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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学生对自杀态度的调查

徐小明 况利 艾明 陈建梅王我甘窈 曾妍楼丹丹

刘婉婷牛雅娟 费立鹏

【摘要】 目的 了解重庆市大学生对自杀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以针对性指导心理危机干

预。方法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重庆地区11所大学9808名学生进行公众对自杀的态

度量表(sPAs)问卷调查。结果高校学生对预防自杀的难度、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制性、自杀

行为可作为影响他人的工具持否定或中立态度，其得分分别为34．28±16．44、35．64±19．14、

36．94±16．05；对自杀未遂与自杀死亡的相似性、自杀的歧视、自杀的正性态度持中立观点，得分

分别为47．38±22．01、51．78±17．05、37．77±18．12；对自杀问题的社会重要性条目持中立或肯定

态度的得分为70．77±17．21。性别、民族、宗教以及自杀未遂和自杀暴露史对大学生自杀态度有

影响。结论 自杀危机干预系统需针对大众以及自杀者不同的背景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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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m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仕itudes on suicide and meir related factors among

universitv students i11 Chongqing．Methods A total of 9808 students丘om 11 universities in

Chongqing，were chosen llnder sn．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Ild had completed a

questiollIlaire surveY thmu2h me Scale of Public AttitLldes on Suicide(S队S)．R鹤IlIts Data showed

that me scor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aving negative or neu仃al attitlldes towards questions including

“suicide is not preventable”，“suicidal behavior is not controUable or is caused bv outside fbrces”and

“suicidal behavior call(or is used to)a任宅ct the behavior of omers⋯were 34．28±16．44．35．64±

1 9．1 4 and 36．94±1 6．05 respectively．The scores of stlldents tahng neu仃al attitLlde towards questions

as：“similarity of attempted aIld com口leted suicide”，“negative attitudes on me behavior or on tlle

person him／her self’，“positive aspects of suicide and positive feelings about suicides”were 47．38±

22．0l，51．78±17．05 and 37．77±18．12 respectivelv but 70．77±17．21 went to the smdents who had

a乒eed with“suicide is an imponant social／llealm problem”．Factors as gender，national时，religion，
historv of attemDted suicide and suicide exDosure to others aDpeared havin2 had important efI．ects on

the attitude towards suicide among coUege students．ConcIusion It is necessaJv to consider above

mentioned factors when developing related suicide crisis intervention s仃ate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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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态度是指对自杀的看法和认识，是自杀学

领域中一项重要研究内容“1。为了解大学生对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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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相关的看法及不同性别、民族、宗教、有否自杀未遂史

和自杀暴露史的大学生对自杀态度的差异，并分析其

原因，本研究在重庆市高校中进行此项调查。由于自

杀态度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乜1，以往国内研究采用的

量表仅涉及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对自杀者及其家

属的态度和对安乐死的态度b]，故本研究采用了费立

鹏等编制的“公众对自杀的态度量表”[4‘81，其中增加

了对自杀行为的可预防性、自我可控性、对他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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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以及自杀问题的社会重要性等调查。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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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对象：按照重庆市所有高校的等级，分层

并随机抽取重点院校2所、普通院校4所、专科院校

3所、民办院校2所作为调查现场，并从调查院校的

所有在校学生名单中按照性别、专业、学生类别、年

级等随机抽取12 114名大学生。

2．调查方法：

(1)问卷调查：2006年11月至2007年5月由经

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现场调查。学生与调查员的人数

比为6：l。由调查组长向被调查者介绍本次调查的

目的和内容，获得被调查者书面知情同意书并自行

填写问卷。问卷完成时间约20～50 min。

(2)调查工具：本研究采用北京市危机研究与干

预中心提供的“自杀态度与心理健康状况问卷(大学

版一Ⅳ)”中的一部分。包括①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

量表(含学生类别、专业、年级、性别、民族、读书年

限、家庭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等)。②公众对自杀的

态度量表(SPAS)。该量表通过47个问题了解被调

查者对自杀的看法，其中包含3个自杀学基本知识

条目(条目10、20和30)、7个分量表(自杀未遂与自

杀死亡的相似程度、预防自杀的难度、自杀行为的自

我不可控制性、对自杀的歧视、对自杀的正性态度、

自杀行为可作为影响他人的工具、自杀问题的社会

重要性)；答案分5个等级，即“不同意”一“同意”计

1～5分，为便于统计转换为O～100分；得分低(如≤

25分)视为对条目持否定态度，接近50分则视为持

中立或矛盾态度，如分值≥75分则视为持赞同态

度。③亲属以及熟人的自杀史。该描述性量表是了

解被调查者的直系／非直系亲属及其他认识人的自

杀行为发生隋况。④自杀未遂的判定和描述。

3．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均由北京市心理危机

研究与干预中心工作人员录入，采用SPSS 17．0统计

软件分析，主要方法为统计描述以及成组￡检验。

结 果

1．一般人口学资料：12 114名学生收集到有效

问卷9808份，完成率为81．0％。其中男生5382人

(54．9％)、女生4426人(45．1％)，平均年龄(20．4±

1．9)岁；理科生5502人(56．1％)、文科生4306人

(43．9％)；汉族学生9348人(95．3％)，其他民族学生

461人(4．7％)；无任何信仰学生8766人(89．4％)，信

仰天主教46人(0．5％)、基督教160人(1．6％)、佛教

710人(7．2％)、道教71人(0．7％)、伊斯兰教39人

(O．4％)及其他17人(0．2％)。

2．对自杀态度各因子得分及其分布：对“预防自

杀的难度”、“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制性”、“自杀行

为可作为影响他人的工具”分量表倾向于持否定或

中立的态度(得分分别为34．28±16．44、35．64±

19．14、36．94±16．05)，对“自杀未遂与自杀死亡相似

程度”、“对自杀的歧视”、“对自杀的正性态度”条目

倾向于持中立态度(得分分别为47．38±22．01、

51．78±17．05、37．77±18．12)，对“自杀问题的社会重

要性”条目倾向于持中立或肯定态度(得分为

70．77±17．21)。见表1。

表1重庆市9808名高校学生sPAS各分量得分

分量表 i±5

自杀未遂与自杀死亡的相似程度(F1)

预防自杀的难度(F2)

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制性(F3)

对自杀的歧视(F4)

对自杀的正性态度(F5)

自杀行为可作为影响他人的工具(F6)

自杀问题的社会重要性(F7)

47．38±22．Ol

34．28±16．44

35．64±19．14

51．78±17．05

37．77±18．12

36．94±16．05

70．77±17．21

3．各组学生自杀态度分量表得分情况：

(1)性别与民族：男生对“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

控制性”、“对自杀的正性态度”、“自杀行为可作为影

响他人的工具”分量表倾向于更加否定的态度；女生

对“对自杀的正性态度”、“自杀行为可作为影响他人

的工具”、“自杀问题的社会重要性”分量表倾向于更

加肯定的态度(表2)。汉族学生对“自杀行为的自

我不可控制性”分量表倾向于更加否定的态度。各

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

(2)宗教与学科：无宗教信仰的学生在分量表

“预防自杀的难度”、“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制性”、

“自杀行为可作为影响他人的工具”倾向于更加否定

的态度；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在分量表“自杀行为的自

我不可控制性”、“对自杀的正性态度”、“自杀行为可

作为影响他人的工具”倾向于更加肯定的态度。理

科生对“自杀未遂与自杀死亡相似程度”、“对自杀的

正性态度”倾向于更加肯定的态度(表3)。

(3)自杀暴露史与自杀未遂史：在9808例大学

生中，169例报告有过自杀未遂，发生率为1．7％，男

女之比1：1．8。有无自杀未遂行为的大学生除“自

杀未遂与自杀死亡相似程度”分量表外，其他6个分

量表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有自杀未

遂史的大学生更多倾向于认为自杀是不可预防、不

可自我控制、自杀能改变他人行为，对自杀抱有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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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重庆市9808名高校学生性别与民族分组中各量表得分(孑±s)

的态度。无自杀未遂的大学生更多的倾向于歧视自

杀行为、赞同自杀的社会重要性(表4)。有自杀暴露

史(即有亲属以及熟人自杀史)的学生对“预防自杀的

难度”分量表倾向于否定，而更赞同“对自杀的正性态

度”和“自杀问题的社会重要性”；无暴露史的学生倾

向于不赞同“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制性”、“对自杀

的正性态度”，更倾向于歧视自杀行为或自杀者。

综上分析表明，无宗教信仰、无自杀未遂及自杀

暴露史的男生，对“自杀行为的自我不可控制性”分

量表倾向于更加否定；有宗教信仰、有自杀暴露史以

及有自杀未遂史的女生，对自杀更包容理解。

讨 论

1．对自杀的正性与歧视态度：本调查与周爽

等⋯、李建芳n01、王玲等⋯1研究结果一致，大学生对

自杀行为及自杀者的态度倾向于中立或矛盾。说

明受教育程度较高可能使大学生对自杀更加宽

容。有自杀未遂史、自杀暴露史的学生或女生，对自

杀的态度更倾向于包容和理解，这与国外研究结果

相近n⋯。原因可能是女J|生相对于男性更细腻更具同

情心，有过自杀未遂史和自杀暴露史的学生，更能理

解自杀者当时的心理状况，故而对自杀行为或是自

杀者更加接纳。

有宗教信仰的学生更倾向于接纳自杀行为或自

杀者，这与李献云等研究结果一致随]，但一些国外研

究却发现宗教信仰较坚定者更加反对自杀行为n“。

我国文化体系趋于保守，对个体的个性和行为约束

性较大，对非常态社会行为的容忍性较低。zhang

等n41学者研究认为，“由性别平均主义和儒家性别歧

视的社会价值观之间冲突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与农

村女青年的自杀也有着明显相关性。”所以，同样作

为少数群体的宗教信仰者，对自杀未遂或自杀行为

的态度似乎更趋于包容。因此在学生教育以及大众

道德伦理教化方面，应加强对少数群体包容性、事物

多样性以及人平等性等方面教育。另外，将群体社

会学、历史文化思想等因素加入到自杀的宣传干预

策略中，可能会有一定帮助作用。

2．自杀未遂史：有自杀未遂史的大学生更多倾

向于认为自杀是不可预防、不可自我控制的，这可能

与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障碍有关。我国死亡登记资

表4重庆市9808名高校学生自杀暴露史与自杀未遂史分组中各分量表得分(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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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研究结果显示，自杀者中近30％有精神疾病史n 5|，

本调查发现有自杀行为的学生曾向医院求助的比例

仅为2．36％，有67．46％者从未向任何人求助，且不排

除自杀未遂者在调查期间处于抑郁等状态。一些研

究支持消极推理方式可作为青少年抑郁症状发展的

推测指标n6t171，因此精神疾病影响自杀未遂者对自

杀的态度不可忽视。自杀未遂者更倾向于认为自杀

能改变他人行为。Hee[1引认为自杀者存在一定的认

知缺陷，如极端思维、认知僵化、问题解决不良等。

本次调查也发现，80％的自杀未遂者报告采取自杀

行为的原因是“内心痛苦”，将自杀视为一种手段，用

以改变他人，从而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可见自杀

者对自杀行为的选择似存有“逻辑”。但显然，如学

校教师或心理危机干预人员从认知方面着手改善自

杀未遂者可能存在的思维盲区，也许能对其再次出

现自杀行为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3．自杀暴露史：调查发现，有自杀暴露史的学生

倾向于否定预防自杀的难度。分析原因，可能是由

于他们所熟识的人有自杀行为，从而获得更多自杀

相关知识，故对自杀的预防抱有更积极乐观的态

度。在我国，包括许多非精神科医生认为，谈论自杀

可增加自杀者自杀风险，担心在公开场合宣传自杀

相关知识会误导人们增加自杀行为。Keith等n州研

究结果持否定，表明白杀不会因论及而增加或减

少。有自杀暴露史的大学生，对其周围有过或即将

采取自杀行为的同龄人而言，恰恰是良好的保护性

因素。因此应在学生生存教育、心理教育中适当增

加讲授自杀相关知识，可减少歧视，增加社会支持。

4．结论：本文存在局限性。首先未能进行多重

分析以评估自杀态度的独立相关因素；其次分析中

未加入自杀未遂史与自杀暴露史的时间因素；第三，

自杀的暴露史主要是了解家族和熟人中有否自杀

者，而未涉及网络传播等方面，因此需更深入探讨。

总之，本研究表明大学生对自杀倾向于中立态度，无

宗教信仰、无自杀未遂及自杀暴露史的男生倾向于

认为自杀可以自我控制，有宗教信仰、有自杀暴露史

及自杀未遂史的女生对自杀更包容理解。建议应根

据实施主体以及受众的年龄、性别、经济社会地位、

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精神疾病史以及自杀未遂史等

特点，制定系统而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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