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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中学生生活质量与同伴自我表露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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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描述遵义地区中学生生活质量、同伴自我表露的现状，探讨生活质量与同伴自我表露之间的
相关性。方法：采用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量表（包括１３个维度）对遵义地区１６４０名中学生的生活质量现状进
行问卷调查，采用青少年与同伴自我表露问卷（包括７个维度）对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现状进行问卷调查，比较
被调查者的生活质量、同伴自我表露在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并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与回归分析中学生生活质
量与自我表露的相关性。结果：女中学生的社会心理功能、生理心理健康、生活环境、生活质量满意度及生活质

量总分、身体发育、亲子关系的同伴自我表露总分和各维度得分高于男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农村户籍中学生的社会心理功能、生活环境及生活质量总分高于不是农村户籍的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在同学关系方面，中学生关系好的社会心理功能、生理心理健康、生活环境、生活质量满意度、生活
质量总分、同伴自我表露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同学关系一般和关系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家
庭收入高的中学生的社会心理功能、生理心理健康、生活环境、生活质量满意度及生活质量总分高于家庭收入一

般的和收入差的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中学生的社会心理功能与学校经历、亲子关系、亲密友
谊、自我表露存在正相关，生理心理健康与学习情况、亲子关系、亲密友谊、自我表露存在正相关，生活环境与观

点态度、自我表露存在正相关，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学习情况、亲子关系存在相关性，生活质量总分与自我表露存

在正相关。结论：中学生的生活质量越高，同伴自我表露水平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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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表露是指个体与他人交往时自愿地在他
人面前真实地展示自己的行为、倾诉自己的思

想［１］。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认为，评定中学生生
活质量应包括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家庭社会关系、

外表、社会及物质方面的心理社会状况和环境等６
个领域的内容［２］。研究中学生自我表露与生活质

量的关系，进一步提高中学生的生活质量和自我表

露水平，对促进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国民素质

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对中学生的生活

质量研究比较充足，但对中学生自我表露研究相对

较少，尚未见到国内把二者联系起来的研究。本课

题组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对遵义市中学生的同伴自我
表露、生活质量现状进行了相关调查，现将结果汇

报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分层整群抽样，抽取遵义地

区３个县６所中学，采用自编的中学生一般情况
调查问卷。问卷采用现场自填式完成，填写过程中

如调查对象遇到不理解的问卷内容，现场解释，整

个过程客观中立，不诱导调查对象答题。共发放问

卷１７００份，回收１６７０份，有效问卷１６４０份，有
效率为９８２％。
１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１　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本研究采用自编中学
生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包括人口学特征（是否独生

子女、民族等）、学习成绩和家庭收入等。

１２２　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量表　由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儿少卫生教研室吴汉荣教授编

制［３］，量表共包括４９个题目，所有条目均为４级评
分，部分条目为反向计分，分为１３个维度，依次为
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学习能力与态度、

自我概念、躯体感觉、负性情绪、作业态度、生活便

利性、活动的机会性、运动能力、生活质量满意度及

其他，前５个维度组成社会心理功能领域，中间３
个维度组成生理心理健康领域，后３个组成生活环
境领域，生活质量满意度组成生活满意度领域，量

表?用４级评分（１＝从不这样，２＝很少这样，３＝
经常这样，４＝总是这样），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
越好。采用邹泓，蒋索青少年与同伴自我表露问

卷［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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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全不符合”，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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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建立数据库，由双人录入。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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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与自我表露的相关性

分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与回归分析，以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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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生活质量总分及因子得分的人口学特征
女生的社会心理功能、生理心理健康、生活环

境、生活质量满意度及生活质量总分高于男生，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农村户籍中学生的社
会心理功能、生活环境及生活质量总分高于不是农

村户籍的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关系好的中学生的社会心理功能、生理心理健康、

生活环境、生活质量满意度以及生活质量高于关系

一般的和关系差的中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家庭收入高的中学生的社会心理功能、
生理心理健康、生活环境、生活质量满意度及生活

质量总分高于家庭收入一般的和收入差的中学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遵义市中学生的生活质量总分和因子得分的人口学特征（ｘ±ｓ）
Ｔａｂ．１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量表因子

性别

女

（ｎ＝８１９）
男

（ｎ＝８０８）
ｔ
（Ｐ）

户籍（是否农村）

是

（ｎ＝１３７６）
否

（ｎ＝２６４）
ｔ
（Ｐ）

同学关系

差

（ｎ＝７８）
一般

（ｎ＝１３９２）
好

（ｎ＝１７０）
Ｆ
（Ｐ）

家庭收入

高

（ｎ＝１０１）
一般

（ｎ＝１４４８）
差

（ｎ＝９０）
Ｆ
（Ｐ）

社会心理功能
６００３±
９１４

５８６９±
８５９

３０５２
（０００２）

５９１５±
８８０

６０５６±
９２６

－２３５８
（００１８）

５４９４±
８０２

５８９５±
８５８

６４９２±

　９４４１（１）
３７５２９
（００００）

６０５５±

　８７８（２）
５９５０±
８７９

５６２４±
９９６

７０４７
（００００）

生理心理健康
３４４８±
５１４

３２８７±
５２９

６２３６
（００００）

３３７３±
５２８

３３４１±
５３５

０９１７
（０３５９）

３１３８±
５２３

３３６８±
５２３

３４７５±

　５５２（１）
１１０４７
（００００）

３３１１±

　５３３（２）
３３７４±
５２９

３３３６±
５３９

５１７４
（００００）

生活环境　　
２１０２±
３５３

１９５５±
３４２

８５１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３５０

２１３４±
３６０

－５３０４
（００００）

１８７９±
３４９

２０１４±
３４５

２２１５±

　３７１（１）
２５７２１
（００００）

２０９９±

　３６９（２）
２０３０±
３５３

１９２５±
３３６

１５７９８
（００００）

生活质量　　
　满意度　　

２５６８±
３９８

２４９８±
４０７

３４９５
（００００）

２５３５±
４０３

２５２６±
４０４

０３１７
（０７５１）

２３３７±
４３３

２５３２±
３９２

２６３８±

　４４２（１）
１０６３８
（００００）

２４７９±

　４５２（２）
２５４３±
３９８

２４４４±
４０１

５１７４
（００００）

生活质量总分
１４１２２±
１６８６

１３６１０±
１６６５

６１６７
（００００）

１３８３３±
１６８８

１４０５８±
１７１７

－１９７８
（００４８）

１２８５０±
１５０１

１３８１０±
１６４２

１４８２２±

　１７９１（１）
３６５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３９４５±

　１７２１（２）
１３８９９±
１６８４

１３３３１±
１７４５

１０６６５
（００００）

（１）与同学关系差、一般的比较，Ｐ＜０．０５；（２）与家庭收入一般、差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同伴自我表露总分及各维度得分的人口学特征
女生的身体发育和亲子关系的同伴自我表露

总分和各维度得分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它维度及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在户籍方面，是否农村户籍的所
有的维度和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同学关系方面，中学生同学关系好的同
伴自我表露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同学关系一

般和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家庭
收入方面，家庭收入好的与家庭收入一般和差的在

同伴自我表露总分和各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生活质量与自我表露之间的相关性

中学生的社会心理功能与学校经历、亲子关

系、亲密友谊、自我表露存在正相关，生理心理健康

与学习情况、亲子关系、亲密友谊、自我表露存在正

相关，生活环境与观点态度、自我表露存在正相关，

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学习情况、亲子关系存在相关性。

生活质量总分与自我表露存在正相关。见表３。
２４　生活质量与同伴自我表露的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虑同伴自我表露对生活质量影

响作用的大小，本研究以受艾滋病影响中学生的生

活质量为因变量，以同伴自我表露为自变量，进行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同伴自我表露在能预测生

活质量。见表４。

３　讨论

中学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是国家繁

荣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因此中学生的生活质量、身

心健康状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５］。中学生是

个体生理、心理迅速发展变化的时期，也是自我意

识发展的重要时期，自我表露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

和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个体应对压力、促

进人际关系发展的有效方式［６］。邹泓［７］关于青少

年与同伴自我表露的定义：指青少年在交往的过程

当中，将个人信息（包括想法、感受、个性、经历等）

和对非个人信息的自身感受（包括对对方或其他

人、事的评价、感受、看法等）以口头或其他形式直

接表露给同伴的行为过程。自我表露既是一个健

康人格的特征，又是实现人际沟通和理解、维护心

理健康的一种能力，它受个性、人际关系、环境、文

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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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遵义市中学生同伴自我表露总分和各维度得分的人口学特征（ｘ±ｓ）
Ｔａｂ．２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ｅｅｒ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ａｌｌａｓｐｅｃｔｓ

量表

性别

女

（ｎ＝８１９）
男

（ｎ＝８０８）
ｔ
（Ｐ）

户籍（是否农村）

是

（ｎ＝１３７６）
否

（ｎ＝２６４）
ｔ
（Ｐ）

同学关系

差

（ｎ＝７８）
一般

（ｎ＝１３９２）
好

（ｎ＝１７０）
Ｆ
（Ｐ）

家庭收入

好

（ｎ＝１０１）
一般

（ｎ＝１４４８）
差

（ｎ＝９０）
Ｆ
（Ｐ）

兴趣爱好
４７９６±
１０６０７

４７６７±
１１０３

０５３６
（０５９２）

４７７８±
１０６４

４７６９±
１１７２

０１２９
（０８９７）

４５１０±
１０２４

４７３３±
１０７７

５２５８±

　１０１９（１）
１７１５９
（００００）

４７８７±

　１０８６（２）
４７４１±
１０８０

４６４４±
１０２４

１３８７
（０２３６）

学习情况
４６００±
１１４６

４５５４±
１１８２

０７８２
（０４３４）

４６０８±
１１４７

４４０５±
１２３０

２６０６
（０００９）

４３４３±
１０８４

４５３７±
１１５４

４９９７±

　１１８４（１）
７９６４
（００００）

４５８５±

　１１２７（２）
４５７７±
１１６９

４５５２±
１１２１

２０２５
（００６６）

学校经历
４６５５±
１０７１

４７０７±
１１２８

－０９５１
（０３４２）

４６９４±
１０８６

４５８９±
１１５９

１４２５
（０１５４）

４５７８±
１０４４

４６４５±
１０９５

４９９０±

　１１１２（１）
４５５５
（０００１）

４６８０±

　１０９４（２）
４６５９±
１１６３

４６４８±
１１２２

１３９２
（０２３４）

观点态度
４５８４±
１０７４

４５２５±
１１２０

１０６６
（０２８７）

４５６４±
１０９３

４４８５±
１１０９

１０７９
（０２８１）

４５１５±
１００２

４５２０±
１１０２

４８２４±

　１０４７（１）
２９８６
（００１８）

４５９２±

　１１６５（２）
４５５１±
１０９３

４５２９±
１０８６

０８５８
（０４８８）

身体发育
４４６０±
１２１６

４２６５±
１１９５

３２６７
（０００１）

４３６９±
１１９５

４３０３±
１２７３

０８２４
（０４１０）

４２４６±
１１０４

４３２８±
１２１３

４６６２±

　１１６９（１）
３７４７
（０００５）

４５９３±

　１１５７（２）
４３４９±
１２１２

４３０５±
１１７６

１６２４
（０１６６）

亲子关系
５８９６±
１７８６

５８５０±
１７５８

－３０３０
（０００３）

５８８４±
１７４９

５７７３±
１８７７

０８８５
（０３７７）

５９５７±
１５４８

５８２１±
１７６９

６１９４±

　１８４９（１）
３９３１
（０００４）

６１４４±

　１７７４（２）
５８４５±
１７６５

５９３３±
１８３６

１００４
（０４０４）

亲密友谊
４５１０±
１０９５

４４２４±
１１８１

１５２９
（０１２６）

４４６９±
１１２６

４４４７±
１１９０

０２８７
（０７７５）

４１８０±
９６２

４４５４±
１１２９

４６９０±

　１２３１（１）
３６３０
（０００６）

４４８３±

　１０７４（２）
４４７１±
１１３５

４３９１±
１２１７

０８０２
（０５２４）

自我表露
３３５０４±
６５７４

３３０９６±
６９５０

１２１６
（０２２４）

３３３７０±
６６３４

３２７７３±
７３４８

１２２７
（０２２１）

３２３３２±
６０６３

３３０４１±
６７３９

３５６１６±

　６７５８（１）
６３７２
（００００）

３３６５８±

　６８２２（２）
３３２６２±
６７２２

３３１４３±
７２４０

１９９７
（００４６）

（１）与同学关系差、一般的比较，Ｐ＜０．０５；（２）与家庭收入一般、差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遵义市中学生生活质量与
自我表露之间的相关性（ｒ）

Ｔａｂ．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ｌｆ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项目
社会心

理功能

生理心

理健康

生活

环境

生活质量

满意度

生活质

量总分

兴趣爱好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５
学习情况 ００８４ ０２２８（１） ００５１ ０２１５（１） ００４１
学校经历 ０２０１（１） ０１２０ ００４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１０
观点态度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６６５（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５
身体发育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 ０１３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９８
亲子关系 ０４４５（１） ０２１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６６５（１） ０３２１
亲密友谊 ０３２５（１） ０２２３（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８
自我表露 ０２２２（１） ０２３４（１） ０１７６（１） ０１８３ ０３４２（１）

（１）Ｐ＜００５

表４　遵义市中学生生活质量与同伴
自我表露的线性回归分析

Ｔａｂ．４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ｅｅｒｓｅｌ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参数 常数项 同伴自我表露

Ｂ １９３０５１ ０２８２
ＳＥ ０３８８ ０００２
Ｂｅｔａ ０９８７
ｔ ５２３３１１ １８４７８４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９５％ＣＩ １９２２４９～１９３８３９ ０２６５～０２６８

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８］。生活质量可定义为个体

对自己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是对个体的身体机

能、精神状态和社会能力等方面的主观评价，是个

人心理状态的全面反映［９］。目前，中学生的生活

质量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学生正处于身心

功能和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期，关注其生活质量，可

以促进中学生身心全面的发展［１０］。有研究显示男

性的生活质量要高于女性，Ｒｕｉｚ等［１１］在研究中发

现，女性的生活质量比男性高；也有报道性别与生

活质量无关。本探究显示，女生的生活质量高于男

性的生活质量与肖彩兰［１２］研究结果相同。但马弘

等［１３］的报道说明，男女生在生活质量是否存在性

别差异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生活质量是否存

在差异，需进一步探究。户籍是否在农村，城市的

生活质量要高于农村。这与梁挺［１４］的研究结果一

致，可能因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较好，为

中学生提供更多的玩耍和休息的地方。同学关系

越好，生活质量越高，良好的人际关系对生活质量

有较大的影响，同学关系较好的中学生遇到困难可

以得到更多的帮助。然而同学关系较差的中学生，

很难融入集体，根本说不上会得到帮助。家庭收入

越好，生活质量越高。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家庭经济

状况更有利于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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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１３］，可能是因为家庭

收入越高，能够为中学生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父

母能够给予中学生更多的关心，少忙于生计。中学

生本身无需关注生活上的困难，只需专心学习，没

有后顾之忧。家庭收入较低的中学生，内心或多或

少有一些敏感，他们可能更想改变现状，但有时候

却发现自己能力不足，反而会觉得更挫败，进而会

影响生活质量。因此，要提高学生生活质量，政府

应该健全农村的基础设施［１６］，让农村的中学生能

够享受更好的环境。学校要营造和谐温馨的教学

环境，减少学生的自卑心理，提高学习的动力和兴

趣，更加关注内心敏感的中学生。从而，提高中学

生的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性别特征上面，身体发育

与亲子关系有差异，女生高于男生［１６］，可能因为女

生在青春期时期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跟朋友

父母交流的相对较多。对于自己不懂得问题，更加

愿意去寻求父母的帮助。男生本身对于身体发育

的关注度不高，不太愿意去表达身体发育上面的变

化。在户籍是否是农村方面，学习情况有差异，农

村的得分低于城镇［１７］。这可能因为在城镇能够得

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师资力量相对好一些，在农村

地区都跟不上城镇的学习条件。在同学关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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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表露均有差异，且同

学关系越好，自我表露得分越高［１８］，可能因为同学

关系越好的中学生，性格比较外向，比较平易近人，

喜欢与同学分享自己的故事。在家庭收入方面，自

我表露存在差异，且家庭收入越高，自我表露越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家庭收入较高的家庭，中

学生更能无忧无虑的成长［１９］。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心理功能与学校经历、

亲子关系、亲密友谊、自我表露存在正相关，生理心

理健康与学习情况、亲子关系、亲密友谊、自我表露

存在正相关，生活环境与观点态度、自我表露存在

相关性，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学习情况、亲子关系存

在相关性。生活质量总分与自我表露存在性关系，

同伴自我表露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生活质量。同

伴自我表露高的人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会积极主

动［２０］，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自我表露低的人则

缺乏自信、消极、退缩，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下降，

继而影响生活质量的状况。

总之，社会、政府、学校、家庭都应积极协

作［２１］，提高中学生的生活质量与自我表露水平，促

进中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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