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总论各部分内容。经正态性检验，本次考试成绩呈正态分布，

峰值在 70.0~89.0 分之间。平均分 82.6 分，标准差为 7.6 分，全

距为 42.0 分。根据学校教务处提供的参考标准[2]，三年制课程专

业课平均分为 70.0～80.0 分，标准差为 7.00～10.00 分，全距为

30.0~40.0 分，显示本次考试平均成绩偏高，这可能与试卷中容

易题所占比例较大有关（占 79.2%），见表 3。
信度是指试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将同一份试卷，对同一

组参加考试者进行反复测验，所得结果一致，那就说明这份试

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所以，信度是衡量试卷质量的一项重要指

标。目前，试卷分析最常用的内在信度系数为克龙巴赫α系

数。一般认为，标准化能力测试信度应在 0.80 以上，教师自编学

习测验的信度达到 0.600 0 以上就可以了。此次考试试卷克龙

巴赫 α系数 =0.782 4，表明试卷信度、稳定性和可靠性均较

好，说明考试结果很少受随机因素影响，考试成绩能真实、可靠

地反映出被试者的学业水平。
3.2 对试题质量的评价

本次研究对试题的难度和区分度进行了综合分析，一般认

为，P＞0.55，D＞0.15 表示试题难度适中，区分度良好；P≤0.55，

D＞0.15，说明试题偏难，但区分度良好，依然适用；P＞0.55，

D＜0.15，则试题容易且区分度较差，只有必要时才用；P＜0.20，

D＜0.15，则试题既难又无区分度，不应参加考试计分。

本次研究中，试题的总体难度系数为 0.83，区分度为 0.18，

表明试卷整体较容易，区分度尚可。
3.3 对今后教学及命题工作的启示

合理的难度分配是保证试题质量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

容易题占 5%~10%，较易题占 20%~30%，中等难度题占 25%
~40%，较难的题占 20%~30%，难题占 5%~10%是比较适宜的。
本次考试，难度偏低，容易和比较容易的题目所占比例偏大，中

等难度题目所占比例偏小，试卷平均分 82.6 分，成绩分布偏向

高分数段，试卷整体较容易，区分度尚可，信度较好，应该加大

中等难度、较难和难题所占的比例。今后的教学中，在加强学习

基本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还应强化对学生综合分析和理解应

用能力的培养。由于外科学总论考核包括理论考试和外科基本

技能考核两部分，本次研究针对的是理论考试试卷，后期研究

中，可参照基本技能考核成绩，做相关性分析，进行试卷的效度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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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流动，社会的竞争，使较多的女大学生在学习以及

就业的选择上都是“背井离乡”，而社会的复杂性，暴力犯罪的

频频发生，使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的社会安全问题备受重视。
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大学学校体育教学为了满足女大学生参

与健身、防身、自卫的愿望和要求开设了女子自卫课程。女子防

身术是依据女性生理、心理等方面的活动规律，以保护女性自

身安全、防止他人暴力侵袭，汲取武术中的格斗技巧和擒拿术

的精华，融合而成的一项简便易行的，以弱制强、以小制大、以

巧取胜的自卫术。我们按女子防身术的学习目标将其分为 3 个

方面：第一，身体素质的提高，包括基本体能与专门运动体力；

第二，防身技能的掌握与运用；第三，防暴意识与心理素质的提

高。在课程教学中，我们能观察到女大学生身体素质及其对技

能的掌握状况，但较少涉及到她们心理素质的变化。因此，我们

通过对兰州理工大学进行的个案课程实验对比研究，分析女子

防身术对女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女子防身术
对普通高校女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

———以兰州理工大学为个案

摘 要：女子防身术是依据女性生理、心理等方面的活动规律，以保护女性自身安全、防止他人暴力侵袭、汲取武术中的格斗

技巧和擒拿术的精华，融合而成的一项简便易行的以弱制强、以小制大、以巧取胜的自卫术。通过 SCL-90 心理健康量表对

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实验对比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数据统计法对其进行实验研究，发现通过

女子防身术的学习，不仅能增强女大学生体质，掌握自卫防身技能，而且还能增强女大学生的自信心，较明显地影响女大学

生的心理素质，对女大学生提高暴力防范意识以及应急心理素质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女子防身术；女大学生；心理健康；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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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对象

选择兰州理工大学 2011 级的 176 名女大学生为实验研究

对象，其中，88 人为实验组，88 人为对照组。对实验组的女大学

生进行女子防身术的教学，而对对照组女大学生则未进行女子

防身术的教学。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调查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elf- reporting In-
ventory） 即 90 项症状清单 （Symptom Checklist 90，SCL- 90）。
SCL- 90 量表共包括了 10 个因子，每个因子反映受测试者的一

方面情况，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
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方面[1]。SCL- 90 量表一般采用

1~5 分的 5 级评分标准，从 1 分代表的无症状到 5 分代表的症

状严重，依次递进，总分即为 90 个项目的得分总和。总分 160
分为临床界限，超过 160 分说明受测试者可能存在某种心理障

碍，并且任一因子得分超过 2 分即为阳性，说明可能存在该因

子所代表的心理障碍。每种心理问题的阳性因子个数大于 2，说

明受测试者在该种心理问题上存在问题。该量表在国内外已被

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心理健康研究测试中，说明具有较好的信度

与效度。
1.2.2 观察法 在课堂上对女大学生在上体育选修课时的情绪

态度、参与程度、同学间的交流互动等体育行为进行直观的观

察与了解。
1.2.3 数理统计法 采用 SPSS 12.0 统计软件对问卷测试结果

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结果

（1）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指标测试结

果，见表 1。

（2）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指标测试

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心理健康指标方面，实验组各因子的

得分呈下降趋势，而且在强迫症状、抑郁、焦虑、恐怖、偏执因子

方面下降的程度比较明显，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说

明女子防身术的教学对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作用和

效果。
2.2 讨论与分析

2.2.1 对课堂观察到的女大学生的表现的讨论与分析 女子防

身术教学内容涉及徒手擒拿技术、解脱技术、格斗技术、器械使

用等，练习形式有单人练习、配对练习、模拟场景演练，练习的

方法与手段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女大学生的求知欲以

及对实际应用能力培养的要求。因此，女大学生学习过程中表

现出学习积极性较高，并且同学之间相互配合意识明显提高，课

堂氛围也比较活跃。同时，女大学生在模拟现实场景的练习中

能够很快意识到自己在真正遇到危险情景时的心理变化以及

自身应对能力的不足，更能够增强其学习与练习的动力，发挥

身体的潜在能力，培养良好的防范意识。
2.2.2 对 SCL-90 量表测试结果的讨论与分析 实验组和对照

组 SCL- 90 量表测试结果表明，在躯体化因子上，两组女大学生

通过体育锻炼，身体机能健康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无显著性差异；

在强迫症状因子上，实验组前后数据明显下降，而对照组并无明显

变化；在人际关系敏感因子上，两组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女子防

身术存在较多的双人或多人配合，其间用力以及自我保护时均要

照顾到对方，因此，双方存在较为密切的配合与协作关系，在练习

中也培养了同学间良好的互帮互助，包容友爱的人际关系，对完

善女大学生性格以及建立良好人际关系都有积极的作用；在抑

郁、焦虑因子方面，实验组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课堂上，女

大学生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方面，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并相互配

合，使自己压抑的情绪能够得到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自身

的心理压力；在恐惧因子方面，实验组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

异。女子防身术本身就是一个以小胜大、以弱克强、以巧制蛮的

防身自卫术[2]，在一定程度上给女大学生心理导入一定的自信因

素，并通过练习锻炼女大学生的胆量，帮助其克服面对困难与危

难时的胆怯和恐惧，而女子防身术对于应对时机的掌握也能培

养女大学生对事物的独立思维、分析、判断的能力。
3 对策与建议

（1）普通高校开设女子防身术课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通过兴趣小组、公共选修课和公共体育课程等途径进行防身

教育，使其能够制度化，长期化。
（2）女子防身术教学中除了必要的技术技巧教学外，更重要的

是对女大学生的心理素质进行培养与训练，让她们在遇袭时能够

以稳定的心理状态充分发挥个人智慧达到解脱制胜的目的。
（3）在女子防身术教学评价时，不能仅用单一的技术评价

来对女大学生进行质量评价，应采用多角度的综合运动评价方

式，全面调动女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4）女子防身术课程的教学目的、内容和任务应围绕防身

技能、防身策略以及女性心理，根据女性的身心特点及其应用

的特定环境进行更为科学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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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 SCL-90 量表因子得分比较（x±s，分）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因子 实验组 对照组 P 值

1.26±0.31
1.97±0.53
1.87±0.51
1.68±0.49
1.66±0.46
1.57±0.52
1.47±0.37
1.53±0.48
1.42±0.46

1.23±0.32
1.87±0.49
1.88±0.52
1.70±0.44
1.61±0.39
1.55±0.46
1.33±0.41
1.56±0.49
1.39±0.4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 SCL-90 量表因子得分比较（x±s，分）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因子 实验组 对照组 P 值

1.16±0.48
1.71±0.50
1.64±0.49
1.44±0.49
1.48±0.39
1.53±0.48
1.37±0.38
1.32±0.35
1.36±0.40

1.23±0.32
1.86±0.50
1.87±0.52
1.71±0.45
1.62±0.47
1.57±0.48
1.34±0.40
1.59±0.51
1.43±0.56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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