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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初步了解南充市高校的大学生不同内化行为与不同童年不良经历的相关性，提出应用于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策略，减少个体童年不良经历和青少年内化性问题的发生。方法：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

对南充市三高校——川北医学院，西华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大学三所学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396名大学生中，149名(37.6%)大学生有内化问题，188名(47.4%)被调查者有童年不良经历，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躯体虐待(P < 0.01)、家中成人互相暴力(P < 0.05)、性虐待(P < 0.01)与内化问题呈正性相

关。结论：父母改变自己的教养方式，注重家庭氛围，保护孩子免受躯体、心理、情感上的虐待，给孩

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一段良好的童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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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understand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inter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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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s and different childhood adverse experi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Nanchong City,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applied to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individual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adolescent internalization problems. Method: A 
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questionnair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in Nanchong City—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
ty, and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Result: Among the 396 college students, 149 (37.6%) col-
lege students had internalization problems, and 188 (47.4%) respondents had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physical abuse (P < 0.01), family violence be-
tween adults (P < 0.05), sexual abuse (P < 0.01)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nalization 
problems. Conclusion: Parents should change their parenting style, pay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at-
mosphere, protect their children from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abuse, and create a 
good family atmosphere and a good childhood experience for thei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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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越来越普遍，自杀率呈上升趋势，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童

年经历过创伤的成年人自杀的可能性是常人的 1.47 倍(赵会春等人，2020)，可见童年创伤对成年个体思

想，行为以及心理疾病具有重要影响。当前自杀率居高不下，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学生的内化问题得不

到有效解决(王珠，2020)。为此，本研究拟开展大学生不同内化行为与童年不良经历的相关性研究，通过

了解童年不良经历导致内化行为的发生，发展(文小桐等人，2020)，解决大学生内化行为带来的创伤问题，

提出解决大学生内化行为的策略，能有效降低大学生自杀率，为社会、家庭和高校培养大学生正确三观

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安徽对两所高校的研究表示：童年期虐待经历对大学生睡眠障碍有重要影响

(刘晓丹等人，2019)，调查显示睡眠障碍的检出率为 30.0% (1439 例)。抑郁症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

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问题调查中，抑郁发生率所占比例约为 34.6%~41.3%，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冀云等

人，2015)。关于大学生内化性问题与童年不良经历的相关研究可知：研究对象主要为整个大学生群体，

多是整体化趋向，包括大学生心理，性格，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内化型问题。据一份来自“加拿大儿

童第一”(Children First Canada)以及 O’Brien 公共健康机构的报告显示：从高婴儿死亡率到有关虐待的惊

人统计数据，加拿大儿童的生理、心理健康十分令人担忧。在美国：不良儿童经历(ACEs)在使用兴奋剂

的个体中很常见，在终生 ATS 使用障碍的成年人中，有 29.3%的人报告 ≥ 4 ACE，有 28.7%的人报告有

2~3 ACE (Tang et al., 2021)。但同时国外研究对象大多为儿童，且研究基点是以外化性行为而联系到所要

研究的群体，缺少对于大学生的研究。 
纵观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经历童年创伤的成人在性格，心理方面都会有部分缺陷，国内成

人主要是内化性问题，如孤僻，抑郁，自闭等。我们发现国内外的研究对象均为青少年，缺少对于大学

生的研究。而当前大学生心理问题逐渐严重且大众化，因此研究大学生童年不良经历与成年内化问题的

相关性已迫在眉睫，通过本研究后，我们针对大学生群体提出专门性的解决方案，帮助大学生心灵健康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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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和方法 

2.1. 调查对象 

以南充市三高校——川北医学院，西华师范大学，西南石油大学为例，以三高校在校学生为调查对

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该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2.2. 调查内容 

通过问卷调查南充市大学生心理现状和童年经历，探讨不同童年不良经历和不同内化行为的相关性。

分析有童年不良经历的人数占比及内化行为和童年不良经历的种类；不同童年不良经历对于大学生不同

内化行为的具体体现与关系。对比总结上述关系提出解决大学生不同内化行为的具体可实施方案。 

2.3. 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童年不良经历、心理现状和内化问题。我们将

内化问题具体体现到行为上，通过对四种内化行为——焦虑、退缩、恐惧、强迫的调查反映被调查者的

内化问题。我们将童年不良经历分为六种：躯体虐待包括被成年人摇晃身体、托起做扔出去的动作、打、

踢、用其他物品伤害身体；情感虐待是在一段关系中，双方力量失衡，弱势的一方的心理受到了折磨，

从而引发了焦虑、抑郁甚至更严重的心理问题；性虐待是以满足性欲望为目的，实际或威胁发生的身体

侵犯，同时还包括施害者在任何情况下与儿童(18 岁以下)建立的性关系；家庭暴力是父母或家中的成人

曾彼此击打、殴打、抽打或威胁互相伤害、父母或家中的成人对你实施过击打、殴打、踢打或任何形式

的身体伤害；家庭成员精神情况包括否曾与罹患抑郁症、精神病或自杀未遂的任何人生活在一起，家庭

成员是否曾有过自杀情况；家庭完整程度包括是否因父母离异、父母一方被抛弃、父母一方死亡或其他

原因而失去父亲或母亲。我们使用了由 William W. K. Zung 编制的 SAS 焦虑自评量表和强迫症自测表量

表结构效度较理想，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已成为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精神科大夫最常用的心理测

量工具之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将具有焦虑、强迫、退缩、恐惧行为的被调查者判断为具有内化问题。

将焦虑得分在 1~9 的设置为等级 1 (不焦虑)，得分 10~12 的设置为等级 2 (轻度焦虑)，得分 13~14 的设置

为等级 3 (中度焦虑)，得分 15~20 的设置为等级 4 (重度焦虑)。将强迫得分 1~9 的设置为等级 1 (无强迫

症状)，得分 10~15 的设置为等级 2 (轻度强迫)，得分 16~20 的设置为等级 3 (中度强迫)，得分 21~25 的

设置为等级 4 (重度强迫)。调查员向被调查者说明具体要求，在被调查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匿名填写问

卷，同意回收，填写过程要求被调查者独立完成。 

2.4. 统计学方法 

剔除无效问卷后，采用 Epidata3.1，进行数据录入，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将不同焦虑程度

进行分类，采用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和逐步回归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 400 份，有效问卷 396 份，回收率 100%，有效率 99%。调查男生

132 名，女生 264 名，在 396 名被调查者中，188 名(47.4%)被调查者有童年不良经历，149 名(37.6%)被
调查者有内化问题。(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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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childhood adverse experiences and internalization problems 
表 1. 不同童年不良经历及内化问题检测结果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身体虐待 
否 352 88.89 

是 44 11.11 

情感虐待或情感忽视 
否 319 80.56 

是 77 19.44 

生理忽视 
否 348 87.88 

是 48 12.12 

性虐待 
否 390 98.48 

是 6 1.52 

父母或家中的成人互相暴力 
否 313 79.04 

是 83 20.96 

父母或家中的成人暴力自己 
否 277 69.95 

是 119 30.05 

与精神障碍者生活在一起 
否 369 93.18 

是 27 6.82 

家庭成员有过自杀行为 
否 372 93.94 

是 24 6.06 

与物质滥用者生活在一起 
否 387 97.73 

是 9 2.27 

失去父亲或母亲 
否 351 88.64 

是 45 11.36 

焦虑程度 

1 148 37.4 

2 105 26.5 

3 93 23.5 

4 50 12.6 

强迫程度 

1 189 47.7 

2 155 39.1 

3 39 9.8 

4 13 3.3 

3.2. 大学生内化问题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焦虑分成 1 (不焦虑)、2 (轻度焦虑)、3 (中度焦虑)、4 (重度焦虑)四个等级，将焦虑得分作为因变

量，将强迫分成 1 (不强迫)、2 (轻度强迫)、3 (中度强迫)、4 (重度强迫)四个等级，将强迫得分作为因变

量，分别纳入十种不同童年不良经历为自变量，经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性虐待和家庭成人互相暴力是

大学生焦虑行为的影响因素(见表 2)，身体虐待是大学生强迫行为的影响因素。(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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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rrelation of anxiety with differen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表 2. 焦虑与不同童年不良经历的相关性 

项目 B 标准误 Wald χ2 P 
95% CI 

下限 上限 

[焦虑评分 = 1.0] −2.099 0.841 6.229 0.013 −3.747 −0.451 

[焦虑评分 = 2.0] −0.932 0.836 1.242 0.265 −2.572 0.707 

[焦虑评分 = 3.0] 0.485 0.835 0.338 0.561 −1.151 2.122 

[躯体虐待 = 0.0] −0.318 0.354 0.804 0.370 −1.012 0.377 

[情感虐待 = 0.0] −0.305 0.322 0.899 0.343 −0.935 0.325 

[生理忽视 = 0.0] 0.251 0.373 0.454 0.501 −0.479 0.982 

[性虐待 = 0.0] −2.068 0.969 4.555 0.033 −3.967 −0.169 

[父母或家中的成人互相暴力 = 0.0] −0.900 0.277 10.532 0.001 −1.443 −0.356 

[父母或家中的成人暴力自己 = 0.0] 0.147 0.248 0.353 0.552 −0.338 0.633 

[与精神障碍者生活在一起 = 0.0] −0.258 0.468 0.303 0.582 −1.176 0.660 

[家庭成员有过自杀行为 = 0.0] 0.237 0.523 0.205 0.651 −0.789 1.263 

[与物质滥用者生活在一起 = 0.0] 1.168 0.803 2.117 0.146 −0.405 2.741 

[失去父亲或母亲 = 0.0] 0.281 0.306 0.846 0.358 −0.318 0.880 

 
Table 3. Association of compulsion with different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表 3. 强迫与不同童年不良经历的相关性 

项目 B 标准误 Wald χ2 P 
95% CI 

下限 上限 

[强迫评分 = 1.0] −3.392 0.872 15.136 <0.001 −5.101 −1.683 

[强迫评分 = 2.0] −1.152 0.852 1.827 0.177 −2.822 0.518 

[强迫评分 = 3.0] 0.465 0.859 0.293 0.588 −1.219 2.149 

[躯体虐待 = 0.0] −0.952 0.374 6.487 0.011 −1.685 −0.219 

[情感虐待 = 0.0] −1.257 0.344 13.367 <0.001 −1.930 −0.583 

[生理忽视 = 0.0] 0.454 0.401 1.283 0.257 −0.331 1.239 

[性虐待 = 0.0] −1.711 0.966 3.139 0.076 −3.603 0.182 

[父母或家中的成人互相暴力 = 0.0] 0.034 0.295 0.013 0.909 −0.545 0.613 

[父母或家中的成人暴力自己 = 0.0] −0.230 0.263 0.768 0.381 −0.746 0.285 

[与精神障碍者生活在一起 = 0.0] 0.075 0.494 0.023 0.880 −0.894 1.044 

[家庭成员有过自杀行为 = 0.0] −0.182 0.547 0.111 0.739 −1.254 0.889 

[与物质滥用者生活在一起 = 0.0] −0.489 0.763 0.411 0.521 −1.984 1.006 

[失去父亲或母亲 = 0.0] 0.674 0.339 3.964 0.046 0.011 1.338 

4. 讨论 

大学是青年由学校向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同学们会在大学遇到各类人与各种问题，在求学过程中，

大学生面临比高中生更多的挑战，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大学生需要面对比高中生更多样的问题。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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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大学生的焦虑、抑郁、强迫等内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王雨晨等人，2021)。 
根据调查表明，身体虐待是大学生强迫的主要影响因素，童年性虐待与家庭成人互相暴力的不良经

历是继成年后大学生焦虑的主要因素，而情感虐待，家庭完整程度等不良经历多体现在退缩与恐惧的内

化行为上。在虐待或忽视的情况下，依恋模式通常是负面的。受到虐待的儿童经常从这些经历中推断出

消极的自我和他人特征，认为自己在本质上是不受欢迎、不值得被爱和无价值的，而把别人看作是可怕、

危险、不值得信任的，进而增加了个体出现内外化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的身体

和心理攻击均会增加孩子的焦虑情绪(Wang et al., 2016)。Freud 理论认为在肛欲期父母对儿童进行严格的

如厕训练，躯体严格控制和训练等行为，都将会诱发固执、死板等特质(史静琤等人，2012)，最终影响人

格的形成，可能会导致强迫行为的产生。并且这个结论和埃里克森理论相一致，在自主与害羞和怀疑的

冲突阶段，如果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或惩罚，会阻碍他们人格内部意志的发展。家长应重视孩子的童年

生活，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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