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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现状分析

胡学勤１，庹安写１，严　征２，王　燕１，曹　俊１，聂胜楠１

（１．贵州医科大学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教研室，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２．贵州医科大学 卫生统计学教研室，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４）

［摘　要］目的：了解遵义地区受艾滋病（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的现状。方法：采用青少年与同伴
自我表露问卷对遵义地区２３２名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和１６４０名未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共
包括亲子关系、身体发育、兴趣爱好、亲密友谊、学习情况、学校经历和观点态度７个维度；统计受艾滋病影响中
学生与未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得分，分析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的人口学特征和表露

对象的差异，并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对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受艾滋病
影响中学生在兴趣爱好、学习情况、学校经历、观点态度、身体发育、亲子关系、亲密友谊、自我表露总分及各个维

度得分均低于未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不同性别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在学校经
历、观点态度、亲子关系和亲密友谊维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在年级上，初一自
我表露水平最低，高二自我表露水平最高，初一到高三６个年级自我表露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是否住校兴趣爱好、学习情况、亲子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亲子关系维度上男女均最
高；男女对最要好的同性朋友的表露得分均高于最要好的异性朋友和普通朋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多因素结果显示，民族、年级、是否住校是影响自我表露的主要因素。结论：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的自我
表露水平偏低，女生自我表露水平高于男生，性别、年级、民族、疾病等因素都对同伴自我表露水平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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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ＩＤＳ）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由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引起
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１］。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底，全国报告存活的 ＡＩＤＳ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共计
５７．５万例，死亡１７．７万人；其中有２６６２例学生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新增病例９．７万，比２０１４年同期
增加２７．８％［１］。ＡＩＤＳ感染人群的增长势必造成
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数量的增加，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
学生将会出现生存与发展及心理健康情感的问

题［２］。自我表露的概念最先是由Ｊｏｕｒａｒｄ［３］（１９５８）
提议、界限并且拓展发展性研究的，认为自我表露

是自己将有关个人的资源表露给目标（及其进行

沟通的人），后来他在《透明的自我》这本书中将其

界定为：告诉别人关于自己的信息，诚实地与别人

共享自己私人的、隐私的想法和感想的过程［４］。

此后，自我表露定义受到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领域

的专家关注。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我表露是健康人

格的重要标志和是心理治疗的重要途径，也是亲密

关系建立的重要策略［５］。目前，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
生的同伴自我表露状况研究尚未到国内，本课题组

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对遵义市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的同
伴自我表露现状进行了相关调查，现将部分结果报

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根据遵义地区疾控中心登记在册的受 ＡＩＤＳ

影响中学生名单，本研究中的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
至少符合以下一种情况：父母一方或双方为 ＡＩＤＳ

感染者或ＡＩＤＳ患者或父母一方或双方因 ＡＩＤＳ死
亡，最终确定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２３２人。核实全
部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在读班级后以全班在校未

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自我

表露和基本情况问卷１７００份，回收１６７０份，有效
问卷１６４０份，有效率为９８．２％。
１．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１　基本情况调查表 本研究采用自编受 ＡＩＤＳ
影响中学生基本情况调查表，包括人口学资料（性

别、年级等）、同学关系和主要监护人等。

１．２．２　邹泓、蒋索［６］青少年与同伴自我表露问卷

问卷共包括亲子关系、身体发育、兴趣爱好、亲密友

谊、学习情况、学校经历和观点态度７个维度。问
卷为５点计分，１分为“完全不符合”，５分为“完全
符合＂。量表各因子分数和总分分数越高说明同
伴自我表露水平越高。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建立数据库。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均数±标准差（ｘ±ｓ）统计描述，满足
参数检验的均数采较用ｔ检验或方差分析，不满足
参数检验的均数比较采用采用 ｔ′检验或秩和检
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检验

水准ɑ＝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得分
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在兴趣爱好、学习情况、

学校经历、观点态度、身体发育、亲子关系、亲密友

谊、自我表露总分及各个维度得分均低于未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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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受ＡＩＤＳ影响与未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的同伴自我表露得分（ｘ±ｓ，分）
Ｔａｂ．１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ｐｅｅｒｓ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ＩＤＳａｎｄｕｎ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ＩＤＳ

维度
同伴自我表露得分

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 非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
ｔ Ｐ

兴趣爱好 ３７．０５±１０．８３ ４７．７７±１０．８２ １４．１１５ ０．０００
学习情况 ３４．３０±１１．２１ ４５．７６±１１．６４ １４．１００ ０．０００
学校经历 ３５．２６±１１．２３ ４６．７７±１０．９９ １４．８８６ ０．０００
观点态度 ３４．２２±１０．７２ ４５．５１±１０．９６ １４．７２４ ０．０００
身体发育 ３１．６７±１１．０９ ４３．５９±１２．０７ １４．２０７ ０．０００
亲子关系 ４１．４８±１４．３７ ５８．６６±１７．７０ １６．５１９ ０．０００
亲密友谊 ３３．３８±１０．９６ ４４．６６±１１．３６ １４．１９７ 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４７．３９±６８．７３ ３３２．７４±６７．５５ １７．９７１ ０．０００

注：方差不齐用ｔ′值

２．２　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的人口学
特征

不同性别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在学校经历、观
点态度、亲子关系和亲密友谊维度得分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女生得分高于男生，
兴趣爱好、学习情况及身体发育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在民族特征上，兴趣爱好、学习情
况、学校经历 、观点态度和亲子关系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汉族高于少数民族，其它各个维
度得分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在年级上，初
一自我表露水平最低，高二自我表露水平最高，初

一到高三的６个年级自我表露水平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是否住校方面，兴趣爱
好、学习情况、亲子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它各个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人口学特征及同伴自我表露总分和各维度得分（ｘ±ｓ）
Ｔａｂ．２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ｅｅｒｓ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ＩＤＳ

量表

性别

男
（ｎ＝１１６）

女
（ｎ＝１１６） ｔ（Ｐ）

民族

汉
（ｎ＝２１２）

少数
（ｎ＝２０） ｔ（Ｐ）

年级

初一
（ｎ＝４１）

初二
（ｎ＝４３）

初三
（ｎ＝３８）

高一
（ｎ＝３８）

高二
（ｎ＝３４）

高三
（ｎ＝３８） Ｆ（Ｐ）

住校

是
（ｎ＝１８６）

否
（ｎ＝４６）ｔ（Ｐ）

兴趣
爱好

３５．８９±
１１．３７

３８．２１±
１０．１６

－１．６３７
（０．１０３）

３７．６０±
１０．７４

３１．２５±
１０．２７

２．５３９
（０．０１２）

３３．８８±
１０．７５

３５．５８±
９．４６

３５．７９±
９．６７

３６．７６±
１０．３２

４５．９４±
１１．１９

３５．７６±
１０．１７

６．３１７
（０．０００）

３７．８５±
１０．９７

３３．８３±
９．６５

２．２８１
（０．０２３）

学习
情况

３２．９７±
１１．４８

３５．６２±
１０．８２

－１．８１１
（０．０７１）

３４．８８±
１１．１８

２８．１５±
９．８８

２．５９７
（０．０１０）

３２．２７±
１０．６２

３２．３４±
１１．２６

３１．８１±
９．７９

３４．７８±
９．７９

４３．４４±
１０．６１

３２．５２±
１０．９６

６．２６２
（０．０００）

３５．０５±
１１．２９

３１．２８±
１０．５３

２．０５３
（０．０４１）

学校
经历

３３．７２±
１１．１０

３６．８１±
１１．１６

－２．１０８
（０．０３６）

３５．７３±
１１．１５

３０．３５±
１１．１８

２．０６２
（０．０４０）

３３．１０±
１０．１５

３２．５３±
１１．３４

３５．３６±
１０．３０

３４．３６±
９．４２

４０．８２±
１１．６２

３６．５６±
１３．０６

２．７２１
（０．０２１）

３５．８１±
１０．９０

３３．０７±
３４．６８

１．４８９
（０．１３８）

观点
态度

３２．８３±
１０．７４

３５．６２±
１０．５７

－１．９８９
（０．０４８）

３４．７９±
１０．６５

２８．２０±
９．８９

２．６６３
（０．００８）

３１．８８±
１０．５６

３２．０２±
１１．０２

３３．９４±
９．９０

３４．６０±
１０．４３

４０．１１±
１０．８９

３３．８９±
１０．０３

２．９４７
（０．０１３）

３４．６８±
１０．４９

３２．３９±
１１．５８

１．２９９
（０．１９５）

身体
发育

３０．３４±
１１．４９

３３．００±
１０．５６

－１．８３２
（０．０６８）

３２．０４±
１１．０９

２７．７５±
１０．６３

１．６６０
（０．０９８）

２８．５８±
１０．７６

２９．０２±
９．７１

３１．２６±
９．９２

３１．０５±
１０．１３

３８．２９±
１２．５６

３３．１０±
１１．５１

３．９４４
（０．００２）

３２．２３±
１０．９２

２９．３９±
１１．６３

１．５６２
（０．１２０）

亲子
关系

３８．６７±
１３．５９

４４．２９±
１４．６４

－３．０３０
（０．００３）

４２．１６±
１４．３４

３４．３５±
１３．０１

２．３４４
（０．０２０）

３８．１２±
１０．３９

４１．５１±
１４．０９

４０．７８±
１３．６８

４０．９４±
１３．０２

４７．５８±
１７．１２

４０．８４±
１３．５６

１．７４６
（０．１２５）

４２．４７±
１４．６１

３７．４８±
１２．７６

２．１２６
（０．０３５）

亲密
友谊

３１．１８±
１０．９９

３５．５８±
１０．５３

－３．１１０
（０．００２）

３３．７９±
１０．６７

２９．０５±
１３．２９

１．８６０
（０．０６４）

３０．１２±
１０．３９

３０．８３±
９．８０

３３．９７±
１０．４５

３１．８９±
１０．３２

４１．５８±
２９．６７

３３．３６±
１１．９０

５．６７８
（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
１０．６２

３０．８９±
１２．０９

１．７３２
（０．０８５）

自我
表露

２３５．６３±
７０．３２

２５９．１５±
６５．３１

－２．６３９
（０．００９）

２５１．００±
６７．７９

２０９．１０±
６８．６５

２．６４０
（０．００９）

２２７．９５±
６４．９５

２２３．８６±
６４．２８

２４２．９４±
６４．３７

２４４．４２±
６５．３１

２９７．７９±
７１．１３

２４６．０２±
６５．７７

５．１１２
（０．０００）

２５２．１１±
６９．００

２２８．３２±
６４．９５

２．１１７
（０．０３５）

２．３　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对象
研究显示，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中的男生和女生

向最要好的同性朋友自我表露高于异性朋友和高于

普通朋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汉族向
最要好的异性朋友自我表露高于少数民族，自我表露

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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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自我表露对象得分（ｘ±ｓ）
Ｔａｂ．３　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ＩＤＳ

对象
性别

男（ｎ＝１１６） 女（ｎ＝１１６）
ｔ（Ｐ）

民族

汉（ｎ＝２１２） 少数（ｎ＝２０）
ｐ（Ｐ）

最要好的同性朋友 ８７．３７±２１．３９（１）（２） １０３．３５±３３．４９（１）（２） －４．３３（０．００） ９６．２６±２８．４７ ８５．８５±３５．０９ １．５３（０．１３）
最要好的异性朋友 ８０．０６±２０．８６ ８９．５９±３１．４６ －２．７２（０．００） ８６．３８±２６．４５ ６８．３５±２８．５６ ２．８９（０．００）
普通朋友 ６６．２３±２１．８３ ６８．１８±２５．７４ －０．６２（０．５４） ６８．３７±２４．２１ ５４．９０±１５．０４ ２．４４（０．０１）

２．４　自我表露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多因素分析把自我表露为因变量，以性别（男

＝１，女＝２），民族（汉＝１，少数＝２），住校（是＝１，

否＝２）等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引入水准为０．０５。结果显示，民族、是否住校、年
级等是影响自我表露的主要因素。见表４。

表４　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影响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Ｔａｂ．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ＩＤＳ

影响因素 Ｂ ＳＥ Ｂｅｔａ ｔ Ｐ ９５％ＣＩ
性别 ２７．９４６ ８．９５９ ０．２０４ ３．１１９ ０．００２ １０．２９３～４５．５９９
民族 －３２．４７６ １５．３７０ －０．１３３ －２．１１３ ０．０３６ －６２．７６３～－２．９１０
是否住校 －１９．１０８ １０．８１５ －０．１１１ －１．７６７ ０．０７９ －４０．４１８～－２．２０２
年级 ９．９２９ ２．５７２ ０．２４９ ３．８６０ ０．０００ ４．８６０～１４．９９７
常数项 ２２９．７９９ ２９．３９１ ７．８１９ ０．０００ １７１．８８５～２８７．７１３

３　讨论

心理学家对自我表露有过界定，他们从不同的

视角对自我表露进行了限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

种是把自我表露当做是静态的状态，认为是个体、

关系特质或行为特征，另一种是把自我表露当做是

动态的互相作用过程。现在普遍认同自我表露的

界定是个人口头将个人的信息（包括思维、感觉和

经历）分享给他人，在亲近关系的发展和维持上起

重要作用［７］。自我表露既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特

质，又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分享与沟通、理解、并且能

维护心理健康的一种能力。但它受个性、社会文化

等复杂因素的影响［８］。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作为
特别的弱势群体，其生活状况与处境更加严峻，心

理健康问题及人际关系更加突出［９］。提高其自我

表露水平，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起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对同伴
的自我表露在各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亲子

关系上得分最高，其次为兴趣爱好、学校经历、学习

情况、观点态度、亲密友谊及身体发育。这可能由

于处于青春期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独立意识增强，
想要摆脱父母的束缚，需要和同伴交流分享自己的

心事。有些中学生的父母可能疾病缠身，对青春期

孩子的关心不够。他们对父母比较逆反，导致对亲

密的朋友关于亲子关系的表露比较多。在青春发

育期，女生对于身体发育方面比较害羞保守，导致

她们对这方面的表露相对变少了。男生本身对于

身体发育的关注度不高，自我表露自然也不会高。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受 ＡＩＤＳ影响女中学生自我表
露水平显著高于男生，男女生自我表露水平有差

别，本文研究结果与大多数人的研究结论一

致［１０－１２］，可能来源于性别角色认同，人们对性别角

色理解和领会，是形成男女在自我表露方面差别的

部分原因。另外女生情感比较丰富，更加依赖别

人，需要更多的社会支持，及需要同过表达和沟通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自我表露水平较高，而男生担

心自己表露可能会带来不良评价有关，另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男生应该坚强。这些都会导致男生

的自我表露水平较低。由于心理学家各自的研究

对象和方法不同，所得出的结果也不同，未建立常

模。与采用相同量表的调查结果比较，王强等［１１］

研究结果相比较本研究结果显示，受滋病影响中学

生自我表露较正常中学生低。本文研究发现汉族

的观点态度表露水平高于少数民族，可能因为少数

民族和汉族存在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在表达自

己的观点方面比较含蓄。初一的自我表露水平最

低，可能是因为刚入初中，对学校环境不太熟悉，沟

通需求也不是特别强烈，未去结交新的朋友，所以

很少和同伴进行自我表露。随着年级的上升，中学

生开始自我独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思考和处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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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自我和周围的环境开始关注，产生互相交换

自己的想法、倾诉内心秘密的需要。中学生开始积

极主动的与同伴进行交流，表达自己的看法，自我

表露逐步呈上升趋势直到高二达到最强。高三低

于高二，可能因为高三学生的学习压力较大，竞争

比较激烈，大家的精力都会花在提高学习成绩上

面，尤其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可能还要肩负起照顾
患病父母和兄弟姊妹的重任，承受着来自家庭与学

习的两面压力；对同伴的自我表露相对变少了。是

否住校对受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可能因为住校的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在学校能够
及时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关心和帮助，和寝室的同学

交流表露相对于多一些。而对于不住校的受ＡＩＤＳ
影响中学生得不到别人及时的关心和帮助，父母疾

病缠身，无暇顾及孩子的心情，更不会有心思跟孩

子聊天。

自我表露关系到个体的身心健康，关系到个体

的幸福，它不仅对独立的个体很重要，还是各种关

系大厦的粘合剂［１３］。对于受 ＡＩＤＳ影响这类特殊
中学生更加的重要，他们可以通过对朋友的倾诉来

缓解心理压力。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偏爱的表露
对象依次是最要好的同性朋友，最要好的异性朋

友，普通朋友。女生对最好的同性朋友的表露多于

男生对最要好的异性朋友原因可能是一，人际关系

特点。在中学阶段，一般最亲密的朋友是同性朋

友，而表露内容的多少与亲密的程度有着直接的关

系。异性之间过多的交往可能会引起同学的不理

解，老师的怀疑，家长的“重视”，面对这样种种的

压力，这肯定会造成中学生与异性同伴分享信息较

少。第二，性别的不同。因为性别可能会造成个体

在很多地方，如兴趣爱好等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可

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信息分享。另外在如身体发育

这样尴尬的话题上，异性之间是没有更多的交流的

需要。之所以女生比男生更多的向最好的同性朋

友进行自我表露，原因女生遇到困难时需要通过对

同伴自我表露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男生在传统

教育上就让他们变得刚毅客观、有成就、不敏感与

隐忍，这样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同。

综上，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自我表露水平较
低，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在家庭方面，一个

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父

母应注意跟孩子的沟通，鼓励他们把自己的困难表

露出来并给予积极的帮助和鼓励。在学校方面，学

校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学校不仅

要关注学生的成绩，更应重视其心理健康，鼓励学

生建立亲密的友谊。在社会方面，提示遵义市各级

政府应正确合理地关心和救助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
生这一特别群体，既要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也要

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１４］。

总之，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相互协

作、共同努力，提高其自我表露水平，才能促进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身心的健全发展，改善受ＡＩＤＳ影
响中学生的生存状态，让受 ＡＩＤＳ影响中学生健康
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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