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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高校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分析 

李晓敏 ，罗静 ，吕丽霞。，高文斌 

卜 理卫生】 

【摘要】 目的 探讨留守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成年以后的成人依恋类型和风格与留守相关因素之问的关系，为维护其心理健康提供 

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亲密关系体验问卷对河北省承德市2所高校的有留守经历者 1 062名，无留守经历者 1 03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 

果 留守组和非留守组在成人依恋类型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5．385，P：0．000)，前者更多表现为不安全依恋类型，以惧怕型(比 

例为71．7％)为主。留守组和非留守组在依恋风格上，安全型(t=一15．704，P=0．000)、惧怕型(t=2．118，P：0．034)、冷漠型(t=2．439， 

P=O．015)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的有父母回来后在家停留的时间、与 

外出打工的父母联系频次、和抚养人聊天以及开始留守年龄。结论 留守经历对大学生成人依恋的发展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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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Attachment Among College Studen~、vitlI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Chengde／ Xiao·min 。LUO 凡g，￡ Li-xia I et a1． ’Key Labora- 

tory ofMental Health~Institute ofPsycholog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attachment styles and correlations of home-left children after they grow．up。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Methods By using Experience in Close Relationship Inventory(ECR)．1 062 

studen~ who had 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1 039 students who didnI have left—behind experience were chosen from two colleges of Chengde．Results 

College students who had once been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had significan t difference from those who didnt have such experience in adult attachment 

types{X2=35．385。P=0．000)．The former were more likely to display insecurity。above all the feeling of being frightened(71．7％)．In having or 

not having left—behind experenee，the adult attachment styles of college student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cure attachment style(t=一15．704。 

P=0．1300)fearful attachment style(￡=2．118。P=0．034)and dissmissing attachment style(f=2．439。P=0．OI5)．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ime of their parents staying at home when they were back，the contact~equency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the intercourse with 

their foster and the children~age when their parents left them to work outside were main factors to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 attachment in 

the correlation factors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Conclusion The left—behind experience has much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 attachment． 

【Key words】 Object attachment；Mental health；Comparative study；Students；Rural population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人 口统计 

学、教育学、社会学到心理学都触及了这一热点问题。从已有 

文献来看 ，研究者一般都是从亲子教育缺失、长期与父母分离 、 

和父母缺乏 有效 的沟通 、代 养或 寄养环 境对 留守儿 童人 

格 一̈ 、心理健康 “]、行为 j、学习 等方面的不良影响来 

进行研究的。 ， 

依恋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亲子依恋模式对个体一生的发展 

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儿童早期，儿童形成了“内 

部工作模式”。内部工作模式是一种认知／情感性的构造，是在 

婴儿／孩子与父母行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他人 、 

自我以及 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心理表征，并在长大后影响其思 

想、情感以及行为。大量研究结果揭示早期依恋模式对个体成 

年以后的人格结构及其人际关系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作用，因而 

暗示着早期依恋模式具有重要的心理病理意义。许多实证研 

究已经发现并支持心理病理与不安全依恋的关系  ̈”J。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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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的依恋类型的研究来回 

溯曾经的留守经历对他们依恋模式以及成年以后心理发展的 

影响。 

1 对象与方 法 

1．1 对象 来 自河北省承德市 2所高校的学生，总共 4 731 

人，剔除无效数据(奇异数据或错误数据)，有效样本 4 540人。 

本研究仅关注来 自农村的大学生，依据他们在儿童期(0～16 

岁)父母双方或一方有无外出打工而分为留守组 l 062人[男 

399人，女 663人；大一 443人，大二 289人，大三 174人，大四 

156人；年龄(21．54 4-1．42)岁]和非留守组 3 018人，随机抽取 

35％非留守组数据 1 039人[男 363人，女 676人；大一 415人， 

大二 268人，大三 169人，大四 187人，年龄(21．45 4-1．47) 

岁]，2组一般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5)。 

1．2 方法 
^  

1．2．1 亲密关系体验 问卷”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 

ships Inventory，ECR) 是用来测查成人依恋的一般状态的自 

陈式量表，原量表由 Brennan等人在 1998年编制，包含有 36个 

项 目，分为2个分量表，各 18题，奇数题为回避分量表，偶数题 

为焦虑分量表，采用 7级评分方式，有 10题为反向记分。本次 

研究使用田瑞琪等2003年修订的中文版 ECR。对亲密关系体 

验问卷 (ECR)的数据进行分析，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 = 

0．753，信度较好。依据ECR的记分手册首先计算出依恋回避 

维度和依恋焦虑维度的分数，然后用 2个维度的分数，依据公 

式计算出依恋类型的分数，依恋类型分为 4种类型，分别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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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型、惧怕型、专注型、冷漠型 ，哪一类型的得分最高，依恋类型 

就属于哪一种 ，其中后 3种属于不安全型。 

1．2．2 一般情况 主要涉及人口学特征、家庭情况 、学业情况 

以及父母外出打工情况等。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将依 

恋类型分为安全型和不安全型 2种进行 检验 ，检验水准为 P 

<0．05。 

2 结果 

2．1 留守组和非留守组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分布 留守组与 

非留守组相比，在成人依恋安全和不安全类型分布上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非 留守组 的安 全型依 恋显 著高 于留守组 ( = 

35．385，P<0．01)。见表 1。 

表 1 留守与非留守大学生依恋类型比较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2．2 留守组和非留守组在成人依恋类型得分上的比较 由表 

2可见 ，留守组和非留守组在安全型 、惧怕型、冷漠型上得分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5)。 

表2 留守与非留守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得分比较( ±S) 

2．3 影响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的单因素分析 

对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的可能影响因素(如父 

母文化程度、职业 ，家庭生活水平等)和留守相关因素(如父母 

打工持续时间、开始留守年龄、与外出打工父母联系的频次等) 

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一般因素中，父母职业对成人依 

恋类型的得分有影响(P<0．05)；在留守相关因素中，开始留守 

年龄 、与父母联系频次、父母 回家后停留的时间以及和抚养人 

聊天在成人依恋类型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 

0．05)，而一般因素中的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以及留守 

相关因素中的打工持续时问、回家频次、父母在外打工不同依 

恋类型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5)。见表 3。 

表 3 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i± ) 

2．4 影响有留守经历农村 大学生成人依 恋类型的 Logistic回 

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发 

展的影响因素，以依恋类型(安全型为0，不安全型为 1)为因变 

量，一般因素和留守相关因素为 自变量 ，进行 Lo~stie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 ，影响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的因 

素有：父母回来后在家停留的年龄、与外出打工的父母联系频 

次、和抚养人聊天及开始留守时间。见表 4。 

表4 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 

成人依恋类型影响因素 Lo~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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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研究发现，大学生是否有留守经历在成人依恋类型上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更多表现为不安全依恋类 

型，其中以惧怕类型(惧怕型的原型是焦虑 、不信任和害怕拒 

绝、对 自我和他人是消极的)为主，占71．7％。在依恋类型上， 

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安全型、惧怕型和冷漠型上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有研究者认为留守儿童出现问题的主要症结是情 

感维系上的断裂，长期与父母分离使得他们缺乏应有的情感依 

恋，容易造成与父母情感的分离与脱节，另外代养人也常常无 

暇顾及他们的情绪情感变化，使他们缺失了最起码的心理交流 

机会。这种情绪情感的长期积累，容易使他们变得自卑 、悲观、 

孤僻 。从研究结果来看，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在安全型依恋 

上的得分低于无留守经历的学生，在不安全依恋类型上的得分 

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学生，从而验证了以往研究。 

本研究发现，影响有留守经历农村大学生成人依恋类型的 

因素有：父母回家停留时间、与父母联系频次、和抚养人聊天以 

及开始留守年龄，并且成人依恋与打工期间互相联系频次、和 

代养人沟通情况均呈正相关；与父母回家停留时间、开始留守 

年龄均呈负相关。也就是说联系频次越多，和代养人沟通越 

多，形成安全依恋类型的可能性越大，而孩子与父母分离时年 

龄越小、父母回来后在家停 留的时间越短，形成安全依恋类型 

的可能性越小。 

以往研究表明，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最重要也是 

最直接的因素 。它是儿童社会联系中出现最早和持续最久 

的一种，而家庭中依恋关系又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一种主要的家 

庭关系。这种相互作用和情感关系影响到儿童对以后社会关 

系的期望和反应 。依恋理论的提出者 Bowlby突出了亲密关 

系在缓解焦虑和身体保护方面的功能，他认为依恋对象的心理 

支持和情绪提供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儿童情绪调节适应性的 

发展。同时依恋行为也是消极情绪调节的社会性策略” 。以 

往研究也发现，父母在儿童 2岁或 2岁以下时离开，儿童的抑 

郁水平最高 。因此父母尽量不要在2岁之前离开孩子。如 

果外出，要和孩子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儿童联系频次将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亲子关系缺失 j。另外鼓励孩子多和代养人交 

流，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心理支持和关心。 

通过本研究发现，留守经历的确对依恋的形成有影响。依 

恋质量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 

仅仅存在于发展早期。一个人早期和后续的安全依恋经历 ，能 

够提高个体调节其自身认知和情绪发展的能力。因此，不仅要 

关注现在正在留守的农村儿童(前人已做了大量的研究)，还要 

关注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笔者将在后继的研究中，围绕成人 

依恋，从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等方面对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进 

行深入研究，为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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