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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成年以后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研究3

①李晓敏①②　袁　婧②　高文斌①△　罗　静①　杜玉凤②

【摘要】　目的　探讨留守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成年以后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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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 2 所高校的 2129 名大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结果　①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负性情绪、积极应对方式、自尊和人际关系与非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有显著差异; ②相关

分析表明, 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负性情绪、消极应对方式与人际关系呈显著的正相关, 积极应对方式、自尊与人际关系呈显著

的负相关。结论　留守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的心理健康有影响, 与负性情绪产生、低自尊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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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left2beh ind experience on negative emotions, behavio r and personal relationsh ip of

rural ch ildren after they grow up. M ethods　The investigation w as carried out among 2129 studen ts from two co lleges of Chende

city, H ebei p rovince, using Center fo r Ep idim io logic Studies D ep ression Scale, State2T rait A nxiety Inven to ry, Simp lified Cop ing

Style Q uestionnaire, the Self2E steem Scale and co llege studen t’ s personal relationsh ip syn thetical diagnostic scale. Results　①

Those co llege studen ts w ith left2beh ind experience show ed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 compared w ith those w ho had no t such an experi2
ence in negative emotions, active cop ing style, self2esteem and personal relationsh ip. ②Correlati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negative e2
motions and cop ing style of those co llege studen tsw ith left2beh ind experience had rem arkable positive relevance w ith , personal rela2
tionsh ip w h ile active cop ing style and self2esteem had greatly negative relevance w ith personal relationsh ip. Conclusion　The left2
beh ind experience affects rural ch ildren’ s m ental health developm ent, and is related to negative emotions and low self2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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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快速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 人口迁移流动

日益频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流动人口开始大规模

出现以来, 一个特殊的群体产生了, 即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

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出外打工而由父母中一方、其他监护人或

儿童自己看护的 16 周岁以下的儿童[1 ]。由于留守儿童是新时

期经济文化交织作用下的产物, 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不仅具有

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所以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及身

心发展现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人口统计学、教育学到

社会学、心理学等都触及了这一研究课题。纵观以往研究, 研

究的年龄范围主要在“留守阶段”, 即就现在的留守儿童论留

守现象, 且众多的研究表明: 留守中的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较非

留守儿童更差, 表现出适应不良, 情绪不稳定、人际关系紧张

等[224 ]。那么,“留守经历”对他们以后的心理发展有没有影响

呢?本研究运用横断研究的方法, 以目前在校的大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来考察那些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 从

而来探讨留守经历是否会对他们心理品质的发展产生影响。

到目前为止, 还未查到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留守儿

童问题的文献。

以往研究发现,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主要出现在情绪、人

际交往和自卑等方面[2, 526 ] , 表现有忧郁不安、紧张焦虑、退缩

冷漠、自责幻想、自卑闭锁等特点。因此本研究选取抑郁、焦

虑、应对方式、人际关系、自尊作为研究变量, 从情绪、行为、人

际关系 3 个角度来探讨留守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成年以后心

理健康的影响, 为维护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提供新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来自河北省承德市 2 所高校的学生, 总共

4731 人, 去掉无效数据 (奇异数据或错误数据) , 有效样本

4540 人。依据在儿童期 (0～ 16 岁)父母双方或一方有无外出

打工将样本分为留守组和非留守组, 年龄在 17～ 27 岁之间,

平均年龄 21. 41±1. 46 岁。为使数据匹配, 本研究随机抽取

30% 非留守组数据, 共计 1036 人。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人数、性别情况

　　　　性　别　　　　

男 女 总人数

留守组 412 681 1093

非留守组 357 679 1036

总　计 769 1360 2129

1. 2　研究工具

1. 2. 1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n ter fo r Ep idim io logic Stud2
ies D ep ression Scale. CES- D ) [7 ]　R adloff 编制, 刘平修订中

文版。20 个题项, 采用 4 级 (0～ 3)评分。

1. 2. 2　状态一特质焦虑问卷 (State - T rait A nxiety Inv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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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y. STA I) [7 ]　Sp ielberger 等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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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imp lified Cop ing Style Q uestion2
naire, SCSQ ) [7 ]　解亚宁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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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自尊量表 (Self- E steem Scale, SES) [7 ]　Rosenberg

编制, 包含 10 个题项, 采用 4 级 (1～ 4)评分。

1. 2. 5　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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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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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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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统计处理　数据用 SPSS13. 0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2　结　果

2. 1　留守组与非留守组在各量表上的均分比较　见表 2。

表 2　情绪、应对方式、自尊及人际关系

的均分比较 (xθ±s)

留　守 非留守 t

抑　郁 37. 63±6. 810 34. 86±8. 845 8. 0633 3 3

状态焦虑 43. 08±9. 930 42. 10±10. 683 2. 1923

特质焦虑 44. 86±8. 156 44. 11±9. 324 1. 9693

积极应对 21. 94±5. 273 23. 50±5. 667 26. 6053 3

消极应对 9. 21±4. 080 9. 06±3. 930 0. 893

自　尊 34. 03±5. 590 34. 74±5. 576 22. 9133 3

人际关系 10. 29±5. 438 9. 33±5. 398 4. 0653 3 3

　注: 3 P < 0. 05, 3 3 P < 0. 01, 3 3 3 P < 0. 001, 下同

　　由表 2 可以看到: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抑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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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留守组的情绪、应对方式、自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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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人际关系之间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3。

表 3　负性情绪、应对方式、自尊及人际关系之间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1 抑郁 1

2 状态焦虑 0. 7393 3 1

3 特质焦虑 0. 7053 0. 8263 3 1

4 积极应对 20. 2033 3 20. 2403 3 20. 2633 3 1

5 消极应对 0. 3293 3 0. 2793 3 0. 2963 3 0. 1203 3 1

6 自尊 20. 5753 3 20. 6153 3 20. 7273 3 0. 2463 3 20. 2663 3 1

7 人际关系 0. 5233 3 0. 5383 3 0. 5843 3 20. 1603 3 0. 3183 3 20. 5233 3 1

　　由表 3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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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有统计学显著性 (P < 0. 01)。

3　讨　论

研究首先显示: 留守组在抑郁、焦虑水平上要高于非留守

组。这与以往对正在留守中的儿童究结果是一致的 [92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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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结果, 可以看到“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的情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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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以后的情绪依然存

在着影响。相关分析也表明留守组大学生的抑郁、焦虑情绪与

人际关系呈显著的正相关。

其次, 研究发现留守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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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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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等人对留守初中生的研究具有一致性,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

积极应对方式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指标 (心理失衡除外) 有

显著的负相关[11 ]。

最后, 研究发现留守组的自尊水平较低, 这与吴娟娟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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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春梅等的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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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因此,“留守经历”导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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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广兰的研究发现, 青少年较高的自尊水平有助

于他们更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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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研究表明, 留守经历的确对留守儿童成年以后的心理健

康有影响, 与负性情绪产生、低自尊等有关。本研究首次发现

并报告了农村留守儿童成年以后的情绪、行为、自尊以及人际

关系, 为下一步的心理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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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亲因素对大学生人格特质的影响

王　挺①　沈永健

【摘要】　目的　探讨单亲因素对大学生人格特质的影响。方法　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问卷 (16PF)测试,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单亲大学生和非单亲大学生的A ( t= 23. 442, P < 0. 01)和L ( t= 2. 674, P < 0. 01)因子存在显著性差异。单亲男大学生与其他

男大学生相比人格因素没有显著性差异, 单亲女大学生的A ( t= 23. 937, P < 0. 01)、L ( t= 3. 820, P < 0. 01)、O ( t= 2. 500, P < 0.

05) 3 个因子得分上表现出显著性差异。结论　单亲因素对大学生的人格特点造成了不良影响, 对女生的不良影响更为严重。

【关键词】　心理测量; 人格特质; 团体测试; 单亲大学生; 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问卷

Effects of Single-paren t Factor on the Persona l ity Tra its of Col lege Studen ts. W ang T ing , S hen Y ong j ian. S chool of P sy cholo2
g y , N anj ing U niversity of T rad itional Chinese M ed icine, J iang su 210046, P. R.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 lore the effect of single2paren t facto r on the personal traits of co llege studen ts. M ethods　Test by

16PF and analysis by independen t samp le t2test. Results　There w ere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s in A ( t= 23. 937, P < 0. 01) and L ( t=

2. 674, P < 0. 01) facto rs of 16PF betw een single2paren t studen ts and the o thers. N o difference w as found betw een m ale single2par2
en t studen ts and the o ther m ale studen ts. There w ere sign ifican t differences in A ( t= 23. 937, P < 0. 01)、L ( t= 3. 820, P < 0. 01)、O

( t= 2. 500, P < 0. 05) facto rs of 16PF betw een fem ale single2paren t studen ts and the o ther fem ale studen ts. Conclusion　The sin2
gle2paren t facto r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more serious in fem ales.

【Key words】　M ental2test; Personality traits; Group test; Single2paren t co llege studen t; 16PF

　　在现代社会, 单亲家庭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一个比较普

遍的问题。按照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研究员

校正过的离婚率计算方法, 中国大陆 2005 年离婚率为 1.

37‰, 虽然这个比率在世界上并不是较高水平, 但是乘以中国

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后, 产生的单亲家庭的数量就不容忽视了。

许多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有不良影响, 特别

是到了大学以后, 单亲因素对大学生的人格影响更有集中的

表现。刘秀芬研究发现单亲家庭大学生人格障碍患病率是双

亲家庭大学生的 5. 9 倍[1 ]。赵可军调查发现单亲家庭的学生

中有严重心理问题和可能有心理问题的占所有单亲家庭学生

的 81. 25% [2 ]。这些学生呈现出来的心理健康问题, 主要表现

为: 自卑、逆反、怀旧、敌视、孤僻、恐惧心理、嫉妒、自恋、自傲、

支配等等[3 ]。刘媛的研究也显示, 单亲组和非单亲组的 SCL -

90 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和敌对因子差异非常显著, 单亲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明显不良 [4 ]。

上述不良心理特征, 对于单亲家庭子女的认知能力发展,

学习成绩的提高, 人际交往, 自我控制能力及良好道德品质形

成等均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 关注单亲大学生人格

特点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研究单亲大学生

人格特点的现状, 对其成因进行分析, 以期探讨对单亲大学生

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和重点。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从南京中医药大学 2002～ 2008 年的心理普查

中, 在一般情况问卷中“您是否是单亲家庭子女”这一题目回

答“是”的学生作为单亲大学生。

1. 2　方法　采用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问卷 (16PF ) 对大学

生进行测查, 对照分析单亲大学生和非单亲大学生 16 个人格

因素和 8 个二级因素的差异。该问卷是非常经典的心理测量

工具, 具有非常高的信度和效度, 在国内外应用非常广泛, 且

有中国的常模。测查采用团体测试的方式对被试进行施测, 被

试填涂的答题卡使用光标读卡机进行录入。

1. 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使用 SPSS 12. 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2　结　果

本次测查共测量被试 8302 人, 删除部分不完整或者明显

乱填的数据, 实际有效数据为 7742 人, 问卷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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