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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昆明市中学生自杀行为现况及其与家庭因素的关系，为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发

生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对昆明市 5所中学初一至高三年级 1 164名学生进行集体匿名自填问卷调查，并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有有效人数 1 163人，其中男生 548人，占 47.1%；女生 615人，占 52.8%，年龄

11～18岁，平均（15.17±1.838）岁；有 153人考虑过自杀，占 13.1%比例．对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家庭因素分析

后发现，家庭类型、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经济状况均对中学生自杀行为有影响．结论 自杀行为在中学生中较为

常见，受家庭类型、父母文化程度等家庭因素的影响，应根据其影响因素加强综合干预措施，防止自杀行为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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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uicide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Kunming c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family factor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juvenile suicide

behavior. Methods 1 164 junior to senior students in 5 middle schools in Kunming were investigated by

anonymous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sed by using

SPSS softwar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number of students was 1 163， including 548 boys， accounting for

47.1%， and 615 girls， accounting for 52.8%， with age of 11 and 18 years （15.17 ± 1.838） .Among them，

153 people considered suicide， accounting for 13.1% of the proportion. Family factors of suicide analysis found that

family type， education level of the parents and the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had influences on the suicide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clusions The suicide behavior is more common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family factors including family type，cultural degree of parents and etc.，so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suicide behavior based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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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心理冲突后产生的一种自我毁灭的行

为，在世界范围内，自杀是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

因，仅次于交通事故，是青少年的第 2 大死因，

因此如何预测和预防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发生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本研究目的在于了解

昆明市中学生自杀状况及其与家庭因素的关系，为

预防昆明市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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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对昆明市 5所中学初一至高三年级学生 1 164

名进行集体匿名自填问卷调查，发放了 1 164份，

收回 1 163 份，有效问卷 1 163 份，有效率

99.9%．其中男生 548名，女生 615名，年龄 11～

18岁．以昆明市 5所中学作为抽样点，以分层随

机整群抽样构成调查样本．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1）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年

级、实足年龄、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最

高学历和职业、父母的教养方式等等；还有学习成

绩、社会支持、自我评价等．（2）与儿童少年攻

击性行为相关 8个因素组成的指标体系：①攻击性
行为；②自尊；③移情能力；④人际关系归因倾

向；⑤情绪控制；⑥社交焦虑；⑦依恋；⑧故意伤

害和自杀．

1.2.2 调查方法 现场调查，采用统一发放的中

国 9～18岁城市学生攻击性行为评定常模研制调查

问卷．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在 EpiData3.0内录入，采用 SPSS进行数

据分析．主要对资料进行一般的统计学描述及单向

有序计数资料的秩和检验．基本情况采用计数资料

的统计描述方法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中学生自杀现况

本次调查有 153 人考虑过自杀，占 13.1%比
例．就我国最新的自杀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每年有

28.7万人死于自杀，平均自杀率为 23/10万，在人

口重要的死亡原因中排列第 5位；而在 15～34岁

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位的原因[1]．

2.2 中学生自杀行为报告情况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家庭类型不同、母亲文化

程度及家庭经济状况 3个方面，中学生的自杀情

况，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0.05），见表 1～

3．提示不同家庭类型，母亲文化程度及家庭经济

状况对中学生的自杀行为的影响比较大，其次，是

否是独生子女对中学生的自杀行为无明显的差异

（ ＞0.05），提示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中学生的自杀

行为影响较小，见表 4.

3 讨论

自杀行为作为中学生的一种消极的心理特征和

行为方式，是否存在某些特定的家庭因素与之相对

应，答案是肯定的．

3.1 家庭类型对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影响

家庭类型 没有 考虑过 1次 2~3次 4次以上

大家庭 361（31.2） 11（0.9） 1（0.1） 0（0.0）

核心家庭 566（48.9） 40（3.5） 3（0.3） 1（0.1）

重组家庭 42（3.6） 3（0.3） 3（0.3） 0（0.0）

单亲家庭 65（5.6） 7（0.6） 1（0.1） 1（0.1）

隔代家庭 8（0.7） 1（0.1） 0（0.0） 0（0.0）

其他家庭 4（0.3） 0（0.0） 0（0.0） 0（0.0）

表 1 不同家庭类型的中学生自杀情况分析［n（%）］

Tab.1 The analysis of suicide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amily types［n（%）］

表 2 父母不同文化程度的中学生自杀情况分析［n（%）］

Tab. 2 The analysis of suicide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parents in different cultural degree［n（%）］

母亲（包括养母、继母）的文化程度 没有 考虑过 1次 2～3次 4次以上

硕士及以上 8（0.7） 1（0.1） 2（0.2） 0（0.0）

大学（大专） 174（15.0） 13（1.1） 0（0.0） 0（0.0）

中专（高中） 300（25.9） 18（1.6） 1（0.1） 0（0.0）

初中 443（38.2） 20（1.7） 5（0.4） 2（0.2）

小学及以下 146（12.6） 10（0.9）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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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中学生自杀情况分析［n（%）］

Tab. 3 The analysis of suicide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amily economic status［n（%）］

家庭人均收入（元） 没有 考虑过 1次 2～3次 4次以上

8 000以上（含 8 000） 88（7.6） 4（0.3） 0（0.0） 0（0.0）

6 000～8 000（含 6 000） 66（5.7） 7（0.6） 2（0.2） 0（0.0）

5 000～7 000（含 5 000） 79（6.8） 9（0.8） 2（0.2） 1（0.1）

3 000～5 000（含 3 000） 238（20.0） 22（1.9） 1（0.1） 0（0.0）

1 800～3 000（含 1 800） 161（13.0） 8（0.7） 2（0.2） 1（0.1）

1 000～1 800（含 1 000） 198（17.0） 5（0.4） 1（0.1） 0（0.0）

800～1 000（含 800） 104（9.0） 5（0.4） 0（0.0） 0（0.0）

500～800（含 500） 59（5.1） 2（0.2） 0（0.0） 0（0.0）

300～500（含 300） 53（4.6） 0（0.0） 0（0.0） 1（0.1）

300以下 23（2.0） 1（0.1） 0（0.0） 0（0.0）

99 10（0.9） 0（0.0） 0（0.0） 0（0.0）

表 4 是否是独生子女的中学生自杀情况分析［n（%）］

Tab. 4 The analysis of suicide in only-child or not middle school students［n（%）］

是否是独生子女 没有 考虑过 1次 2~3次 4次以上

是 558（48.1） 98（8.5） 37（3.2） 17（1.5）

否 352（30.4） 51（4.4） 18（1.6） 8（0.7）

家庭结构的复杂或残缺可能是导致中学生产生

自杀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有自杀行为中学生

来说，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父母离异或分居而

生活在单亲家庭中．但在核心家庭出现较大比重的

自杀人数，其原因可能是家庭角色失调现象的发

生、家庭不和睦、母子关系恶劣、家庭缺少温暖等

因素导致自杀行为发生[2]．

3.2 独生子女对中学生自杀行为影响较小

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中学生自杀行为在本次调查

中无明显差异，其原因可能是，所调查的对象都是
在校中学生，在生活自理能力和适应能力方面都已

经提升，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这方面的差异性

较小[3]．

3.3 家长文化程度对中学生自杀行为有影响

随着父母文化程度的提高中学生的自杀率逐渐

减少，因为家长文化程度与子女健康行为呈正相

关，家长文化程度较高，其子女的健康行为也相应

较好．父母文化程度是构成家庭教育环境的基本因

素，文化程度较高的父母懂得更多的教育知识，了

解子女的心理，有正确的教育方法，更注重家庭教

育，并能以身作则影响子女[4]．

3.4 在收入水平上的调查结果显示

自我评价收入中上水平的人自杀行为的发生率

最高，其次是收入水平中下的人，再其次是较差的

人．可见，无论哪个层次的人都是自杀行为上的高

危人群．其原因有：生活富裕的家庭，家长大多是

单位的骨干或小有成就的私营业主，他们面对的竞

争和工作压力一般较大，内心的矛盾冲突会比较复

杂．同时，由于工作繁忙，陪伴子女的时间相对较

少，导致他们的子女的自杀意念率较高．收入不稳
定或较低水平的家庭，容易带来心理上的不安全

感．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观点，安全的需

要属于低层次的需要，低层次需要没有获得满足，

非常容易引起人内心的不平衡，人也难以发展诸如

归属和爱、自尊和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

要，没有高层次需要的支撑，人对自身价值乃至生

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就会非常有限，因此，会有

较高的自杀意念的产生[5]．

3.5 预防建议

3.5.1 学校开设心理教育课程 应加强中学生的

心理素质教育，开设心理教育、生命教育等相关课

程，培养中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让每个中学生都

有正确的“价值观”、“生命观”，始终把“生命至

高无尚”这样的理念灌输给中学生，引导他们学会

思考用不同方式解决问题，学会发泄自己的不良情

绪，培养他们珍惜生命的意识[6，7]．

3.5.2 优化家庭教育 除了学校开设心理教育课
程外，家庭仍应发挥其主力军作用．父母应保持与

子女的交流，及时掌握子女的想法，时常关心子女

是否开心快乐．其实大多数子女的要求并不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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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能得到多一点的爱．而这爱的给予或许只有

从与父母的交流中才能得到．父母应真正站在孩子

的立场上，为其身心健康发展着想，不要拿世俗的

眼光给孩子贴标签，如差生、坏孩子等，避免对他

们的心灵造成伤害[8，9]．

3.5.3 改善社会环境 呼吁社会给青少年学生创

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减轻社会变革对他们的适

应压力．调控社会及市场经济因素给青少年学生带

来的压力和冲击，对他们的心理需求给以高度重

视，帮助其实现合理需要，对不合理需求给予规劝

和正确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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