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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523 名工读生为调查对象 ,考察工读生毒品使用特点 ,并在控制人 口学变量后 ,探讨感觉寻求 !压力性生活事件 !结交

不良同伴与工读生毒品使用的关系"结果显示:(l) 工读生的毒品使用行为严重 ,超过三成的工读生曾使用过毒品 ,以吸食新型毒

品为主 " (2) 工读生的感觉寻求影响毒品使用 " (3) 压力性生活事件调节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之间的关系 " (4) 这种调节作用以

结交不良同伴为中介变量 "因此 , 压力性生活事件通过结交不良同伴调节了感觉寻求对工读生毒品使用的影响 "研究结果为预

防和干预青少年毒品使用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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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青少年毒品使用行为呈现出 日益严重

的态势 ,公安部禁毒局发布的 52011 中国禁毒报告 6
指出 ,截至20ro 年底 ,新增加滥用合成毒品的 11 .94

万人中 ,大多数是 25 岁以下青少年 " 目前 , 我国共

有上万名工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 ) ,工

读生中曾经使用过毒品的人数比例远远高于普通学

生(林丹华 ,苏少冰 ,胡伟 ,何立群 , 2010; 谢冬怡 , 布

坤涛 , 梁筱健 ,麦灼华 ,赵航 ,200 7 ) "以往研究发现 ,

有三到四成的工读生曾至少使用过一种毒品 , 首次

吸毒呈现低龄化趋势(胡伟 ,林丹华 , 汪婷 , 20ro ;林

丹华 , 范兴华等 ,ZO ro ;林丹华 ,苏少冰等 , 2010 ) "青

春期正是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 ,

毒品使用不仅严重破坏其身体健康 ,还可引致青少

年犯罪 !自杀等行为问题(Est-vez & Em ler, 2011:

马俊岭 ,郭海英 , 潘燕君 , 201 0; Tallg et al . , 200 9 ) ,

开始吸毒的年龄越小 ,终生吸毒的可能性越大(林丹

华 , 范兴华等 , 2010 ) "有必要掌控影响工读生毒品

使用的关键因素及其发生作用的机制 "

青少年的感觉寻求(sensation seeking)是其毒品

使用 的重要 风险 因素 (Bro ok , Zhang , & B ro ok ,

2011; 伦an k et习. , 2011) "感觉寻求是指个体对多

变的 !新异的 !复杂的 !强烈的感觉和体验的寻求 ,及

通过采取生理的 !社会的 !法律的和经济的冒险行为

来获得这些体验的愿望(陈丽娜 , 张明 , 金志成 , 赵

闪 , 梅松丽 , 200 6; Zuc ke rm an , 200 8) "尽管研究者

已对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关系做了许多研究 , 但仍

存在三点不足 "

首先 , 以往有关感觉寻求对毒品使用直接效应

的研究存在两点局限 , 其一 , 混淆了冲动性 (im Pu l-

sivity)的作用 (例如 , B ro ok et al . , 20 11; K ra nk et

al . , 201 1) "冲动性与感觉寻求是人格的不同方面 ,

冲动性涉及的是缺少自控或行为抑制不足 ,而感觉

寻求侧重的是寻求多变的 !新异的 !复杂的 !强烈的

感觉和体验(Li, zhang , Li, zhen , & W ang , 2010 ;

Steinbe吧 et al#, 200 8 ) " 目前使用最广的感觉寻求

测量工具是 zuekerm an , Eysenek 和 Eysenek( 1978 )

的感觉寻求量表 , 此量表包含了冲动性成分(St ei n-

be rg et al. , 200 8) ,而大多数感觉寻求与青少年毒品

使用关系的研究都使用了此量表或其简化版本(例

如 , Bro ok etal. , 20 11; Kra nk etal. , 20 11) "本研究

将采用 St ei nb erg 等人 (200 8) 修订 !Li 及其合作者

(Li et al. , 20 ro ; 叶宝娟 ,李董平 , 陈启山 ,王艳辉 ,

201 1) 修订的感觉寻求量表 ,其测量的是感觉寻求而

非冲动性 "其二 ,现有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青少年 ,

样本的狭隘性必将限制结果的可推广性 (A m ett ,

200 8) , 有必要进行跨 文化 !跨 国家研究 (Jes sor ,

200 8) "而且 ,西方研究者涉及的主要是大麻等传统

毒品(例如 , Bro ok et al . , 20 11) , 但是 , 国内工读生

使用新型毒品的比例远远高于传统毒品(胡伟等 ,

201 0; 林丹华 , 范兴华等 , 201 0; 林丹华 , 苏少冰等 ,

20 10 ) "因此 ,有必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感觉寻

求是否影响毒品使用 "本研究提出假设 1:工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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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寻求这一个体特征对其毒品使用行为有预测作

用 "

其次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

直接关系 ,但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感觉寻求水平相

同的青少年吸毒程度是不同的 ,这与感觉寻求在不

同条件下对毒品使用的影响大小有关 ,但以往较少

有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生态系统理论 (ec ol og ica l

system s th eo叮; Bro nfe nbre nner, 1959 )认为 ,个体发

展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 ,研究者

普遍认为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

的产物 ,具有相同或类似个体特征的青少年因所处

环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行为表现(Laz 盯as , Ei se r, &

R od西nos, 2009 ;叶宝娟等 ,2011) "因此 ,本研究将

用个体 x 环境交互作用的观点探讨感觉寻求发挥作

用的条件 "由于青少年同时面对来自身体成熟 !寻

求独立 !与同伴及社会交往增多等多方面的变化 ,注

定了青春期是一个危险的 !充满压力及压力加重的

阶段 (M urra y , Byrlle , & R iege r, 2011;Lurz el, K ai-

se ra , & Sac ha era , 2010 ) ,压力性生活事件构成了个
体独特的生活环境 , 而工读生经历的压力性事件更

多 "以往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经历压力性生活事件会

增加其进行毒品使用的行为(A nde rs en & Te ich er ,

2009 ; Ku lis , M ars iglia , & N ieri , 2009 ) ,本研究要探

讨的是压力性生活事件是否影响感觉寻求与工读生

毒品使用之间的关系 "

一方面 ,较高感觉寻求的青少年会不断寻求新
异的 !强烈的刺激和体验 , 在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多

时 ,较高感觉寻求者更追求强烈的 !新异的感觉和刺

激(叶宝娟等 , 2011) ,此时 ,可能会低估毒品使用的

风险 ,通过吸毒来追求兴奋和刺激的体验;另一方

面 ,在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少时 ,较高感觉寻求者虽然

仍比较低感觉寻求者更易进行毒品使用 , 但这种联

系可能相对较弱 "据此 , 本研究提出假设 2 :感觉寻

求与毒品使用之间的关系受到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

节 "

再次 ,罕有研究考察压力性生活事件调节感觉

寻求与毒品使用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将揭

示感觉寻求在不同条件下风险效应存在差别的原因

(即 /怎样起作用 0) "事实上 ,青少年的毒品使用很

多是受到同伴的影响 ( Duan , Chou , Andre eva , &

Pe ntZ , 20 09 ; 胡伟 等 , 2010; 林 丹华 , 范兴华 等 ,

Zo ro ) ,所以同伴在青少年毒品使用中起重要作用 "

一方面 ,对青少年来说 , 同伴是接近 !获取毒品的重
要途径 ,工读生结交不 良同伴更多 ,更易接触到毒

品;另一方面 ,社会学习理论 (soeial le二 ing the卿 )

启示我们 , 同伴提供 了毒品使用的榜样示范作用

(A kers , 1998 ; W infree & Bem at, 1998 ) "高感觉寻

求青少年倾向于寻找有类似兴趣的同伴 , 寻找能够

提供好奇 !非正常刺激机会的环境 ,易在同伴鼓励及

示范下进行毒品使用(Duan et al . , 200 9 ) "同时 ,感

觉寻求作用的发挥会受到 自我控制系统的制约 , 在

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多的情况下 ,有限的自我控制资

源将更多被占用 , 以致于无法有效调控感觉寻求效

应(Baum eister , B ra tslav sky , M urav en , & Ti ee , 1998 ;

shiv & Fedo五khin , 1999 ) "也就是说 ,在压力性生活

事件较多时 , 自我控制将无法有效的调控感觉寻求 ,

此时 ,高感觉寻求工读生更可能寻求非正常刺激 ,更

易结交不良同伴 ,在同伴的鼓励及示范下 ,模仿同伴

吸毒 "已有其他相关研究对此提供了部分支持(叶

宝娟等 , 201 1) "本研究提出假设 3 :结交不良同伴

在感觉寻求的调节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

综合而言 ,本研究主要有三个 目的:(l) 在中国

文化背景下采用分离了冲动性的感觉寻求量表考察

感觉寻求与工读生毒品使用之间的关系;(2) 检验

压力性生活事件是否调节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之间

关系 ;(3) 检验结交不良同伴对这种调节效应发挥

的中介效应 "先前叶宝娟等人(20 11) 提出并检验了

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来解释感觉寻求对青少年烟
酒使用影响的机制 ,但是没有考察该模型是否适合

工读生毒品使用 , 而毒品使用是 比烟酒使用更为严

重的物质使用 ,其对青少年身心的毒害更大 , 因此非

常有必要进行本文的研究 "如果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同样适用于工读生的毒品使用 , 结合成瘾物质的人

71理论 ,这将为工读生毒品使用的预防和干预提供

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也为研究青少年的物质使用(吸

烟 !饮酒 !吸毒)及其预防和干预提供新的思路 "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我国西南 !中部 !东部九所工读学校初中部

的 523 名工读生 (平均年龄为 14 .13 岁 , sD = .84 )

作为调查对象 "其中 ,男生 44 2 (85 % )人 , 女生 81

(巧% )人 ,这与教育部公布的2010 年工读学校在读

男女生人数比例非常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20 12) ;初一 153 人 (29% ) , 初二 238 人 (46% ) , 初

三 1犯 人(25 % ) ;父亲和母亲没有固定工作者分别

为 25 % 和 45 % ;父亲与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为 /小学

及以下 0者分别为 巧% 和 34 % , /初中/中专 0水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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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54 % 和 51% , /高中/职高 0水平者分别为

24% 和 12 % , /大学专科/本科及以上 0者为 7% 和

3 % "

2.2 工具

2.2 .1 感觉寻求量表

采用 Steinbe笔等人(2008 )修订 !Li及其合作者

(u et吐, , 2010 ; 叶宝娟等 , 2011)翻译使用的感觉

寻求量表 "基于验证性因子分析 ,用合成信度比系

数可以更准确地估计测验信度 (温忠麟 , 叶宝娟 ,

201 1) "评价一个测验质量时 ,最好用信度的区间估

计来补充信度点估计得到的信息 ,据此知道信度估

计误差范围 , D elt a 法是一种比较简单而准确的估计

合成信度置信区间方法(叶宝娟 ,温忠麟 ,201 1)"本

研究用合成信度估计测验信度 ,并报告用 Delt a 法估

计的 95 % 置信区间 "本次测量感觉寻求量表的合

成信度为 .85 ,95% 的置信区间为[.53 , .57 2"

2 .2.2 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 16 个项 目的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代维

祝 , 张卫 , 李董平 , 喻承甫 , 文超 , 2010 ;Li , zhang ,

Li , Li , & Ye , 20 川 测量工读生在过去一年经历的

压力性生活事件 "本次测量的合成信度为 .87 ,

95% 的置信区间为 7.85 ,.89 8"
2.2.3 不良同伴问卷

该问卷由本研究 自行编制 ,共包含 4 个项 目,主

要反映工读生结交毒品使用同伴的情况 "本次测量

的合成信度为.72 ,95 % 的置信区间为 1.68 , .76 2"

2.2 .4 毒品使用问卷

该问卷由本研究自行编制 ,共包含 6 个项 目,主

要反映工读生毒品使用频率 ,涉及大麻 !海洛因 !可

卡因等传统毒品和摇头丸 !冰毒 !K 粉等新型毒品 "

例如: /迄今为止 ,你使用过大麻的次数? 0 "本次测

量的合成信 度为 .81 , 95 % 的置信 区间为 [.78 ,

.83 8"

3 结果

3.1 工读生毒品使用情况

34 .2% 的工读生报告曾使用过至少一种毒品 ,

31 .5% 的工读生至少使用过一种新型毒品 , 9.8% 的

工读生至少使用过一种传统毒品 "在有吸毒行为的

工读生中 ,92 .2% 使用过新型毒品"

3.2 感觉寻求 !生活事件 !不良同伴与工读生毒品

使用相关分析

各研究变量相关矩阵如表 l 所示 ,感觉寻求 !压

力性生活事件 !不良同伴均与毒品使用显著正相关 ,

说明三者都影响工读生毒品使用 "感觉寻求与压力

性生活事件相关不显著 ,适合后续的调节效应检验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2005 ) "感觉寻求 !压力性生

活事件都和结交不良同伴相关显著 "
表 1 感觉寻求 !生活事件 !不良同伴与工读生毒品使用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1. 感觉寻求 一

2. 生活事件 .07 一

3. 不良同伴 .20 0 二 22 . / 一

4. 毒品使用 30 . 中- . 10 二 24 . 0 一

注:样本容量 N = 523 ;. 巾p < 0 .0 1 , 申二 p < 0 .加 l"

3.3 工读生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的关系:有中介的

调节模型检验

除性别外 ,对所有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根

据温忠麟 ,刘红云 , 和侯杰泰 (20 12) 的检验步骤 , 如

果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则表明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存

在:(a)表 2 第三步感觉寻求与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毒

品使用的调节效应显著" (b) 表3 第三步中感觉寻

求与压力性生活事件对结交不良同伴的调节效应显

著;(c)表 2 第四步中结交不良同伴对毒品使用的效

应显著 "H arm an 单因素检验显示 ,本研究不存在共

同方法偏差问题 "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 ,在控制 了工读生的性别 !年

龄等变量基础上 ,考察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感觉寻求

与工读生毒品使用关系的调节作用 "如表 1 所示 ,

方程第一步放人性别等控制变量 ,连尸 为 .04 "根据

J. Cohen , P. C ohen , w est和 A iken (2003 )的建议 ,

要使交互效应项的系数有意义 , 应当将低阶的效应

项放人方程 ,即要将主效应放入方程 , 因此 ,第二步

放人感觉寻求 !压力性生活事件 ,两个主效应都显著

(t = 6.51 , p < .00一;, = 2.01 , p < .05 ) ,选尺2 为

.08 "至此假设 l 得到了支持 "第三步放入感觉寻
求 x 压力性生活事件 , 交互效应(即调节效应)显著

(t = 2.46 , 尸< .05 ) , v尺, 为 .02 , 即交互作用项额

外解释了2% 的变异 ,使解释率由12 % 提高到 14 % "

为解释交互效应 , 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压力性生活

事件为正负一个标准差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D ea -

dng & H am i一ton , 2006 ) "简单斜率检验表明 , 当压

力性生活事件较少时 ,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正相关

(b 二.06 , t 二2.39 , p < .05 );当压力性生活事件

较多时 ,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正相关 ,但关联强度更

大(b 二.16 , t = 6.24 , 尹< .00 1) "因此 ,假设 2 得

到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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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以毒品使用为因变t 的回归分析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石 t 6 t 6 t b t

性别a .16 3.95 申串申 .15 3 .89 * , 15 3.94 . *申 . 14 3.62 0 .
年龄 .06 2.4 1申 .03 1.32 .03 1.30 .02 .99

父亲教育水平 .02 .82 .02 .70 .02 .62 .01 .43

母亲教育水平 .01 .17 .01 .31 .00 .16 .00 .17

家庭经济状况 一 01 一 45 一 02 一 70 一 02 一 62 一 02 一 79

父亲工作情况 .06 .85 .08 1.12 .08 一15 .08 1. 15

母亲工作情况 一 03 一 66 一 02 一 37 一 01 一 33 一 02 一 41

感觉寻求 .12 6.51 0 - .11 6.32 -0 .10 5.75 * 二

生活事件 .05 2 .0 1 . .05 2.07二 03 1.29

感觉寻求 x 生活事件 .06 2.46 二 05 2.18 ,

不良同伴 .06 3.43 / -
v R Z . 04 . 0 8 .02 . 0 2

R Z . 04 . 12 . 14 . 16

F 3 . 4 6 . 中 8 . 2 3 * . 巾 8 . 0 9 * * 申 8. 5 8 申* .

注:* 尸< #0 5 , 申-p < .01 , 0 * p < .0() z ;a :1 二女 ,o = 男 "下同"

同样采用层次回归分析 ,考察压力性生活事件 良同伴变量 , 它对毒品使用有正向预测作用(t 二

对感觉寻求与工读生结交不良关系的调节作用 "如 3.43 , p < .001 ) , v矿 为 .02 "因此 ,假设 3 得到了

表 3 所示 ,方程第一步放人性别等控制变量 , v矿 为 支持 "根据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参见温忠麟等 ,

.03 "第二步放入感觉寻求 !压力性生活事件 ,两个 201 2) ,综合表2 和表 3 结果可知 ,结交不 良同伴在
主效应都显著(t = 3.85 , p < .oo l; t = 4.95 , p < 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交

.00 1) , d r 为 .06 "第三步放人感觉寻求 x 压力性 不良同伴在感觉寻求与压力性生活事件交互影响毒
生活事件 ,交互效应显著(t = 2.12 , p < .05 ) ,么矿 品使用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交不良同伴在压

为 .02 "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压力性生活事件为正 力性生活事件与毒品使用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
负一个标准差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 "简单斜率检验 考虑到在通常有交互效应 !主效应的研究中 ,应该主

表明 ,当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少时 ,感觉寻求与结交不 要关注交互效应 , 淡化主效应 (张厚集 , 徐建平 ,

良同伴相关不显著(b = .07 , t 二 1.078 , p > .05 ) ; 20 04 , p.394 ) ,在后续的讨论中 , 我们将主要讨论交

当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多时 ,感觉寻求与结交不良同 互效应 "

伴正相关(b 二 .27 , t = 3.76 , p < .00 1) "这表明 , !二!人
竺十,:.? {.. 二二 -,.厂立二,二几二立几-几几泣一二立七节二 4 讨论
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多时会促使高感觉寻求工读生更 . r -r/

多结交不良同伴 , 即压力性生活事件调节了感觉寻 4. , 工读生的毒品使用行为

求与结交不良同伴的关系 " 工读生中曾经的毒品使用行为相当严重 ,主要

最后 ,在表2 第三步基础上 ,第四步放人结交不

表3 以结交不良同伴为因变, 的回归分析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b t b t b 名

性别a #18 3.06 中中 #12 2. 14 . #11 1.95 .
年龄 .22 2.22 . .21 2.20 . .22 2 .24 .

父亲教育水平 .09 1.28 .09 1.34 .08 1.28

母亲教育水平 .00 .04 .01 . 12 .00 .01

家庭经济状况 .07 .88 .08 1.02 .08 1.08

父亲工作情况 一 04 一 23 .01 .03 .01 .04

母亲工作情况 .03 .26 .05 .46 .05 .50

感觉寻求 .18 3.85 0 二 x7 3.69 -* -

生活事件 .29 4 .95 . . . .30 5.07 二 *

感觉寻求 x 生活事件 .12 2.12 .
v R Z . 0 3 .06 .0 2

R Z .0 3 .09 . 1 1

F 2 . 4() 举 6 . 2 8 巾二 6 .4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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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以下方面:(l) 超过三成的工读生曾使用过

毒品 ,且普遍使用两种毒品 " (2) 初次使用毒品呈

现低龄化 ,工读生吸毒的平均年龄为 14 .3 岁 , 年龄

最小为 12 岁 " (3) 以使用新型毒品为主 ,使用过毒

品的工读生中超过九成使用过新型毒品 "这与以往

研究结果相符 (胡伟等 , 201 0; 林丹华 , 范兴华等 ,

20 ro ;林丹华 , 苏少冰等 , 201 0; 林丹华 , 杨阿丽 , 王

芳 , h , 张琢诗 , 200 9; 谢冬怡等 , 200 7 ) "这些研究结

果提示我们 ,必须高度重视工读生的毒品使用行为 ,

制定行之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方案 , 以切实减少工读

生毒品使用行为 ,使工读生远离毒品 ,健康成长 "
4.2 工读生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的关系

感觉寻求是青少年毒品使用的重要风险因素

(Bro ok et al. , 20 11; K rank et al. , 2011) "本研究

对感觉寻求的测量排除了冲动性的混淆作用 , 同时 ,

对工读生毒品使用的测量不仅包括大麻等传统毒

品 ,还包括冰毒等新型毒品 ,从而使感觉寻求与工读

生毒品使用之间关系的结论更加可靠 "国外研究结

果显示 ,感觉寻求这一个体特征对工读生毒品使用

行为有强劲的预测力 ,本研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再

次验证了青少年感觉寻求对其毒品使用有重要作

用 "

4.3 压力性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 ,压力性生活事件是工读生毒品使

用的风险因素 ,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同(A nd er sen &

介ieher, 200 9 : Kulis et al. , 200 9 ) "而且 ,压力性生

活事件调节了感觉寻求与工读生毒品使用的关系 ,

证实了个体 x 环境交互作用影响工读生的毒品使

用 "换句话说 ,压力性生活事件在感觉寻求对毒品

使用的影响中起到了 /催化剂 0的作用 "简单效应

检验揭示 ,在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时 ,感觉寻求对毒

品使用的影响更大 "这一结论对工读生毒品使用的

预防和干预有两点启示 :首先 ,在制定预防和干预方

案时 ,应同时从个体特征和环境两个方面人手 ,并考

虑个体 x 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其次 ,弱化甚至

破坏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催化效应 "

4 .4 结交不良同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探究了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感觉寻求与

毒品使用关系产生影响的机制 , 检验了不 良同伴所

起的中介作用 "结果发现 ,结交不 良同伴会对工读

生的毒品使用产生重要影响 , 与已有研究相同(Du-

an et al . , 20() 9 ;胡伟等 , 2010 ;林丹华等 , 2010 ) "压
力性生活事件对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关系的调节作

用有一部分是通过结交不良同伴这个中介达到的"

具体而言 ,在压力性生活事件较多时 ,高感觉寻求工

读生更多的追求新奇的 !强烈的感觉和体验 ,更可能

结交不良同伴 ,模仿同伴而使用毒品"此外 ,感觉寻

求和压力性生活事件也部分或者全部通过结交不良

同伴这个中介 ,影响工读生的毒品使用 "总之 ,结交

不良同伴在个体 !环境以及个体 x 环境交互作用与

毒品使用之间起到了 /桥梁 0作用 "

先前叶宝娟等人(20 11) 得出的青少年感觉寻求

对烟酒使用发生作用的机制与工读生感觉寻求与毒

品使用发生作用的机制相同 , 由此可以得出 ,感觉寻

求是青少年物质使用(吸烟 !饮酒 !吸毒)的风险因

素 ,压力性生活事件是这种风险作用的催化剂 ,而结

交不良同伴对这一催化效应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

4.5 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得到的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之间的有中

介的调节模型 , 对正确把握工读生毒品使用预防和

干预中 /预防和干预什么 0和 /如何预防和干预 0有

一定的意义 "
首先 ,应高度重视感觉寻求对工读生毒品使用

的影响 "其一 ,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在进人青春期

之后会随年龄增长而迅速升高 (H ar den & Tu cke r -

D ro b , 20 11 ; Jam es , T an ski, Stoolm iler , & H anew ink-

er , 20 10 ) ,因此 ,应及时识别和筛选出高感觉寻求工
读生 , 引导其通过安全 !可接受的途径满足其寻求刺

激体验的需要 "另一方面 ,感觉寻求能够被调整和

改变 (Crawfo rd , pentz, C hou , Li, & D呵er; 2003 ) ,

可对工读生感觉寻求进行适当干预 , 以减少其毒品

使用 "

其次 , 压力性生活事件会增强感觉寻求与毒品

使用之间的关系 , 因此 , 一方面 ,应着眼于改善高感

觉寻求工读生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 ,应增强高感觉

寻求工读生应对压力的技能 ,提高其应对压力性生

活事件的心理韧性 , 使其能够积极 !主动地应对压

力 "

再者 ,考虑到结交不良同伴的中介作用 ,应关注

青少年和哪些同伴在一起 , 在一起做什么 "对于高

感觉寻求工读生且处于较多和较严重的压力性生活

事件时更应该密切关注其结交不良同伴的情况 , 避

免其结交毒品使用的不 良同伴 , 鼓励其结交没有毒

品使用的同伴 ,并且适当监控和干预其与同伴的活

动 ,如果发现他们有进行毒品使用的迹象应立即采

取措施阻止 ,阻断青少年通过同伴获得毒品的重要

途径和避免受到同伴进行毒品使用的影响而开始或

者加重毒品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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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l) 工读生的毒品使用行为相当严重 "超过三

成的工读生曾使用过毒品 ,呈现低龄化 !以吸食新型

毒品为主的特点 "

(2) 工读生的感觉寻求是毒品使用 的风险因

素 "

(3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感觉寻求与毒品使用之

间的关系具有风险增强的调节作用 "

(4 )结交不良同伴是压力性生活事件调节感觉

寻求与毒品使用关系的中介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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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n sa tio n S eeki n g o n D ru g U se A m on g R efo rm S ch o o l S tu d en ts . :

M ed ia ted M o d era ting E ffe et

儿召aoju an, ,, , h Ju an 0 , 介咭Qia斌 , Ch en Qishan, , Zh a咭 Ling己i-
( . sehool of psyehol o盯 , Jian , N orm 日IJ nivers ity, N anehang , 3300 22 )

2C enter fo r Studies of psyehologieal A pplieat ion , South Ch ina N orm al U nsveo ity , G uan郎hou , 5 1063 1)

(3R esearc h eenter of H igh er E du eat ion , Jian 邵i N orm 日Univers i灯, N anehan g , 3300 22 )

(4Ron罗heng 35山 M id山e sehool, w eih - , 2麟306 )

A bs tra ct In re een t 0 ar s , adoleseent, d ru g use 15 b eeo而 ng m ore an d m ore seri ous. Th e drug u se beha vior of re fo n记 eorre etion al

sehoo l students 15 w ors e than th e dru g use behavior of ordi nary m iddi e sehool students (Li n , Su , H u , & H e , 2010 ; Xie , B u , Liang ,

M ai,.& Zhao , 2(X) 7 ). Th e adoleseents , who began dru g use earl y on in their Iives , are at high er risk of dru g use for the re st of their

lives. (Lin , Fan , Fan g , Ta n , & Li , 2010). Dru g use 笋 ail y endangers adoleseents, heal th , and m 即 even lead to their death. D ru g

use ean lead to seri ous adoleseents, behav ioral pro blem s , sueh as eri m es and suieides (Est6vez & E rnl er , 20 11: M a , G uo , & Pan ,

2010 ; Ta ng etal . , 20() 9 ). Th ere fo re , m 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 d to l8ru g use am ong re fo rm sehoo lstudents. It15 im perat ive to study

th e poten tial m eehanism s of dru g use in refo rm sehoo l stu den ts 50 th at re searc h ers ean d esi罗 pre vention an d interv ention pro 脚 m s.

Th e pre sen t stu dy aim ed to ex p lore ehar aeteri sties of d ru g use in re fo rm seho ol students , an d to explore the m ediat ed m od era tion 于

m ong sen sation seekin g , stre ssfu l life events , 涵 liat ion wi th devian t Peers , and d ru g use aft er eontrolling fo r several dem o脚 p hie vari a-

bles. A toralOf 523 refo rm sehoolstudents fro m nine re fo rm sehools (科2 boys an d sl girls , M ean 昭e = 14.13 士.84 ) were re eru ited

in th e stud y to eom p lete th e seir- re p ort q uestion naire s. Th e seir- re port questio nnaire s in elud ed sen sation seekin g seal e , stre ssfu l life e-

vents seal e , affi liation w ith deviant peers questionnai re , and dnjg use questionn aire .Th e results indieated th at: (l) the refo rm sehoo l

students had a high level of dru g use. A bout32% of the re fo rm sehool students used dru gs, ehara eteri zed 场 using dru gs ata youn罗r

age , m ainl y using new dru gs: (2) re fo rm sehool students . sensat ion seeki雌 was a risk fa etor of dru g use , w hieh eo浦rm s the re suirs

fro m earlier studies that fo und a positive eorre lat ion betw een sensation seeking and ad ol eseents dru g use; (3 ) stre ssful life events m od-

era ted th e effe et of sensat ion seeking on dru g use; (4 ) affi liation w ith devian tpeers m ediat ed this m odera tion effe et.
Th e theore tieal an d p ra etieal im Plieations of the re sults are fu rt her d iseu ssed . F utu re d ireetion in the fi eld of th e re lat ion ship be-

tw een sen sation seeking an d ad olese en t sub stan ee use 15 Pro speeted.

K ey w ords sensat ion seeking , dru g u se , stre ssful life even ts , 心 liat ion w ith d eviant peers , re62rm sehool stu 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