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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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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浙江省台州市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台州市6个县（区）的中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疾病史、学习情

况及与父母关系等资料；采用《中学生结构式心理健康素养问卷》调查心理健康素养水平，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

析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7 173人，其中初中生4 273人，占59.57%；高中生2 900人，占40.43%。男

生 3 644人，占 50.80%；女生 3 529人，占 49.20%。年龄为（15.52±1.49）岁。心理健康素养得分M（QR）为 83.00
（23.00）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大（β'=0.074）、女性（β'=0.038）、居住在城市（β'=0.029）、家庭经济状

况好（β'=0.061）、运动（β'=0.122）、与父亲关系好（β'=0.128）、与母亲关系好（β'=0.094）的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

较高；有疾病史（β'=-0.144）和有学习困难（β'=-0.178）的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较低。结论 台州市中学生心理

健康素养水平较高，受到人口学特征、疾病史、运动、学习及与父母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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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
dents in Tai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six counties (districts) in Taizhou City using the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disease history, learning status, and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was investigated using the Structured
Mental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mental health literacy was an⁃
alyzed using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7 173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surveyed, includ⁃
ing 4 273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59.57%) and 2 900 high school students (40.43%), and had a mean age of (15.52±
1.49) years. There were 3 644 male students (50.80%) and 3 529 female students (49.20%). The median score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was 83.00 (interquartile range, 23.00) point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older age (β'=
0.074), female gender (β'=0.038), living in urban areas (β'=0.029), good family economic status (β'=0.061), engaging in
sports (β'=0.122), having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ther (β'=0.128), and having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ther (β'=
0.094) wer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or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ile having a history of
disease (β'=-0.144) and learning difficulties (β'=-0.178) we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ores. Conclu⁃
sion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aizhou City is relatively good, and is inf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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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ed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disease history, sports participation, learning and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Key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 mental health literacy; influencing factor

青少年心理和生理尚未成熟，面对学习压力、人

际交往等生活事件容易出现心理问题［1］。调查发现，

全球 10%~20% 的青少年存在抑郁、焦虑和自闭等心

理问题［2］，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也处于中低水平［3］。

研究发现，具备较高的心理健康素养者能够以正确的

态度认识和应对心理问题，有利于心理问题的早期识

别及干预，提高生活质量［3-4］。心理健康素养是健康

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指出，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心理健康

素养水平分别提升到 20% 和 30%［5］。青少年心理健

康素养易受个体、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发现影响

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的因素，并实施干预和管理，可

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6］。本研究调查浙江省台州市

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青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21 年 5 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台州

市 6 个县（区）随机抽取 3 所高中和 3 所初中，各

中学每个年级抽取 2 个班级，抽中班级的所有在校

学生纳入调查。纳入标准为：（1） 年龄 12~20 岁；

（2）学生及其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3）无语言沟通

障碍，能配合完成调查。本研究通过台州市中心医院

伦理委员会审查（2022L-01-17）。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采用电子问卷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心理健

康素养水平。基本信息包括学段、性别、年龄、居住

地、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疾病史、运动、学

习情况、父母文化程度及与父母关系等。采用《中

学生结构式心理健康素养问卷》［7-8］调查心理健康素

养水平，问卷 Cronbach's α 为 0.866。该问卷共 20
个条目，各条目选项赋值为 1~5 分，总分为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越高。疾病史

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等慢性病，抑郁症、焦

虑症等精神疾病，以及残疾等。运动定义为每周体育

锻炼≥1 次。

1.2.2 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调查人员统一培训，考核合格后开展

调查工作。每个县（区）设立负责人，对调查现场工

作定期督导和质量控制。项目组质控人员定期核查问

卷，若存在问题则联系调查对象进行核实，排除完成

问卷时间<8 min 或>60 min 及关键信息缺失的问卷。

1.3 统计分析

采用 R 4.1.3 软件统计分析。定量资料服从正态

分布的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不服从正态

分布的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 ［M（QR）］ 描

述，组间比较采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或 Kruskal-
Wallis H 检验。年龄与心理健康素养得分的相关性

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心理健康素养的影响因

素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 7 173 人，其中初中生 4 273 人，占

59.57%；高中生 2 900 人，占 40.43%。男生 3 644
人，占 50.80%；女生 3 529 人，占 49.20%。年龄为

（15.52±1.49）岁。居住在农村 4 750 人，占 66.22%。

独生子女 2 198 人，占 30.64%。家庭经济状况差/一
般 5 953 人，占 82.99%。有疾病史 867 人，占

12.09%。运动 4 284 人，占 59.72%。有学习困难

4 114 人，占 57.35%。父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

2 900 人，占 40.43%；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

2 720 人，占 37.92%。与父亲关系好 5 336 人，占

74.39%；与母亲关系好 5 831 人，占 81.29%。

2.2 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比较

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 M （QR） 为 83.00
（23.00）分。男性、居住地为城市、独生子女、无学

习困难、家庭经济状况好、运动、无疾病史、与父

亲/母亲关系好的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较高；父

亲文化程度不同的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1。年龄与心理健康素

养得分未见相关性（rs=0.018，P=0.125）。
2.3 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

分析

以心理健康素养得分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

居住地、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疾病史、运动、

学习困难、父母文化程度及与父母关系为自变量（变

量间不存在共线性），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年龄大、女性、居住在城市、家庭经济状况

好、运动、与父亲关系好、与母亲关系好的中学生心

理健康素养得分较高；有疾病史和有学习困难的中学

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较低。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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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台州市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较高，主要受到人口学特征、疾病史、运动、学习及

与父母关系的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

M（QR）为 83.00（23.00）分，高于湖南省怀化市［7］

和云南省昆明市［9］的研究结果。这可能与台州市地

处东部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好，中学生可以获

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心理卫生资源有关。

年龄、性别、居住地和家庭经济状况是中学生心

理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年龄较大的学生心智更加成

熟，对心理健康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好，其心理健康

素养水平也较高［10］。相比于男生，女生的心理健康

素养得分更高，可能与女生对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

关注度较高，相关知识了解更多，学习及寻求帮助的

态度更积极有关；而男生更倾向于认为心理问题“症

状很轻”“影响不大”，无法准确评估其心理障碍的严

重性［6，11］。居住在城市和家庭经济状况好的中学生

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更高，与既往研究［12］一致，可能

与城市和农村间经济发展程度、健康相关资源和健康

信息的可及性不平衡有关。同时受居住地经济发展影

响，家庭经济状况也存在差异，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家

庭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度更高，更能促进孩子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

有疾病史和有学习困难的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

分较低。研究表明，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与心理疾病有

关，而有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可能通过影响情感调节

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认知行为对心理健康素养产生

表 1 台州市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得分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scor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aizhou City

项目

学段

初中

高中

性别

男

女

居住地

农村

城市

独生子女

否

是

家庭经济状况

差/一般

好

疾病史

无

有

运动

否

是

学习困难

无

有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与父亲关系

差/一般

好

与母亲关系

差/一般

好

调查人数

4 273
2 900

3 644
3 529

4 750
2 423

4 975
2 198

5 953
1 220

6 306
867

2 889
4 284

3 059
4 114

1 035
3 238
2 900

1 344
3 109
2 720

1 837
5 336

1 342
5 831

心理健康素养

得分［M（QR）］

83.00（24.00）
82.00（21.00）

83.00（24.00）
82.00（21.00）

82.00（23.00）
84.00（22.00）

82.00（22.00）
83.50（24.00）

82.00（23.00）
89.00（21.00）

84.00（21.00）
76.00（22.00）

80.00（21.00）
86.00（21.00）

89.00（19.00）
80.00（21.00）

80.00（22.00）
82.00（22.00）
84.00（23.00）

81.00（21.00）
83.00（22.00）
83.00（23.00）

77.00（21.00）
86.00（21.00）

76.00（20.00）
85.00（21.00）

Z/H值

-0.191

-3.608

4.701

3.160

9.231

-15.604

-16.141

21.080

31.251①

5.751①

-21.263

-19.158

P值

0.849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56

<0.001

<0.001

注：①表示H值，同列其他项表示Z值。

表 2 台州市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aizhou City
变量

年龄

性别

女

居住地

城市

家庭经济状况

好

疾病史

有

运动

是

学习困难

有

与父亲关系

好

与母亲关系

好

常量

参照组

男

农村

差/一般

无

否

无

差/一般

差/一般

β

0.693

1.053

0.858

2.264

-6.128

3.470

-5.018

4.087

3.371
58.507

xs

0.105

0.317

0.347

0.416

0.471

0.321

0.321

0.439

0.488
1.850

β'

0.074

0.038

0.029

0.061

-0.144

0.122

-0.178

0.128

0.094
—

t值

6.630

3.320

2.470

5.440

-13.020

10.800

-15.620

9.310

6.900
31.630

P值

<0.001

<0.001

0.01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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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提示心理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素养之间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12-14］。无学习困难的学生有更高

的心理健康素养得分，可能与其学习态度积极，更善

于获取心理健康知识，了解心理健康服务的渠道有

关［15］。此外，本研究发现心理健康素养得分高低与

父母文化程度无关，与其他研究结果［16］一致。

与父母关系的好坏也会影响中学生心理健康素

养。家庭和学校的支持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素养水平密

不可分。积极的亲子关系可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

中学生的心理健康起着重要作用，家庭成员的支持与

分享有助于改善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升中学生

心理健康素养［17-19］。在家庭，应提高父母对青少年

心理健康活动的参与度，可有效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素养水平；在学校，可采取互动式教学和多样化课

程，并提供针对心理健康素养的个性化、短期干预措

施，有助于改善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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