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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青少年问题行为自评问卷对280名中职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问题行为总均分在1.94，小于2，
说明中职生总体问题行为状况较好，各个维度总均分由高到低排序为：学习适应不良 > 考试焦虑 > 神
经质 > 攻击行为 > 退缩 > 违纪行为。2. 问题行为检出率为11.4%，各维度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

考试焦虑 > 神经质 > 退缩 > 学习适应不良 > 攻击行为 > 违纪行为。3. 中职生问题行为在性别上，

男女生无显著差异。4. 独生子女的问题行为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5. 城市生源学生的问题行为低于农

村生源学生。基于中职生问题行为的总体状况、检出率、性别差异、独生子女与否差异、居住地差异的

具体特点进行了分析，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干预对策和建议，以期能对中职生的教育及人才培养工作提

供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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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280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Problem Behavior 
Self-Rating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total average score of 
problem behavior was 1.94, which was less than 2,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problem behavior 
statu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was relatively good. The total average score of each di-
mension was ranked from high to low: learning maladaptive > test-anxiety > neurotic > aggressive 
behavior > withdraw > delinquent behavior. 2. The detection rate of problem behavior was 11.4%,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each dimension was ranked from high to low: test-anxiety > neurotic > 
withdraw > learning maladaptive > aggressive behavior > delinquent behavior. 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the problem behavior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4. The problem behavior of only chil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n-only child. 5. The problem behavior of urban students is lower than that of rural students. 
Based on the overall status of the problem behavior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the detec-
tion rate, gender differences, differences in only child or non-only child, and differences in resi-
dence,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work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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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教育部发布的 2017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表

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共有 1.07 万所，教育招生数量达到 582.43 万人，在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

数上占比 42.13%。面对不断发展的中等职业教育，中职学校学生的问题行为状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中

职生由于中考学业选拔方式的影响以及长时间的学业成绩低下的原因，大部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更

多地体会到挫败感和无助感，感受到更大的学业压力。此外，进入中职学校之后，中职学生也需要在短

时间内从升学为导向的目标转化为以就业为导向的目标，这些多重压力会促使中职生更多的表现为问题

行为，以缓解心理上的焦虑[1]。 
问题行为(Problem behavior)是儿童和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反复发生的既影响他人又影

响自身发展的行为和情绪异常问题。问题行为又叫偏差行为，指个体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符合或

违反社会准则与行为规范，或者不能良好适应社会，从而给社会、他人或自身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危害的

各种内外部行为。本研究中职生的问题行为借鉴崔丽霞的研究，是指在学校氛围下，出现的学习适应不

良、违纪以及考试焦虑，退缩等相关问题心理和行为表现[2] [3] [4]。 
此外，随着国家提出大国工匠精神，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首次举行，作为

未来高技能人才储备军的中职生，其问题行为必须得到关注，并及时修正，为国家的未来长远发展做准

备。因此，对中职学生问题行为的现状和特征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分析，将有助于中职学校制定预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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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问题行为的有效策略，促进职业教育管理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厦门市四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发放问卷 280 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263 份，有效

问卷率为 93.9%。 

2.2. 研究工具 

采用崔丽霞、郑日昌编制的青少年问题行为自评问卷，共 60 个项目，问卷包括 6 个维度：学习适应

不良、攻击行为、违纪行为、退缩、神经质、考试焦虑。问卷采用 4 点量表(1 表示没有，2 表示很少，3
表示有时，4 表示总是)，得分越高，意味着被试在某个因子上的问题行为越严重。问卷分半信度、再测

信度及同质信度良好，构想效度良好[4]。 

2.3. 施测方法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班主任指导学生填写青少年问题行为自评问卷。 

2.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及讨论 

3.1. 问题行为描述统计 

中职生问题行为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1)表明，问题行为总均分在 1.94，小于 2，说明中职生总体问题

行为状况较好，各个维度总均分由高到低排序为：学习适应不良 > 考试焦虑 > 神经质 > 攻击行为 > 
退缩 > 违纪行为。这与马慧芳等人对藏族大学生问题行为现状的研究结果类似[5]。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roblem behavior (N = 263) 
表 1. 问题行为描述统计分析(N = 263) 

维度 Min Max M ± SD 

学习适应不良 1.00 4.00 2.20 ± 0.61 

攻击行为 1.00 4.00 1.81 ± 0.56 

违纪行为 1.00 3.79 1.78 ± 0.51 

退缩 1.00 4.00 1.79 ± 0.54 

神经质 1.00 4.00 1.92 ± 0.61 

考试焦虑 1.00 4.00 2.13 ± 0.74 

问题行为 1.03 4.00 1.94 ± 0.50 

 
此次研究选取厦门市中职生，这与本地区教育情况相关，厦门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是 100%。厦门的

普职比一般维持在 55:45，即在升入高中的 100 人中，平均有 55 人就读普高，45 人就读中职。因此，从

普通的初中文化课主导的局面，转变成中职学校技能为主的局面，很多中职生面临学习适应不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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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入学就开始进行专业选择，针对陌生的专业，很多会出现学习适应不良问题；此外，由于很多

中职生进行专业选择之初，不是出于兴趣爱好，大多是随便选择或是家长帮忙选择，致使很多学生入学

后对本专业的职业兴趣很低，出现厌学等学习适应不良问题。丁玲研究表明，中职生在学习适应性上表

现不良，还有，很多中职生由于本身的适应能力比较差，造成学习成绩下降，进而导致自信心下降，出

现学习兴趣低落等学习适应不良问题[6] [7] [8]。 

中职生中违纪行为维度得分最低，证明目前中职生很多都是从小父母非常重视纪律品行的教育，这

与这几年国家开始大力提倡学前教育有关，违纪行为的降低大多与规范的幼儿园教育的重视有关。 

3.2. 中职生问题行为检出率 

参照徐大真等人对问题行为的评价标准，本研究以大于 M + 1SD 为标准计算问题行为的检出率，结

果如表 2 所示：问题行为检出率为 11.4%，各维度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考试焦虑 > 神经质 > 退缩 > 
学习适应不良 > 攻击行为 > 违纪行为。其中检出率最高的是考试焦虑维度，检出率最低的是违纪行为

维度。结果显示问题行为检出率较高，这一结论与张阿敏，徐大真的研究相比，问题行为检出率和各维

度检出率比重有所降低[9]。 
问题行为检出率最高的是考试焦虑。考试焦虑是自感无力应付考试时产生的强烈而持久的情绪体验，

中职生由于年龄较小，中考成绩较差，缺乏一些高效的学习方法，缺乏充足的考前学业准备，所以在面

对考试的时候很难很好的调整自己的迎考焦虑情绪[10]。 
问题行为检出率中攻击行为检出率最低，是因为近年来随着手机的使用频率的增高，学生可以排解

部分不良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甚至很多因为手机，变得与同学沟通变少，矛盾也变少，甚至是有些学

生会转到手机游戏、手机网购等手机性活动，这样注意力可以很大一部分转移到手机上，使得攻击行为

维度得分最低[11]。 
 

Table 2. Detection rate of problem behavior amo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N = 263) 
表 2. 中职生问题行为检出率(N = 263) 

维度 M SD 检出人数(n) 检出率(%) 

学习适应不良 2.20 0.61 34 12.9% 

攻击行为 1.80 0.56 30 11.4% 

违纪行为 1.78 0.51 29 11.0% 

退缩 1.79 0.54 39 14.8% 

神经质 1.92 0.61 40 15.2% 

考试焦虑 2.13 0.74 43 16.3% 

问题行为总分 1.94 0.50 30 11.4% 

3.3. 中职生问题行为的性别差异 

由表 3 可知，中职生问题行为在性别上，男女生无显著差异。这与高秋爽等人对中职生问题行为研

究结果类似，中职女生在外化问题上如攻击行为和违纪行为与男生相比不存在显著差异。近年来，随着

女性日益成为职场主流，家长和老师对于女生与男生有同等的期待，性别刻板印象和期许有所减弱，故

学生的问题行为性别差异不显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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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oblem behavior (M ± SD) 
表 3. 问题行为的性别差异(M ± SD) 

因子 男生 女生 t Sig. 

学习适应不良 2.18 ± 0.68 2.05 ± 0.69 1.392 0.802 

攻击行为 1.84 ± 0.52 1.73 ± 0.62 1.376 0.099 

违纪行为 1.75 ± 0.47 1.57 ± 0.61 2.348 0.199 

退缩 1.69 ± 0.55 1.76 ± 0.64 −0.819 0.339 

神经质 1.90 ± 0.56 1.96 ± 0.67 −0.690 0.075 

考试焦虑 2.12 ± 0.70 2.10 ± 0.78 0.245 0.286 

问题行为总均分 1.91 ± 0.47 1.86 ± 0.57 0.724 0.409 

3.4. 中职生问题行为的独生子女与否差异 

由表 4 可知，在独生子女与否维度上，中职生问题行为总均分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独生子女显著

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学习适应不良、退缩、神经质、考试焦虑维度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不具

备统计学差异；在攻击行为、违纪行为维度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独生子女

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人际关系上比较不融洽，不够关心身边人，容易陷入狭隘的自我当中，独生子女更多因为

家长的溺爱，出现的问题行为显著多于非独生子女。此外，由于其从小以自我为中心，很难学会换位思

考，因此会出现更多的攻击行为；同时，由于从小的溺爱，甚至很可能在品行建立的小时候，过分的被

顺从，缺乏纪律性、行为散漫，从而出现更多的违纪行为[13]。 
 

Table 4. Problem behavior differences in only-child or not (M ± SD) 
表 4. 问题行为的独生子女与否差异(M ± SD) 

因子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t Sig. 

学习适应不良 2.26 ± 0.72 2.04 ± 0.64 2.644 0.193 

攻击行为 1.86 ± 0.65 1.77 ± 0.46 1.237** 0.002 

违纪行为 1.76 ± 0.61 1.63 ± 0.44 1.936** 0.001 

退缩 1.75 ± 0.64 1.69 ± 0.52 0.827 0.164 

神经质 1.93 ± 0.66 1.93 ± 0.55 0.059 0.104 

考试焦虑 2.23 ± 0.76 2.03 ± 0.68 2.202 0.274 

问题行为总均分 1.96 ± 0.58 1.85 ± 0.43 1.861* 0.027 

注：**sig. < 0.01，*sig. < 0.05。 

3.5. 中职生问题行为的居住地差异 

由表 5 可知，在问题行为总分上，城市生源学生的问题行为低于农村生源学生。在学习适应不良、

退缩、神经质维度上，城市生源学生低于农村生源学生；在攻击行为、违纪行为和考试焦虑维度上，城

市生源学生与农村生源学生差异不显著。 
李建华认为，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早期问题行为较严重，这与本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城市生源的父母文化程度比较高，从小对子女的关注度比较高，致使其问题行为较低；相反，农村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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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文化素质较低，由于工作原因，很少陪伴子女，甚至是忽视子女的成长与教育，甚至有些子女成为

留守儿童，这在道德行为形成的关键阶段，很容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如不良少年的影响从而形成较为严重

的问题行为。城市生源学生因为从小生活在城市，其学习适应不良问题远低于农村学生，而农村学生由

于以前经常在农村上学，突然转化到城市上学，对于学习环境、生活环境、人际环境需要重新适应，其

学习适应不良问题比较严重。同时，农村生源的学生因为从小处于被忽视的群体，其自卑心理很重，致

使其遇事退缩，并且比较敏感，情绪较为不稳定，故神经质维度得分较高[14]。 
 

Table 5. Problem behavior differences in residence (M ± SD) 
表 5. 问题行为的居住地差异(M ± SD) 

因子 城市 农村 t Sig. 

学习适应不良 2.09 ± 0.61 2.18 ± 0.75 −1.111** 0.003 

攻击行为 1.74 ± 0.49 1.87 ± 0.61 −1.878 0.076 

违纪行为 1.62 ± 0.46 1.76 ± 0.57 −2.137 0.243 

退缩 1.65 ± 0.49 1.77 ± 0.64 −1.770** 0.006 

神经质 1.85 ± 0.51 1.99 ± 0.67 −1.928** 0.007 

考试焦虑 2.01 ± 0.70 2.21 ± 0.74 −2.212 0.780 

问题行为总均分 1.83 ± 0.42 1.96 ± 0.56 −2.199* 0.037 

注：**sig. < 0.01，*sig. < 0.05。 

4. 中职生问题行为的对策及建议 

本研究分析了中职生问题行为的总体状况、检出率、性别差异、独生子女与否差异、居住地差异的

具体特点，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的首次举行，国家层面进一步鼓励支持职业教育，

中职生的问题行为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的高技能水平发展，甚至有些会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储备人才，

因此，针对中职生问题行为的调查结果，本研究有针对地提出以下干预策略和建议，以期能对中职生的

教育以及人才培养工作提供现实的指导意义。 

4.1. 建立新生问题行为管理档案 

由于中职生发展水平良莠不齐，因此负责入学招生的老师在入学过程，可以借助京师博仁心理测评

系统针对拟入学学生进行问题行为问卷测验及筛查，及时建立关于中职生问题行为档案，并且将资料及

时转交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以便各位老师可以有针对的对学生进行差异化管理。 

4.2. 针对问题行为检出率进行家庭–学校–社会分级干预 

4.2.1. 家庭层面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很多问题行为源于父母疏于管教或父母经常吵架或亲子矛盾，甚至很多是单亲

家庭，学校应多请专家针对父母开展家庭教育线上或线下培训，协助父母如何与子女进行良好的沟通；

同时父母需要为了家庭的和谐，减少吵架，通过多样化家庭活动增进家庭联系；同时可以针对孩子个别

情况如亲子矛盾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如系统性家庭疗法了解其童年的创伤，协助学生站在父母的角度看

问题，理解关爱父母；此外，家长可以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了解其最近的在校情况，多与孩子进行户外

活动，增进亲子关系。同时，由于疫情原因，很多因父母失业或工资减低，造成其将经济问题转化为问

题行为，家长可以和子女进行沟通，同时可以上报学校或社会援助系统，以便对对其提供相应的物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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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如奖学金等。 

4.2.2. 学校层面 
本研究以大于 M + 1SD 为标准计算问题行为的检出率，对于问题行为总分及各个维度的检出人数，

需要学校的心理老师进行定期干预，比如箱庭疗法、欧卡牌、意向分析、团体辅导，自信训练、房树人

投射测验等，同时学校可以请专业的心理专家进行心理讲座，协助其合理应对、接纳、理解并修正自身

的问题行为。同时要多进行实践训练，比如森田疗法中的记日记疗法，每天记录自身今天出现的问题行

为并反思如何应对，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问题行为减少，要进行自我奖励。 
此外，针对筛查出的攻击行为和违纪行为，可以请安保科协助公安机关的老师进校进行法律知识宣

传，对于攻击行为和违纪行为如何演变成违法行为进行详细讲解，以便学生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及

时修正自己的问题行为。 
同时，对于问题行为检出率学生，可以请校外心理专家进行定期心理疏导和团体讲座，同时公开一

些公益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如学校、教育局、医院免费心理热线，方便学生寻求更多社会援助。 

4.2.3. 社会层面 
社会应加大对于公共暴力涉黄等负面影片的整改力度，通过榜样示范宣传作用，给学生树立正向积

极的案例及影响，同时开设一些公益性的讲座宣传，协助学生矫正问题行为。社会一些培训机构可以依

托教育主管部门针对问题学生家庭进行系统家庭疗法讲座或针对父母进行良好家庭教育方法的公益讲座，

就比如疫情过后，厦门市教育局携手新东方培训机构进行公益父母讲座，教授处理亲子矛盾的方法，同

时建立完备的社会心理援助系统和咨询热线比如厦门市 24 小时学生心理援助热线、厦门市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服务网、厦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等。 
同时，建议将医院的心理咨询纳入医保，以便更多的问题行为的中职生可以寻求更多更便捷有效和

价格优惠的心理咨询。 
此外，可以针对社区建立社区心理援助志愿服务队，针对中职问题学生家庭进行跟踪指导。 

4.3. 根据职业兴趣合理进行专业选择和职业生涯规划，合理设置考试难度，减缓学习适应不良 

对于目前普职差异问题，很多学生学习适应不良，首先，在学生报考专业时候，招生老师可以进行

专业介绍，学生家长可以根据网上的霍兰德职业测评系统评定自己的职业兴趣报考喜欢的专业；其次，

学生要学会对所学专业进行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这样可以更加乐意学习，加大学习投入度，加大对中

职课程的学习适应；再次，对于很多中职生由于中考成绩差，很多会有考试焦虑的阴影，因此，老师可

以设定多元的考试评价系统、降低考试题目难度等，减轻考试焦虑；最后，中职生在入学教育，可以引

领学校优秀毕业生或学校职业技能获奖的学生，告诫中职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依然可以成功成才。 

4.4. 发挥朋辈的监督作用，谨慎交友，防微杜渐 

中职生正处在青春期，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他们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的关键时期，此时

的他们很容易受到周围一些不良因素和从众效应、网络暴力影片的影响，比如一起去打群架、逃课等攻

击行为和违纪行为。中职生要谨慎交友，尽量多交益友，通过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其回归良好行为，减

少问题行为。同时可以建立班级朋辈监督纠察队，对于有些和社会上不良少年关系亲密或有打架斗殴行

为，及时向班主任老师反馈[15]。 

4.5. 关爱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关注农村生源学生的学习适应问题 

针对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其违纪和攻击行为明显多于非独生子女，班主任协助其家长建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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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家庭教育，比如在家里建立规则秩序，协助其学会换位思考，矫正问题行为[16]。 
农村生源学生由于来自农村，其自卑心理很强烈，由于突然来到城市，其自身的防御机制油然而生，

如退缩、敏感等，并且因为环境的改变造成学习适应不良，这个要求老师给予这群学生积极的关爱，鼓

励其积极参加课堂及课外活动，经常与其谈心，协助其适应学校模式。心理老师可以对其进行自信训练、

意向分析、团体辅导等活动，同时可以多与专业老师了解本专业和本行业未来可能从事的横向职业群，

协助其尽快实现学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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