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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4县农村中学生自杀未遂的
学校相关因素研究

邢秀雅陶芳标郝加虎许韶君 苏普玉黄朝辉

·21·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分析青少年学习成绩不良、校园欺凌、低学校满意度及学校意识与自杀未遂的关

联强度，为促进学校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以安徽省4县16所非示范中学10 894名10—21岁青

少年为研究对象，按无记名方式填写问卷调查自杀未遂、校园欺凌、自评学习成绩f青况。以过去一年至

少1次实施过自杀行为但未致死亡界定为有自杀未遂。分别使用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MsLss)一

学校满意度分量表、Piers．HarrisJL童自我意识量表一学校意识分量表，评定青少年学校满意度和学校自

我意识。结果中学生自杀未遂的报告率为5．8％；不同学习成绩及不同校园欺凌行为中学生自杀未

遂报告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学习成绩不良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高于学习成绩良好者()C2=

11．39，P=0．023)；施暴与受暴行为共存的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高于仅有受暴(28．7％船．15．8％，P<

0．000、施暴(28．7％DS．10．6％，P<0．001)行为或无欺凌行为(28．7％VS．4．8％，P<0．001)的中学生；以

青少年和父母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校园欺凌、学校满意

度低和学校意识低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青少年自杀未遂与校园欺凌和学校意识密切

相关，应根据中学生自杀未遂的校园危险因素采取必要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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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science at school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ttempted suicide among IMl'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nhui province．It iS of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school’S environments to reduce the risk of

attempted suicide among thi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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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已经成为15～19岁青少年死亡的三大重

要原因之一，是20岁以上青年死亡的首要原因”】。

而自杀未遂是自杀死亡最可靠的预测指标，早期发

现和干预自杀未遂对于预防青少年自杀有重要意

义。自杀危险因素涉及社会、生物、遗传、人际关系

以及同伴集体活动等因素。Pelkonen和Marttunent21

指出，青少年自杀的社会心理危险因素中学校问题

是重要因素。而在学校相关因素中，校园欺凌行为

一方面作为健康危害行为与自杀未遂并存，另一方

面又是青少年自杀未遂的重要诱因。校园欺凌行为

在很多国家都很常见，美国纽约9～12年级中学生

中有9％经常被别人欺辱、13％则经常欺辱别人p1。

南非¨1、韩国瞪1和土耳其陋1学校卷入校园欺凌事件的

中学生则分别高达36．3％、40．1％和40．6％。研究显

示口，71，有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生其自杀未遂发生的

风险明显增加。然而很多研究未将校园欺凌行为进

行分组，仅以欺凌行为发生与否为研究变量，不能对

不同欺凌行为进行比较[7-9]。另外，自杀未遂青少年

多存在成绩不良、生活满意度低和自我意识低等现

象uo，“，。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校园欺凌、成绩不良和

学校生活满意度等学校相关因素与青少年自杀未遂

关联的研究多集中在简单的描述上，未进行危险因

素的探讨，并且亦未见对自杀未遂专门进行学校相

关因素研究的报道。为此，本项研究于2006年10月

在受试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以无记名方式进行调

查，在描述农村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同时，分析

学校相关因素与自杀未遂的关联强度，以指导学校

健康教育的实践和心理干预。

对象与方法

1．对象：方便抽取安徽省睢溪、萧县、郎溪、阜南

4个县共16所中学。每所中学分别在初一至高三年

级各选1。2个班级，收回有效问卷10 894份。其中

男生5695名(52．3％)，女生5199名(47．7％)；年龄范

围13～20岁，平均(15．4±2．0)岁；初中4 654名

(42．7％)，高中6240名(57．3％)，其中初一、初二、初

三、高一、高二和高三年级学生分别为1841名

(16．9％)、1553名(14．3％)、1260名(11．6％)、1720

名(15．8％)、3769名(34．6％)和751名(6．9％)。

2．调查工具：

(1)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问卷：包括性别、年龄、

年级、户口(农村、镇县、市及市郊)、父亲文化程度、

父亲是否在外工作或打工、母亲文化程度、母亲是否

在外工作或打工、家庭经济状况等。学习成绩按自

评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等5个等级。

(2)健康相关行为问卷：自杀未遂、校园欺凌问

卷及其项目均来自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少年

危险行为监测系统(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System，YRBSS)‘1 21。

(3)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Multidimensional

Students’Life Satisfaction Scale，MSLSs)一学校满意

度分量表【13，：该量表由家庭、朋友、学校、家庭居所、

自我5个分量表构成，每个分量表代表一个生活领

域。其中学校分量表(8个项目)代表学校满意度，

在“十分不同意至十分同意”之间按1～6级计分，其

中有3个反向计分题目。得分越高，代表满意程度

越高。以10 894名中学生调查结果计算四分位数，

以第25、75百分位数为划界值，将学校满意度评分

划为低(P：；以下)、中(P：，一P，；)、高(P，，以上)3个等

级。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4)JL童自我意识量表一学校意识分量表n5，：采

用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Children’S Self

Concept Scale)。该量表由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6个分量

表构成，其中学校意识分量表(17个项目)代表自我

在校表现等方面的评价，回答“是”和“否”者分别记

1分和0分，其中有5个反向计分题目。得分高表明

青少年在校表现好。按原量表规定，以10 894名中

学生调查结果计算第30和第70百分位数，将学校意

识划分为低(P，。以下)、正常(P，。～P，。)、高(P，。以上)3

个等级。

3．相关定义：

(1)自杀未遂：指最近1年以来，采取过如自缢、

喝毒药、投河、割腕或者其他方式的自杀行动，但未

导致自杀死亡。本课题组对108名初三年级学生间

隔1周进行重测，报告自杀未遂的一致率为100％。

(2)校园欺凌：以最近1个月内至少一次“在校

园内外被同学打或受到刀、棍等威胁、伤害，但未打

同学或未用刀、棍等威胁、伤害同学”界定为受暴

(victim)；“在校园内外打同学或用刀、棍等威胁、伤

害同学，但未被同学打或未受到刀、棍等威胁、伤害”

界定为施暴(bully)；“受暴和施暴同时存在”界定为

受暴一施暴(bully—victim)；受暴、施暴、受暴一施暴统

称为校园欺凌行为(bullying—involved)，无上述三种

欺凌行为的同学界定为无校园欺凌行为

(bullying—noninvolved)。

4．调查方法：对调查者进行技术培训，统一方法

和指导语。在学校配合下，以班级为单位由调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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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发放调查问卷，说明研究目的，遵循自愿调查和

匿名原则，研究对象可不参加调查，也可中途任何时

候退出调查不受惩罚，但鼓励参加者逐项、完整地填

写调查问卷。填写时班主任不在场，问卷填好后立

即上交调查员。当场收回答卷后，进行核查，剔除填

写不完整(156份)和逻辑错误(133份)的答卷。

5．统计学分析：Epi 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

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PSS)13．0版本进行

统计分析。描述青少年自杀未遂报告率；用Z检验

分析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学校相关因素与自杀未

遂的关系；分别以自评学习成绩、校园欺凌行为、学

校满意度、学校意识为自变量对自杀未遂进行单因

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再控制年级、户口、家庭

经济、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等社会人口统计

学变量，分别对以上学校相关因素做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最后，控

制以上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同时，将以上学校相

关因素同时引入做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2)。以上多因素logistic回归

分析均采用逐步向前法中的LR法，自变量纳入模型

的标准or=0．05，剔除标准JB=o．10。观察社会人口

特征变量、学校相关因素对自杀未遂的影响效应。

结 果

1．自杀未遂行为发生晴况：有5．8％(630／10 894)

的青少年报告最近1年有过自杀未遂行为；自杀未

遂次数为1次、2。3次、4次及以上的报告率分别为

4．8％(528／10 894)、0．6％(63／10 894)和0．4％(39／

10 894)。自杀未遂后果中，被人发现后送医院抢

救、被人发现后制止、自杀过程中后晦而自动停止以

及因其他原因中途停止的比例分别为14．6％(92／

630)、10．2％(64／630)、31．2％(197／630)和44．0％

(277／630)。

2．自杀未遂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比较：分别

对不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青少年最近1年自杀未

遂行为进行f检验。结果表明(表1)，不同年级、父

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自杀未遂

行为报告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o．05)；不

同性别、父亲是否外出打工、母亲是否外出打工青少

年自杀未遂行为报告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

均>0．05)。

3．自杀未遂报告率的不同学校因素比较：由表2

可见，不同学习成绩青少年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显示，中上等

表1安徽省4县不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
农村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比较

人IZl统计学特征 人数 自杀未遂 f值P值
性别 男 5695 346(6．11 1．87 0．87l

女 5199 284(5．51

年级 初一 1841 111(6．O)38．03 <0．001

初二 1553 109(7．0)

初三 1260 97(7．7、

高一 1720 121(7．0)

高二 3769 156(4．1)

高j= 751 36(4．8)

父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2464 113(4．6)22．35 <o．001

初中 5247 283(5．4)

高中专及以上 2706 198(7．3)

不知道477 36(7．51

母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4814 233(4．81 20．65 <0．001

初中4050 243(6．0)

高中专及以上 1521 118(7．8)
不知道 509 36(7．11

家庭经济状况上等 220 23(10．5)18．41 o．001

中上等 1623 117(7．21

中等 7147 381(5．3)

中下等 1487 89(6．0)

下等417 20(4．81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报告率(％)

表2 安徽省4县农村中学生不同学校因素
自杀未遂报告率比较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报告率(％)

与下等、中等与下等学习成绩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

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值分别为11．34、5．17，P

值分别为0．001、0．023)，其余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不同校园欺凌行为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校园欺凌行为

两两比较显示，有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生自杀未遂

报告率均远远高于无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生，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受暴与施暴中学生自

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00，P=

0．083)；受暴一施暴与受暴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的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z2=12．67，P<0．001)；受

暴一施暴与施暴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z2-----31．74，P<0．001)。由此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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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受暴与施暴共存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自杀未遂

行为。不同等级学校满意度和学校自我意识青少年

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

均<o．05)，低学校满意度和低学校自我意识青少年

自杀未遂报告率较高。不同学校满意度两两比较显

示，低满意度与高满意度、低满意度与中满意度、中

满意度与高满意度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磐值分别为26．75、15．51、6．14，P值分

别为<0．001、<O．001、0．013)。不同学校自我意识两两

比较显示，低自我意识与高自我意识、低自我意识与

中自我意识、中自我意识与高自我意识中学生自杀

未遂报告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2值分别为

26．41、11．57、7．71，P值分别为<o．001、0．001、0．005)，因

此随着学校满意度和学校自我意识的降低，中学生

自杀未遂报告率愈高。

4．自杀未遂的学校相关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表3)，在三种模型中，校园欺凌行为、学

校满意度低及学校意识低均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危险

因素。在单因素模型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

型1，学习成绩不良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危险因素；但

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2，学习成绩未进入

最后模型。

讨 论

1．农村中学生自杀未遂现象不容乐观。调查结

果显示，安徽省4县农村中学生过去一年内有自杀

未遂行为的报告率为5．8％(相比美国、韩国和马来

西亚过去一年有自杀未遂行为青少年的报告率分别

为6。9％、6。O％和4。6％t坫。81)。然而其中应考虑到产生

这些差异的原因，如不同的人种及研究对象均可造

成差异。一项来自马来西亚的横断面调查表明”81，

与中国和印度裔青少年相比，马来西亚裔青少年自

杀未遂报告率最低；韩国Kim07]研究则指出，在校青

少年和非在校青少年自杀未遂的报告率存在明显差

异，失学青少年(19．o％)远高于在校青少年(6。O％)。

与国内研究相比，近10年青少年自杀未遂报告

率约为2．6％～4．0％t19抛]，本研究高于国内同类研究

结果。另外，本研究未发现自杀未遂存在性别差异，

与王皓翔等【211报道一致，但与张志群和郭兰婷口2，报

道不一致，可能与抽样有关。

2．校园欺凌行为与自杀未遂关系密切。本研究

将欺凌行为分组后，发现受暴、施暴、受暴一施暴是自

杀未遂发生的强危险因素。其在自杀未遂检出率的

分布分别为15．6％、10．5％和28．9％。受暴和施暴行

为共存的青少年比仅有受暴或施暴行为的青少年更

容易发生自杀未遂。研究显示【6]，卷入校园欺凌的青

少年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这些学生难

以与同伴建立良好关系，成为老师和家长眼中的问

题学生，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关怀和帮助，一部分青少

年容易产生对学校和社会不满的情绪，进一步促使

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另一部分则会出现自卑、低

落的心态，害怕去学校，在学校无安全感或者不快

表3安徽省4县农村中学生自杀未遂学校相关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2

Waldx2值D尺值(95％CI) Waldx2值 0R值(95％C1) Wal呶。值 OR值(95％C1)

自评学习成绩 11．27。 16．596 一

上等 1．oo 1．00 一

中上等 1．40 0．8l(O．56～1．15) O．27 O．91(0．63～1’31) 一 一

中等 O．00 0．99(0．71～1．38) 0．95 I．19(0．84～1．67) 一 一

中下等 O．01 1．01(0．71～1．44) 0．99 1．20(0．84～1．74) 一 一

下等 2．38 1．37(0．92～2．04) 6．684 1．72(1．14～2．59) 一 一

校园欺凌 282．30。 254．87 231．90。

无 1．00 1．00 1．00

受暴 48．1仃 3．73(2．57～5．42)44．20。 3．60(2．47—5．26) 39．58。 3．38(2．31～4．95)

施暴 19．4ff 2．37(1．61～3．43) 13．94‘ 2．11(1．43～3．11) 11．636 1．98(1．34～2．93)

受暴一施暴 242．83。 8．17(6．28～10．65) 222．72‘ 7．86(6．00—10．31) 204．22。 7．35(5．59—9．67)

学校满意度 29．54。 35．18。 lO．7l
6

高 1．oo 1．00 1．00

中 6．094 1．35(1．06一1．71) 11．306 1．52(1．19～1．93) 4．02。 1．29(1．19～2．05)

低 25．94。 1．93(1．50～2．49) 33．32。 2．14(1．65～2．78) 10．386 1．56(1．01～1．65)

学校意识 27．5酽 37．54。 20．8F

高 1．00 1．oo

中 7．656 1．40(1．10～1．77) 11．246 1．5l(1．19～1．92) 5．62。 1．35(1．05—1．73)

低 25．65。 1．90(1．48～2．43) 35．27。 2．17(1．68～2．80) 19．19。 1．82(1．39—2．38)

注：中<O．05，中<O．01，中<O．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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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从而造成轻生等过激行为的发生。另外，有证据

表明∞，，青少年自杀未遂经常出现于应激和挫折，尤

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后。校园欺凌属于生

活事件的一种，卷人校园欺凌行为的青少年更易发

生自杀未遂，可能反映了青少年面对校园欺凌这种

不良生活事件时，解决或逃避与不良生活事件有关

的应激倾向。

3．青少年学校满意度及学校意识与自杀未遂行

为相关。已有研究指出口嘲，学生的学校满意度水平

较其他生活领域满意度要低，对学校生活的不满意

可导致中学生各种不良行为。本研究发现有自杀未

遂行为的青少年存在学校满意度低和学校意识低的

现象。生活满意度低对自杀发生的风险具有长期的

预测效应，芬兰一项长达20年的队列研究表明””，初

始生活满意度较低的个体，20年间自杀发生的风险

是生活满意度较高个体的3．02倍，并且这一关联呈

剂量反应关系。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学校满意度

是生活满意度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其水平要低于一

般生活满意度，因此虽然已有的研究多将生活满意

度作为研究变量，但仍然与本研究有较高的可比

性。学校生活满意度低与自杀未遂关系密切，可能

， 由于生活满意度与抑郁、应对方式等存在关联口”。

另外，自我意识与心理健康有密切关系。在青少年

阶段，自我意识发展尤为迅速，青少年学校意识低则

反映了学校生活的压抑和压力，长时间处于意识较

低的状态，容易产生悲观、抑郁等不良情绪，最终导

致自杀行为，企图逃避现实。

4．本研究中存在缺陷。由于系横断面研究，因果

关联不能证实，只能作为减少校园欺凌发生，提高学校

满意度及学校意识是降低青少年自杀未遂发生风险假

说的第一步。本研究建立在自我报告的信息基础之

上，虽然可消除父母和老师在场的干扰，但可能存在着

报告偏倚。同时，数据收集时研究对象的情绪状态可

能会影响到其对学校满意度和学校自我意识的认知。

5。本研究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启示。

学校应该作为预防青少年自杀及校园欺凌的重要干

预场所。一方面要净化校园环境，防止校园欺凌的

发生；另一方面与欺凌行为有关的青少年应作为重

点干预对象；尤为重要的是，学校心理卫生工作及学

生教育者更应该关注这部分学生，重点放在如何创

造一些有效的方法来帮助这类学生，而不能简单地

把他们当作问题学生对待甚至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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