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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OH卡牌团体技术对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作用,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以及干预方法

的生态效度。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贵港市3所不同类别学校(公立高中、私立高中、中职学校)的72名

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各36名,实验组接受 OH卡牌团体技术干预,对照组不接受任何

干预。两组被试均使用社交焦虑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前测和后测。结果:①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社

交焦虑得分(t=-3.809,P<0.001)及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t=4.809,P<0.001)均具有显著性差异;②一般自我效

能感在OH卡牌团体技术干预与社交焦虑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OH卡牌团体技术干预对社交焦虑的总效应为

8.654,间接效应为3.677,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2.533%;③对比3所不同类别学校实验组被试,干预前后的社交焦

虑差异得分及一般自我效能感差异得分均不具有显著性差异。结论:OH卡牌团体技术干预有效缓解留守儿童的

社交焦虑,及提高其一般自我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在OH卡牌团体技术缓解社交焦虑中起中介作用。OH卡

牌团体技术在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及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干预上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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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OHcardgrouptechniqueonsocialanxietyofstay-at-homechildren:

Themediatingroleofgeneral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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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iddleSchool
【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effectofOHcardgrouptechniqueonsocialanxietyofleft-behindchildren,

themediatingeffectofgeneralself-efficacy,andtheecologicaleffectsofintervention.Methods:Astratifiedsampling
wasusedtoselectstudentsfromthreedifferenttypesofschoolsinGuigangCity.Atotalof72studentsfromprivate
highschoolsandvocationalschoolswererandomlyassignedto36studentseachintheexperimentalgroup,whichre-
ceivedOHcardgrouptechnicalintervention,andthecontrolgroup,wherenointerventionwasgiven.Bothgroups
usedasocialanxietyscaleandageneralself-efficacymeasureforpre-andpost-tests.Results:①Thescoresofso-
cialanxiety(t=-3.809,P<0.001)andgeneralself-efficacy(t=4.809,P>0.001)intheexperimentalgroupandthe
controlgroupweresignificant.②Generalself-efficacyplayedapartinmediat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OHcard

grouptechnicalinterventionandsocialanxiety.ThetotaleffectofOHcardgrouptechnologyinterventiononsocial
aggressionwas8.654andtheindirecteffectwas3.677,accountingfor42.533%ofthetotaleffect.③Comparedwith

participantsinthreedifferentschoolgroups,thedifferencescoresforsocialanxietyandgeneralself-efficacybefore
andaftertheinterventionwerenotsignificant.Conclusion:OHcardgrouptechniqueinterventioncaneffectivelyalle-
viatesocialanxietyofleft-behindchildrenandimprovetheirgeneralsenseofself-efficacy.Generalself-efficacy
playsamediatingroleinalleviatingsocialanxietybyOHcardgrouptechnique.OHcardgrouptechniquehasgood
ecologicalvalidityintheinterventionofsocialanxietyandgeneralself-efficacyofleft-behindchildren.
【Keywords】 Left-behindchildren;OHcards;Grouptechnology;Socialanxiety;General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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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

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

人”[1]。目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与以往相比,我国留守儿童的数量日渐增多,相
比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在心理适应上的问题更

加突出[2]。有研究认为,留守儿童因父母长期缺位

或隔代抚养等一些特殊因素,教育能力、方法上的严

重低下,导致留守儿童更容易在同辈群体中被边缘

化,出现社交困难的问题[3]。社交焦虑是社交困难

的表现之一,是指个体在社交场合中对他人审视或

评价的非理性恐惧[4],主要表现为过度关注外界的

消极评价,以及在社交情境中表现出退缩、回避行

为[5],若未能及时干预甚至发展成精神障碍[6]。研

究显示,我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非留

守儿童,如有着更高的社交焦虑,社交焦虑障碍被认

为是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最突出的问题之一[7]。

  在影响个体社交焦虑的各种因素中,一般自我

效能感的提高带来的积极效应越来越受关注和认

可。有研究表明,个体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其

社交焦虑,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8]。一

般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应对不同条件切换的挑战

或未知事物时的一种较为全面的评估[9],对个人动

机、思维过程、情绪状态和行为等均有影响[10]。而

团体心理治疗作为一种具有支持性氛围,以社交练

习场所为特点的心理治疗方式,被认为是可以提升

个体一般自我效能感,以及有效缓解社交焦虑的心

理治疗手段[11]。在团体心理治疗中常常使用不同

的工具和技术,OH卡牌则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

的、特殊的、属于表达性艺术治疗的心理咨询、治疗

工具[12],其中包含88张图卡与88张字卡,图卡是

涵盖生活各个方面的水彩图案,字卡可以作为图卡

的背景,选择任意一张图卡放进任意一张字卡中,可
产生7744种不同的组合,借助不同的组合,通过引

导语指引,刺激使用卡片的人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

力进行表达,促进认知,增强自我觉知,了解自己的

潜意识,从自己的觉察中探索其真实的心理,实现自

我疗愈。OH卡牌在缓解情绪、释放压力上的疗愈

效果极佳[13-14],有研究者使用OH卡牌进行个案咨

询,收到良好的效果[15]。但在目前的研究中,OH
卡 牌 更 多 是 用 于 心 理 健 康 教 育[16-17],个 案 研

究[13-14],而团体的相关研究偏少[18],其在团体干预

的效果尚需进一步验证。

  综上,本研究以我国留守儿童群体为研究对象,
探讨OH卡牌团体技术对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影

响。综合前人研究,本研究假设使用OH卡牌团体

技术可以提高留守儿童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进而缓

解其社交焦虑,即一般自我效能感在OH卡牌技术

缓解社交焦虑过程中起中介的作用。本研究选择不

同级别学校的学生进行干预,考察OH卡牌团体技

术在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及自我效能感的干预上的生

态效度,以期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更多

思路和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贵港市3所不同级别的高中阶段学校(公
立学校、私立学校、中职学校)的学生作为进行问卷

调查,本研究采用问卷星设置问卷,手机端扫码作

答,共填写问卷3452份,公立学校1567份,私立学

校1252份,中职学校633份。剔除作答时间短等极

端作答情况,有效问卷为3421份(99.105%)。根据

标准,共有130人符合标准,分别为:公立学校64
人,私立学校36人,中职学校30人。然后对此进行

一对一访谈,最终选取被试72人,每所学校24人,
并签署参与实验的知情同意书。其中,被试随机分

为实验组(OH卡牌团体干预组)和对照组(无干预

组),每组12人。实验组的平均年龄为15.606±
0.609岁;对照组的平均年龄为15.889±0.708岁;实
验过程中,脱落3人,最终获取有效数据69份。

  纳入标准为15~17岁的留守儿童(父母或曾有

一方外出异地工作半年以上的经历),且社交焦虑得

分≥60分。排除标准包括正在接受其他心理辅导、
治疗或精神心理科药物治疗,存在精神疾病或既往

精神疾病史,严重躯体疾病史。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社交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etyScale,IAS)采用Leary编制[19],彭纯子修

订的中文版量表,该表共含15个题目,其中有4个

反向计分项目[20],采用5点评分(1=与我一点儿也

不相符,5=与我极其相符),得分越高表明社交焦虑

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

为0.857。②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Self-
EfficacyScale,GSES)采用Schwarzer和Jerusalem
编制,王才康等人修订的中文版量表[21]。该量表包

含10个项目,采用4点评分(1为一点也不符合,4
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一般自我效能感

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917。

1.2.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2(实验组和对照组)

×2(前测和后测)实验设计。实验组和对照组均进

行前后测问卷测试,然后实验干预开始前,均接受1
次社交方面的心理健康课培训。实验组接受 OH
卡牌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对照组不接受团体辅导及

其他心理辅导活动,实验组成员6周团辅结束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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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进行后测。

1.2.3 干预方案及实施 本研究团体方案设计目

的是通过OH卡牌团体技术干预,缓解参与者的社

交焦虑及提升自我效能。本次团体心理干预共分为

6个单元,每个单元设计主要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

分是热身活动,主要目的是破冰,打破社交距离,加
强凝聚力。第二部分是主题活动,该环节主要是以

OH卡牌为活动媒介,设计一列与缓解社交有关活

动。具体过程是使用不同的指导语,引导参与者借

助卡牌,把其社交相关理念、社交困扰、社交期待等

进行表达,并通过团体的力量产生共鸣、进行回应、
相互反馈等,以达到缓解社交焦虑的目的。第三部

分是总结分享,把每个单元的内容进行总结,巩固,
并为下一次活动做准备。具体辅导方案见表1。

  团体干预活动在各自学校的心理活动中心进

行,每周开展1次,每次1.5个小时,连续进行6周。
每次活动由1名主要带领者及1名辅助者参与,带
领者均接受过OH卡牌技术的培训。

表1 OH牌团体技术辅导方案

单元主题 单元目标 活动流程及主要内容

认识你我他

形成团体链接,明确团体及

个体 目 标,熟 悉 OH 牌 使

用,建立信任感

1、“大风吹”活动热身;2、通过OH牌介绍自己以及自己参加辅导的目

标;3、进一步熟悉使用卡牌,用OH牌展示自己心中最重要的他人;4、

总结分享感受。

多 角 度 认 识 社

交

增加团的信任感,认识团体

成员的社交观念,加强彼此

的支持

1、“滚雪球”活动热身;2、通过OH卡牌的图卡和字卡分享自己的社交

理念;3、采用OH牌进行社交故事接龙;4、总结分享感受。

打破社交陈规

激活不同的观念看待同样

的事情,借鉴团体理论,突
破自我思维的局限

1、“1块5毛”活动热身;2、用OH牌图卡进行分组:正向思考组和负向

思考组;3、对同一个卡牌,进行正向、反向解读;4、总结分享感受。

头脑风暴

鼓励成员更多地表达社交

困扰,借助团体力量,寻找

更多应对方法

1、“抢椅子”活动热身;2、通过 OH 卡牌,分享社交困扰;3、用更多的

OH卡牌,提出解决社交困扰的方法;4、总结分享感受。

探索未来
明晰自己的社交期待,共同

探索实现的方向

1、“心有千千结”活动热身;2、通过 OH 牌,探索过往、当下、未来的社

交情况;3、对比3个阶段,探索自己社交期待方向;4、总结分享感受。

巩 固 社 交 及 告

别

回忆团体的收获,做好分离

的准备

1、“同舟共济”活动热身;2、通过 OH 牌,总结活动收获;3、写告别留

言;4、颁发证书;5、总结分享感受。

1.3 统计处理

  使用统计软件SPSS22.0,采用独立样本t检

验、中介效应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

处理。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问卷数据是通过一次性施测和自评的方式

采集,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对数据进行

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即对调研涉及的变量所有

题项进行未旋转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探索

性因素分析得到7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最大因

子方差解释率为28.8%(<40%),表明本研究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IAS、GSES得分比较

  为探索干预方法的有效性,对实验组与对照组

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干预前,两组的IAS、

GSES得分均无显著差异;干预后,两组的IAS、

GSES得分均具有显著差异,见表2。

表2 两组被试干预IAS与GSES得分比较(x±s)

组 别 n
 IAS 

干预前    干预后

 GSES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33 65.000±3.527 51.485±10.545 20.182±4.773 26.606±3.799

对照组 36 64.056±3.569 59.194±5.776 22.111±5.661 22.472±4.526

t 1.104 -3.809*** -1.523 4.089***

P 0.273 0.000 0.132 0.000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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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SES差值分在组别与IAS差值分之间的中

介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讨GSES在本研究中的组别与社

交焦虑之间的关系,以组别作为自变量,GSES差值

分作为中介变量,IAS为因变量,采用 Hayes编制

的SPSSPROCESS插件中的 Model4方法,Boot-
strap共计重复抽样5000次。分析结果显示,组别

能预测GSES(β=1.315,P<0.001);组别、GSES能

同时预测社交焦虑,即组别、GSES对社交焦虑均有

直接预测作用(β=2.340,P<0.05;β=0.185,P<
0.005),见图1。

  研究结果表明,组别→社交焦虑的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为(0.305~9.649),不包含0,表明直

接效应显著;组别→GSES→社交焦虑的间接效应

95%置信区间为(1.271~6.759),不包含0,表明中

介效应显著;组别→社交焦虑的总效应95%置信区

间为(4.313~12.995),不包含0,表明总效应显著。
以上的结果显示中介效应成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比例为42.533%,即组别对社交焦虑的效应有

42.533%是通过GSES这一中介变量所起作用的,
表明 GSES在组别与社交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效

应。其中,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点估计以

及95%的百分位数Bootstrap的置信区间见表3。

2.4 不同学校之间IAS、GSES得分比较

  因本市不同类型学校按中考成绩高低进行招

生,公立学校成绩要求较高,私立学校次之,中职最

差。为对比 OH 卡牌团体技术在各类别学校之间

的干预效果差异性,以便验证该方法的生态效度,对
干预后不同学校的IAS、GSES差值得分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各个类别学校之间并无显著

差异,见表4。

表3 GSES的中介效应

项 目 效应值 Se LLCI ULCI 效应量

总效应 8.654 2.175 4.313 12.995

直接效应 4.977 2.340 0.305 9.649 57.467%

中介效应 3.677 1.388 1.271 6.759 42.533%

表4 实验组被试IAS与GSES得分后测得分比较(x±s)

干预内容 n
 学 校 

公 立    私 立    中 职
F P

IAS 33 -11.000±7.810 -14.417±13.242 -15.200±14.451 0.366 0.687

GSE 33 6.182±4.854 6.500±5.351 6.600±5.060 0.020 0.981

图1 GSES差值分在组别与IAS差值分之间

的中介作用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OH卡牌团体技术干预前,实验组

与对照组的IAS、GSES得分无明显差异,干预后,
两组的IAS、GSES得分具有显著的差异,表明团体

干预对缓解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及提高其自我效

能感具有显著的效果。15~17岁是生理及心理迈

向成熟的准备阶段,有过留守经历的青少年或多或

少积聚一些带有消极特征的情感体验,更容易压抑

自我的情感表达[22]。而社交焦虑是影响青少年儿

童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其的社会适应和

健康成长产生不良后果[23]。OH 卡牌是一套潜意

识投射卡,由于使用者将心思放在描述画面内容,减
少传统心理表达的阻抗,在不知不觉中便会暴露自

己的真实心理[24]。团体心理辅导能改善与他人的

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发展出良好的社会

适应能力[25]。本研究结合 OH 卡牌及团体技术的

特色,设计 OH 卡牌团体心理干预方案,逐步引导

成员在团体中,表达自己的社交想法,将其社交困扰

潜意识意识化,并在团体的氛围下,得到抱持及理

解,焦虑在过程中逐渐缓解,达到实验的目的。

  本研究的团体干预过程中,带领者会使用不同

的指导语,引导成员进行 OH 卡牌的解读,而卡片

内容涵盖日常生活的各种内容,操作简单易懂,无形

中减少表达不能或不良的挫败性。一般自我效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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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应付环境中的各种挑战或事物总体上的自信

心[26],故在OH牌团体中,随着表达的流动,应对社

交的困扰会逐步得到解决,易给成员带来满足感及

成就感。同一张卡牌每个人的解读是不同的,所有

参与者无条件积极关注叙述者,相信参与者的智慧、
潜力 以 及 自 我 疗 愈 能 力,起 到 接 纳 和 尊 重 的 作

用[27]。在团体成员的相互促进下,自信得到逐步提

升,自我效能感也随之提升。

  本次研究中,为确定本研究设计的生态效度,选
择公立、私立、中职3所不同类型学校的被试,这些

类型的学校学生是按中考成绩由高到低进行录取,
对学校因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干预前后,各
类型学校之间差异均无显著的区别,说明本研究具

有良好的生态效度。社交焦虑在青少年当中是一个

常见的现象[28],目前未有研究表明,相同年龄阶段

的人群在不同类别学校的社交焦虑有所差异。参与

团体辅导的成员在团体中会发觉其他人与自己有相

同的困扰,他的问题并不是独特的,这种观念的改变

本身对治疗就有作用[29]。基于此,本研究认为,OH
卡牌团体干预活动的内容设计及干预方式适宜使用

于不同类型学校的群体。

  研究结果显示,一般自我效能感在留守儿童的

OH卡牌团体干预与社交焦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本研究中的 OH 卡牌团体干预既可以直接降低

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也可以通过提高留守儿童的

一般自我效能感从而降低其社交焦虑。这与前人研

究一致,有研究采用团体辅导的方式通过对低自我

效能感的被试进行干预,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并同

时降低社交焦虑水平,干预效果良好[30]。有研究认

为,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社交焦虑呈现显著负

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对自己能力的评价

较高,社交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自信,社交焦虑水平

较低[31]。根据自我效能感理论,高水平的一般自我

效能感有助于个体降低来自外界的威胁性评价,从
而减少心理痛苦,提高社会适应性[32-33]。本研究中

留守儿童经过团体中社交技能的提升,不断地在社

交情境中获得一些积极的体验和成就,增强了其对

自己在社交上的信心和能力评估,这意味着通过团

体干预,留守儿童对自己在社交领域的一般自我效

能感更高,进而进一步帮助其减少社交情境带来的

焦虑情绪和体验。此外,以往关于社交焦虑调节的

研究认为,社交焦虑的升高可能是由于个体消极情

绪管理不力导致的,而一般自我效能感是维护自我

情绪调节的重要影响因素,低水平的一般自我效能

感是造成社交焦虑升高的原因之一[34]。社交焦虑

主要涉及个体在社交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紧张、焦
虑等负性情绪体验,在本研究的OH卡牌团体干预

过程中,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得到一定的表达,且可

以帮助留守儿童接纳、不评判消极情绪,降低负性情

绪感受,改善自身情绪应对能力,提高情绪调节的自

信心。当其相信自身可以有效调节情绪时,紧张焦

虑情绪则会得到缓解,社交焦虑水平也会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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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

自我表露的健康教育结合感觉统合训练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心理状态、自我管理行为及认知功能的影响*

谢云梅 杨更生 蓝亚燕

浙江省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遂昌分院医院)精神科 323300 E-mail:13732547873@163.com

*基金项目:浙江省丽水市科技计划项目(编号:2021GYX23)

【摘 要】 目的:探讨基于自我表露的健康教育结合感觉统合训练对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状态、自我管理行

为及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1月-2024年1月于某院住院的11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计算机随

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n=56)与对照组(n=56)。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研

究组联合基于自我表露的健康教育结合感觉统合训练。比较两组干预前、干预28d后的心理状态[积极消极情感

量表(PANAS)]、自我管理行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量表(SSMIS)]、认知功能[MATRICS公认认知成套测

验(MCCB)]及生活质量[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量表(SQLS)]。结果:干预28d后,研究组患者PANAS量表中

消极情绪评分低于对照组(t=4.305,P<0.001),积极情绪评分高于对照组(t=5.576,P<0.001);研究组患者SS-
MIS量表中服药依从性、药物管理、精神症状管理、自我效能、利用资源及支持、维持日常生活/社会功能及总分均

高于对照组(t=5.599,3.237,4.037,5.333,3.070,2.462,8.969;P<0.05);研究组患者 MCCB量表中社会认知、推理

与解决问题、视觉学习、言语学习、工作记忆、注意力/警觉性及处理速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t=2.587,5.019,2.986,

4.601,3.875,2.046,2.014;P<0.05);研究组患者SQLS量表中心理社会、动机和精力、症状和副反应及总分均低于

对照组(t=7.309,5.279,2.412,9.015;P<0.05)。结论:基于自我表露的健康教育结合感觉统合训练有利于改善住

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状态、自我管理行为,提升其认知功能与生活质量。
【关键词】 自我表露;健康教育;感觉统合训练;精神分裂症;心理状态;自我管理行为;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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