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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道孚县初中生厌学现状调查，并基于文化背景，进行厌学干预研究。方法：采用厌学问卷、自我效

能感问卷对甘孜州—藏族自治区道孚县两所中学582名初中生进行厌学现状调查；筛选22名初一厌学学生，

采用短焦团体辅导进行随机对照组前后测干预研究。结果：（1）厌学总分与各维度得分分别为：厌学总分

（2.40±0.75），厌学认知（2.25±0.83），厌学情绪（2.69±0.94），厌学行为（2.42±0.79）；（2）两所

中学厌学总人数为129，厌学检出率为22.2%，其中留守初中生厌学人数70，厌学检出率为32.6%；（3）留 

守与非留守初中生在厌学总分、厌学情绪、厌学行为、厌学行为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4）在性

别上，初中女生厌学情绪显著高于女生男生（p< 0.05），厌学其他维度在性别上无统计学差别；（5）在年

级上，初一、初二、初三的学生在厌学总分、厌学情绪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初一学生厌学总分

显著高于初二学生，初一、初三学生厌学情绪显著高于初二学生；（6）在学习成绩水平上，成绩处于下游

学生厌学认知得分显著高于上游、中游学生（p<0.05）；（7）干预后，实验组与控制组厌学总分有显著性

差异 （p<0.001），实验组前后测厌学总分差异显著（p< 0.001），实验组厌学总分显著降低；（8）干预

后，实验组厌学行为、厌学情绪、厌学认知得分都显著降低（p<0.05），自我效能感得分提升。结论：康巴

地区初中生厌学问题较为突出，其中留守学生厌学检出率较高；短焦团体可以提升学生自我效能感，有效改

善初中生厌学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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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中国教育报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厌学人数约为 20.1 万人。大量研究显示中学生厌学比例较高，

尤其是农村初中生［1，2］；具有留守经历的儿童较一般儿童出现厌学、逃学、辍学的现象更严重［3］，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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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留守现象更为严重［4］。2017 国务院办公厅调查明确指出厌学已成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主

要原因，尤其是初中阶段。因此，关注民族地区初中生厌学问题，控辍保学，探寻有效解决方案迫在眉睫。

厌学是指在情绪上厌烦学习，在行为上疏离学习，在认知上否定学习，此学习包含学习活动和学习

场所［5］。已有研究表明通过提高主观能动性、自我监控能力、学习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可改善厌学问题［6，7］。 

此外，提高一般自我效能感，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加健康地成长［8，9］。

傅安球研究表明个体咨询与团体辅导是改善学生厌学心理的有效和较好的途径［10］，焦点解决团体

作为较新的一种团体模式，多在学校教育及社会工作被使用［12，13］，其优点是能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开发

和利用成员自身的心理资源，寻找并获取个人与团体的共同目标，团队成员之间相互赋能，形成相互支持、

鼓励的关系，从而达到个体成长的。研究表明，焦点解决取向团体辅导能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学业自我效

能感，减少学业拖延的行为［14，15］，改善初中生考试焦虑、学业情绪［16-18］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焦点解决团体辅导在厌学干预领域中的有效性。

本研究将短焦团体模式用于道孚县初中生厌学心理干预，旨在丰富对少数民族青少年厌学问题现状

调查和干预的理论与实务经验，从现实途径保障素质教育的全面有效地开展。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从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两所中学进行整体抽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从初一、

初二、初三年级各抽取 2 个班级，总共抽取 622 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 582 份，其中藏族学

生占比 97.6%。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自愿原则，选择厌学心理较为突出的 22 名初一学生进行厌学干预研究，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进行干预，控制组不做干预，排除不符合要求和不适合参加干预的学生，

被试均无身心疾病，且干预期间无重大事件发生。有效被试样本总体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信息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项目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 288 49.5
女 294 50.5

留守经历
留守 215 36.9

非留守 367 63.1

年级
初一 197 33.8
初二 188 32.3
初三 197 33.8

成绩水平
上游 118 20.3
中游 377 64.8
下游 87 14.9

独生子女
是 50 8.6
否 532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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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1）人口学资料统计，编制相关人口学问题，涉及学生家庭成员组成、留守情况、家庭经济情况。

（2）初中生厌学量表，由赵玉芬等人［5］编制，共 17 个项目，包含厌学认知、厌学行为和厌学情

绪三个维度，采用五点计分法，总均分在 1 ～ 5 分之间，以 3 分为界值，将厌学程度划分为三个等级，

无厌学症状（1 ～ 2.99 分），轻度厌学（3 ～ 3.99 分），重度厌学（4 ～ 5 分）。在本研究中该问卷

Cronbach’α 系数为 0.894。

（3）自我效能感问卷，由王才康等人翻译，一共有 10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所有题目都采用正

向计分，问卷总分越高，自我效能感越高［19］。在本研究中该问卷 Cronbach’α 系数为 0.765。

2.3  研究程序

2.3.1  厌学现状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法相结合调查民族地区留守初中生厌学现状，发放中学生厌学问卷，收集数据。

2.3.2  团体辅导干预

干预为期一个月，结合当地文化背景制定团辅方案，每周一次，要求每两次活动时间间隔 3 ～ 5 天，

共四次完成，每次团体活动时间 90 ～ 120 分钟左右，每组 11 人。

表 2  厌学干预训练团体方案

Table 2 School boredom intervention training group program

次数 主题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短焦技术

1 是我们
1. 初识，打破隔阂，建立契约
2. 澄清共同目标

1. 热身活动：桃花多多开 积极共情
2. 名字葫芦串 一般化
3. 制定团队海报与公约 奇迹提问
4. 制度共同目标 重新建构
5. 讨论总结

2
我们都是你的 

格桑花

1. 释放情绪，调整认知；
2. 让以文字的方式描述自己，同时了解
对自己的评价；
3. 找到自己优点，提升成员自我效能感；
4. 构建学生朋辈支持系统

1. 烦恼卡片（问题的界定与分享） 积极共情
2. 头脑风暴：问题怎么解决？ 一般化
3. 我的名片 奇迹提问
4. 戴高帽 重新建构
5. 讨论总结

3 学海拾趣
1. 通过学习小游戏，改变对学习的态度；
2. 提高学生兴趣；
3. 探索个人内在力量，学会坚持

1. 内容回顾 积极共情
2. 游戏：数字成语接龙、字母拼单词 一般化
3. 个人学习趣事分享 奇迹提问
4. 头脑风暴：学习怎么可以有趣？ 重新建构
5. 总结收获

4
见证我的成长，出

发下一站

1．回顾带来的个人改变；
2．鼓励成员采取措施改变；
3．处理分离情绪；
4．交换美好祝福

1. 热身活动 积极共情
2. 分享收获 一般化
3. 你的目标与梦想 奇迹提问
4. 心愿卡片 重新建构
5. 合影留念

2.4  研究设计

干预研究采用随机对照组前后测实验设计，通过前测筛选出符合条件的 22 名厌学初中生，按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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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化的原则将被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11 人。实验组被试接受短焦团辅，控制组不做任何的处理，

分别对两组被试进行后测。将前测后测的结果进行分析，进行组内以及组间的比较。

2.5  朋辈心理辅导员

本研究中的团辅领导者为应用心理咨询方向在读研究生，接受过全面的团体辅导培训，有扎实的理

论与丰富的实践经历。为保证研究的标准化，本研究的团辅方案由指导老师、朋辈心理辅导员共同制定。

整个研究始终遵循团辅方案执行，所有研究流程均按照伦理道德的标准实施，朋辈辅导员与团辅成员都

是自愿参与，并签订保密协议与知情同意书。本研究于 2023 年 6 月开始，于 2023 年 7 月中旬正式结束。

团辅结束后，接受高校专业老师督导。

2.6  统计方法

发放中学生厌学问卷收集数据，对问卷进行筛选获得有效问卷，采用 SPSS 26.0 对获得的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差异显著性检验。筛选出得分较高且自愿参与干预的 22 名厌学

初中生。干预结束后进行施测，对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简单效应检验，检验干预效果。

3  结果与分析

3.1  厌学现状分析

3.1.1  初中生厌学总体情况

调查发现，厌学总分与各维度得分分别为：厌学总分（2.40±0.75），厌学认知（2.25±0.83），

厌学情绪（2.69±0.94），厌学行为（2.42±0.79）。两所中学厌学检出总人数为 129，厌学检出率为

22.2%，其中留守初中生厌学人数 70，厌学检出率为 32.6%。

3.1.2  厌学心理在各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性检验

对被试厌学问卷得分进行处理，从学生性别、是否留守、年级、成绩水平对厌学各维度进行人口统

计学变量差异比较，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厌学心理在各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性检验（x±s，N=582）

Table 3 Test of difference in anorexia across demographic variables (x±s, N=582 )

厌学总分 厌学认知 厌学行为 厌学情绪

性别

男 2.37±0.75 2.26±0.82 2.42±0.83 2.41±0.75
女 2.41±0.76 2.24±0.84 2.41±0.75 2.80±0.96
t -.06 0.32 0.11 -2.77**

p 0.539 0.751 0.914 0.006

留守经历

留守 2.57±0.73 2.42±0.82 2.62±0.80 2.89±0.91
非留守 2.29±0.75 2.16±0.82 2.30±0.77 2.58±0.94

t 4.44*** 3.66*** 4.88*** 3.86***

p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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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学总分 厌学认知 厌学行为 厌学情绪

年级

初一 2.61±2.18 2.23±1.05 2.85±4.91 2.73±0.96
初二 2.21±0.76 2.02±0.84 2.29±0.82 2.36±0.91
初三 2.43±0.64 2.06±0.86 2.51±0.70 2.86±0.95
F 3.84* 2.65 1.78 15.00***

p 0.022 0.072 0.169 0.000

成绩水平

上游 2.23±0.75 1.89±0.87 2.32±0.92 2.59±0.95
中游 2.42±1.60 2.06±0.88 2.61±3.51 2.65±0.95
下游 2.64±0.79 2.59±1.04 2.62±0.84 2.80±0.96
F 2.24 14.60*** 0.48 1.29
p 0.107 0.000 0.617 0.276

注：p*<0.05，p**<0.01，p***<0.001。

在性别上，男女在厌学总分上、厌学认知、厌学行为上差异不显著（p>0.05），在厌学情绪维度上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女生厌学情绪显著高于男生。

在留守与非留守上，留守学生与非留守学生在厌学总分、厌学认知、厌学行为、厌学情绪得分均存

在显著性差异（p<0.001），留守学生在厌学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学生。

在年级上，不同年级学生厌学总分差异显著，初一年级得分高于初二年级（p=0.018<0.05），而

初一与初三、初二与初三学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在厌学行为上各年级学生无显著差异（F=1.784，

p=0.169>0.05）；厌学情绪维度上，不同年级学生得分差异显著（F=15.001，p<0.001），呈现初一显

著高于初二学生得分（p<0.001），初三显著高于初二（p<0.001），初一、初三学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

（p=0.575>0.05）。

在成绩上，成绩不同的学生，厌学认知上存在显著性差异（F=14.603，p<0.001），成绩处于上游、

中游厌学认知显著低于下游的同学（p<0.001）。

3.2  厌学干预结果检验

3.2.1  干预前后厌学总分及各维度比较

研究对厌学问卷、自我效能感问卷得分进行 2（组别：实验组 / 控制组）×2（时间：前测 / 后测）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实验组、对照组在前后测厌学各维度、自我效能感得分及重复测量方差分析（x±s，N=22）

Table 4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on the dimensions of anorexia, 

self-efficacy scores and repeated measures in the pre- and post-tests(x±s, N=22 )

变量 前后测 实验组 对照组
时间主效应 组别 * 时间交互作用

F P 偏η 2 F P 偏η 2

厌学总分
TI 3.09±0.46 3.56±0.73

23.00 0.001 0.697 8.33 0.016 0.454
T2 2.23±0.25 3.30±0.78

厌学认知
TI 2.71±0.58 3.20±1.10

0.56 0.473 0.053 17.40 0.002 0.635
T2 1.90±0.27 3.77±0.7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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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前后测 实验组 对照组
时间主效应 组别 * 时间交互作用

F P 偏η 2 F P 偏η 2

厌学行为
TI 3.17±0.62 2.94±1.02

0.00 0.994 0.000 21.14 0.001 0.679
T2 2.34±0.37 3.77±0.78

厌学情绪
TI 3.52±0.39 3.77±0.78

15.16 0.003 0.602 26.72 0.000 0.728
T2 2.55±0.37 3.77±0.83

自我效能感
TI 20.82±3.68 22.91±5.91

29.61 0.011 0.490 4.22 0.067 0.297
T2 26.36±3.85 23.36±5.54

厌学总分组别主效应显著（F=13.61，p<0.05），时间主效应显著（F= 23.000，p<0.05）；组别 ×

时间的交互效应显著（F=8.33，p<0.05），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组别简单效应显示：

实验组厌学总分前后测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控制组前后测差异不显著（p=0.105>0.05）；前后

测简单效应显示：在前测中，实验组与控制组得分差异不显著（p=0.189>0.05）；在后测中，实验组得

分显著低于控制组（p<0.001）。

对厌学各因子前后测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别 × 时间的交互效应均显著，进行简单效应

分析。组别简单效应显示。干预结束后，实验组在厌学认知、厌学行为、厌学情绪得分均显著下降

（p<0.05）；而对于控制组，厌学情绪前后测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在厌学认知、厌学行为维度

上得分显著上升（p<0.05）；前后测简单效应显示，在前测中，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厌学认知、厌学情绪、

厌学行为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后测中，由此表明，相对控制组，实验组成员经过短焦团辅干预后，

厌学初中生厌学问卷得分显著降低，进而本研究中的短焦团辅对改善初中生厌学心理具有显著的干预效

果。此外，在时间的各个水平上对组别两个水平进行显著差异分析，研究发现在前测中，实验组与控制

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在后测中，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厌学认知、厌学情绪、厌学行为得分差异

达到显著水平（p<0.05）。该结果表明，在干预前，两组被试的厌学得分差异不显著，但在干预后，实

验组成员的厌学得分及各维度得分均显著低于控制组，这说明相对控制组，实验组成员受到团辅的影响，

其厌学问卷得分显著下降。综合简单效应分析结果，研究得出短焦团辅对具厌学初中生有显著的干预作

用，即此次团辅能够显著改善民族地区初中生的厌学心理。

3.2.2  自我效能感的方差分析结果

自我效能感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0.06，p= 0.813>0.05）；

前 后 测 的 主 效 应 显 著（F=29.61，p=0.011<0.05）， 前 后 测 与 组 别 的 交 互 效 应 不 显 著（F=4.22，

p=0.067>0.05）。结果显示，实验组在干预后，实验组成员的自我效能感得分提升，但较前测还未达到

显著水平。

综上所述，在没有外界的干预下，短焦团体辅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康巴地区初中生厌学现象，

表明参与短焦团辅，对被试的厌学心理、自我效能感有改善。

4  讨论

4.1  厌学现状分析

从整体而言，道孚县厌学问题较为严重，本次调查研究显示，两所中学厌学检出总人数为 129，厌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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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检出率为 22.2%，其中留守初中生厌学人数 70，厌学检出率为 32.6%，道孚县初中生厌学问题较为严重，

尤其是留守初中生问题较为突出。

男女在厌学总分、厌学认知、厌学行为无显著差异，但在厌学情绪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这可能是

由于女生情感要比男生丰富，发展水平更高，这种情况在我国青少年情感素质调查中也得到验证［20］，

由于女生情感发展更高一点，所以一旦出现厌学心理，在情绪上体验会更加强烈。

留守学生在厌学总分、厌学情绪、厌学认知、厌学行为上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学生，这与前人研究结

果一致，留守学生厌学心理更为严重［11］。首先，当地主要以游牧为生，为了生计，大量的父母选择了外

出打工，儿童留守现象突出，由于长期缺乏父母陪伴，以隔代教育为主，家庭教育有所缺失，学生会产生

学不学都无所谓的态度。此外，为保障防辍保控的工作有序进行，道孚县当地实行“9+3”的教育政策，

如果未对学生进行学习态度的引导，会使其产生反正都可以有书可读，也就不需要认真学习的心理。其次，

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地陪伴，而父母比较关注学习部分，因此部分学生通过厌学表现来引起父母的关注。

初一学生厌学总分显著高于初二学生，初一、初三学生厌学情绪得分均高于初二学生，而初一和初

三学生间无显著性差异。其原因，与初一、初三学生的年龄特点有关，初一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

期，身体和心理发展着巨大的变化，同时也面临着从小学迈向初中的适应问题，这个时期也是学生很容

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时期［22］，学习环境发生改变，初中的学习内容也对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学习习

惯的要求越来越多，同时也要求学生要不断地总结学习方法，若无法适应就很容易出现厌学问题。而初

三的学生面临升学的压力，以及对未来方向的迷茫，初三的学习安排比较紧张，面临大量的考试、作业，

这种紧张的考前氛围，会诱发学生的焦虑情绪；面临频繁的考试失利、时间紧迫感越来越强，也会让部

分同学因为习得性无助产生更强烈的厌学心理。

厌学认知上，成绩处于上游、中游、下游的同学得分逐渐增高。部分成绩不好的学生会对自己产生

较低评价，周围的同学也可能会因为成绩的高低来选择要不要交朋友，成绩好的同学会获得别人的尊重，

成绩不好的同学，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批评，表现低自尊，丧失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厌学认知会更为突出。

4.2  厌学干预效果

本研究在厌学现状的基础上，编制了以提升自我效能感为主题的厌学干预团体方案。根据被试在厌

学问卷、自我效能感问卷上的前后测得分，结果呈现，实验组被试厌学得分显著降低，与控制组被试厌

学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实验组自我效能感得分提升，但还未达到显著性差异。

实验组被试厌学得分显著低于控制组，说明团体辅导显著改善了实验组被试的厌学心理。可能原因：

（1）道孚县学生多为藏族学生，大部分为寄宿学生，本次参与干预的学生都为藏族学生，部分学生厌

学是因为家里有很多兄弟姊妹，存在通过厌学表现来引起父母关注的心理。本次干预采取了短焦模式，

在以人为中心的理论指导下开展，对成员进行积极关注、使用奇迹提问、积极共情等技术，为团体成员

营造一个温暖互助的氛围，从而帮助改善了学生厌学心理。（2）本次干预开展的时间是临近期末，所

以在面临即将到来的考试，成员都有比较多的焦虑情绪，团辅建立的积极温暖的氛围可以缓解一定的焦

虑，从而改善成员的厌学心理。（3）研究者是在读研究生，作为团体领导者的言行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

起到更好的激励作用，增强成员改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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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得分在实验组控制组间未达到显著性差异，干预后实验组被试自我效能感得分提高，可

能自我效能感是特质，需要长期进行引导和培养，本次干预仅进行 4 次，共 8 个小时，所以对个体的自

我效能感的提升仍然需要通过持续性的工作达成。

5  结论

本研究进行了道孚县初中生厌学现状调查，并基于文化背景，开展了短焦团体进行干预研究，得出

以下结论：

（1）道孚县初中生厌学问题较为严重，在留守学生中厌学问题较为突出。

（2）初中女生厌学情绪高于男生，初一、初三学生厌学程度高于初二学生，学习成绩也影响学生

厌学心理，下游厌学程度高于上游、中游学生。

（3）短焦团体可以提升民族地区厌学学生自我效能感，改善厌学心理，但无法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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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hort Focus Groups in 
Intervening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orexia in Daofu 

County

Luo Aiqiong1 Cheng Ke1 Yang Yueming1 Renzhen Mido2 Ciren Zhima2

1.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2 Daofu Middle School,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Abstract: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anorexia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Daofu County and to conduct an anorexia intervention study based on cultural background. METHODS: 
The anorexia questionnaire and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norexia status 
of 582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wo middle schools in Daofu County, Ganzi-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22 junior high school anorexics were screened, and short-focus group counselling was used to 
conduct a randomised control group pre- and post-test intervention study. Results: (1) The total score 
of anorexia and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were: total score of anorexia (2.40±0.75), cognition of 
anorexia (2.25±0.83), emotion of anorexia (2.69±0.94), and behaviour of anorexia (2.42±0.79); (2)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with anorexia in the two middle schools was 129,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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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rexia was 22.2%, of which the number of students left in middle schools with anorexia was 70,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anorexia was 32.6%. detection rate was 32.6%; (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erms of total anorexia score, 
anorexia sentiment, anorexia behaviour, and anorexia behaviour (p < 0.001); (4) in terms of gender, 
junior high school girls’ anorexia senti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and boys (p < 
0.05),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other dimensions of anorexia in terms 
of gender; (5) in terms of grade level, the junior high school first-years, junior high school second-
years, and junior high school third-yea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erms of (p < 0.05), the total score 
of anorexi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anorexia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6) at the level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anorexia cognitive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downstream of the performanc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upper reaches 
and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performance (p < 0.05); (7)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in the total anorexia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p < 0.001),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tal anorexia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pre- and post-tests was 
significant (p < 0.001), and the total anorexia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8)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s of anorexic behaviours, anorexic emotions, and anorexic cogni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 0.05), and the scores of self-efficacy were 
improved. Conclusion: the problem of anorexia is more prominent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Kamba region, among which the detection rate of anorexia among left-behind students is higher; short-
focus groups can enhance students’ self-efficacy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norexia psycholog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Kamba regi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orexia; Short-focus grou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