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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及其特点ꎬ为制定降低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的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ꎬ对 ３２９ 名藏族大学生和 ３６２ 名汉族大学生进行调查ꎬ同时收集被试的一般人口学资料ꎮ 结果

藏族大学生的身心耗竭(３.１１±０.７４)、学业疏离(２.５０±０.７３)及学习倦怠总均分(１５.７３±２.５３)均高于汉族大学生(分别为

２.９８±０.８３ꎬ２.２１±０.７１ꎬ１５.２６±２.２５)(Ｐ 值均<０.０５)ꎻ藏族男大学生在学业疏离(２.７５±０.８２)、低成就感(３.３８±０.７０)和学习倦

怠总均分(１６.６０±３.０４)３ 个指标上得分均高于藏族女大学生(分别为 ２.３６±０.６３ꎬ３.０９±０.５３ꎬ１５.２３±２.０３)(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不同专业和年级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专业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ꎬ具
体表现为大一文科生在低成就感(３.２２±０.８６)和学习倦怠总均分(１５.６９±２.５０)上均高于大一理科生(分别为 ２.９４±０.５１ꎬ
１４.８０±１.６９)ꎬ大二理科生和大三理科生在低成就感(分别为 ３.２１±０.５７ꎬ３.４３±０.６０)和学习倦怠总均分(分别为 １６.２３±２.８１ꎬ
１６.３８±３.０６)上的得分均高于大一理科生(分别为 ２.９４±０.５１ꎬ１４.８０±１.６９)(Ｐ 值均<０.０５)ꎻ其他因素间交互作用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藏族大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倦怠ꎬ其中性别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年级和专业的交互作用

有统计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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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倦怠是指学生由于面对长期的课业压力或

课业负荷而产生的精力耗损ꎬ表现为对学校课业以及

其他活动的热忱逐渐消失、对同学态度冷漠和疏离的

行为及成绩未如预期好而对学校课业持负面态度的

一种现象[１－２]ꎮ 当前大学生学习倦怠情况不容忽

视[３]ꎮ 学习倦怠对学生的消极影响很大ꎬ既使学生学

习效率下降ꎬ也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ꎮ 有关研究也

显示ꎬ诸多学习问题中以学习倦怠问题最为突出ꎬ引
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４－６]ꎮ

近年来ꎬ到内地就读的藏族大学生越来越多ꎮ 但

与本校汉族大学生相比ꎬ这些藏族大学生的学业成绩

总体偏低[７]ꎬ在学习方面存在较多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本研究试图探究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现状及影响

因素ꎬ以期更多地了解藏族大学生的学习心理ꎬ为他

们的学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６—７ 月期间ꎬ经校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ꎬ根据民族、年级、专业整群随机取样的方法ꎬ
对西藏民族学院大一至大三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

研究ꎮ 在获得被试知情同意后对藏族学生发放问卷

３５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３２９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４％ꎻ根据年

级和专业与藏族被试基本匹配的原则ꎬ对汉族大学生

发放问卷 ３８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３６２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５％ꎮ 被试年龄均在 １７ ~ ２２ 岁之间ꎬ平均年龄(２０.８３
±１.５８)岁ꎬ双眼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ꎮ
１.２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吴艳和戴晓阳[８－９] 编制

的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ꎮ 该问卷属于自评量表ꎬ采用

５ 点评分方法ꎬ即“非常符合”记 ５ 分、“有点符合”记 ４
分、“不太确定”记 ３ 分、“不太符合”记 ２ 分、“很不符

合”记 １ 分ꎮ 该问卷可分为身心耗竭、学业疏离和低

成就感 ３ 个维度共 １６ 个条目ꎬ部分条目反向计分ꎮ 其

中身心耗竭分量表中的项目反映的是个体在学习后

的感受ꎬ以及由于学习而导致的耗竭、疲劳状况ꎻ学业

疏离分量表的项目反映了个体对学习的一种负面的

态度ꎻ低成就感分量表的项目反映了个体在学习方面

比较低的个人成就感ꎮ 所有 １６ 个条目得分之和即为

该量表的总分ꎬ反映了被测者学习倦怠的总体状况ꎮ
研究表明ꎬ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８－９]ꎮ
１.３　 施测程序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ꎬ
使用统一的指导语控制情境ꎬ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

语ꎬ然后按要求完成整个问卷ꎻ同时收集一般人口学

资料ꎮ 主试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教师担任ꎮ
１.４　 统计分析　 全部问卷当场收回ꎬ严格按照测验手

册的计分方法计算各分测验的分数ꎮ 调查数据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 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因变量的统计指标为各分测验均

分(分测验总分 /项目数)ꎬ结果以均数±标准差(ｘ±ｓ)
表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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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现状　 以汉族大学生为对

照组ꎬ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结果发现ꎬ在身心耗竭、学
业疏离及学习倦怠总均分上ꎬ藏族大学生的得分均高

于汉族大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在低成就感得分上ꎬ藏族大学生略低于汉族大学生ꎬ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不同性别、专业、年级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差异

以性别、专业和年级为自变量ꎬ以藏族大学生学习倦

怠 ３ 个维度均分及量表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 ２×２×３

的方差分析ꎬ性别的主效应在学业疏离、低成就感、学
习倦怠总均分 ３ 个指标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ꎬ男生得分均高于女生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民族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民族 人数 身心耗竭 学业疏离 低成就感 总均分
藏族 ３２９ ３.１１±０.７４ ２.５０±０.７３ ３.２０±０.６１ １５.７３±２.５３
汉族 ３６２ ２.９８±０.８３ ２.２１±０.７１ ３.２６±０.７１ １５.２６±２.２５
ｔ 值 ２.０５ ４.８２ －１.２７ ２.５０
Ｐ 值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３ ０.０１３

表 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身心耗竭 学业疏离 低成就感 总均分
性别 男 １２２ ３.１３±０.７７ ２.７５±０.８２ ３.３８±０.７０ １６.６０±３.０４

女 ２０７ ３.１０±０.７２ ２.３６±０.６３ ３.０９±０.５３ １５.２３±２.０３
Ｆ 值 ０.００９ １３.２８ １３.２６ １５.０５
Ｐ 值 ０.９２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专业 文科 １３５ ３.１５±０.７３ ２.４１±０.６５ ３.１９±０.６６ １５.６５±２.３０
理科 １９４ ３.０７±０.７４ ２.５４±０.７６ ３.２０±０.５９ １５.７９±２.６７

Ｆ 值 ０.０６８ ０.２０２ １.６７３ ０.３９３
Ｐ 值 ０.７９５ ０.６５３ ０.１９７ ０.５３１

年级 一 １２０ ３.０７±０.６８ ２.３７±０.５８ ３.０６±０.６９ １５.１９±２.１２
二 １０３ ３.２３±０.７６ ２.５０±０.７４ ３.１５±０.５２ １５.８４±２.４７
三 １０６ ３.０３±０.７７ ２.６０±０.８２ ３.３７±０.５８ １６.２４±２.８８

Ｆ 值 ０.６３４ １.３３７ ２.７６１ ２.４０８
Ｐ 值 ０.５３１ ０.２６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２

　 　 专业和年级的主效应在身心耗竭、学业疏离、低
成就感和学习倦怠总均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但专业和年级的交互作用在低成就感

和学习倦怠总均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４.８６ꎬ３.４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 ꎮ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ꎬ文科专业方面ꎬ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低成就感和学

习倦怠总均分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ꎻ理科专业方面ꎬ大二和大三学生在低成就感和

学习倦怠总均分均高于大一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大二和大三学生的相应得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大一学生方面ꎬ文科

生在低成就感和学习倦怠总均分上均高于理科生(Ｐ<
０.０５)ꎻ大二、大三学生方面ꎬ文、理科学生以上指标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其余两两的交互

作用及性别、年级和专业三者的交互作用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３　 讨论

３.１　 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现状分析　 本研究显示ꎬ相
对于汉族大学生ꎬ藏族大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倦怠得

分ꎬ身心耗竭、学业疏离及学习倦怠总均分均高于汉

族大学生ꎮ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可能与文化适应有

密切关系ꎮ 文化适应是个体对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

的态度体验倾向ꎬ并在倾向性的基础上采取的态度选

择和适应模式[１０]ꎮ 许多研究表明ꎬ文化适应与学业倦

怠有着密切的关系ꎬ如美国拉美少数民族中整合型和

同化型文化适应的群体具有较高的学业成就[１１]ꎻ文化

适应模式是影响民族差异的一个有效因素ꎬ学业成就

与文化适应力呈现正相关[１２]ꎻ学校主流文化教育与寺

庙佛教文化教育的差异是造成学生学习倦怠的主要

原因[１３]ꎮ 藏族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

民族之一ꎬ藏族文化是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传统宗教

文化ꎮ 藏族大学生在学习主流文化的同时ꎬ还肩负着

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ꎬ导致了藏族大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文化适应问题ꎮ
民族因素主要体现在文化适应方面ꎬ藏族大学生

的文化适应力相对较低可能是造成学习倦怠的重要

原因ꎮ 另外ꎬ藏族大学生从藏区来到汉族聚集较多的

地区ꎬ不一样的地域环境及风土人情ꎬ也是影响文化

适应力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ꎬ学校和

教师应积极帮助藏族大学生建构合理的文化适应

模式ꎮ
３.２　 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的性别特点　 有研究表明ꎬ
性别是大学生学习倦怠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ꎬ男生表

现出更多的情绪低落和行为不当[１４]ꎮ 罗杰等[１５] 研究

发现ꎬ男生学业疏离明显高于女生ꎻＹａｎｇ 等[１６] 发现ꎬ
在行为不当方面ꎬ男女生差异显著ꎻ梁娜等[１７] 关于藏

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研究也表明ꎬ藏族男大学生在情

绪低落、行为不当及学习倦怠总分上要显著高于藏族

女大学生 ꎮ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ꎬ男生的学习倦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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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女生严重ꎬ说明性别是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的一个

重要影响因素ꎮ 造成藏族男女大学生学习倦怠差异

的原因可能是:男生对学习意义的认同感较低ꎬ对学

习持消极态度ꎬ不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学习ꎬ因而在学

习中获得的成功体验较少ꎬ成就感较低ꎮ 进一步分析

认为ꎬ藏族传统文化赋予男性更多的社会责任ꎬ相对

于女性ꎬ男性也有更高的成就目标定向ꎬ所以总体来

说ꎬ藏族男大学生具有较高的人生目标和较远大的理

想抱负ꎮ 而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ꎬ由于语言、文化适

应及其他因素的影响ꎬ多数藏族学生的成绩并不理

想ꎻ理想目标与现实成绩的差距造成藏族男生在学习

过程中有较多的挫败感ꎬ成功体验的缺失使藏族男生

在学习中更易采取消极或放弃的态度ꎬ形成了“学习

倦怠—消极态度—挫败体验—成功体验缺失—学习

倦怠”的恶性循环ꎮ 对于藏族女生来说ꎬ她们通过更

加努力地学习来弥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ꎬ以积极

的态度面对学习ꎬ从而获得了较多的成功体验ꎬ因而

能打破恶性循环ꎬ故而学习倦怠状况较轻ꎮ
有研究表明ꎬ不当的情感体验可能会导致个体采

取消极的应对方式ꎬ从而加剧学业倦怠[１８]ꎮ 因此帮助

藏族男大学生建立正确合理的目标定向ꎬ并在学习过

程中开展更多有利于提高男大学生成功体验的有效

活动ꎬ对于提高男大学生学习兴趣ꎬ降低学习倦怠状

况有积极影响ꎮ
３.３　 藏族大学生学业倦怠的专业和年级特点　 研究

发现ꎬ年级和专业是影响大学生学业倦怠的有效因

素ꎮ 刘华[１９]研究发现ꎬ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学习倦怠

上存在差异ꎬ其中二年级、三年级显著高于四年级ꎻ文
科生的情绪低落程度要高于理科生ꎮ 谢威士等[２０] 研

究发现ꎬ大二学生身心耗竭、学业疏离和学习倦怠三

个维度得分明显高于大一和大三的学生ꎬ 其中大三最

低ꎬ而三个年级的低成就感随着年级的升高呈下降趋

势ꎮ 梁娜[１７]的研究发现ꎬ在行为不当和总倦怠上ꎬ文
科藏族大学生的得分高于理工科和术科的藏族大学

生ꎻ在成就感维度上术科藏族大学生的得分高于文科

和理工科的藏族大学生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年级和专业作为独立变量对藏

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的主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ꎬ但二者

的交互作用在低成就感和学习倦怠总均分上效应有

统计学意义ꎬ说明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的专业和年级

特点是非常复杂的ꎬ具体为大一文科生比大一理科生

表现出更高的学习倦怠水平ꎬ大二、大三理科生均比

大一理科生表现出更高的学习倦怠水平ꎮ 可能是由

于文、理科专业本身不同的学科属性造成的ꎮ 与文科

专业相比ꎬ理科专业的学科内容系统性较强ꎬ更偏重

于技术和操作技能的掌握ꎬ且作为该学科的入门内

容ꎬ大一理科专业内容难度相对较小ꎬ因而藏族学生

的学习效果良好ꎬ成就感体验水平较高ꎻ而文科专业

的学科内容体系相对宽泛ꎬ系统性不强ꎬ藏族学生学

习中常常抓不住重点ꎬ常无法有效地进行学习效果自

我评价ꎬ因而成就感体验水平较低ꎬ造成藏族大一文

科生有较高的学习倦怠水平ꎮ 随着课业难度的增加ꎬ
大二、大三以后ꎬ藏族文理科学生的学习倦怠程度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但对于藏族理科生来说ꎬ由于大

二、大三的学习任务明显加重ꎬ理科专业难度也较大

一时明显增加ꎻ而藏族学生基础相对薄弱ꎬ因而学习

相对吃力ꎬ且成绩也往往不够理想ꎬ与心理期望差距

较远ꎻ因而高年级藏族理科生成就感降低ꎬ挫败感增

强ꎬ故藏族大二、大三理科生相对于大一理科生有较

高的学习倦怠水平ꎮ
为降低藏族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ꎬ在学校教学

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１)学校应开展相应的通识

文化教育ꎬ提高藏族学生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ꎬ以增

强其文化适应ꎻ(２)教育工作者应根据不同性别、年
级、专业类别的藏族大学生ꎬ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内

容与手段ꎬ并帮助藏族大学生设置合理的学习目标ꎬ
增强其在学习过程中的成功体验ꎬ培养和提高藏族大

学生的学习效能感ꎻ(３)学校可以通过开设心理健康

公共课和其他心理咨询活动ꎬ帮助藏族学生掌握学习

规律和必要的心理自我调节方法ꎬ使学生能够客观准

确地认识自己的学习倦怠状况ꎬ并主动采取积极有效

的应对措施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ＤＹＲＢＹＥ ＬＮꎬＷＥＳＴ ＣＰꎬＳＡＴＥＬＥＤꎬｅｔ ａｌ.Ｂｕｒｎｏｕｔ ａｍｏｎｇ Ｕ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ꎬ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Ａｃａｄ Ｍｅｄꎬ２０１４ꎬ８９(３):４４３－４５１.

[２] 　 ＬＩＮ ＳＨꎬＨＵＡＮＧ Ｙ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ｎｅｌｉ￣
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ｕｒｎｏｕｔ[Ｊ] .Ａｃｔ Ｌｅａｒｎ Ｈｉｇｈ Ｅｄｕꎬ２０１２ꎬ１３(３):２３１
－２４３.

[３] 　 吕斯欣ꎬ李丽霞ꎬ柯斌斌ꎬ等.广州某高校大学生学习倦怠及其影

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１):１２０－
１２３.

[４] 　 高志华ꎬ张郢ꎬ常煜ꎬ等.初中生自恋倾向成就目标对学习倦怠的

影响[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７):８２７－８３３.
[５] 　 ＳＡＬＡＮＯＶＡ Ｍꎬ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Ｗꎬ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Ｉꎬｅｔ ａｌ.Ｈｏｗ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Ａ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ｐꎬ２０１０ꎬ２３(１):５３－
７０.

[６] 　 王亚丽ꎬ刘珍ꎬ谢祥龙ꎬ等.希望在压力对大学生学习倦怠中的调

节作用[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７):１０６８－１０７０.
[７] 　 王德芳ꎬ李波.内地就学藏族大学生学习影响因素及特点的研究:

以西藏民族学院为例[ Ｊ]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２９
(３):９６－１００.

[８] 　 吴艳ꎬ戴晓阳ꎬ张锦.初中生学习倦怠问卷的初步编制[ Ｊ] .中国临

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０７ꎬ１５(２):１１８－１２０.
[９] 　 戴晓阳.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Ｍ].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９６－９８.

３９０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第 ３６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ꎬＶｏｌ.３６ꎬＮｏ.７



[１０] 孙丽璐ꎬ谭建伟.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倦怠与文化适应关系研究

[Ｊ]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１ꎬ２５(１):１２２－１２６.
[１１] ＬóＰＥＺ Ｅ ＪꎬＥＨＬＹ ＳꎬＧＡＲＣíＡ￣ＶáＳＱＵＥＺ Ｅ.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ꎬ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

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Ｓｃｈꎬ２００２ꎬ３９
(３):２４５－２５７.

[１２] ＴＲＩＣＫＥＴＴ Ｅ ＪꎬＢＩＲＭＡＮ Ｄ.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ꎬ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Ｕ￣
ｎｉｏｎ[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Ｓｃｈꎬ２００５ꎬ４２(１):２７－３８.

[１３] ＱＩＮＹＩ ＴꎬＪＩＡＬＩ 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ｏｆ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ｏｒ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ｎｇｚｈｅ Ｔｏｗｎ ｉｎ Ｘｉ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ｎｎａꎬＣｈｉｎａ[Ｊ] .Ｐｒｏ￣
ｃｅｄｉａ Ｓｏｃ Ｂｅｈａｖ Ｓｃｉꎬ２０１２ꎬ４６:３７２７－３７３１.

[１４] 翟景花ꎬ杨海霞ꎬ宋爱芹ꎬ等.医学生学习倦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２２(８):１２５５－１２５７.

[１５] 罗杰ꎬ周瑗ꎬ潘运ꎬ等.性别在大学生学习适应与学业倦怠关系中

的调节作用[Ｊ] .中国特殊教育ꎬ２０１３(６):６９－７３.
[１６] ＹＡＮＧ ＳꎬＺＨＯＵ ＭꎬＺＨＡＮＧ Ｑ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Ｊ] .Ａｄｖ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４(５):６８４－６９２.

[１７] 梁娜ꎬ党存财ꎬ王燕.藏族大学生学习倦怠状况研究[ Ｊ] .甘肃高师

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１９(４):１１０－１１２.
[１８] 魏萍ꎬ唐海波ꎬ宋宝萍.大学生应对方式、情感体验与学业倦怠的

关系[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０８ꎬ１６(５):５４９－５５０.
[１９] 刘华.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学习倦怠的调查与分析[ Ｊ] .内蒙古财

经大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１２(５):９４－９７.
[２０] 谢威士ꎬ盛婷雯.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学习倦怠的关系:拖延行为的

中介作用[Ｊ] .池州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２８(３):８３－８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２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０９

【作者简介】 　 卢聪(１９９１－　 )ꎬ男ꎬ湖南长沙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从事人

格心理学和心理测量学研究ꎮ
【通讯作者】 　 张进辅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ｊｆ＠ ｓｗｕ.ｅｄｕ.ｃｎꎮ

长沙市残障青少年疏离感现状

卢聪１ꎬ周萍２ꎬ张进辅１

１.西南大学心理学院ꎬ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ꎻ２.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残障青少年疏离感现状ꎬ为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

法ꎬ运用“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对长沙市 ２ 所特殊教育学校的 １５０ 名残障青少年及长沙市某普通中学 １５８ 名健康青少

年进行测量ꎮ 结果　 残障青少年的整体疏离感水平较低(３.５６±０.９６)ꎬ但 ３４.７％的残障青少年有一定程度的疏离感ꎻ环境

疏离感得分最高(３.７４±１.２１)ꎬ其次为社会疏离感(３.６８±０.９１)ꎬ人际疏离感得分最低(３.２９±１.００)ꎮ 听障青少年的整体疏离

感及自然疏离感、社会疏离感、不可控制感、人际疏离感、环境疏离感维度得分高于视障、肢障青少年(Ｐ 值均<０.０５)ꎻ不同

性别残障青少年的疏离感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年龄组间社会疏离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２.３３ꎬＰ
＝ ０.０３５)ꎻ残障青少年与健康青少年的疏离感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长沙市残障青少年的整体

疏离感水平较低ꎬ但听障青少年的疏离感水平较高ꎮ 应有针对性的对这一群体进行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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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工业化、都市化等社会变迁的影响ꎬ现代人

逐渐失去了与生存环境的和谐感ꎬ面对生活时产生疏

离感[１]ꎮ 疏离感是个体与周围的人、社会、自然以及

自身等各种关系网络之间ꎬ由于正常的关系发生疏

远ꎬ甚至被支配、控制ꎬ从而使个体产生的社会孤立

感、不可控制感、无意义感等消极的情感[２]ꎮ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ꎬ全世界约有 １０ 亿人口有

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残疾[３]ꎮ 有研究预测显示ꎬ到 ２０５０
年我国残疾人总数将达到 １.６５ 亿[４]ꎮ 庞大的残疾人

口提示心理学研究、实践工作都应关注该群体ꎮ 青少

年阶段由于青春期发展不平衡ꎬ往往面临种种心理危

机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青少年是最容易产生疏离感的群

体之一[５]ꎮ 高疏离感会引发青少年一系列问题行为

和犯罪行为[６]ꎮ 为探讨长沙市残障青少年疏离感的

现状ꎬ为采取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ꎬ笔者

进行了本次研究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ꎬ在长沙市的 ２ 所特

殊教育学校选取 ６ 个班级的 １２~１８ 岁残障青少年 １７０
名ꎬ有效被试共计 １５０ 名ꎬ男生 ７８ 名ꎬ女生 ７２ 名ꎮ 在

长沙市某普通中学选取 ４ 个班级的 １２ ~ １８ 岁健康青

少年被试 ２００ 名ꎬ有效被试 １５８ 名ꎬ男生 ８１ 名ꎬ女生

７７ 名ꎮ
１.２　 研究工具　 采用杨东等编制的青少年学生疏离

感量表(ＡＳＡＳ)ꎮ 该量表是自评量表ꎬ共 ５２ 个项目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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