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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张海钟教授主持编制的 CGSPQ2223-24 系列问卷，选取甘肃省 8 个市县 23 所中小学，

通过微信问卷星加课题组成员教师现场调查形式，邀请部分教师和家长观察评估，开展 12 560
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自评和他评。身体健康变量的调查研究数据统计分析发现: 学

生身体健康水平变量与区域、城乡、性别、民族变量交互作用，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素

质; 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各因子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调查提示中小学生的心理卫生和心理教

育工作需要提升针对性，提高有效性，逐步构建中国本土、甘肃区域、分类型和年级的中小学生心

理健康与心理素质自评、家评、师评组合互证的测量评价与咨询辅导甘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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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掌握甘肃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维护和

心理素质发展变迁，我们以采用张海钟教授主持

编制的 CGSPQ2223-24 系列问卷第 1 版和修订后

的第 3 版为基础［1-2］，再次修订部分题目，并增设

小学高年级学生测量版本，以甘肃省教育科学规

划项目《甘肃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测评

问卷 CGSPQ2223-24 再实验再推广研究》为课题

行动方案，组建 60 余名高校学者和中小学校长、

教师组成的课题组，联系组织甘肃省白银市、兰

州市、平凉市、庆阳市、武威市、张掖市、天水市、

临夏、甘南部分市县 23 所中小学，通过手机微信

问卷星平台，开展 12 560 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与

心理素质测评，再次进行信度效度检验，形成第 4

版信效度检验和调查分析报告。综合报告和常

模报告已经另文投稿发表，现将中小学生心理健

康与心理素质自评版调查数据父母职业与心理

健康和心理素质交互作用分析报告于后，其他数

据比较分析另文发表。

1 中小学生 CGSPQ2223-24 系列成

套问卷简介

甘肃中小学生 CGSPQ2223-24 系列测评问卷，

基于自评问卷量表的信度限制，以西方心理学问卷

量表编制方法为参照格式，通过健康与素质、心理

健康与心理素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心理咨询

与心理辅导概念的本土化定义，以中国本土文化话

语体系为心理教育学概念建构目标，赋予心理健康

和心理素质以中国本土定义和内涵，基于心理健康

与心理素质本土化标准，区分心理健康、心理素质;

城市、乡村; 中学生、小学生; 自评、师评、家评 2223
维度编制 1 套问卷 24 个分问卷( 简称 CGSPQ2223-
24) 。心理健康测评问卷结构采用变态心理学的

指标体系，参照 SCL-90 问卷，心理素质测评问卷结

构采用普通心理学的指标体系，参照心理素质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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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3-4］。
甘肃中小学生 CGSPQ2223-24 系列测评整套

问卷包括小学生心理健康测验评价问卷城市师评

版、农村师评版、城市家评版、农村家评版、城市自

评版、农村自评版; 小学生心理素质测验评价问卷

城市师评版、农村师评版、城市家评版、农村家评

版、城市自评版、农村自评版; 中学生心理健康测验

评价问卷城市自评版、农村自评版、城市师评版、农
村师评版、城市家评版、农村家评版。中学生心理

素质测验评价问卷城市自评版、农村自评版、城市

师评版、农村师评版、城市家评版、农村家评版。
2009—2019 年初步实验证明，这种设计更加简便

和有效，有利于提高甘肃省域中小学生心理测评与

教育的实效。2020 年开始再推广、再实践，正在构

建中国本土、甘肃区域、分类型、别年级的中小学生

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自评、家评、师评组合互证的

测量评价与咨询辅导甘肃模式［5-6］。

2 中学生基于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

的身体健康差异比较分析

由表 1 可知，对高中生心理健康在健康状况变

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高中生心理健康在

身体健康状况( F= 30．35，P＜0．001) 上存在显著差

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身体

健康状况为良好，身体健康状况为较差的心理健康

状况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和一般，在认知障碍

( F = 32． 23，P ＜ 0． 001 ) 、情意障碍 ( F = 27． 61，P ＜
0．001) 、人格障碍( F = 22．09，P＜0．001) 、神经症状

( F= 24．12，P＜0．001) 和身体症状( F = 30．47，P＜
0．001) 维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高中生基于心理健康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884)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215)

M±SD

一般( N= 246)

M±SD

较差( N= 16)

M±SD

很差( N= 6)

M±SD
F

认知障碍 1．69±0．73 2．04±0．77 2．67±0．84 2．17±0．83 32．23＊＊＊

情意障碍 1．65±0．78 2．03±0．90 2．60±0．83 1．87±0．93 27．61＊＊＊

人格障碍 1．64±0．74 1．98±0．81 2．29±0．80 1．92±0．78 22．09＊＊＊

神经症状 1．57±0．74 1．87±0．81 2．30±0．74 1．79±1．06 24．12＊＊＊

身体症状 1．48±0．78 1．87±0．89 2．67±1．11 1．85±0．71 30．47＊＊＊

心理健康 1．61±0．72 1．96±0．77 2．50±0．83 1．92±0．85 30．35＊＊＊

注: * P＜0．05，＊＊P＜0．01，＊＊＊P＜0．001

由表 2 可知，对初中生心理健康在健康状况变

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初中生心理健康在

身体健康状况( F= 30．35，P＜0．001) 上存在显著差

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和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优

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在认知障碍( F = 32．22，P＜
0．001) 、情意障碍( F = 27．61，P＜0．001) 、人格障碍

( F=22．09，P＜0．001) 、神经症状( F=24．12，P＜0．001)

和身体症状( F=30．47，P＜0．001) 也有显著差异。
表 2 初中生基于心理健康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1 599)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215)

M±SD

一般( N= 246)

M±SD

较差( N= 16)

M±SD

很差( N= 6)

M±SD
F

认知障碍 1．57±0．68 2．17±0．88 2．65±1．59 2．05±0．91 32．22＊＊＊

情意障碍 1．56±0．77 2．18±1．00 2．72±1．62 1．93±1．10 27．61＊＊＊

人格障碍 1．55±0．73 2．08±0．86 2．36±1．28 1．95±1．31 22．09＊＊＊

神经症状 1．51±0．75 2．07±0．93 2．51±1．56 2．19±1．15 24．12＊＊＊

身体症状 1．41±0．78 2．08±1．12 2．64±1．84 2．25±1．19 30．47＊＊＊

心理健康 1．52±0．70 2．11±0．90 2．57±1．55 2．07±0．74 30．35＊＊＊

注: * P＜0．05，＊＊P＜0．01，＊＊＊P＜0．001

由表 3 可知，对回族中学生心理健康在健康

状况变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回族中学

生心 理 健 康 在 身 体 健 康 状 况 ( F = 15． 68，P ＜
0．001) 上存在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和

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

在认知障碍( F = 12．60，P＜0．001) 、情意障碍( F =
10．04，P＜0．001) 、人格障碍( F = 7．85，P＜0．001) 、
神经症状( F = 10．92，P＜0．001 ) 和身体症状( F =
16．89，P＜0．001 ) 上也存在显著的身体健康状况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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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回族中学生基于心理健康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97)

量表名称
良好( N= 721)

M±SD

一般( N= 131)

M±SD

较差( N= 8)

M±SD

很差( N= 3)

M±SD
F

认知障碍 2．00±0．58 2．42±0．64 3．82±0．17 2．27±0．72 12．60＊＊＊

情意障碍 1．91±0．67 2．48±0．84 3．55±0．56 2．24±0．63 10．04＊＊＊

人格障碍 1．87±0．56 2．30±0．78 3．15±0．21 2．16±0．68 7．85＊＊＊

神经症状 1．68±0．57 2．20±0．85 3．28±0．28 2．13±0．73 10．92＊＊＊

身体症状 1．53±0．70 2．26±1．07 3．15±0．54 2．19±0．61 16．89＊＊＊

心理健康 1．80±0．52 2．33±0．73 3．61±0．35 2．21±0．65 15．68＊＊＊

注: * P＜0．05，＊＊P＜0．01，＊＊＊P＜0．001

由表 4 可知，对汉族中学生心理健康在健康状

况变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汉族中学生心

理健康在身体健康状况( F= 5．80，P＜0．001) 上存在

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的心理健康状况优

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在认知障碍( F = 6．50，P＜
0．001) 、情意障碍( F = 5．50，P＜0．001) 、人格障碍

( F= 4．95，P＜0．001) 、神经症状( F= 3．75，P＜0．001)

和身体症状( F= 5．97，P＜0．001) 也有显著差异。
表 4 汉族中学生基于心理健康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766)

量表名称
良好( N= 721)

M±SD

一般( N= 131)

M±SD

较差( N= 8)

M±SD

很差( N= 3)

M±SD
F

认知障碍 1．65±0．72 1．94±0．77 2．28±0．52 2．17±0．83 6．50＊＊＊

情意障碍 1．62±0．78 1．92±0．88 2．29±0．93 1．87±0．93 5．50＊＊＊

人格障碍 1．61±0．75 1．90±0．79 2．00±0．70 1．92±0．78 4．95＊＊＊

神经症状 1．55±0．74 1．79±0．77 1．96±0．48 1．79±1．06 3．75＊＊＊

身体症状 1．47±0．78 1．77±0．79 2．13±0．45 1．85±0．71 5．97＊＊＊

心理健康 1．57±0．72 1．86±0．75 2．13±0．52 1．92±0．85 5．80＊＊＊

注: * P＜0．05，＊＊P＜0．01，＊＊＊P＜0．001

由表 5 可知，对高中生心理素质在健康状况变

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高中生心理素质在

身体健康状况( F= 5．10，P＜0．05) 上存在显著差异，

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的心理素质水平高于身体健

康状况为一般，在认知素质( F= 10．62，P＜0．001) 和

意志素质( F= 8．34，P＜0．001) 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情感素质( F = 0．73，P＞0．05) 和性格素质( F =
2．31，P＞0．05) 上不存在差异。

表 5 高中生基于心理素质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942)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079)

M±SD

一般( N= 240)

M±SD

较差( N= 18)

M±SD

很差( N= 4)

M±SD
F

认知素质 2．57±0．97 2．16±0．77 2．46±0．91 2．51±0．95 10．62＊＊＊

情感素质 2．83±1．01 2．74±0．90 2．54±1．05 2．81±0．99 0．73
意志素质 2．78±1．05 2．38±0．87 2．46±1．27 2．72±1．04 8．34＊＊＊

性格素质 3．00±1．00 2．80±0．88 2．82±1．02 2．97±0．98 2．31
心理素质 2．79±0．94 2．52±0．75 2．57±0．99 2．75±0．92 5．10*

注: * P＜0．05，＊＊P＜0．01，＊＊＊P＜0．001

由表 6 可知，对初中生心理素质在健康状况变

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初中生在认知素质

( F= 2．10，P＞0．05) 、情感素质( F = 1．26，P＞0．05) 、

意志素质( F = 2．38，P＞0．05) 、性格素质( F = 2．19，

P＞0．05) 和心理素质总分( F = 2．03，P＞0．05) 上均

不存在显著身体健康状况差异。
表 6 初中生基于心理素质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1 399)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079)

M±SD

一般( N= 240)

M±SD

较差( N= 18)

M±SD

很差( N= 4)

M±SD
F

认知素质 2．52±1．06 2．27±0．80 2．39±0．68 2．27±0．30 2．10
情感素质 2．85±1．11 2．66±0．85 3．04±1．04 3．10±0．58 1．26
意志素质 2．75±1．13 2．46±0．82 2．50±0．83 2．68±0．75 2．38
性格素质 3．03±1．11 2．79±0．87 2．79±0．67 3．63±0．98 2．19
心理素质 2．78±1．02 2．54±0．72 2．68±0．74 2．92±0．34 2．03

注: *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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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7 可知，对回族中学生心理素质在健康状

况变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回族中学生在

认知素质( F = 2．77，P＞0．05) 、情感素质( F = 0．39，

P＞0．05) 、意志素质( F = 2．83，P＞0．05) 、性格素质

( F= 2．01，P＞0．05) 和心理素质总分( F = 2．44，P＞
0．05) 上不存在显著身体健康状况差异。

表 7 回族中学生基于心理素质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95)

量表名称
良好( N= 1 687)

M±SD

一般( N= 207)

M±SD

较差( N= 20)

M±SD

很差( N= 11)

M±SD
F

认知素质 2．54±1．01 2．19±0．76 2．55±0．91 2．51±0．95 2．77
情感素质 2．99±0．85 2．82±0．82 2．63±0．87 2．80±0．89 0．39
意志素质 2．84±0．92 2．36±0．88 2．49±0．99 2．25±0．63 2．83
性格素质 3．14±0．81 2．88±0．73 2．80±0．81 2．53±0．92 2．01
心理素质 2．85±0．71 2．52±0．63 2．52±0．79 2．73±0．91 2．44

注: * P＜0．05，＊＊P＜0．01，＊＊＊P＜0．001

由表 8 可知，对汉族中学生心理素质在健康状

况变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汉族中学生心

理素质在身体健康状况( F = 4．76，P＜0．01) 上存在

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的心理素质水平高

于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在认知素质( F = 5．86，P＜
0．01) 、意志素质( F = 6．14，P＜0．001) 和性格素质

( F= 3．09，P＜0．05) 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情感素

质( F= 2．02，P＞0．05) 上不存在差异。
表 8 汉族中学生基于心理素质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1 830)

量表名称
良好( N= 1 687)

M±SD

一般( N= 207)

M±SD

较差( N= 20)

M±SD

很差( N= 11)

M±SD
F

认知素质 2．54±1．02 2．22±0．77 2．55±0．88 2．74±0．54 5．86＊＊

情感素质 2．84±1．06 2．63±0．88 2．91±1．11 2．86±0．70 2．02
意志素质 2．76±1．10 2．40±0．83 2．61±1．09 2．95±0．59 6．14＊＊＊

性格素质 3．03±1．05 2．78±0．89 2．96±0．99 3．03±0．45 3．09*

心理素质 2．79±0．98 2．51±0．74 2．76±0．96 2．89±0．42 4．67＊＊

注: * P＜0．05，＊＊P＜0．01，＊＊＊P＜0．001

3 小学生基于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

的身体健康差异比较分析

由表 9 可知，对城市小学生心理健康的身体

健康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城市小学生心理

健康在身体健康状况( F = 2．92，P＜0．05 ) 上存在

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和较差的心理健

康状况 优 于 身 体 健 康 状 况 为 良 好，在 人 格 障 碍

( F = 2．77，P＜0．01) 、神经症状( F = 3．20，P＜0．05)

和身体症状( F = 2．69，P＜0．05 ) 维度也存在显著

的健 康 状 况 差 异，但 在 认 知 障 碍 ( F = 1． 46，P ＞

0．05) 和情意障碍( F = 1．94，P＞0．05) 不存在显著

差异。
由表 10 可知，对农村小学生心理健康的身体

健康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农村小学生心理健

康在身体健康状况( F = 15．72，P＜0．001) 上存在显

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和较差的心理健康状

况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在认知 障 碍 ( F =
10．90，P＜0．001) 、情意障碍( F = 11．03，P＜0．001) 、
人格障碍 ( F = 15． 95，P ＜ 0． 001 ) 、神经症状 ( F =
17．33，P＜0．001) 和身体症状( F = 10．56，P＜0．001)

也存在显著身体健康状况差异。
表 9 城市小学生基于心理健康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1 228)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099)

M±SD

一般( N= 92)

M±SD

较差( N= 11)

M±SD

很差( N= 7)

M±SD
F

认知障碍 1．31±0．36 1．46±0．35 1．20±0．12 1．35±0．73 1．46
情意障碍 1．28±0．40 1．46±0．35 1．10±0．14 1．32±0．43 1．94
人格障碍 1．29±0．40 1．50±0．46 1．06±0．08 1．32±0．58 2．77＊＊

神经症状 1．28±0．36 1．51±0．37 1．16±0．18 1．29±0．26 3．20*

身体症状 1．18±0．43 1．43±0．44 1．31±0．51 1．25±0．52 2．69*

心理健康 1．27±0．35 1．47±0．36 1．10±0．06 1．32±0．45 2．92*

注: *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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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农村小学生基于心理健康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981)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099)

M±SD

一般( N= 92)

M±SD

较差( N= 11)

M±SD

很差( N= 7)

M±SD
F

认知障碍 1．41±0．43 1．69±0．45 1．85±0．67 1．54±0．37 10．90＊＊＊

情意障碍 1．35±0．44 1．65±0．53 1．67±0．37 1．50±0．30 11．03＊＊＊

人格障碍 1．36±0．44 1．70±0．53 1．86±0．59 1．57±0．45 15．95＊＊＊

神经症状 1．37±0．40 1．71±0．48 1．78±0．47 1．57±0．42 17．33＊＊＊

身体症状 1．28±0．48 1．60±0．57 1．67±0．67 1．22±0．40 10．56＊＊＊

心理健康 1．35±0．39 0．67±0．47 1．76±0．48 1．48±0．22 15．72＊＊＊

注: * P＜0．05，＊＊P＜0．01，＊＊＊P＜0．001

由表 11 可知，对河东小学生心理健康身体健

康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河东小学生心理

健康在身体健康状况( F = 20．61，P＜0．001) 上存在

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的心理健康状况优

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和较差，在认知障碍( F =
16．05，P＜0．001) 、情意障碍( F= 14．57，P＜0．01) 、人
格障碍( F = 18．38，P＜0．05) 、神经症状( F = 23．21，

P＜0．01) 和身体症状( F= 13．91，P＜0．05) 也存在显

著差异。

由表 12 可知，对河西小学生心理健康身体健

康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河西小学生心理

健康在身体健康状况( F = 2．83，P＜0．05) 上存在显

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

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和较差，在认知 障 碍 ( F =
3．07，P＜0．05) 、情意障碍( F = 0．85，P＜0．05) 、人格

障碍( F = 2．71，P＜0．05) 、神经症状( F = 2．81，P＜
0．05) 和身体症状( F= 4．26，P＜0．01) 也存在显著身

体健康状况差异。
表 11 河东小学生基于心理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差异分析( N=2 053)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099)

M±SD

一般( N= 92)

M±SD

较差( N= 11)

M±SD

很差( N= 7)

M±SD
F

认知障碍 1．34±0．38 1．64±0．44 1．35±0．40 1．56±0．34 16．05＊＊＊

情意障碍 1．30±0．41 1．61±0．49 1．33±0．39 1．47±0．34 14．57＊＊＊

人格障碍 1．32±0．41 1．65±0．52 1．35±0．54 1．52±0．50 18．38＊＊＊

神经症状 1．31±0．37 1．67±0．45 1．34±0．33 1．52±0．48 23．21＊＊＊

身体症状 1．21±0．46 1．53±0．54 1．15±0．34 1．06±0．14 13．91＊＊＊

心理健康 1．30±0．36 1．62±0．44 1．30±0．37 1．43±0．28 20．61＊＊＊

注: * P＜0．05，＊＊P＜0．01，＊＊＊P＜0．001

表 12 河西小学生基于心理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差异分析( N=156)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099)

M±SD

一般( N= 92)

M±SD

较差( N= 11)

M±SD

很差( N= 7)

M±SD
F

认知障碍 1．50±0．50 1．65±0．50 1．95±0．38 1．54±0．47 3．07*

情意障碍 1．42±0．48 1．61±0．57 1．65±0．35 1．49±0．36 0．85*

人格障碍 1．41±0．47 1．71±0．56 1．82±0．49 1．51±0．55 2．71*

神经症状 1．43±0．43 1．69±0．56 1．88±0．45 1．53±0．41 2．81*

身体症状 1．39±0．53 1．81±0．58 1．87±0．43 1．42±0．41 4．26＊＊

心理健康 1．43±0．44 1．70±0．53 1．86±0．53 1．48±0．52 2．83*

注: * P＜0．05，＊＊P＜0．01，＊＊＊P＜0．001

由表 13 可知，对城市小学生心理素质在健康

状况变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城市小学生

心理素质在身体健康状况( F= 7．08，P＜0．001) 上存

在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的心理素质水平

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在认知素质( F = 9．55，

P＜0．001) 、情感素质( F = 5．30，P＜0．001) 、意志素

质( F = 3． 64，P＜ 0． 01) 和性格素质 ( F = 5． 46，P ＜
0．001) 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 14 可知，对农村小学生心理素质在健康

状况变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农村小学生

心理素质在身体健康状况( F = 3．24，P＜0．05) 上存

在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的心理素质水平

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在认知素质( F = 3．61，

P＜0．05) 和意志素质( F = 3．30，P＜0．05) 上也存在

显著差异，但在情感素质( F= 2．15，P＞0．05) 和性格

素质( F= 2．45，P＞0．05) 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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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城市小学生基于心理素质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1 590)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597)

M±SD

一般( N= 112)

M±SD

较差( N= 12)

M±SD

很差( N= 6)

M±SD
F

认知素质 2．22±0．47 1．83±0．37 2．35±0．44 2．41±0．45 9．55＊＊＊

情感素质 2．30±0．46 2．09±0．39 2．54±0．34 2．31±0．43 5．30＊＊＊

意志素质 2．22±0．51 2．02±0．45 2．52±0．32 2．42±0．43 3．64＊＊

性格素质 2．57±0．48 2．31±0．53 2．87±0．27 2．37±0．38 5．46＊＊＊

心理素质 2．32±0．42 2．07±0．36 2．57±0．29 2．25±0．42 7．08＊＊＊

注: * P＜0．05，＊＊P＜0．01，＊＊＊P＜0．001

表 14 农村小学生基于心理素质的身体健康差异分析( N=1 137)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597)

M±SD

一般( N= 112)

M±SD

较差( N= 12)

M±SD

很差( N= 6)

M±SD
F

认知素质 2．06±0．49 1．87±0．39 2．06±0．26 1．86±0．67 3．61*

情感素质 2．21±0．53 2．11±0．44 2．08±0．52 1．76±0．77 2．15
意志素质 2．10±0．56 1．98±0．53 1．93±0．76 1．46±0．56 3．30*

性格素质 2．41±0．55 2．31±0．49 2．16±0．75 1．89±0．89 2．45
心理素质 2．20±0．48 2．07±0．36 2．06±0．56 1．74±0．69 3．24*

注: * P＜0．05，＊＊P＜0．01，＊＊＊P＜0．001

由表 15 可知，对河东地区小学生心理素质在健

康状况变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河东地区

小学生心 理 素 质 在 身 体 健 康 状 况 ( F = 9． 33，P ＜
0．001) 上存在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的心

理素质水平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在认知素质

( F=14．71，P＜0．001) 、情感素质( F=5．30，P＜0．001) 、
意志素质( F=6．26，P＜0．001) 和性格素质( F = 6．11，

P＜0．001) 上也存在显著身体健康状况差异。
表 15 河东小学生心理素质在健康状况上的差异分析( N=2 621)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597)

M±SD

一般( N= 112)

M±SD

较差( N= 12)

M±SD

很差( N= 6)

M±SD
F

认知素质 2．16±0．48 1．86±0．38 2．23±0．41 1．96±0．55 14．71＊＊＊

情感素质 2．27±0．48 2．11±0．40 2．33±0．48 1．80±0．72 5．30＊＊＊

意志素质 2．17±0．53 2．00±0．48 2．27±0．63 1．53±0．51 6．26＊＊＊

性格素质 2．51±0．51 2．32±0．48 2．55±0．63 2．04±0．75 6．11＊＊＊

心理素质 2．28±0．44 2．07±0．34 2．34±0．50 1．83±0．61 9．33＊＊＊

注: * P＜0．05，＊＊P＜0．01，＊＊＊P＜0．001

由表 16 可知，对河西小学生心理素质在健康

状况变量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河西地区小

学生在认知素质( F= 0．82，P＞0．05) 、情感素质( F=

1．71，P＞0．05) 、意志素质( F = 1．10，P＞0．05) 、性格

素质( F= 1．97，P＞0．05) 和心理素质总分( F = 1．51，

P＞0．05) 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6 河西小学生心理素质在健康状况上的差异分析( N=106)

量表名称
良好( N= 2 597)

M±SD

一般( N= 112)

M±SD

较差( N= 12)

M±SD

很差( N= 6)

M±SD
F

认知素质 2．02±0．61 1．89±0．33 2．26±0．29 2．00±0．57 0．82

情感素质 2．15±0．62 2．21±0．54 2．18±0．55 1．96±0．71 1．71

意志素质 2．07±0．65 1．98±0．51 1．99±0．56 1．49±0．36 1．10

性格素质 2．28±0．65 2．26±0．39 2．27±0．65 1．89±0．59 1．97

心理素质 2．13±0．59 2．09±0．35 2．16±0．55 1．79±0．57 1．51

注: * P＜0．05，＊＊P＜0．01，＊＊＊P＜0．001

4 讨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与比较综括。

变态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理论研究早就指出，

身体生理与心理精神相互作用，绝大多数心理障

碍、心理疾病均有躯体化症状［7］。身体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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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理健康状态的内部反应和外部表征，因此我们

的问卷将学生的身体健康状态作为重要指标。经

过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和差异检验，我们发现: ① 高

中生心理健康在身体健康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身

体健康状况为一般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身体健康

状况为良好，身体健康状况为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

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和一般，初中生心理健康

在身体健康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

一般和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

良好; 回族中学生心理健康在身体健康状况上存在

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和较差的心理健康

状况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汉族中学生心理健

康在身体健康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

为一般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

② 高中生心理素质在身体健康状况上存在显著差

异，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的心理素质水平高于身体

健康状况为一般，初中生心理素质在身体健康状况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回族中学生心理素质在身体健

康状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汉族中学生心理素质在

身体健康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良

好 的 心 理 素 质 水 平 高 于 身 体 健 康 状 况 为 一 般。

③ 城市小学生和农村小学生心理健康在身体健康

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和较差

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 河东小

学生和河西小学生心理健康在身体健康状况上存

在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的心理健康状况

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和较差。④ 城市小学生

和农村小学生心理素质在身体健康状况上存在显

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的心理素质水平高于

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 河东地区小学生理素质在身

体健康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身体健康状况为良好

的心理素质水平高于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河西地

区小学生心理素质在身体健康状况上不存在显著

差异。调查提示中学生的心理卫生和心理教育工

作需要提升针对性、提高有效性。逐步构建中国本

土、甘肃区域、分类型、别年级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与心理素质自评、家评、师评组合互证的测量评价

与咨询辅导甘肃模式。
2) 卫生建议和教育对策。

逻辑起点的心理素质教育理论认为，健康是

一个人生理和心理机能在与自然和社会相互作

用的过程中适应和发展的协调状态。实践起点

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认为，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全

面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

中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

要内容。素质是在遗传的基础上，经过后天环境

的熏染和教育的作用而形成的个体品质的总和。
卫生是维护健康、预防疾病的个人和社会工作，

总目标是维持健康、保护生命。教育是一种培养

人的社会活动，其总目标是提高人的素质。健康

作为状态不能通过教育直接改善。健康必须通

过卫生活动促进，而素质则可以通过教育提高。
正确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健康卫生和心理

素质教育，简称为心理卫生和心理教育［8］。因此

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主体应该是心理素质提升

教育，同时兼顾心理心理健康卫生维护工作。学

校心理咨询辅导机构或者心理健康教育机构的

咨询师，首先应该是心理教师，做好心理教育工

作，包括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和团体心理辅导，同

时提供一般心理问题和轻度心理障碍的个体咨

询，避免医学化、卫生化的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
但心身医学问题和身心医学问题也要配合进行，因

为身体疾病会引发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也会导致躯

体障碍［9］。前述报告的结论说明，区域、城乡、性

别等自变量与身体健康变量之间相互作用，影响心

理健康状态和心理素质水平，但区域、性别、城乡自

变量是无法改变的变量，结合其它系列报告结论，

必须改进学校心理卫生和心理教育的思想和家庭

教育和卫生的策略，心理教育和心理卫生工作中，

必须针对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素质状态水平，特别

是生态文化区域差异、性别生理心理差异、城市乡

村文化差异、民族生活方式差异，编制差异化、个体

化实施方案，维护心理健康和提高心理素质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打好心理健

康和心理素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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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hysical Health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Gansu Province

ZHANG Haizhong1，SONG Zhongqin2，WANG Xingshuang3，FENG Lei4
( 1．School of Education，Lanzhou City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Lanzhou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Lanzhou 730010，China;

3．Wulan Primary School，Jingyuan County，Baiyin City，Jingyuan Gansu 730600，China;

4．Pingliang Kongtong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Pingliang Gansu 744000，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CGSPQ2223-24 series questionnaire compiled by Professor Zhang Haizhong，23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8 cities and counties were selected． Some teachers and parents were invited to observe
and evaluate in the form of wechat questionnaire and on-site survey of teachers from Xingjia research group． The
self-evaluation and other evaluation of 12 560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
cal quality were carried out．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data of physical health varia-
bles shows that the variables of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level interact with regional，urban and rural，gender and
ethnic variables，which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y have different degrees． The survey suggests that
th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need to be more targeted and effective．
Gradually build a measurement，evaluation，consultation and counseling model of self-evaluation，family evalua-
tion and teacher evaluation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Gansu region，types and grades．
Key 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quality; evaluation

( 责任编辑: 朱晓燕)

·341·第 5 期 张海钟等: 甘肃省域中小学生基于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的身体健康差异比较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