较女

生多见。

4.3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的关系

4.3.1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次数的关系

本研究将中职生生活事件和自伤行为情况做了相关性分析，得出中职生生活事

件与其自伤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自伤行为的次数和伤害程度之间都呈显著

的正向相关。即中职生经历的生活事件，与其自伤行为的出现有一定的关系。这与辛

秀红、姚树桥提出的负性生活事件可引起青少年的自伤行为的结论是一致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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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还可影响自伤行为的次数及伤害程度。

通过对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次数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职生生活事

件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伤害次数。也就是说中职生生活事件发生的越

多，越严重，越无法承受时，其自伤行为的次数越多。具体到生活事件的各个维度上，

恋爱与性可以显著的预测自伤行为的次数，其他维度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一结

果显示中职生遭遇的恋爱与性方面的生活事件越多，其自伤行为的次数越多。这

可能是由于部分中职生虽然生理已成熟，但其心理的成熟度还未达到，还不能正确的

看待恋爱与性，不知如何正确处理与异性的关系，也由于传统文化对恋爱和性的教育

观念及性教育的不到位，导致中职生在处理与异性的恋爱及性的关系时，没有正

确合理的恋爱观，不能对自己、对他人做出很好的保护。这极易导致在处理恋爱与性

的关系时出现些许不合理的想法与举动。

4.3.2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程度的关系

通过对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伤害程度的回归分析，得出中职生生活事件可

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即生活事件越多，情况越严重，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

越严重。在生活事件的各个维度上，家庭生活、恋爱与性的生活事件可以显著正向预

测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也就是说中职生遭遇的家庭生活、恋爱与性的生活事件越多，

越严重，其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越严重。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对于中职生来说，家庭

仍然还是他的主要生活环境，父母的关系、父母的教养方式、父母的工作状况等家庭

的任何大的变动，极有可能引起中职生在无处宣泄或无法宣泄的情况下采取自我伤

害的行为。而恋爱与性对于青春期的中职生来说，也是需要其面对的生活事件，往往

越是看重的事件，往往越是在意其发生的状况，为此，这两方面的生活事件越多、越

严重，其自杀行为的伤害程度会越严重。

4.3.3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的关系

通过回归性分析，中职生生活事件总分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即中职生

生活事件发生的越多，情况越严重，其自伤行为的状况越严重。这与冯武魁、扶丹丹

等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生活事件的发生情况，严重程度直接关系着中职生自伤行为的

发生及程度。作为正值青春年华的中职生来说，家庭环境的变化、父母教育管理的方

式、朋友的和谐程度、社会对中职生的要求等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生活

事件，无疑是需要中职生自己直面却又无法躲闪的问题。而中职生由于自身的年龄特

征、心理特征，其承受能力、解决能力、思维能力、辨别能力都未能达到解决问题的

水平。为此，在面对超出自身可应对的范围或无法预料到的生活事件时，发生的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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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越严重，自伤行为的次数和程度可能也会增加或加重。

在生活事件各个维度中，恋爱与性方面的事件也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

的状况。中职生的年龄正处在青春期，由于生理的成熟与性意识、性冲动的萌发，

渴望与异性进行交往，渴望得到异性的关注，对两性充满好奇，去尝试、去探索。

为此，中职生发生恋爱与性的生活事件可能会较多。由于恋爱与性的生活事件大多对

于中职生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可能学生们都未做好心理准备，对此事件的承受能力、

抗压能力都是一个挑战。为此，中职生遭遇的恋爱与性方面的生活事件越多， 其发生

自伤行为的情况会越严重。

综上所述，中职生发生的生活事件与其自伤行为之间存在相应的关系，并能正向

预测自伤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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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吕梁市某中职卫生学校的学生常见的生活事件以及其自伤行为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5.1.1中职生自伤行为、生活事件的现状

（1） 中职生的自伤行为不是很严重，但仍然有发生。中职生自伤行为的次数

分值较自伤程度的分值高。也就是说，中职生自伤行为发生的次数较多，但对其的

伤害程度较低。且自伤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男生的自伤行为多于女生。

（2） 中职生发生过一定的生活事件，其中家庭生活、同伴关系、健康成长是

主要的生活事件。且中职生的生活事件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生活

事件多发于女生。在恋爱与性这一生活事件维度上性别差异更加的明显。

5.1.2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间的关系

（1） 中职生生活事件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发生，中职生的生活事

件越多，情况越严重，其自伤行为的状况也会越多，越严重。

（2） 在生活事件各维度上，恋爱与性可以显著的正向预测自伤行为的发生。

恋爱与性的生活事件越多、越严重，其自伤行为状况越严重。

（3） 恋爱与性的生活事件还可显著预测自伤行为的次数，即此方面的事件越

多，其自伤行为的次数就越多。

（4） 家庭生活、恋爱与性两个生活事件维度可显著预测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

即发生于家庭生活及恋爱与性的生活事件越多，其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也越重。

5.2建议

5.2.1正视中职生家庭生活环境以减少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

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虽然离开家庭走进校园，但仍然需要家庭给予一定的关怀，

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无疑对其身心健康发展是有利的。既然，家庭生活事件是中职生

常发生的，且家庭生活事件还可预测自伤行为的伤害程度。为此，中职生的家庭成员

应竟可能给中职生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父母的关系、教养方式、父母的工作模式、

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度等等方面都是我们应该注重，并要积极改善的。父母及其他家庭

成员应多多关心、温暖、理解、支持他们。对其出现的困惑给予耐心的指导及引导，

而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应付。用轻松和谐的家庭环境帮助中职生度过这一容易叛逆、

躁动的青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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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改善中职生的学校生活，同伴间的关系减少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

学校生活、同伴关系方面的生活事件在中职生中是多发的。这就意味着中职生在

学校学习生活过程中将经历更多这方面的事件。中职生的校园生活是不同于普通初高

中的，中职生将面临全新知识、技能的学习，而这些知识的掌握情况直接与未来自己

的职业有很大的关联，同伴间也将出现一定的竞争，产生矛盾。为此，我们应为中职

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做出适合中职生学习特点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对知识进行

通俗化，便于他们掌握。并且提供更多展示自我的平台，以便学生能多渠道，多方式

的展示自己的能力，增加其信心，减少同伴之间恶性竞争。

5.2.3给予恋爱与性的正确教育以减少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

中职生大多年龄处在 17 岁左右，生理的发育，第二性征的出现，让他们对异

性及性的意识逐渐增强，出于对恋爱与性的好奇，他们会去尝试，会去验证。尤其是

男生比女生在恋爱与性方面出现的生活事件多，且男生自伤行为的发生率较高。为此，

我们应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开展相关的讲座、团体心理辅导等方式加强中职生恋

爱与性的教育，给予其正确的恋爱观，学会在恋爱中保护自己，引导中职生正确看待

自己的失恋，加强他们的情绪管理，学会合理理智的发泄方式。

5.2.4引导中职生采取正确的自我宣泄方式以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

既然生活事件可以预测自伤行为的发生，这就说明中职生自伤行为的出现与其

生活事件发生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生活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避免

的，中职生应该学会在面对生活事件时采取正确合理的方式进行宣泄。应该培养中

职生积极面对一切的心理素养，在事情发生后应采取听音乐、运动、找人倾诉、转

移注意力、换位思考、适当的哭喊等渠道缓解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同时建立正确

的思维模式，摒弃不合理的想法，重新乐观向上的看待问题。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5.3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回归模型的检验验证了中职生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进

一步论证了生活事件是引发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但仍存在一些局限。

第一，由于本研究是针对某中职卫生学校进行的抽样调查，被试取样的代表性

有待进一步提高，男生样本量较少，因而，研究结论的推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第二，测量工具较为局限。可从中职生人口变量的角度做一份适合中职生的问

卷，以更好的了解其具体情况。

第三，虽已论证中职生生活事件可预测其自伤行为的发生，但对生活事件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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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行为的作用机理还未分析，因此，对于二者之间的中介机制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与探讨。

第四，考虑到变量的动态作用，今后可适当采用纵向研究或纵横研究结合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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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亲爱的同学：

您好！为了更好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我们组织此次调查，在此，不需要有任

何顾虑，请根据自己情况认真作答。感谢您的参与。

一般情况调查表

指导语：请您按照您家庭目前的实际情况来回答。部分项目需要填写，部分项目只

需在相应的选项上画“√”，谢谢你的合作！

编号： 年龄： 班级： 性别： 1.男 2.女

所 在 年 级： 1.一年级 2.二年级

问卷 1

中学生生活事件多维评定量表

指导语：请您认真阅读问卷中的每一道题目，并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在相应的答

案上打“√”，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没有“对”与“错”、“是”与“非”之分。我们承诺

所有的数据和个人资料将严格保密，并只做数据分析之用。

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性，请您准确如实并完整地回答所有问题，您的回答对

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很重要，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与配合。

维度 条目 未发生

过

发生过，对你的影响

极

重

重

度

中

度

轻

度 没有

家庭生活

维度

1.家庭经济困难；

2.家庭住房条件差；

3.与家人关系不和；

4.家庭受创（如自然灾害、被盗等）

5.父亲或母亲有不良嗜好（如嗜赌

等）；

6.父母经常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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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父母离异；

8.父母长期外出；

9.父母对你关注少；

10.挨父母的打；

11.挨父母的骂；

12.父母唠叨；

学校生

活维度

13.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

14.学校教学质量不理想；

15.座位安排不满意；

16.达不到老师的期望；

17.被老师批评责骂；

18.被老师体罚；

19.厌学；

20.偏科；

21.考试成绩不理想；

22.评奖、评优失败；

同伴关

系维度

23.同学之间竞争激烈；

24.宿舍同学生活习惯不能忍受；

25.受到意外惊吓或恐吓；

26.被同学或朋友孤立；

27.同伴相处困难；

28.同伴相处困难；

29.同伴之间攀比严重；

30.同学对你挖苦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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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受到流言蜚语攻击；

健康成

长维度

32.对外貌/体型不满意

33.月经初潮/首次遗精

34.睡眠状况不好；

35.身体状况差；

36.受伤或生病；

37.网络成瘾；

恋爱与

性维度

38.有暗恋的对象；

39.和恋人有矛盾；

40.失恋；

41.手淫；

42.对两性关系过于好奇；

43.有过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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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2

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

指导语：你曾将在没有自杀动机的情况下,故意地(而非意外/偶然)做出过下列 行

为吗?这是一个测量您行为的调查问卷，问题的答案没有正误与好坏之分。请您仔

细阅读每一个题目，并在题目右边最符合您实际情况的选项画“√”。

填写方法:根据”您过去生活中曾发生的行为”的描述,若客观存在,请填写发

生的大概次数(0 次、1 次、2~4 次、5 次以上)，接着填写这一行为对您身体的伤害程

度（无、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其中，“无”代表对皮肤没有任何损伤，“极重度”

是指对身体的伤害程度需要住院治疗。请您在相应格子里打“√”。

发生的次数 对身体的伤害程度

您过去生活中曾发生的行为 0

次 1次

2～

4

次

5

次

以

上

无 轻

度 中度

重

度

极

重

度

1.故意用玻璃、小刀等划伤自己的

皮肤；

2.故意戳开伤口，阻止伤口的愈合；

3.故意用烟头、打火机或其他东西

烧/烫伤自己的皮肤；

4.故意在身上刺字或图案（纹身为

目的除外）；

5.故意把自己的皮肤刮出血；

6.故意把东西刺入皮肤或插进指甲

下；

7.故意用头撞击某物，以致出现淤

血；

8.故意拔自己的头发；

9.故意用手打墙或玻璃等较硬的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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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故意猛烈的乱抓自己，达到了有

伤痕或者流血的程度；

11.故意用针、钉子或其它东西把身

体某一个部位扎出血；

12.故意把皮肤擦出血；

13.故意捶打自己以致出现淤血；

14.故意用绳子或其它东西勒自己

的手腕等部位；

15.故意让他人打自己或者咬自己，

以此伤害自己的身体；

16.故意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让自

己触电；

17.故意咬自己以致皮肤破损；

18.故意在手里点火或触摸火焰；

若你还有哪些故意伤害自己的方式

没有在问卷中提及，请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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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论文马上就要完成了，我的内心充满感激之情。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辅导老师梁晓燕副教授，从论文最初选题到后来的论文写作，

再到论文最后的定稿，梁老师无不进行悉心指导，梁老师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很高的

学术造诣深深感染了我，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不仅仅的论文的写作，还

学到了对待学术的严谨认真的态度。

我还要感谢吕梁市卫生学校，这个我工作了十多年的单位，感谢校领导对我研

究学习的支持，感谢同事们对我学习研究的帮助，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我才能顺利

地保证学习时间，顺利地进行抽样调查，很好地开展学生问卷调查工作，感谢你们

的大力支持，对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感谢我的家人在我学习期间给予我的大力支

持，使我能够安心学习，感谢我的朋友在我学习期间给我的帮助和鼓励，使我的论

文能够顺利完成，谢谢你们！

我将把这次论文的完成看做是学习研究心理学的一个起点，将所学知识运用的

工作实践当中，未来的我将不断探索，不断努力，争取更好的完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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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 冯艳华 性别：女 籍贯：山西吕梁

个人简历： 2000.09——2005.07 长治医学院护理本科

2005.08——至今 吕梁市卫生学校任教

学习或工作去向：吕梁市卫生学校从事心理学相关的学习和心理健康教育教学

工作。

电话：13935854251

电子信箱：1300576118@qq.com

mailto:1300576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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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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