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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童年创伤经历量表、心理痛苦等量表及自编开放式问题调查中学生自杀危机的现

状，并探究导致中学生自杀危机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选择重庆市内的12～18岁的初、高中在读学生参与调

查，共回收有效问卷876份，运用SPSS，NVivo进行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结果发现：（1）中学生的抑郁、

绝望程度与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显著相关，而心理创伤仅仅与自杀意念显著相关，与自杀计划无显著相关；

（2）自杀意念与抑郁、心理痛苦、绝望和自杀行为相关；（3）自杀意念在抑郁情绪、心理痛苦、心理创

伤、绝望以及年级、父母是否离异，是否为留守儿童上差异显著；（4）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校园霸凌、性、

亲密关系危机、伤病是中学生自认为会导致自杀行为的重要因素。总之，自杀危机在中学生群体中的现状不

容乐观，影响中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行为的心理因素不尽相同，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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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学者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和研究不断增多，已有不少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究了青少年自杀

危机的影响因素。我们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文献认为影响中学生自杀危机的主要社会

心理因素有如下 7 大方面：（1）抑郁。国内外研究一致表明抑郁是青少年自杀的重要影响因素［9，8］； 

（2）人口学变量。如父母是否离异、留守经历［10］、家庭变故［11］、与父母的交流质量［12］；（3）绝望和痛苦。

杨晶杰、谢斌等人［13］的研究表明痛苦和绝望与自杀危机相关；（4）童年创伤与虐待经历。国内外研

究均发现儿童躯体虐待和性虐待及严重的创伤体验均与成年期的自杀有关［14］；（5）自杀意念。国内

外研究均表明自杀意念能够准确地预警青少年自杀危机［15］，且目前学术界公认的自杀未遂的青少年再



中学生自杀危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2022 年 9 月
第 4 卷第 9 期 ·98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409117

次自杀的概率非常大［16］。但浙江省某地将自杀意念作为心理危机高危学生的主要指标，筛查出 200 多

名有明显自杀意念的学生，但 2015 年发生的多起自杀事件中却没有一名学生是被筛查出的。这起事件

值得我们思考：自杀意念不能全面地作为自杀危机的预警指标，这表明现在自杀危机的指标有待完善； 

（6）自我觉察。适度的自我觉察有利于身心健康，但是研究表明过度的自我觉察却是抑郁症神经症等心

理障碍产生的根本原因［17］；（7）压力。有研究表明，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容易走向极端，发生自杀危机［18］。

综上可见，影响中学生心理危机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为深入了解当下我国中学生自杀心理危机的现

状与影响因素，本研究将开展如下两项研究，研究 1：用问卷调查法了解中学生自杀危机的现状及其与自杀

意念、自杀行为、自杀计划的关系；研究 2：利用质性研究法进一步探索影响中学生自杀危机的社会心理因素。

2  研究 1：中学生自杀危机现状调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1  研究方法

2.1.1  研究工具

（1）抑郁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SDS）（W.K.Zung，1965）。该量表含有 20 个题项采用四点计分，10 个反向计分题目，

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明显。抑郁自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5。

（2）童年创伤经历量表

张艳卿编制的中国版童年创伤经历评定量表［19］。该量表包括六个维度：情绪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

情绪忽视，躯体忽视和不良家庭环境，共有 36 个条目，每个采用 5 级评分。总量表与六个维度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在 0.68 ～ 0.88 之间。量表得分较高，表示经历的创伤较多。

（3）心理痛苦量表

采用霍尔顿等人（Holden et al.，2001）编制的心理痛苦量表（The Psych Ache Scale）。该量表共 13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的方式，总分越高表示心理痛苦程度越大，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5。

（4）Beck 自杀意念量表

采用李献云等人 2011 年翻译修订的中译本［20］。该量表用来评估被试对生命和死亡的想法、自杀意

念的严重程度及自杀行为的危险程度三个方面。量表共 19 个条目，采用 3 级计分方式，分值分别为 0 ～ 2。

被试得分越高，代表其自杀意念越强。

2.1.2  研究对象

在重庆市内的中学中间共发放 9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76 份，其中男生 363，占 41.89%，女生 509 人，

占 58.11%。调查对象为初二到高三的在读中学生。

2.1.3  研究实施过程

本次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由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介绍本次研究的目的和指导语，由学生独立完

成问卷，每份问卷需要 30 分钟左右的时间完成。

2.2  结果

采用 SPSS 18 进行统计分析，项目应答率为 85% 以上者视为有效问卷。将所有问卷汇总处理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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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 自杀意念量表中第四（您主动尝试自杀的愿望程度如何？）和第五选项（您希望外力结束自己的生

命，即有“被动自杀愿望”的程度如何？）选择不是“没有”选项的被调查者视为有自杀意念。在本次

研究中中学生的自杀意念检出 391 人，占 44.63%。其中制定自杀计划 58 人（男生 12 人，女生 12 人），

占 2.7%；实施过自杀行为的 114 人（男生 38 人，女生 76 人），占 13.0%。在本次研究中将这两类认定

为有自杀行为的中学生，共 124 人，占 14.16%。中学生自杀行为的现状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基本情况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suicidal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变量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有自杀行为 百分比 χ2 p

性别
男 363 41.6% 43 11.8%

3.082 0.214
女 509 58.3% 81 15.9%

独生子女
是 330 38.6% 47 14.2%

0.029 0.864
否 525 61.4% 77 14.7%

留守儿童
是 385 43.9% 51 13.2%

6.401 0.041
否 484 55.3% 70 14.5%

年级

8 58 6.6% 9 15.5%

12.585 0.013
9 117 13.4% 28 23.9%

10 510 58.2% 63 12.4%
11 104 11.9% 10 9.6%
12 84 9.6% 13 15.5%

父母离异

是，随母亲 58 6.6% 7 12.1%

20.529 0.000
是，随父亲 44 5.0% 13 29.5%
是随其他人 8 0.9% 3 37.5%

再婚 44 5.0% 12 27.3%
否 721 82.3% 89 12.3%

2.2.1  中学生自杀危机的现状调查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中学生自杀行为与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中学生

自杀行为在是否为留守儿童上存在显著差异（χ2=6.401，p<0.05），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学生的留守经历与自杀危机现状

Figure 1 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suicide crisi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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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自杀行为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χ2=12.585，p<0.05），其中处在高一年级的青少年有自杀

行为的学生最多（占 23.9%），其次是初三年级的青少年（占 15.5%），如图 2 所示。

图 2  不同年级中学生的自杀危机情况

Figure 2 Suicidal crisi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ades

父母是否离异与中学生自杀行为存在显著差异（χ2=20.529，p<0.001），其中父母离异后跟随其他

人生活的青少年出现自杀行为最多（占 37.5%），其次是父母离婚后跟随父亲生活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

自杀行为（39.5%），父母没有离婚（占 12.1%）和父母离婚后跟随母亲生活（12.3%）自杀行为报告率

最低。

2.2.2  抑郁与中学生自杀行为

以抑郁作为自变量，自杀意念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如表 2 所示，把抑郁程度分为个四等级：40 分

以下为“无”；40 ～ 48 分定义为“轻”；48 ～ 56 分定义为“中”；56 分以上定义为“重”。结果发现：

抑郁的四个程度在自杀意念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抑郁与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variance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behavior

N M SD F p
无 397 0.063 0.243

20.951 0.000
轻度 177 0.119 0.324
中度 128 0.211 0.410
重度 174 0.293 0.457

2.2.3  心理痛苦与中学生自杀行为

以心理痛苦作为自变量，自杀意念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如表 3 所示，把心理痛苦的程度分为

个四等级：37 分以下为“无”；37 ～ 45 分定义为“轻”；45 ～ 53 分定义为“中”；53 分以上定义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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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心理痛苦的四个程度在自杀意念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 3  心理痛苦与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le 3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uicidal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N M SD F p
无 782 0.074 0.261

45.503 0.000
轻度 73 0.193 0.396
中度 17 0.268 0.447
重度 4 0.488 0.503

2.2.4  心理创伤与中学生自杀行为

为探究自杀行为与心理创伤的关系，如表 4 所示，本次研究中把心理创伤作为自变量，自杀意念作

为因变量，把心理创伤程度分为个四等级：70 分以下为“无”；71 ～ 84 分定义为“轻”；85 ～ 98 分

定义为“中”；99 分以上定义为“重”。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创伤的四个程度在自杀意念维度上存在

显著差异。

表 4  心理创伤与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le 4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suicidal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N M SD F p
无 426 1.775 0.418

81.233 0.000
轻度 356 1.407 0.492
中度 82 1.098 0.299
重度 12 1.467 0.112

2.2.5  绝望与中学生自杀行为

为探究自杀行为与绝望的关系，如表 5 所示，以绝望为自变量，自杀意念为因变量，把绝望程度分

为个四等级：52 分以下为“无”；53 ～ 63 分定义为“轻”；64 ～ 74 分定义为“中”；75 分以上定义为“重”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绝望的四个程度在自杀意念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事后比较结果表明绝望等

级越高，自杀意念越高。

表 5  绝望与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le 5 Despair and suicidal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N M SD F p
无 642 0.078 0.268

42.169 0.000
轻度 125 0.216 0.413
中度 61 0.344 0.479
重度 48 0.542 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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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自杀意念二元 Logistic 分析

将自杀意念作为因变量，如表 6 所示，以年级、留守儿童、离异、抑郁情绪、心理痛苦、心

理创伤和绝望为自变量建立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变量的采纳标准为 p<0.05，排除 p>0.10 的

变量。

表 6  中学生自杀意念 Logistic 相关分析

Table 6 Logistic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变量 B SE Waldχ2 OR（95%CI）
是否为留守儿童（以否为例） 是 -0.086 0.169 0.256 0.981（0.659 ～ 1.279）

年级（以初二年级为例）

初三 -0.324 0.388 0.698 0.723（0.338 ～ 1.547）
高一 -0.749 0.338 4.927 0.473（0.244 ～ 0.916）
高二 -0.653 0.397 2.71 0.52（0.239 ～ 1.133）*

高三 -0.224 0.409 0.301 0.799（0.359 ～ 1.78）

父母是否离异（以否为例）

是，随父亲 0.398 0.392 1.032 1.488（0.691 ～ 3.206）
是，随其他人 0.156 0.996 0.025 1.169（0.166 ～ 8.24）

再婚 -0.241 0.398 0.365 0.786（0.36 ～ 1.716）
是，随母亲 -0.222 0.339 0.431 0.801（0.412 ～ 1.555）

抑郁（以无为例）
轻度 0.953 0.211 20.329 2.594（1.714 ～ 3.926）***

中度 1.023 0.261 15.375 2.782（1.668 ～ 4.64）***

重度 1.206 0.31 15.153 3.339（1.82 ～ 6.128）***

心理痛苦（以无为例）
轻度 0.462 0.35 1.748 1.588（0.8 ～ 3.152）
中度 0.218 0.545 0.159 1.243（0.427 ～ 3.618）
重度 1.368 1.175 1.356 3.929（0.393 ～ 39.316）

心理创伤（以无为例）
轻度 1.372 0.462 8.828 3.945（1.595 ～ 9.754）**

中度 1.377 1.126 1.495 3.961（0.436 ～ 35.975）
重度 -0.89 1.451 0.376 0.411（0.024 ～ 7.055）

绝望（以无为例）
轻度 1.323 0.274 23.377 3.756（2.197 ～ 6.422）***

中度 1.937 0.549 12.459 6.939（2.367 ～ 20.344）***

重度 1.566 0.825 3.600 4.787（0.95 ～ 24.131）

注：*p<0.05，**p<0.01，***p<0.001。

结果显示高二学生的自杀意念危险程度相比参照组下降 48%（95%CI=0.239 ～ 1.133）；轻度、

中 度、 重 度 抑 郁 的 自 杀 意 念 危 险 程 度 分 别 是 参 照 组 的 2.594 倍（95%CI=1.714 ～ 3.926）、2.782 倍

（95%CI=1.668 ～ 4.64）、3.339 倍（95%CI=1.82 ～ 6.128）；轻度和重度自我觉察的自杀意念危险程度

是参照组的 1.561 倍（95%CI=1.046 ～ 2.33）和 1.983 倍（95%CI=1.066 ～ 3.69）；轻度心理创伤的自杀

意念危险程度是参照组的 3.945 倍（95%CI=1.595 ～ 9.754）；轻度、中度绝望的自杀意念危险程度是参

照组的 3.756 倍（95%CI2.197 ～ 6.422）和 6.939 倍（95%CI=2.367 ～ 20.344）。

2.2.7  自杀计划二元 Logistic 分析

以自杀计划为因变量，如表 7 所示，年级、留守儿童、离异、抑郁情绪、心理痛苦、心理创伤、绝

望为自变量建立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变量的采纳标准为 p<0.05，排除 p>0.10 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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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学生自杀计划 Logistic 相关分析

Table 7 Logistic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uicide pla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变量 B SE Waldχ2 OR（95%CI）
是否为留守儿童（以否为例） 是 0.026 0.184 0.021 1.027（0.716 ～ 1.472）

年级（以初二年级为例）

初三 -0.158 0.413 0.147 0.854（0.380 ～ 1.919）
高一 -0.608 0.365 2.779 0.544（0.266 ～ 1.113）
高二 -0.383 0.426 0.811 0.682（0.296 ～ 1.570）
高三 -0.932 0.461 4.084 0.394（0.16 ～ 0.972）

父母是否离异（以否为例）

是，随父亲 0.499 0.401 1.553 1.648（0.751 ～ 3.614）
是，随其他人 -0.314 0.899 0.122 0.73（0.125 ～ 4.255）

再婚 -0.332 0.418 0.629 0.718（0.316 ～ 1.629）
是，随母亲 -0.503 0.371 1.832 0.605（0.292 ～ 1.253）

抑郁（以无为例）
轻度 0.901 0.242 13.89 2.461（1.533 ～ 3.951）***

中度 1.006 0.28 12.933 2.733（1.580 ～ 4.728）***

重度 1.144 0.315 13.217 3.140（1.649 ～ 5.818）***

心理痛苦（以无为例）
轻度 0.561 0.31 3.264 1.752（0.854 ～ 3.218）
中度 0.411 0.463 0.788 1.508（0.609 ～ 3.738）
重度 0.546 0.735 0.553 1.727（0.409 ～ 7.287）

心理创伤（以无为例）
轻度 0.351 0.345 1.035 1.421（0.722 ～ 2.794）
中度 0.15 0.696 0.047 1.162（0.297 ～ 4.546）
重度 -0.7 1.348 0.27 0.497（0.035 ～ 6.978）

绝望（以无为例）
轻度 1.176 0.256 1.176 3.240（1.963 ～ 5.348）***

中度 1.99 0.427 1.99 7.315（3.166 ～ 16.901）***

重度 2.459 0.694 2.459 11.695（3.00 ～ 45.588）***

注：*p<0.05，**p<0.01，***p<0.001。

结果显示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的自杀计划危险程度是参照组的 2.461 倍（95%CI=1.533 ～ 3.951）

和 2.733 倍（95%CI=1.58 ～ 4.728） 和 3.14 倍（1.649 ～ 5.818）； 轻 度 自 我 觉 察 的 危 险 程 度 是 参 照

组的 1.894 倍（95%CI=1.217 ～ 2.947）；轻度、中度、重度绝望的危险程度分别是参照组的 3.24 倍

（95%CI=1.963 ～ 5.348）、7.315 倍（95%CI=3.166 ～ 16.901）、11.695 倍（95%CI=3.00 ～ 45.588）。

2.2.8  自杀行为二元 Logistic 分析

以自杀行为为因变量，如表 8 所示，以年级、留守儿童、离异、抑郁情绪、心理痛苦、心理创伤、

绝望为自变量建立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变量的采纳标准为 p<0.05，排除 p>0.10 的变量。

表 8  中学生自杀行为 Logistic 相关分析

Table 8 Logistic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uicidal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变量 B SE Waldχ2 OR（95%CI）
是否为留守儿童（以否为例） 是 -0.311 0.233 1.785 0.732（0.464 ～ 1.157）

年级（以初二年级为例）

初三 0.201 0.493 0.167 1.223（0.466 ～ 3.210）
高一 -0.571 0.446 1.638 0.565（0.235 ～ 1.355）
高二 -0.831 0.558 2.217 0.436（0.146 ～ 1.301）
高三 -0.213 0.536 0.158 0.808（0.283 ～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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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B SE Waldχ2 OR（95%CI）

父母是否离异（以否为例）

是，随父亲 0.737 0.428 2.967 2.089（0.903 ～ 4.832）
是，随其他人 0.498 0.961 0.269 1.646（0.250 ～ 10.819）

再婚 0.761 0.417 3.338 2.140（0.946 ～ 4.842）
是，随母亲 -0.304 0.468 0.422 0.738（0.295 ～ 1.846）

抑郁（以无为例）
轻度 0.777 0.317 5.99 2.174（1.167 ～ 4.049）*

中度 0.193 0.404 0.227 1.212（0.549 ～ 2.677）
重度 0.080 0.439 0.034 1.084（0.458 ～ 2.562）

心理痛苦（以无为例）
轻度 0.707 0.364 3.785 2.029（0.955 ～ 4.137）
中度 1.233 0.474 6.752 3.430（1.354 ～ 8.691）**

重度 1.699 0.647 6.898 5.47（1.539 ～ 19.444）**

心理创伤（以无为例）
轻度 0.528 0.344 2.358 1.696（0.864 ～ 3.328）
中度 0.934 0.649 2.075 2.546（0.714 ～ 9.076）
重度 2.793 1.605 3.03 16.337（0.703 ～ 379.46）

绝望（以无为例）
轻度 0.868 0.333 6.801 2.382（1.241 ～ 4.573）**

中度 1.053 0.455 5.37 2.868（1.176 ～ 6.990）*

重度 1.267 0.601 4.44 3.549（1.092 ～ 11.527）*

注：*p<0.05，**p<0.01，***p<0.001。

结 果 显 示 轻 度 抑 郁 的 自 杀 计 划 危 险 程 度 是 参 照 组 的 2.174 倍（95%CI=1.167 ～ 4.049）； 中

度、 重 度 心 理 痛 苦 的 自 杀 计 划 危 险 程 度 是 参 照 组 的 3.430 倍（95%CI=1.354 ～ 8.691） 和 5.47 倍

（95%CI=1.539 ～ 19.444）；轻度、中度、重度绝望的自杀计划危险程度分别是参照组的 2.382 倍

（95%CI=1.241 ～ 4.573）和 2.868 倍（95%CI=1.176 ～ 6.990）和 3.549 倍（95%CI=1.092 ～ 11.527）。

2.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有自杀行为的检出率分别为 44.63%、2.7%、

13.0%。除了自杀计划的检出率低于 2014 年［21］的结果以外，有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中学生均高于

2014 年。本次研究的调查结果存在与已有研究不一致的地方［22，23］，如发现自杀行为与性别的差异并不

显著，与年龄不成正相关，而初三学生自杀行为的检出率最高。这可能与当前的双减政策、职普分流等

教育政策有关。本研究也有很多新的发现，如本研究结果进一步发现父母离异后跟随除父母以外的其他

人一起生活的青少年自杀行为检出率最高。抑郁程度与自杀意念，自杀行为、自杀计划高度相关。关于

自杀的研究中绝望维度都对自杀行为有着正向的预测［25］。心理痛苦与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行为

相关性高。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需要通过访谈等方式才能加以识别和补充。为此，

我们开展了研究 2：中学生自杀危机影响因素的质性分析。

3  研究 2：中学生自杀危机影响因素的质性分析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 1 的调查问卷之后增设了 1 道开放性问题“你认为发生哪些极端事件，可能会导致你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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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无法承受，心理崩溃？”以搜集中学生自认为的导致心理危机的事件与原因。

被试同研究 1。

采用 NVivo11 对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首先将所有数据录入整理到 Microsoft Word，再转录到

NVivo11 软件中，反复阅读，对其进行归纳和整理。

3.2  资料编码过程

基于扎根理论对 NVivo11 中的内容进行三级编码：核心式编码、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在开放

式编码阶段：对收集到的样本进行逐一阅读，使用样本中的关键词作为节点名称，在对所有样本进行编

码后，再将核心编码继续细分。其中校园霸凌指言语霸凌，老师对学生的贬低，人际关系霸凌等；亲密

关系危机包含父母关系危机，兄弟姐妹关系危机，朋友关系危机等；伤病包含心理疾病，生理疾病、残

疾等；性包含强迫性行为、自发性行为。最后将开放式编码中的各个节点之间建立起联系进一步探究校

园霸凌与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伤痛与校园霸凌之间的联系与作用。建立四个核心编码：校园霸凌、亲密

关系危机、伤病，性。

3.3  访谈结果

通过对样本进行词频分析，得到了如下图所示的词云，其中“父母”“校园”“暴力”成为频率最

高的三项。

图 3  访谈结果词云图

Figure 3 Word cloud of interview results

3.3.1  校园霸凌

分析发现，中学生普遍认为遭受过校园霸凌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自杀危机，而他们认为的校园霸凌主

要表现在人际关系方面。样本 1 认为导致自杀危机的原因可能是“在学校没有人关心在乎，感觉被孤立，

成绩不好，没有依赖”，以及样本 2 认为导致自杀危机的原因可能是“老师在课上当着大家的面惩罚学生、

叫学生出教室，或者公然骂学生”，可以认为在学校里教师对学生教管方式的不合适也容易导致中学生

的自杀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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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校园霸凌节点数

Table 9 Number of bullying nodes

校园霸凌类型 节点数量 节点内容（节选）
来自教师的伤害 73 老师的误解，当着大家的面对学生进行指责批评，老师的针对

言语霸凌 87 舆论；言语暴力，被骂得一文不值
身体霸凌 122 同学欺辱，性侵犯

人际关系霸凌 57 被同学和老师孤立、针对、排挤
学习成绩 76 付出努力去学习但是成绩并不理想，被家长老师误解，给自己更大的压力

3.3.2  亲密关系危机

在本次研究中归纳整理后发现 40.12% 的中学生认为当亲密关系出现危机时更容易导致自杀危机。

在本研究中多数中学生在开放式问卷中提到导致自杀危机的原因包括“家庭暴力”“亲人（意外）去世”“父

母的不理解和斥责，讨厌我叫我去死，后悔生下我”“父母之间关系不和睦，父亲会打妈妈”“没考到

好的成绩父母会失望”“朋友的背叛”，从这些答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亲密关系的危机也会导致中学生

的自杀危机。这也可以从同伴侵害类型节点数，如表 10 所示。

表 10  亲密关系危机节点数

Table 10 The number of nodes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 crisis

亲密关系危机类型 节点数量 节点内容（节选）
家庭的重大变故 86 至亲或最信赖的人突然死亡
亲密关系不和谐 65 最好的朋友，亲人的欺骗

家庭暴力 101 父亲打妈妈，也会打我，骂我们

3.3.3  伤病

伤病在这里指的是突发事件导致的残疾和心理疾病。许多的学生因为自己本身有心理疾病，担心其

他人不能理解自己的疾病，很担心害怕自己的问题被发现、被曝光，而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加之本身

也有心理疾病的存在，较之健康的青少年更容易有过激的行为。

3.3.4  性问题

在样本数据中学生们普遍认为“被迫发生性行为”“性行为后留下不愉快的体验”“亲密的人被性

侵犯”都会导致出现自杀危机。

3.4  讨论

质性分析结果发现：中学生认为同学之间的人际危机，校园中存在的口头上或行为上的暴力、父母

关系是否和睦，家庭相处是否和谐，朋友的忠诚与否、身体残疾、心理疾病、不恰当性行为或性经历都

是影响中学生自杀危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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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讨论

研究 1 结果显示中学生的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行为与学习压力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这与以

往的研究有所不同［14］。但本研究发现，父母离异后跟随母亲生活的中学生自杀行为与父母关系没有破

裂的中学生自杀行为差异不显著，这与以往的只要父母离异，自杀行为就会增加的说法不同。因为以往

的研究中针对父母离异的问题只有“是”和“否”两个回答，没有细化的深入研究。而本次得到的父母

离异后跟随母亲生活的中学生自杀行为与父母没有离异的中学生自杀行为差异不显著的结论，这可能是

因为父母离异后，由母亲带着子女离开了原本矛盾和冲突的家庭环境，而母亲会用更多的耐心和时间安

抚离异危机中的子女，让子女顺利度过这一阶段。

在研究 1 中我们还发现影响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行为的心理因素不尽相同。创伤是导致自杀

意念的高危因素，而心理痛苦是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中学生的抑郁、心理创伤、绝望程度与自杀意念

相关；抑郁、绝望程度与自杀计划相关；抑郁、心理痛苦、绝望与自杀行为相关；抑郁情绪、心理痛苦、

心理创伤、绝望及人口学变量年级、父母是否离异，是否为留守儿童在自杀行为上差异显著；通过质性

分析得到中学生认为会导致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因素：校园霸凌，即老师、同学、学习在学校对学生的伤害；

性；亲密关系危机，即父母、朋友、家庭的危机；伤病，即身体上或者心理上的伤害。在今后的中学生

自杀危机问卷的编制中应该注意将抑郁、心理痛苦、绝望、压力作为自杀危机的重要维度，同时需要考

虑校园霸凌、性、亲密关系、伤病这类青少年重视的话题。心理工作者在青少年自杀危机的识别和干预

的过程中也可以将抑郁、心理痛苦、绝望、压力、校园霸凌、性、亲密关系、伤病作为重要的指标。

5  结论

（1）当前青少年自杀风险处于较高水平，且初三年级学生的自杀风险高于其他年级；

（2）父母离异家庭中的青少年和留守青少年的自杀行为检出率高于未离异和非留守家庭的中学生；

（3）影响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行为的心理因素不尽相同。自杀意念在抑郁情绪、心理痛苦、

心理创伤、绝望维度上差异显著；

（4）校园霸凌、性、亲密关系、伤病也是影响中学生自杀危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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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icide Crisi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Xiao Qianguo1 Zhang Zheya2 Wang Ting1 Wu Xico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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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years, suicid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which has 
attracted broad attention. In this study, depression self-assessment scale, childhood trauma experience 
scale, psychological pain scale and open-ended question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uicide crisis, and to explore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leading to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uicide crisis. A total of 87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ged 12~18 in Chongqing. SPSS and NVivo were used for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and despai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e ideation and suicide plan, while psychological trauma 
was onl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e ideation, but not with suicide plan; (2) Suicidal ideation 
is related to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pain, despair and suicidal behavior; (3) Suicide ideation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psychological pain, psychological trauma, despair, grade, whether 
parents are divorced, and whether they are left behind children; (4)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campus bullying, sex, intimacy crisis and injury we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ought would lead to suicidal behavior. In shor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icide crisi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not optimistic.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affe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uicide 
ideation, suicide plan and suicide behavior are different,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Suicide crisis; Suicidal ideation; Depression; School bully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