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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乐对高中生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适应性幽默与非适应性幽默风格的二维作用

岳晓东  袁珍珍  徐燕宁  向美琳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

摘  要｜玩乐与幽默是积极心理学新兴主题，高中生心理健康也需要积极引导，三者关系值得深入探究。本研究以问

卷调查方式对358名高一、高二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1）女生比男生存在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高二年级

高于高一年级；（2）玩乐与心理问题负相关，其寻乐动机维度与精神问题各维度均负向显著；（3）幽默作

为玩乐的外显表示，心理健康与适应性幽默呈正相关，与非适应性幽默呈负相关。本研究展现了青少年心理

问题的发展趋势，玩乐的促进作用，并印证了幽默适应性和非适应性的差异作用，为引导高中生心理健康提

供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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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学时期是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家庭教育弱化、网络的普及、

学习和升学压力日趋增加给青少年的心理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因此探究高中生群体的心理健康

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民心理健康调查报告 2020》的报告，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内部心理过程和谐一致

与外部环境适应良好的稳定的心理状态［2］。现在，国家出台了“双减”政策，为培养身心健康、全面

发展的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3］。这样的背景下，在高中生中开展玩乐、幽默风格与心理健康的

研究，探讨影响高中生心理健康的玩乐因素，为青少年快乐成长提供更多的可能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玩乐（Playfulness）是积极心理领域中新兴概念，是指以一种方式来建构或重构情境，从而为自己

或为他人提供娱乐、幽默或消遣、享受等的倾向，玩乐对人心理健康具有多方面积极意义［4，5］。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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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玩乐特质水平高的个体是有趣、幽默、活跃、爱冒险、愉快的［4］，倾向于用不严肃的方式建构情境，

能够为自己和他人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4，6］。玩乐也可以作为一种压力应对策略，降低感受到的压力强度，

提高个体适应能力，有助于心理健康［7，8］。玩乐可用来预测个人的创造力［9］。综上所述，玩乐在人格、

应对方式与创造性上都具有积极作用。

虽然玩乐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但目前在国内对玩乐群体的研究多集中于儿童与成人领域，学生群体

内玩乐相关研究少。这和教育固有观念中认为学生玩乐就是浪费时间、玩物丧志等有关，国内青少年较

多克制自己的玩兴，休闲与玩乐活动均较少［10］。因此，结合玩乐的积极作用，研究在高中生群体中开展，

以此探究玩乐对心理健康的正向作用。

幽默（Humor）是玩乐的一种主要外在体现［11］。研究发现，幽默是玩乐的重要预测因素及强有力

的结果［12］。也就是说，高玩乐性的成年人被发现是幽默的、外向的和快乐的［4］。但幽默本身具有适应

性幽默与非适应性幽默二维性之分（Adaptive Humor Styles and Maladaptive Humor Styles），即并非所有的

幽默都对身心健康有益。在不同的地区，幽默表现出来的作用也不是一致的，对港澳和广州大学生的幽

默性进行研究，相较于集体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条件下幽默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更高［13］。有研究

指出具有敌意和否定现实的挖苦讽刺、黑色幽默、病态笑话的健康性令人怀疑［14］。幽默作为玩乐的重

要外显表现，其本身二维影响值得深入探究，尤其是在高中生群体中，探究幽默风格在群体中的差异与

对心理健康的关系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玩乐对身体和心理健康很重要，具有许多益处，但玩乐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很

多探讨的空间［4，6］，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研究阶段。幽默是玩乐的重要预测因素及强有力的结果，但是对

于玩乐与幽默之间的关系却还不够清晰，如玩乐特质与幽默风格之间的关系缺乏明确的实证探讨，因此

有必要在玩乐特质与幽默行为之间进行进一步研究。同时由于中国人的保守、传统、集体主义等思想，

对于玩乐和幽默的研究不多，在青少年群体中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13］。那么加强玩乐和幽默在我国青

少年中的研究可以探讨出更多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可操作方案和路径。

据此，本研究以积极心理学为取向，探讨高中生群体中，幽默、玩乐与心理健康的现状与群体差异，

并探讨三者关系，为后续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提供思路。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北京市朝阳区某中学，针对高一采取整体方便取样的方法，针对高二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

方法，共选取 420 名高中生作为被试，开展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数为 358 份，其中男生 186 份，占

比 52%，女生 172 份，占比 48%；高中一年级 243 份，占比 68%，高中二年级 115 份，占比 32%。

2.2  研究工具

2.2.1  玩乐特质量表

玩乐特质量表（Adult Playfulness Trait Scale）。该量表由沈向友、盖瑞锲克和哈利津恩（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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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k，and Zinn，2014）编制，用于评估个体的玩乐特质。包含 19 个条目，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从 1

（“完全不符合”）至 7（“完全符合”）。问卷由 3 个分量表组成，分别是寻乐动机（Fun-seeking 

Motivation）、不受拘束（Unhibitedness）、自发性（Spontaneity）3 个分量表。其中寻乐信念、主动寻乐

和反应性凑乐 3 个维度组成了寻乐动机。本研究中该量表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

2.2.2  幽默风格问卷
幽默风格量表（humor style questionnaire，HSQ）由马丁（Martin）、多里斯（Puhlik-Doris）和格雷

（Gray）等人编制，我国学者陈国海修订，可用于评估青少年的幽默风格。该量表包括 4 个因子：亲和

型幽默（Affiliative Humor）、自强型幽默（Self-enhancing Humor）、攻击型幽默（Aggressive Humor）和

自贬型幽默（Self-defeating Humor）。共 32 个正反条目，采用 Likert7 点评分，从 1（“完全不符合”）

至 7（“完全符合”）。本研究中各幽默风格量表的信度较高，其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04、0.771、

0.616、0.711。

2.2.3  90 项症状清单
90 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 list-90，SCL-90）现版本由德若伽提斯（L.R.Derogatis）编制于 1973

年，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中国，最初由王征宇翻译成中文（1984），后经金华、吴文源、张明园、刘恒

和张建新等研究人员编制完善，现广泛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估。量表共 90 个条目，包括 10 个

因子：焦虑、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强迫、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用于测评感觉、

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广泛的精神病状学内容。本研究中该量

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8。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经过了本校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研究人员与北京市某中学取得联系，说明研

究目的、研究内容和施测的程序，并获得了该校的同意后，整体抽取该校高一年级 8 个班、随机

在高二年级 8 个班中抽取被试，由受过培训的主试向学生说明研究目的和填写问卷的注意事项，

现场填写并回收，完成后发放巧克力作为问卷调查的礼物。数据分析使用 IBM Spss Stitistics 26 程

序进行处理。

3  结果

3.1  高中生心理健康情况、玩乐的人口变量学差异统计

3.1.1  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

表 1 呈现了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在被试中，女生 SCL-90 自评总分显著高于男生，女生心

理健康总体水平低于男生，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女生在抑郁、焦虑、强迫、人际敏感、恐怖、躯体

化等方面的得分均高于男生，具有显著差异。在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等维度统计学差异不显著，女生

得分均值高于男生。图 1 呈现了其性别差异的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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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中生心理健康各维度的性别差异检验（N=358）

Table 1 A tes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N=358)

男生 186 女生 172
t 

M SD M SD 
抑郁 21.3 9.06 24.82 9.4 -3.524**

焦虑 15.47 6.56 17.46 6.21 -2.877**

强迫 19.11 8.23 22.17 7.51 -3.591**

人际敏感 15.44 6.56 16.93 6.41 -2.128*

恐怖 9.99 4.22 11.6 4.43 -3.438**

躯体化 16.78 6.84 18.5 6.42 -2.396*

敌对 9.95 5.18 10.65 4.41 -1.335
偏执 9.97 4.53 10.5 4.26 -1.107

精神病性 15.43 6.64 16.1 5.58 -1.021
SCL 自评总分 144.67 55.66 160.01 50.34 -2.663

注：*p<0.05，**p<0.01。

图 1  高中男生、女生 SCL-90 得分均值比较（N=358）

Figure 1 Means comparing between high school boys and girls of SCL-90 (N=358)

3.1.2  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年级差异

表 2 呈现了高中生心理健康的年级差异，高一年级总体心理健康水平高于高二年级，具有显著统计

学差异，即随着年级升高，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下降，具体而言，抑郁、焦虑、躯体化、人际敏

感、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等高二年级分数显著高于高一年级，在强迫和恐怖维度中统计学差异不显著，

高二学生得分均值高于高一年级。图 2 呈现了其年级差异的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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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中生心理健康各维度的年级差异 T检验（N=358）

Table 2 A test of grade differences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N=358)

高一（243） 高二（115）
t

M SD M SD
焦虑 19.91 7.73 22.18 8.35 -2.433*

躯体化 17.08 6.65 18.73 6.58 -2.173*

人际敏感 15.63 6.54 17.29 6.35 -2.254*

强迫 16 6.45 17.39 6.38 -1.889
敌对 9.83 4.36 11.22 5.47 -2.354*

恐怖 10.62 4.47 11.17 4.22 -1.106
抑郁 22.11 9.13 25 9.62 -2.659**

偏执 9.61 4.21 11.42 4.49 -3.582**

精神病性 15.21 6.29 16.87 5.68 -2.437*

SCL 自评总分 146.74 53.32 163.7 52.01 -2.797**

注：*p<0.05，**p<0.01。

图 2  高一年级、高二年级的 SCL-90 得分均值比较（N=358）

Figure 2 Means comparing between the grade 1 and grade 2 of the high school of SCL-90 (N=358)

3.1.3  高中生幽默风格的性别差异

表 3 呈现了男女生在幽默风格上具有显著差异。在亲和型幽默上（t=-4.887，p<0.01），女生显著

高于男生；就自强型幽默来看（t=-2.000，p<0.05），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在攻击型幽默上（t=6.361，

p<0.01），男生显著高于女生；自贬型幽默上（t=2.711，p<0.05），男生显著高于女生。综上可知，男

生比女生更多使用非适应性幽默，而女生则更多使用适应性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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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中生幽默风格的性别差异 T检验（N=358）

Table 3 A tes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umor styles (N=358)

男生 M±SD 女生 M±SD t
亲和型幽默 37.30±7.24 41.13±7.25 -4.887**

自强型幽默 33.90±9.34 35.79±8.04 -2.000*

攻击型幽默 26.14±6.53 21.50±6.98 6.361**

自贬型幽默 25.01±8.29 22.67±7.67 2.711*

注：*p<0.05，**p<0.01。

3.2  高中生玩乐特质、幽默风格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如表 4 所示，玩乐的寻乐动机维度与心理问题各项目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玩乐的自发性维度与

强迫、敌对、偏执性、精神病性呈现显著正相关。玩乐的不受拘束维度与心理问题各项无显著统计学

关系。

表 4  高中生玩乐特质与心理障碍的相关性矩阵（N=358）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yfulness and mental health (N=358)

变量 寻乐动机 不受拘束 自发性
抑郁 -0.250** 0.037 0.094
焦虑 -0.188** 0.031 0.093
强迫 -0.182** 0.026 0.109*

恐怖 -0.158** -0.026 0.02
敌对 -0.188** 0.062 0.123*

偏执 -0.135* 0.065 0.126*

人际敏感 -0.149** 0.024 0.088
精神病性 -0.179** 0.056 0.141**

躯体化 -0.168** -0.059 0.076

注：*p<0.05，**p<0.01。

如表 5 所示，在适应性幽默风格方面，亲和型幽默与心理问题各维度均呈负相关，但是没有表现出

显著性；自强型幽默与精神疾病多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在非适应性幽默风格方面，攻击性幽默与心理问

题各维度均有正相关，偏执、敌对、躯体化维度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自贬型幽默与心理问题各维度均具

有正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5  高中生幽默风格与各心理障碍的相关性矩阵（N=358）

Table 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umor style and mental health (N=358)

变量 亲和型幽默 自强型幽默 攻击型幽默 自贬型幽默
抑郁 -0.085 -0.149** 0.029 0.285**

焦虑 -0.063 -0.121* 0.062 0.269**

强迫 -0.002 -0.052 0.013 0.238**

人际敏感 -0.061 -0.146** 0.060 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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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亲和型幽默 自强型幽默 攻击型幽默 自贬型幽默
偏执 -0.097 -0.195** 0.143** 0.295**

恐怖 -0.010 -0.148** 0.005 0.175**

精神病性 -0.064 -0.150** 0.025 0.250**

敌对 -0.093 -0.133* 0.193** 0.292**

躯体化 -0.063 -0.183** 0.125* 0.270**

注：*p<0.05，**p<0.01。

由表 6 可知，高中生适应性幽默（亲和型幽默、自强型幽默）与玩乐特质各维度均显著正相关。亲

和型幽默与寻乐动机（r=0.471，p<0.01）、不受拘束（r=0.169，p<0.01）、自发性（r=0.305，p<0.01）

显著正相关；自强型幽默与寻乐动机（r=0.36，p<0.01）、不受拘束（r=0.225，p<0.01）、自发性（r=0.156，

p<0.01）显著正相关。高中生的非适应性幽默中，攻击性幽默与寻乐动机（r=-0.171，p<0.01）显著负相

关，自贬型幽默与寻乐动机（r=-0.119，p<0.05）具有一定程度的显著负相关。

表 6  高中生玩乐特质与幽默风格相关性矩阵（N=358）

Table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yfulness and humor style (N=358)

2 寻乐动机 3 不受拘束 4 自发性
亲和型幽默 0.471** 0.169** 0.305**

自强型幽默 0.360** 0.225** 0.156**

攻击型幽默 -0.171** -0.028 -0.056
自贬型幽默 -0.119* 0.077 0.051

注：*p<0.05，**p<0.01。

4  讨论

4.1  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特点

首先，本研究表明，高中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愈发严重。在性别差异上，女生在更高程度上反映

出了抑郁、焦虑、强迫、人际敏感、恐怖、躯体化等心理问题，女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这与一些研

究者对于中学生的心理状况性别差异的情况一致［15］。这大概是因为一方面女生对于外界情感更为敏感，

容易自卑，压力应对能力不够，另一方面女生在高中的成长阶段，比男生更早思考未来和自身，也给自

身带来更多压力［16］，同时女生被要求更加内敛，安静、拘束，做乖乖女，对于玩乐特质的压抑更明显。

且根据相关研究，由于男生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高于女生［17］，男生更愿意尝试挑战性的活动等各种原因，

女生可能在面对同样的学业压力的情况下，调节自我和掌控自我的能力不如男生，从而导致心理健康的

水平不同。

在年级差异上，高一年级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高二年级，这与以往研究一致，如《中国国民心理健

康发展报告 2019—2020》调查发现，随着年级升高，抑郁检出率增加［2］。这大概是因为高考作为我们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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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的最大指挥棒，很多高中生在高中三年都是拼命努力的阶段，高一刚入校园的新鲜感，在高二

被沉重学业所代替，迎面而来的高考，每月一次的月考竞争，让高中二年级的青少年越发收敛自身的玩

乐动机，一贯地认为只有苦学才有可能赢得竞争，因此导致心理问题出现的概率增大。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次被试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分高于 2022 年河南省青少年群体常模均值得

分［18］，这和被试区域相关，同时本研究问卷的收集时间处于新冠疫情影响背景下，对比以往的研究发

现疫情这一特定事件也大幅提升常模得分［19］。

4.2  高中生玩乐特质相关性特点

高中生的玩乐特质与心理问题各维度负相关，与 SCL-90 所代表的抑郁、焦虑、强迫、人际敏感、

躯体化、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多项心理障碍呈显著的负相关，其中寻乐动机层次与精神障碍

各维度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高中生的玩乐动机越强，其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而玩乐的不受拘

束性则与抑郁、强迫等多维度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可能是被我们国家保守、严格的集体文化特征

所影响；自发性与强迫、敌对、偏执性、精神病性呈现出轻度正相关，可能正是由于自发性与我国推崇

的内敛性特征相反。

高中生玩乐特质呈现二维差异，一方面，玩乐与适应性幽默显著正相关，寻乐动机、不受拘束及自

发性每个维度都与亲和型、自强型幽默风格正相关。另一方面，玩乐特质与非适应性幽默也表现出负相关，

寻乐动机与攻击型幽默和自贬型幽默显著负相关。

4.3  高中生幽默风格特点

在差异分析中，高中生群体的幽默风格可以明显区分出适应性与非适应性维度。且在幽默风格的使

用上，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即高中女生较多使用适应性幽默（亲和型、自强型），男生则更多使用非

适应性的幽默（攻击型、自贬型），这一研究结果与此前岳晓东在港穗大学生中的幽默风格使用的研究

结果高度一致［5］。

4.3.1  适应性幽默风格

高中生的自强型幽默风格表现为“自我肯定”，与强迫、抑郁、人际敏感、强迫、躯体化、敌对、

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显著负相关，越倾向于使用自强型幽默风格的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这种

个体的自强自信，对于自我的能力有掌控感，以正面角度看待生活中的挫折，把压力转为有趣的情境，

可以避免产生负面情绪。亲和型幽默表现为“与人为善”，与强迫、抑郁、人际敏感、躯体化、敌对、

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呈负相关。这与之前很多研究的结果有一些偏差，如此前对广州和我国香港的大

学生幽默风格与幸福感的研究，结果显示亲和型幽默与自强型幽默这两种适应性幽默风格都与主观幸福

感有显著的正相关［5］，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被试处于青少年阶段，而亲和型幽默宜人性和社会化的特

征在成年后才会得到更多表现。

4.3.2  非适应性幽默

攻击型幽默表现为“拿人开涮”，与躯体化、敌对、偏执显著正相关，自贬型幽默表现为“对己否定”，

与强迫、抑郁、人际敏感、躯体化、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正相关，说明越倾向于使用非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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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高中生，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本研究结果和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0］，即攻击性幽默风格与心理健

康具有显著负相关，身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敌意指向自我的攻击性因子均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

5  结论

首先，高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在性别上，女生心理健康状况低于男生，在抑

郁、焦虑、强迫、人际敏感、恐怖、躯体化等方面的得分均高于男生；在年级上呈现出随年级越高心理

健康状况越差的现象。高中生玩乐特质与抑郁、焦虑、强迫、人际敏感等心理问题负相关。其次，幽默

具有二维性质，高中生的适应性幽默（亲和型、自强型）与心理问题得分负相关，非适应性幽默（自贬型、

攻击型）与心理问题得分正相关。最后，高中生的玩乐特质能正向预测适应性幽默（亲和型、自强型），

负向预测非适应性幽默（攻击型、自贬型）。

6  教育启示

6.1  重视高中生群体心理健康的校园环境塑造

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是极其重要的。学校应当建立杜绝校园霸凌的完整机制，并且逐步推进青少年

心理健康档案（如学业档案需保密）的建立工作以方便进行危险行为的预警和预防。另外，学校应当配

备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定期进行心理健康的测评，筛查可能产生问题行为或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并对此

类学生按照科学专业的方式进行心理疏导。思政教育课堂与各学科教学是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最基本和

主要的途径，各学科教学中除了学科教学任务之外应当及时洞察学生思想和心理动态。班主任工作也可

以依据班级学生特点进行集体教育和个人教育，并且及时进行家校的双向沟通与反馈机制。此外，校例

会可以在原有例会形式基础上围绕青少年进行主题教育，班会上也可以开展一些帮助青少年了解自我、

认识自我的主题活动，增进对学生个人特点的了解与掌握。

6.2  重视适应性幽默的培养

玩乐特质中的寻乐动机在心理健康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玩乐特质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幽默作

为满足这种动机的外显行为，具体到个人情境中就出现了积极和消极的幽默风格，要避免非适应性幽默

对于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消极作用，就有必要在教育中引导和训练高中生掌握适应性幽默，学会与人为善；

可以开设幽默小课堂训练；鼓励学生使用亲和型和自强型幽默。

6.3  重视高中生群体中玩乐特质的积极作用

玩乐不仅能够带来乐趣，并且能够培养个人的内部动机，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在情绪控制方

面也有重要作用［21］。在这个内卷时代，玩乐算是人们内心的避难所，虽然无法避免竞争，但通过“以

玩带学”的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感到放松和快乐。虽然玩乐感受因人而异，但是在玩乐氛围的培养

上可以有所作为。总体来说，玩乐氛围的培养可以从家庭和学校两方面进行［22］：（1）学校应当为玩乐

氛围产生提供资源［23］。除了与学习相关的课程之外，学校应当创设有利于玩乐产生的环境，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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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建设时可增设玩乐园地，给学生自发开设社团并且给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力；为学生提供社团课

程等指导青少年玩乐方法和策略，让其树立科学和正确玩乐意识；此外，还要转变教师队伍的观念，培

养专门进行玩乐教育的师资队伍，进行有效玩乐教学范例和模式开发。（2）家庭培养中也应当注重塑

造玩乐性。首先要保护孩子的玩乐心，破除“玩就是浪费时间”“喜欢玩就不是好孩子”等偏见的观念；

并且应当鼓励孩子进行有意义的玩乐，玩乐原则当以动静结合、室内外协调、同龄玩乐与混龄玩乐相适

应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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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ve Impact of Playfulness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Humor Styles

Yue Xiaodong Yuan Zhenzhen Xu Yanning Xiang Meilin

School of Psycholog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Facing academic pressure, the mental health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need to be noticed. 
Playfulness and humor are emerging theme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at should be explored. Thu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Beijing. Female students score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measures of mental health than 
male students. Playfulnes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w pleasure-seeking motivation,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Humor is found an explicit expression of playfulness,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aptive humor styles and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aladaptive humor 
styles. Taken together, playfulness and adaptive humor styles enhanc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Playfulness; Humor style; Humor style; Mental health; High school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