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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人格特质、睡眠状况与焦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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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高中生人格特质、睡眠状况与焦虑的关系。方法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
版（ＥＰＱＲＳＣ）、睡眠状况自评量表（ＳＲＳＳ）和广泛性焦虑量表（ＧＡＤ７）对３所高中１３００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高中生焦虑的总检出率为４３．６％；在年级、性别、独生子女变量上，高中生焦虑均无显著差异（Ｆ＝１．６２，Ｐ
＞０．０５）；３所学校的高中生焦虑情况无显著差异（Ｆ＝２．６５，Ｐ＞０．０５）；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焦虑与人格特质各维
度、睡眠总分均存在相关，睡眠总分也与人格特质各维度间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神经

质对焦虑有影响。结论　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和神经质得分越高，即精神质、神经质倾向越严重，高中生焦虑水
平越高；高中生焦虑与ＳＲＳＳ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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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阶段是青少年身心发育和成熟的关键期，
也是心理冲突问题的高发期。升学、家庭期望等因

素带来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会对高中生的睡眠状况

及焦虑情绪造成一定影响［１］。焦虑是一种普遍的

复杂的情绪感受，也是影响高中生心理健康的主要

因素之一［２４］。焦虑与人格关系密切，不同人格特

质的学生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反应，其焦虑倾向也

具有差异［５６］。焦虑与睡眠问题也具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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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睡眠质量问题普遍存在于高中生群体中，影响着

高中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效率及身心健康［７８］。本

研究预了解鲁西南高中生的焦虑状况，探讨人格特

质、睡眠状况与焦虑的关系，有助于学生正确应对

焦虑，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文采用了方便取样的方法，在 ２０２１年 ３、４

月份对鲁西南３个高中的１３００名高中生进行问卷
调查。济宁县区某中学１所，枣庄市某中学１所，
菏泽县区某中学１所，年龄（１６．７０±０．９５）岁，对收
集到的数据进行筛选，共发放１３００份问卷，剔除无
效问卷，剩余为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９１．７７％。其
中，４８７名（４０．８％）男生，６９５名（５８．３％）女生，性
别缺失 １１人；高一 ４１１人（３４．５％），高二 ４１２人
（３４．５％），高三３７０人（３１．０％）；独生子女２４３人
（２０．４％），非独生子女９４７人（７９．４％），信息缺失
３人。本次调查尊重了调查对象的知情权，遵循研
究的伦理学原则。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人口学情况调查表。该问
卷采用自编人口学情况调查表，内容主要包括年

龄、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等问题。

２）广泛性焦虑量表（ＧＡＤ７）［９］。共有７个项
目，采取４级评分的方法，把没有、有几天、一半时
间以上、几乎每天，依次计分为０、１、２、３分，总分为
０～２１分，无焦虑得分为０～４分、轻度焦虑得分为５
～９分、中度焦虑得分为１０～１４分、重度焦虑得分
为１５～２１分，ＧＡＤ总分越高则表明焦虑症状越严
重。信度 γ＝０．８７；效度 γ＝０．８５。

３）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ＥＰＱ
ＲＳＣ）［１０］。由４个分量表组成，分别为内外倾量表
（Ｅ）、精神质量表（Ｐ）、神经质量表（Ｎ）以及掩饰性
量表（Ｌ），每个分量表都为１２个项目，总项目有４８
个，有正向计分和反向计分两种计分方式，回答

“是”计１分，回答“否”计 ０分，为正向计分方式，
反之则为反向计分方式。Ｅ、Ｎ、Ｌ量表信度在０．７４
～０．７８，Ｐ量表信度在０．５４～０．６０，信度较好。
４）睡眠状况自评量表（ＳＲＳＳ）［１１］。共１０个项

目，１０个项目均采用５级评分的方式（１～５），一个
项目为一个因素，每个项目的得分越高，说明该项

目的睡眠问题越严重。总分范围在 １０～５０分，总

分较低，表明睡眠问题就比较少；总分较高，说明存

在比较多、也比较严重的睡眠问题。信度 γ＝０．
６４；效度 γ＝０．５６。
１．２．２　调查方法　由研究员向调查对象发放问
卷，采用统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意义、目

的以及填写方法，并向其承诺保密。对有疑惑的受

试者可提供中性、非提示的言语解答。所有调查对

象均在自愿、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参与问卷填写。研

究员当场收回问卷。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分析工具 ＳＰＳＳ２２．０对原始数据录

入后，使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ｔ检验、多因素方
差分析、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高中生焦虑、人格特质以及睡眠状况
焦虑总分在不同性别、年级以及独生子女变量

上均无差异。人格特质的精神质与神经质２个维
度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内外倾、精神质
及掩饰性３个维度在独生子女变量上有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掩饰性在年级上的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ＳＲＳＳ总分在性别、年级上有明显差异，在独
生子女变量上无统计学差异。见表１。

表１　高中生不同人口学特征焦虑、人格特质

以及睡眠状况差异分析（珋ｘ±ｓ）

项目
ＧＡＤ
总分

ＥＰＱＲＳＣ
Ｅ内外倾 Ｐ精神质 Ｎ神经质 Ｌ掩饰性

ＳＲＳＳ
总分

性别

　　男 ４．６７±４．３９ ７．３０±３．１１ ３．０３±１．８３ ５．６６±３．３６ ４．７８±２．６５ ２０．８９±５．２４

　　女 ４．６６±３．７３ ７．２６±３．２１ ２．６７±１．６６ ６．３１±３．５０ ５．０１±２．６５ ２１．６７±５．２３

　　ｔ ０．０５ ０．１７ ３．３７ －３．１４ －１．４５ －２．４２

　　Ｐ ０．９６４ ０．８６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１６

独生子女

　　是 ４．６２±４．２６ ７．８０±３．０５ ３．０２±１．８４ ５．７９±３．３４ ５．２７±２．８０ ２１．０６±５．７７

　　否 ４．６６±３．９４ ７．１２±３．１９ ２．７７±１．７１ ６．１１±３．４８ ４．８２±２．６０ ２１．４３±５．０９

　　ｔ －０．１４ ２．７２ ２．０２ －１．２９ ２．３７ －０．８６

　　Ｐ ０．８８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４ ０．１９８ ０．０１８ ０．３９３

年级

　　高一 ４．４２±３．８０ ７．２８±３．２４ ２．８６±１．８５ ６．０６±３．４８ ４．６９±２．５７ ２１．１７±５．１４

　　高二 ４．６２±４．１１ ７．１０±３．１４ ２．８６±１．６７ ６．０８±３．４８ ４．９０±２．６１ ２２．０５±５．４３

　　高三 ４．９３±４．１１ ７．４１±３．１２ ２．７３±１．６８ ６．０１±３．３９ ５．１７±２．７３ ２０．７７±５．０２

　　Ｆ １．６２ ０．７５ ０．６５ ０．０４ ３．１２ ５．７４

　　Ｐ ０．１９８ ０．４７２ ０．５２２ ０．９５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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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学校高中生焦虑情况
３所学校的高中生焦虑情况无差异（Ｆ＝２．６５，

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不同学校高中生焦虑的差异检验

项目 珋ｘ±ｓ Ｆ Ｐ

学校１ ４．４６±３．９５

学校２ ４．５２±４．１２ ２．６５ ０．０７１

学校３ ５．０８±３．９６

２．３　人格特质、睡眠状况与高中生焦虑的相关性
高中生焦虑得分与人格特质的４个维度之间

相关，其与精神质、神经质存在正相关，而与内外

倾、掩饰性呈负相关。高中生焦虑得分与 ＳＲＳＳ总
分存在正相关。ＳＲＳＳ总分与人格特质也存在显著
相关，其与精神质、神经质呈正相关，而与内外倾、

掩饰性呈负相关。见表３。

表３　高中生焦虑、人格特质以及睡眠状况之间的相关

项目 焦虑总分 内外倾 精神质 神经质 掩饰性 ＳＲＳＳ总分

焦虑总分 １

内外倾 －０．２４ １

精神质 ０．１７ －０．２３ １

神经质 ０．６１ －０．３０ ０．０７ １

掩饰性 －０．２４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３５ １

ＳＲＳＳ总分 ０．４４ －０．２１ ０．１３ ０．４２ －０．１９ １

　　注：Ｐ＜０．０５

２．４　高中生人格特质对焦虑的影响
作为自变量的是人格特质，而焦虑总分为因变

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示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神

经质共解释了焦虑的 ３９．０％，即精神质和神经质
对焦虑有影响。

表４　高中生人格特质对焦虑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Ｂ β ｔ Ｐ Ｒ Ｒ２
调整后
的Ｒ２ Ｆ

（常量） －０．３８ －１．６１ ０．１０７ ０．６２５ ０．３９１ ０．３９０ ３６０．３４

焦虑 Ｐ精神质 ０．２８ ０．１２ ５．２２ ＜０．０１

Ｎ神经质 ０．７０ ０．６０ ２５．８８ ＜０．０１

　　注：Ｐ＜０．０５；Ｂ，未标准化系数；β，标准化系数；Ｒ，复相关系

数；Ｒ２，样本决定系数

３　讨论

大学生面临繁重的学习压力和生活压力，易出

现焦虑。很多研究显示，睡眠质量与焦虑有一定关

系［１２］。而探讨人格特征与焦虑的研究较少，尚无

针对高中生睡眠质量、人格特质与焦虑三者关系的

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首次运用人口学情况调查

表、广泛性焦虑量表等方法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

系。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调查发现，有 ４３．６％的高
中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说明高中生心理健

康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本文结果显示，高中生焦虑

状况在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上无统计学差异，

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３１４］。本次调查显示，

发现三个学校之间学生焦虑水平差异不显著。

在相同压力条件下，有的人焦虑倾向比较表现

明显，而另一些人却相反［１５］。有研究表明神经质

与焦虑呈正相关［１５］；近几年的研究也发现焦虑与

艾森克人格问卷的Ｐ（精神质）、Ｎ（神经质）２个维
度呈正相关［１６］，护生的不同焦虑程度在精神质与

神经质２个维度上有显著差异，焦虑水平越高，精
神质和神经质得分越高［１７］。本研究进行皮尔逊积

差相关分析，也得出一致的结论，即高中生焦虑与

精神质和神经质两个人格维度间呈正相关。一项

关于贵州４６２名初中生进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不同
年级的学生焦虑存在差异，人格特质和焦虑有相关

性，神经质与焦虑有正相关，其他３个维度与焦虑
有负相关［１８］。而本研究中精神质与焦虑呈正相

关，与其结果不一致，可能是研究对象不同造成的

差异。本研究中内外倾和掩饰性与焦虑呈负相关，

高中生越倾向于外向，掩饰性越高，焦虑则不容易

发生，这与以往的研究大致相同。前人研究中外向

性与学业焦虑及其各维度均呈负相关［１９］。

睡眠质量不仅影响着人们日常的行为效率，也

直接影响着个体的身心健康［２０］。有研究表明，焦

虑水平和总体睡眠质量之间呈正相关［２１］，睡眠状

况与学生的学习焦虑也呈正相关［８］。还有研究表

明不良情绪是睡眠质量问题重要的预测因素［２２］。

一项使用匹兹堡主观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和中学
生焦虑敏感量表（ＡＳＱ）在山西长治市对高中三个
年级３１５名学生进行的研究表明，焦虑敏感的总分
和睡眠质量的总分及其 ７个维度间存在正相
关［２３］。本文结果显示，焦虑和总体睡眠状况存在

正相关，焦虑总分越高，则睡眠总分也越高，说明焦

虑越严重，睡眠也存在较严重的问题，这与以往研

究有一致性。另外，总体睡眠状况和人格特质的精

神质与神经质呈正相关，和内外倾与掩饰性呈负相

关。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知，人格特质中的精神

质、神经质对焦虑有影响，表明高中生人格特质中

精神质、神经质倾向越严重，焦虑水平也越高。

·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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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有效预防高中生焦虑的发生与发

展，不仅要关注并尽可能减少高中生的压力来源，

还要关注高中生的内在心理与认知，即对事件的正

向看法与态度［２４］，增强高中生对生活压力事件的

应对能力，降低高中生焦虑的发生，并不断加强其

自身心建设。

４　小结

本研究详细阐述了高中生人格特质、睡眠状况

与焦虑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帮助学校和家庭了解

高中生焦虑的相关因素，对于有精神质和神经质倾

向的学生予以注意，关注高中生的睡眠状况，以防

出现严重的睡眠及焦虑问题，这对维护高中生心理

健康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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