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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小学生社交焦虑和抑郁现状调查

林素兰　王丹　咸亚静　杨静　吴萍萍

（新疆医科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　目的　了解乌鲁木齐市四至六年级学生社交焦虑和抑郁现状，为今后对小学生开展心理健康

工作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乌鲁木齐市 4 所民汉合校小学中 919 名四至六年

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和儿童抑郁量表（CDI）评定其社交焦虑和抑郁现状。

结果　919 名四至六年级学生中，社交焦虑检出率为 28.5%（262 例）；四年级学生的社交焦虑各因子分及总分

均低于五、六年级学生（P<0.05）；女生害怕否定评价因子分及社交焦虑总分均高于男生（P<0.05）；维吾尔

族学生的社交焦虑各因子分及总分均高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P<0.05）。四至六年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11.2%（103 例）；四年级学生低自尊、低效感、人际问题因子分及抑郁总分均低于五、六年级学生（P<0.05）；

维吾尔族学生快感缺乏、负性情绪因子分及抑郁总分均高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P<0.05）。结论　乌鲁

木齐市不同年级、不同性别或不同民族的小学生社交焦虑和抑郁现状有差异，其中五、六年级学生、女生、维

吾尔族学生的问题相对突出，需引起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18，20（8）：67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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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of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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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fourth-, fifth-,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in Urumqi, China, and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future. Methods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was performed to select 919 fourth-, fifth-,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from four primary schools for the Han and minority ethnic groups in Urumqi as research subjects. 
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and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Results    Among the 919 fourth-, fifth-,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social 
anxiety was 28.5% (262 students). The fourth-grade stud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on each subscale of social 
anxiety and total score of social anxiety than the fifth-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P<0.05). Girl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on the subscale o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total score of social anxiety than boys (P<0.05). The Uyghur 
stud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n each subscale of social anxiety and total score of social anxiety than the 
Han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of other minority ethnic groups (P<0.05). Among these fourth-, fifth-,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depression was 11.2% (103 students). The fourth-grade stud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on the subscales of negative self-esteem, ineffectiveness, and interpersonal problems and total score of depression 
than the fifth-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P<0.05). The Uyghur stud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n the subscales 
of anhedonia and negative mood and total score of depression than the Han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of other minority 
ethnic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tatus of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rades, sexes or ethnic groups in Urumqi. The fifth- and sixth-grade 
students, girls, and Uyghur students tend to have more seriou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which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by parents, schools, and the society.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18, 20(8): 670-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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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生

理、心理的发育和发展、社会阅历的扩展及思维

方式的变化，其在学习、生活、自我意识、情绪

调适、人际交往和升学等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心理困扰。据报道，全国有近 9.5％的小学生存

在较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 [1]，表现为冷漠、厌学、

羞怯、自卑等倾向，导致他们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

低自尊、抑郁等心理问题，其中社交焦虑和抑郁

是小学生身心发展中常见的不良情绪。因此，我

国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令人担忧。但目前关于

新疆乌鲁木齐市小学生社交焦虑和抑郁现状的研

究还未见报道。本研究对该地区四至六年级学生

的社交焦虑和抑郁水平进行了现况调查，为学校

开展心理卫生工作、制定相应工作对策提供科学、

可靠的数据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新疆乌鲁木

齐市 4 所民汉合校小学，在每所学校的四至六年

级中，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2 个班级，共 24 个班级

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近 1 年内

未转学者；（2）在乌鲁木齐市居住时间超过半年者；

（3）自愿参加本次调查者。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同意孩子参加本次调查。

1.2　研究工具

（1）  一般资料调查表：本研究采用自行设

计的调查表调查学生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姓名、

年级、年龄、性别、民族、转学史、居住时间、

户外运动时间等。

（2）  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2]：此量

表是 La Greca 编制的一种儿童社交焦虑症状的筛

查量表，用于评估儿童焦虑性障碍，适用年龄为

7~16 岁。该量表由小学生本人填写。该量表共 10

个条目，两个因子，即害怕否定评价、社交回避

及苦恼。每个条目均有 3 个描述不同程度的选项，

分别计为 0~2 分，其中 0 表示无焦虑症状，1 表示

焦虑症状程度一般，2 表示焦虑症状程度严重，量

表总分为 20 分。根据原量表常模，总分≥ 8 分表

示有社交焦虑障碍的可能，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程

度越重。

（3）儿童抑郁量表（CDI）[3]：采用由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提供的 Kovacs 编制的儿童抑郁量

表（CDI）评定小学生抑郁现状，此量表是目前国

内外针对儿童青少年抑郁最常使用的自评量表，

适用年龄为 7~17 岁。该量表共 27 个条目，分为 5

个分量表：快感缺乏、负性情绪、低自尊、低效感、

人际问题，总分为 54 分。根据 Timbremont 等 [4] 研

究结果，将 CDI 得分为 19 分确定为抑郁症状的划

界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重。

1.3　调查方法

在调查开始之前，挑选 2 名在读研究生作

为调查员，并经过心理学教师严格培训后，掌

握 SASC 和 CDI 量表的施测方法。在取得学校领

导、保健医生、班主任以及家长的同意后，由班

主任安排时间，2 名调查员依次对每个班级进行约

30 min 的问卷调查。调查员首先向学生说明调查

目的和内容，然后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发放问卷，

学生以自填方式填写问卷。调查问卷填写结束时，

调查员现场检查资料的完整性及填写质量，如有

遗漏和不合逻辑的项目时提醒学生及时补充更正，

所有资料当场收回。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piData3.1 建立数据库，平行双份录入

数据，并行逻辑纠错，并将数据导入 SPSS 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

示，两组独立样本比较采用成组 t 检验，多组独立

样本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

采用SNK法；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1 014 份，其中有效问卷

919 份，有效率为 90.63%。所调查小学生年龄为

8~14岁，平均10±2岁。其中四年级259名（28.2%），

五年级332名（36.1%），六年级328名（35.7%）；

男生 476 名（51.8%），女生 443 名（48.2%）；

汉族322名（35.0%），维吾尔族486名（52.9%），

其他少数民族（回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111

名（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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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学生社交焦虑量表得分情况

不同年级小学生间社交焦虑量表各因子得分及

总分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

四年级学生的社交焦虑各因子分及总分均低于五、

六年级学生（P<0.05），见表 1。女生害怕否定评

价因子分及社交焦虑总分均高于男生（P<0.05），

见表 2。不同民族小学生间社交焦虑量表各因子得

分及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维

吾尔族学生的社交焦虑各因子分及总分均高于汉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P<0.05），见表 3。

表 4　不同年级学生抑郁量表得分比较　（x±s）

组别       例数 快感缺乏 负性情绪 低自尊 低效感 人际问题 抑郁总分

四年级 259 2.1±1.9 1.6±1.2 1.3±1.5 2.2±1.5 1.3±1.2 9.0±7.1

五年级 332 2.9±2.2 2.2±1.5a 1.6±1.5a 2.8±1.5a 1.7±1.2a 10.2±6.0a

六年级 328 3.0±2.0 2.3±1.9a 1.8±1.7a 2.5±1.5a 1.6±1.3a 10.8±7.1a

F 值 2.03 12.83 6.28 12.09 10.32 5.28

P 值 0.166 <0.001 0.002 <0.001 <0.001 0.005

注：a 示与四年级组比较，P<0.05。

表 1　不同年级学生社交焦虑量表得分比较    （x±s）

组别 例数 害怕否定评价 社交问题苦恼 社交焦虑总分

四年级 259 3.7±2.7 1.7±1.5 4.2±3.9

五年级 332 3.9±2.8a 2.2±1.9a 6.1±4.1a

六年级 328 3.9±2.5a 2.1±1.7a 5.9±3.5a

F 值 19.89 10.54 20.61

P 值 <0.001 <0.001 <0.001

注：a 示与四年级组比较，P<0.05。

表 2　不同性别学生社交焦虑量表得分比较     （x±s）

组别 例数 害怕否定评价 社交问题苦恼 社交焦虑总分

男生 476 3.3±2.8 1.9±1.7 5.2±4.0

女生 443 3.8±2.7 2.1±1.8 5.9±3.9

t 值 -2.58 -1.46 -2.44

P 值 0.010 0.146 0.015

表 3　不同民族学生社交焦虑量表得分比较     （x±s）

组别 例数 害怕否定评价 社交问题苦恼 社交焦虑总分

维吾尔族 486 4.1±2.7 2.3±1.7 6.4±3.8

汉族 322 2.9±2.6a 1.6±1.7a 4.4±3.8a

其他民族 111 3.2±2.8a 1.7±1.9a 4.9±4.1a

F 值 21.13 20.32 27.49

P 值 <0.001 <0.001 <0.001

注：a 示与维吾尔族组比较，P<0.05。

2.3　小学生抑郁量表得分情况

不同年级小学生间抑郁量表各因子得分（除

快感缺乏）及总分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中四年级学生负性情绪、低自尊、

低效感、人际问题因子得分及抑郁总分均低于五、

六年级学生（P<0.05），见表 4。除低自尊、人际

问题因子外，其他因子得分及抑郁总分在男女学

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维

吾尔族学生快感缺乏、负性情绪因子得分及抑郁

总分均高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6。

表 5　不同性别学生抑郁量表得分比较　（x±s）

组别       例数 快感缺乏 负性情绪 低自尊 低效感 人际问题 抑郁总分

男生 476 2.4±1.3        2.1±1.7       1.7±1.6    2.5±1.6 1.7±1.3 10.4±7.0

女生 443 2.3±1.1        2.2±2.0       1.4±1.3    2.5±1.4 1.4±1.1 9.7±6.4

t 值 1.87 -0.42 3.51 0.69 3.02 1.65

P 值 0.064 0.673 <0.001 0.945 0.030 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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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民族学生抑郁量表得分比较　（x±s）

组别       例数 快感缺乏 负性情绪 低自尊 低效感 人际问题 抑郁总分

维吾尔族 486 3.1±2.0 2.5±2.0 1.6±1.3 2.5±1.5 1.6±1.2 10.6±6.8

汉族 322 2.4±1.2a 2.0±1.7a 1.4±1.3 2.5±1.5 1.5±1.3 9.4±6.5a

其他民族 111 2.6±1.6a 1.9±1.6a 1.4±1.2 2.6±1.7 1.5±1.2 9.3±6.9a

F 值 2.11 10.10 0.69 0.17 0.83 3.97

P 值 0.035 <0.001 0.560 0.840 0.439 0.019

注：a 示与维吾尔族组比较，P<0.05。

2.4　小学生社交焦虑和抑郁检出率现状

所纳入的 919 名小学生中社交焦虑检出率为

28.5%（262 例），抑郁检出率为 11.2%（103 例）。

其中四、五、六年级学生社交焦虑检出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四、五、六年级抑郁检

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7。男生

和女生社交焦虑检出率及抑郁检出率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8。汉族、维吾尔族和

其他少数民族学生社交焦虑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而抑郁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9。

表 7　不同年级学生焦虑和抑郁检出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社交焦虑 抑郁

四年级 259 55(21.2)  27(10.4)

五年级 332 114(34.3) 33(9.9)

六年级 328 93(28.4)  43(13.1)

χ2 值 12.26 1.89

P 值 0.020 0.390

表 9　不同民族学生焦虑和抑郁检出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社交焦虑 抑郁

维吾尔族 486 180(37.0)   63(13.0)

汉族 322 56(17.4)  28(8.7) 

其他民族 111 26(23.4)   12(10.8)

χ2 值 38.28 3.56

P 值 <0.001 0.168

表 8　不同性别学生焦虑和抑郁检出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社交焦虑 抑郁

男生 476 126(26.5) 57(12.0)

女生 443 136(30.7) 46(10.4)

χ2 值 2.04 0.58

P 值 0.165 0.465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四至六年级学生社交焦虑检出

率为 28.5%，苏淑阁等 [5] 发现哈尔滨市高年级小学

生社交焦虑检出率为28.1%，本研究结果与之一致。

四年级学生的社交焦虑各因子分及总分均低于五、

六年级学生，原因可能是四至六年级阶段是小学

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期，其思维方式由具体形

象思维逐渐发展为逻辑思维并最终形成主导思维，

同时思维的批判性及独立性逐渐加强，这时高年

级小学生的独立意识与自我意识比低年级明显增

强。五、六年级学生面临着来自升学、与同龄人

竞争等多重压力，同时又即将或已经进入了“紧

张与风暴时期”—青春期，其生理特征开始发生

显著变化，但心理发展相对缓慢，即生理与心理

的不平衡性 [6]；也可能是由于在人际交往中，五、

六年级学生一方面想要表现出自己独立成熟的一

面来得到他人的认可与肯定，另一方面又容易受

到他人反应或评价的影响 [6]，使其形成不全面、不

客观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对其交往的行为和

态度产生不良影响，从而引发社交焦虑。在抑郁

方面，四至六年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11.2%，与国

内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7-8]，如张学艳等 [8] 研究

的盐城市高年级小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10.7%。本研

究中四年级学生低自尊、低效感、人际问题因子

分及抑郁总分均低于五、六年级，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其原因可能是越到高年级，学习任务越多、

压力越大，导致五、六年级学生学习时间长、体

育锻炼少、睡眠时间和质量降低，使其容易产生

或加重紧张、低效感、厌学等负性情绪 [8]。

本研究发现，在社交焦虑方面，女生害怕否

定评价因子分及社交焦虑总分均高于男生，这与

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如汪涛等 [9] 调查发现女生比

男生有更多社交焦虑症状。原因可能是：由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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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习俗等仍不同程度地束缚着女生的思想、

行为，导致她们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比男生表现

得更加羞涩、紧张、害怕、焦虑。虽然现代社会

对女生的重视程度已发生着重大改变，但由于性

别角色的刻板现象，家长对男女生的性别期待不

完全一致，因此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与要求也不相

同 [10]。此外，亲子依恋、家庭环境、社会创伤、

神经递质及基因差异等也是导致社交焦虑存在性

别差异的主要因素 [11]。在抑郁方面，抑郁总分及

抑郁检出率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常宪鲁

等 [12] 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是，抑郁患病率

的性别差异性在 13~15 岁才开始出现，儿童时期

性别对抑郁患病率的影响不大 [12-13]。

新疆乌鲁木齐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

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不同民

族，由于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与风俗，不

同民族小学生的心理特征可能存在不同特点。本

研究发现，在社交焦虑方面，维吾尔族学生的社

交焦虑各因子分、总分以及检出率均高于汉族和

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在抑郁方面，维吾尔族学生

快感缺乏、负性情绪因子分及抑郁总分均高于汉

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可

能与其区域性、民族性、文化风俗等特点有关：

（1）家庭教养方式具有差异性：王卉 [14] 发现维吾

尔族家庭的惩罚严厉因子得分比汉族高，表明维

吾尔族学生比汉族经历了更多的惩罚体验；刘莉

新等 [15] 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夏叶玲等 [16]

发现维吾尔族父母相对汉族有更多的情感温暖、

偏爱被试、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而汉族父母较

维吾尔族有更多的拒绝否认；（2）民族文化具有

独特性：目前新疆地区已实行国语教学，小学生

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价值观都还不成熟稳定，

当面对学业负担、父母期待、不同语言文化等压

力时，维吾尔族学生可能会比汉族学生出现较多

的心理问题。

综上所述，乌鲁木齐市不同年级、不同性别、

不同民族的小学生社交焦虑和抑郁现状有差异，

其中五、六年级学生、女生、维吾尔族学生的问

题相对突出，需引起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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