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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行为与人际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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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农村留守经历大学生(URLB)心理行为特征以及与非 URLB心理行为上的差异 ,为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

法　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自尊量表和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对河北省 2所高校的

4 08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URLB大学生负性情绪 、积极应对方式 、自尊和人际关系与非 URLB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关

分析表明 , URLB大学生负性情绪 、消极应对方式与人际关系呈显著正相关 ,积极应对方式 、自尊与人际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表

明, URLB大学生负性情绪 、应对方式和自尊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论　URLB与非 URLB大学生在心理行为上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需要对 URLB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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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statusofpsychologicalbehavioranditsrelationshipwithpersonalrelationshipofundergraduatefromru-

ralareaswithleft-behindexperience(URLB), andtoprovideevidencefortheintervention.Methods　Theinvestigationwascarriedoutamong4 080

studentsfromtwocollegesofHebeiprovince, usingCenterforEpidemiologicStudiesDepressionScale, State-TraitAnxietyInventory, SimplifiedCop-

ingStyleQuestionnaire, theSelf-EsteemScaleandcollegestudent'spersonalrelationshipsyntheticdiagnosticscale.Results　URLBhadsignificant

differencefromthosewhodidn'thavesuchanexperienceinnegativeemotions, activecopingstyle, self-esteemandpersonalrelationship.Correlative

analysisindicatednegativeemotionsandcopingstyleofURLBhasremarkablypositiverelevancewith, whileactivecopingstyleandself-esteemhad

greatlynegativerelevancewithpersonalrelationshipRegressionanalysisimpliesnegativeemotions, copingstyleandself-esteemassumepredictiverole

forpersonalrelationship.Conclusion　 URLBhavesignificantdifferencefromthosewhohaven'tsuchanexperienceinPsychologicalBehavior.The

appropriatepsychologicalinterventionsisneededinUR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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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留守儿童的数量逐年增

多 [ 1-3] ,高校中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也就随之出现。目前在高

校中已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农村留守经历大学生(under-

graduatefromruralareaswithleft-behindexperiences, URLB),是

指在童年期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 ,有过留守经历的农

村大学生。有研究表明:这些学生中近 80%都有着不同程度的

心理问题 [ 4] 。如何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维护已成为目前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该研究采用横

断面研究的方法 , 以目前在校的农村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来探

讨 URLB的心理行为特点 ,旨在为后继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从河北省 2所高校(全国统

招)中抽取生源为农村大学生 , 总共 4 271人 , 删除含无效数据

(奇异数据或错误数据)的问卷 , 最后有效样本 4 080人 , 年龄

为 17 ～ 27岁 , 平均(21.47±1.46)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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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62人)

和非留守组(3 018人), 为使数据匹配 ,随机抽取 35%非留守组

数据(1 039人)。留守组男生 399名 , 女生 663名 , 年龄(21.54

±1.42)岁;非留守组男生 363名 , 女生 676名 , 年龄(21.45±

1.47)岁。 2组性别构成和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 >

0.05)。

1.2　方法　采用团体施测的方法 , 每次大约 120人。测验采

用统一问卷 、指导语 ,统一发卷 , 当场回收。调查工具包括:(1)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nterforEpidimiologicStudiesDepres-

sionScale, CES-D)[ 5] , Radloff编制 ,刘平修订中文版。 20个题

项 , 采用 4级(0～ 3)评分。 (2)状态一特质焦虑问卷 (State-

TraitAnxietyInventory, STAI)[ 6] , Spielberger等编制。 有 40个题

项 , 采用 4级(1 ～ 4)评分 ,前 20题评估状态焦虑 , 后 20题评估

特质焦虑。 (3)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Coping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5] , 由解亚宁编制。共 20个题项 , 采用 4

级(0 ～ 3)评分 ,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2个分量表组成。 (4)

自尊量表 (theSelf-EsteemScale, SES)[ 5] , Rosenberg编制。包

含 10个题项 , 采用 4级(1 ～ 4)评分。 (5)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

诊断量表 [ 7] ,郑日昌等人编制。共 28个题项 , “是 、否 ”作答 , 回

答 “是”得 1分 , “否”得 0分 , 总分为 28项之和。得分 >20分

者为明显的人际关系障碍 , 分数越高 , 说明其受到人际关系行

为困扰越严重。 (6)背景资料问卷:自编 , 主要涉及人口学特

征 , 家庭情况 ,学业情况 、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以及父母外出打

工情况等。

1.3　统计分析　数据用 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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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留守组与非留守组各量表得分比较　表 1显示:URLB抑

郁更多 , 焦虑水平更高 , 自尊水平低 , 人际关系更不和谐 , 较少

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表 1　留守组与非留守组大学生情绪应对方式自尊及人际关系得分比较(x±s)

组别 人数 抑郁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自尊 人际关系

留守 1 062 37.63±6.81 43.08±9.93 44.86±8.16 21.94±5.27 9.21±4.08 34.03±5.59 10.29±5.438
非留守 1 039 34.86±8.85 42.10±10.68 44.11±9.32 23.50±5.67 9.06±3.93 34.74±5.58 9.33±5.40
t值 　 8.063 2.192 1.969 -6.605 0.893 -2.913 4.065
P值 　 0.000 0.028 0.049 0.000 0.372 0.004 0.000

2.2　留守组的心理行为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

2.2.1　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对留守组大学

生的负性情绪(抑郁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应对方式 、自尊及

人际关系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见表 2。

表 2　留守组大学生负性情绪应对方式自尊及人际关系之间的相关系数(r值)

变量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自尊

抑郁

状态焦虑 0.739＊＊ 1
特质焦虑 0.705＊ 0.826＊＊ 1

积极应对 -0.203＊＊ -0.240＊＊ -0.263＊＊ 1
消极应对 0.329＊＊ 0.279＊＊ 0.296＊＊ 0.120＊＊ 1

自尊 -0.575＊＊ -0.615＊＊ -0.727＊＊ 0.246＊＊ -0.266＊＊ 1
人际关系 0.523＊＊ 0.538＊＊ 0.584＊＊ -0.160＊＊ 0.318＊＊ -0.523＊＊

　注:＊＊P<0.01。

　　表 2表明:抑郁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消极应对方式与人

际关系之间呈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 、自尊与人际关系之间呈

负相关 , 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1)。

2.2.2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求心理行为对人际关系的影

响力 , 将负性情绪(抑郁 、焦虑)、应对方式 、自尊作为自变量 , 人

际关系作为因变量 , 采用 stepwise进行回归分析 , 结果表明:负

性情绪 、应对方式和自尊能够预测人际关系 , 其联合解释变异

量为 0.396, 即这 3个变量能联合预测 URLB人际关系的

39.6%。见表 3。

表 3　情绪 、应对方式 、自尊对人际关系的回归模型分析

变量
模型 1

β值 标准误 t值

模型 2

β值 标准误 t值

模型 3

β值 标准误 t值

抑郁 0.197 0.018 7.426＊＊ 0.162 0.018 6.095＊＊ 0.143 0.018 5.375＊＊

状态焦虑 0.075 0.018 2.237＊ 0.075 0.017 2.271＊ 0.079 0.017 2.421＊

特质焦虑 0.383 0.020 12.131＊＊ 0.357 0.020 11.321＊＊ 0.249 0.022 7.117＊＊

积极应对 　 　 　 -0.033 0.018 -1.805 -0.021 0.018 -1.158
消极应对 　 　 　 0.141 0.025 7.602＊＊ 0.132 0.025 7.144＊＊

自尊 　 　 　 　 　 　 -0.172 0.024 -6.910＊＊

F值 　 411.047＊＊ 　 　 264.663＊＊ 　 　 233.366＊＊

R2值 　 0.366 　 　 0.383 　 　 0.396

　注:＊P<0.05, ＊＊P<0.01。

3　讨论

研究显示 , URLB在抑郁 、焦虑水平上要高于非 URLB。这

与以往对正在留守中的儿童研究结果一致 [ 6-8] , 即留守中的儿

童在抑郁 、焦虑水平上要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结合研究结

果 , 可以看到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情绪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 具

有延续性 , 也就是说留守经历不仅对当时正在留守的儿童情绪

有影响而且对他们成年以后的情绪依然存在着影响。相关分

析也表明 URLB的抑郁 、焦虑情绪与人际关系呈显著正相关 ,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 , 抑郁 、焦虑情绪对人际关系有较高的

预测力 , 可以解释人际关系变异的 36.6%。

其次 , 研究发现 URLB较少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 相关分

析表明积极应对方式与负性情绪 、人际关系呈显著的负相关。

也就是说 URLB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积极应对方式越少 ,产生负

性情绪就越多 , 人际关系越不和谐。这与胡心怡等 [ 9]人对留守

初中生的研究具有一致性。

最后 , 研究发现 URLB的自尊水平较低 , 这与胡娟娟 [ 10]对

留守初中生的研究一致 ,即留守初中生的自尊水平总体上要低

于非留守初中生。刘春梅等 [ 11]的研究显示 , 青少年最有效的

社会支持来源是父母 , 父母支持对自尊的发展有着稳定的影

响。因此 , “留守经历”导致留守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亲子关系

缺失 , 缺乏父母必要的支持 ,使其产生无助感和失落感 ,体验更

消极的情绪 , 这种经验将进一步影响他们自尊的发展。相关分

析也表明自尊与负性情绪 、人际关系呈显著的负相关。钱铭怡

等 [ 12]的研究发现 ,青少年较高的自尊水平有助于他们更好地

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情绪 ,较少出现面对困难 、挫折时的躯体化

倾向 、神经症及精神反应;反之 , 较低的自尊可能影响个体对环

境的适应能力 , 从而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回归分析

进一步表明 , 自尊对人际关系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 和负性情绪 、

应对方式 2个变量联合可预测人际关系 39.6%的变异量。

本研究表明 , URLB与非 URLB相比 ,在心理行为上确实存

在问题 , 主要表现在抑郁焦虑水平较高 ,自尊水平较低 ,较少采

用积极的应对方式 , 人际困扰较多 , 因此 , 应对其进行心理维护

在把握其心理行为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干预 ,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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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农村留守儿童性格特点 ,探讨留守儿童性格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原则 ,选取 308名农

村留守中小学生和 278名农村非留守中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使用 Y-G性格测验和应对方式问卷。 结果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 Y

-G性格测验的抑郁性和自卑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思考的向性 、协调性和社会的向性上也存在差异(P<0.01)。 Y-G测

验的情绪稳定性因子(包括抑郁性 、情绪变化、自卑感和神经质)与消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性相关(P<0.001),社会适应性因子(包括主客

观性 、协调性 、攻击性和一般活动性)与积极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性相关(P<0.01)。结论　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更为抑郁 、自卑和内向 ,

D, C, I和 N性格的留守儿童以消极应对方式为主 ,这些儿童更应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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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studyleft-behindchildren'　personality, andtoexploretherelationbetweentheirpersonalityandcopingstyle.

Methods　 About586studentsincluding308left-behindand278non-left-behindchildrenfromfourmiddleschoolsinJiangxiprovincewereselected

tofillouttheY-GpersonalitytestandSimplifiedCopingStyleQuestionnaire.Results　ForY-Gpersonalitytest, thinkingtropism, Coordination,

Socialtropism, DepressionandInferiorityofleft-behindchildrenweresignificantlyhigherthannon-left-behindchildren(P<0.05orP<0.01), but

theotherswerenotso.EmotionalstabilityofY-Gpersonalitytest, i.e.D, C, IandN, washighcorrelativewithnegativecopingstyle(P<0.01).

Andsocialaccommodation, i.e.C, Co, AgandG, washighcorrelativewithpositivecopingstyle(P<0.01).Conclusion　 Left-behindchildren

ismoreDepressive, self-contemptuousandintroversivethannon-left-behindchildren.ThosewhohaveC, Co, AgandGpersonalityshouldbepaid

moreattenti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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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 、经商或进行其

他活动而长期由长辈 、亲属或他人代为照管的未成年人。第 5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 我国 14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接

近 2 000万人 [ 1] 。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可能成

为我国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 ,留守儿童的良好适应能力和发

展状况对国家稳定 、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解决他们的适应

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进入 21世纪以后 ,随着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 , 留守儿童问

题的严重性日渐凸显 , 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特别是

2002年以后 , 研究者对留守儿童问题作了大量的相关研

究 [ 2-6] 。为探讨在面临不协调的亲子关系时留守儿童采用何

种应对方式及不协调的亲子关系对留守儿童不良性格的影响

机制 , 笔者对留守儿童人格特征与应对方式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原则 ,选取江西省 4所农村中小学 ,

共抽取 10 ～ 16岁儿童 586人作为被试。其中留守儿童 308人 ,

非留守儿童 278人。

1.2　工具　Y-G性格测验 [ 7 , 8] 。 Y-G性格测验是由日本京

都大学教授矢田部达郎于 1957年根据美国的吉尔福特(Guil-

ford)的个性量表修订而成的。在我国于 1983年进行了修订 ,

制成了中文版。 Y-G性格测验兼顾了类型论和特质论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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