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心理是人的性生理需要与性认知相融合的

产物，通过性态度、性情感、性行为等形式表现出

来。”［1］性心理是人的心理素质的重要内容，面对成

熟的性生理和不成熟的性心理打破了平衡的心理

状态而产生困惑时，容易不知所措，极大地影响着

高师生的心理健康发展。高师生作为一个特殊的

大学生群体，将承载着教书育人的历史重任，性心

理健康不仅影响着自身的健康、发展以及未来的家

庭幸福，也将会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产生一定

的影响。

关于高师生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有先天遗

传因素，也有后天的教育、环境等因素。“人格作为

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的多种心

理特质的一种独特的组合，反映在个体身上，表现

出个体不同的兴趣爱好、动机需要、理想信念、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不同的气质、性格和能力”［2］，这

些个性心理倾向与个性心理特征不同的方面是否

影响着高师生的性心理各方面的健康发展？如果

有又如何影响呢？因此，本研究从这些问题出发对

高师生性心理健康、人格特质以及性心理健康与其

人格特质关系的现状进行调研，以期为高师生了解

人格特质，健全其人格，提高性心理健康水平提供

一点实践依据，也为师范院校提升师范生的心理素

质提供一点科学依据。

一、理论基础
（一）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论

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论认为，遗传与环境是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两者互相作用影响着两者各

自的性质与作用的大小，其影响作用不是简单的相

加或拼凑，而是相互转化与参透，即环境中参透遗

传，遗传中参透环境。在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由

遗传与环境交织作用产生个体不同的兴趣爱好、动

机需求、价值观、气质性格和能力个性特征等［3］。

（二）信息加工理论

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就是对信息

的一系列的加工，包括对信息的输入、加工、储存和

提取等环节。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大脑

记忆中的原有认知结构和当前的刺激情境，也就是

人在解决问题时需要对整个问题情境进行知觉与

理解，辨认出之前从未遇到的问题，领悟大脑原有

的知识与当前刺激情境条件之间的关系，根据现有

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总结出

新的概念与理论成果。同时，人脑具有主观能动

性，思维受主体的预期所引导。不同的个体，其大

脑中有着不同的原有性认知结构和对不同性问题

情境的不同认识与理解，再加上对性认识的主观能

动性，表现出不同的性心理特征［2］。

（三）心理需要理论

马斯洛需要理论认为，人有多重心理需求，有

低层的生理需求，如性需求；也有人际交往的需求，

如异性之间的恋爱、恋情的需求［4］。在人的成长过

程中，由于生活经历等因素的不同，个体之间存在

着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别。不同层次需要的满足情

况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的性格、价值观等人格特

质的发展，人格特质的发展继而又影响着其性心理

健康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课题项目研究对象为1480名高师生，他们来

自于四川省6所师范院校，这六所师范院校包括四

收稿日期：2015-3-30
*基金项目：成都师范学院科研项目2013年重点项目“成都师范学院本科生性健康现状调查研究”（项目编号：CS13SA01）成果。
作者简介：朱虹（1979-），女，汉族，四川夹江人，讲师，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为通信作者。

高师生性心理健康与其人格特质关系的实证研究*
朱 虹，刘延金，龙雪娜**

（成都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本文通过对6所师范院校的1400名高师生性心理健康进行综合分析，得出高师生性心理健康水平与其人格特

质的精神质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负相关，心理健康水平随着精神质值的增高而降低，高师生的精神质可以显著地预测其性心

理健康水平状况。为高师生了解人格特质，健全其人格，提高性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依据，为师范院校提升师范

生的心理素质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高师生；性心理健康；人格特质；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444；G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2-0116-04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27卷第2期

2015年6月

Vol.27，NO.2

Jun.，2015

DOI:10.16104/j.cnki.xccxbsh.2015.02.032



第2期

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成都师范学院、乐山师

范学院、绵阳师范学院、内江师范学院。研究中，印

制问卷1500分，使用问卷1480份，统计有效问卷

1400份。不同的调研对象所占总人数的比例情况

为：男、女生各为46%、54%，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

年级各为26%、26%、24%、24%，城镇、农村的各为

48%、52%，文、理科各为45%、55%，单、双亲家庭各

为16%、84%，带养人分别为父母、老人和其它人的

高师生各为57%、27%、16%。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调研过程中，使用了两套问卷，即参考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5]自编的“高师生性心理健康问

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高师生性心理健康问

卷”的基本资料部分包括性别、年级、成长环境、家

庭关系和带养人等，量表题目包括性认知和性态度

两个维度，整个题目包括正向题和负向题，正向题

答“否”没有得分，答“是”得1分，负向题答“是”不得

分，答“否”得1分。在问卷的编制过程中，我们对

其做了调研预测，经信度检验，检验数据中，同质

性系数为0.90，重测信度为0.44，分半信度为0.86；

在编制问卷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查阅参考，

对调研对象面对面地深入访谈，保障了问卷内容

的实效性［6］。艾森克人格问卷包括精神质（P）、外

向( E) 、掩饰程度( L)以及神经质( N) 四个维度。问

卷有88道题目，每道题规定答“是”或“否”，在规

定答是的题目中，选了是得一分，选了不是不得

分，反之亦然［7］。

整个调研数据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为中文版

SPSS18.0。

三、研究过程与分析
（一）高师生性心理健康水平现状

表1 高师生性心理健康现状分析[8]

性认知和性态度是性心理健康研究的两大内

容，性认知指对与性有关问题的理解认识，是大脑

中的性知识结构，性态度指对相关性观念、性情绪

情感、性行为等所拥有的较为稳定的看法与评价。

正确的性认知是性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影响着性

态度，端正的性态度继而影响着性品行，决定着性

行为发展的方向［6］。表1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高

师生性心理健康的性认知维度和性态度维度的均

值分别为12.6257和 6.8422，超过了题项数半数以

上，说明被调研的1400名高师生，其性心理健康处

于中等偏上水平状况；另外根据两个维度的题项数

比例来比较两个维度的均值比例，性态度比性认知

均值大，说明高师生性心理健康水平上，性态度维

度比性认知维度水平高。

研究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当前高师生有着

社会电子信息化的社会生活环境，给其日常生活

学习带来了很大的方便，面对不平衡的性身心发

展年龄特点给他们带来的性困惑时，他们可以随

时通过不同的电子信息化渠道查阅或购买相关资

料进行性知识的学习；第二，现代家庭更加重视孩

子的性健康教育，其教育方式方法更为科学，教养

水平也越来越高；第三，目前社会转型和教育改革

发展促使师范院校更加重视高师生性健康方面的

心理教育。但是，少量高师生因教育的缺乏、大众

传媒消极信息的影响和自身人格的缺陷等因素的

影响，产生一些错误的性认知和不端正的性态度，

影响其性心理健康的发展，因此，师范院校应采取

形式多样的教育教学方式来提高其性心理教育的

实效性。

（二）高师生人格特质特点
表2 高师生人格特质特点分析

关于艾森克人格问卷的三个维度值中：内外

向、情绪稳定性两维度上，分值极高表示典型外向、

情绪不稳定性，分值极低表示典型内向、情绪极其

稳定。而P值高分者表现出顽固不化等倔强性，攻

击、不近人情等粗暴强横性，情感冷酷等铁石心肠

性。现实生活中，多数人人格特质处于两极端之

间，或者倾向内向或外向，倾向外向或内向的人，又

可能是情绪稳定或不稳定，并且拥有不同程度的精

神质特点。本量表测验分数标准含义为：各维度T

分值在43.3-56.7分之间代表中间型，各维度的T分

值在56.7-61.5分或38.5-43.3分之间代表倾向型，T

分值在38.5分以下或61.5分以上代表典型型。

对1400名高师生进行艾森克人格特质问卷测

试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发现（表2）：

三个分量表的均值都在43.3-56.7分之间，其人格特

质处于中间型。以上统计结果说明，整体上来看，

被调查的高师生群体情绪稳定性、性格内外向处于

中间状态，其精神质也处于正常状态。

（三）高师生人格特质神经质（N）测试结果

平均值

12.626

6.842

标准差

2.878

2.074

标准误

.166

.111

性认知

性态度

TP标准分

TE标准分

TN标准分

TL标准分

人数

1400

1400

1400

1400

均值

51.83

48.31

53.31

51.11

标准差

12.609

7.684

10.029

7.736

标准误

.675

.411

.537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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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高师生人格特质神经质（N）测试结果描述性分析

在临床应用艾森克人格问卷过程中，如果被测

试者的神经质标准分为65<N<70时，一般可疑似测

试者有轻微心理健康问题，N>=75分时，可疑似测试

者有明显心理健康问题［7］。表 3 数据分析显示，

1400名高师生中有96名的神经症标准分在65-75

之间，有11名的神经症标准分在75分以上。说明

有96名疑似有轻微的心理健康问题，占总人数的

6.9%；有11名疑似有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占总人

数的0.8%。大学阶段处于人生生活独立的初步阶

段，在高师生的生活学习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

生活挫折事件而产生心理烦恼，导致短期内心理的

不平衡，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产生一些轻微的心

理问题。如果高师生能够即时认识，采取多种途径

来解决这些心理烦恼，从长期来看，不仅不会影响

其心理健康的发展，而且能锻炼其意志等心理品

质，促进高师生的身心成熟；但是，如果不能即时有

效地解决这些生活烦恼，使其心理长期处于一种不

平衡的状态，将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发展，甚至产

生严重的心理疾病。

（四）高师生性心理健康与其人格特质关系
表4 高师生性心理健康的人格特质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表5 高师生性心理健康的人格特质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在艾森克人格问卷使用过程中，精神质有别于

精神病，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人的精神

质值不能过高，过高者需要即时改善，不然将产生

人格问题，导致异常行为［7］。表5数据表明，高师生

性心理健康的性认知和性态度维度与其精神质维

度之间存在着极其显著的负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

为-.322**和-.482**。表6数据表明高师生精神质

人格极其影响自己的性心理健康发展水平，两个维

度的影响度其显著性值都为.000。数据结果说明，

高师生精神质值越高，其性心理健康水平越低，高

师生精神质人格特质能极其显著地影响其性心理

健康水平，能极其显著地预测其性心理健康水平。

根据艾森克人格特质的精神质所代表的人格

特质含义及其分数值范围意义，得高分者可能是自

以为是，不考虑别人感受，且固执；迟钝、冷酷、奇

特、好冒险；冲动、闹事、不好相处。拥有这些人格

特质的高师生，在性认知上，表现为容易顽固地坚

守着一些极端错误的性认识，拥有一些不端正的性

观念，如对两性交往问题拥有过于开放或过于保守

的观念；在性态度上，容易赞同一些粗鲁、不文明、

不尊重对方和不自重的性行为，如性虐待、同时交

往多个性伙伴等性行为。

四、讨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高师生身心发展不平衡的年龄特点

以及独立生活适应期的特殊阶段，其人格特质及性

心理问题尤为显出，给我们教育工作人员提出了挑

战与反思。

（一）建立多方协同创新教育平台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人格终身发展八阶段论

认为，每一个阶段朝向消极和积极两品质方向发

展，如果每一阶段都朝向积极品质发展，将产生健

全人格，否则将出现情绪障碍，形成不健全人格［9］。

精神分析理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五

阶段论认为，人的性心理需沿着五个阶段一步一步

发展，哪一个阶段没有顺利发展就容易导致心理异

常，甚至产生各种神经症或精神病［10］。以上心理学

理论给不同阶段的教育提供了人格即性发展的理

论依据和教育内容。健全高师生人格，促进高师生

性心理健康发展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学研究

机构、师范院校、家长和高师生自身协同建立创新

教育平台，让高师生更好的度过大学学习生活，成

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

（二）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高师生的人格特质、性心理健康教育都属于心

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

程。调查显示，有些师范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似有似

标准分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65.00

70.00

75.00

80.00

合计

人数

42

15

77

88

200

259

339

272

50

46

8

3

1400

百分比

3.0%

1.1%

5.5%

6.3%

14.3%

19.0%

24.0%

20.0%

3.6%

3.3%

0.6%

0.2%

100%

性认知

性态度

P总分

-.322**

-.482**

E总分

.051

.083

N总分

-.044

-.044

P总分

E总分

N总分

性认知

.000

.734

.729

性态度

.000

.531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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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理健康教育体制没有健全。因此，师范院校

要系统地规划心理健康教育，使其专业师资队伍力

量、配套经费等方面得到有力的保障，真正实现心

理健康教育的系统性、科学性和保障性。同时，师

范院校要根据国家的要求，结合自身学校及其高师

生的实际，全面合理的地安排高师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内容，重视高师生性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健全高

师生人格，采取多种方式方法，提高其教育的成效；

建立心理咨询机构，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为

高师生解决实际问题。

（三）高师生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

人格的健全以及性心理的健康发展都是终身

锻就的过程，需要一个人不断地认知，调整与完

善。独立的大学生活给高师生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面对自己典型及极端的人格特质给自己生活带来

烦恼时，要把反思形成一种习惯，不断地健全自己

的人格；在遇到诸如性心理困扰等心理困惑时，多

利用现代社会信息化的便利，多渠道学习相关知

识，在自学也解决不了心理烦恼的情况下，多寻求

学校专家老师、心理咨询老师以及同伴同学的心理

咨询辅导，即时解决心理烦恼，保持心理的平衡，避

免产生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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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ersonality Traits with Sex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Normal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U Hong, LIU Yan-jin, LONG Xue-na
（Faculty of Education,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he paper has investigated the sex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1400 students from the six different

normal universities. The result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x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personal traits.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will decrease due to the rise of level of psychological quality,

which means that the higher the psychological personality score is, the lower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level is.

Therefore, psychological quality can predict the situation of sex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this case, psychological

quality not only provides practical basis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students’personal trait and strengthening

personality,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normal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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