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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系统评价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为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法，抽取海阳市农村地区 3 所小学及 3 所初级中学 7 ～ 17 岁学生共 1416 名，其中留守儿童 649 名，非

留守儿童 767 名。采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 MHS － C) 和 Piers － 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PHCSS) 对 649 名

留守儿童和 767 名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结果 留守儿童的 MHS － C 总分、情绪、意志行为、个性

特征、PHCSS 总分、焦虑和合群的得分均低于非留守儿童( t = － 17． 900 ～ － 2． 954，P ＜ 0． 05) 。留守儿童在认知、思
维与语言、情绪、行为、合群、智力与学校情况、焦虑因子的得分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 ( t = － 5． 877 ～ 4． 667，P ＜
0． 05) 。留守儿童的情绪和焦虑呈正相关( r = 0． 289，P ＜ 0． 05) ; 意志行为和行为呈正相关( r = 0． 296，P ＜ 0． 05) ;

个性特征和合群呈正相关( r = 0． 215，P ＜ 0． 05) 。结论 留守儿童更容易存在情绪和行为问题，“留守”对男童较

为不利，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展开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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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left － behind children in countryside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ft － behi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level． Methods 1416 students，between7 and 17
years old，of which 649 were left － behind children and 767 were non － left － behind children，were selected from three primary schools
and three junior middle schools in Haiyang city rural areas using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ll of them were investigated with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MHS － C) and Piers － Harris Children＇s Self － Concept Scale( PHCSS) ． Ｒesults For
left － behind children，the scores of total MHS － C，emotion，will /behavior，personality trait，total of self － consciousness，anxiety，

gregariousness were lower than non － left － behind children ( t = － 17． 900 ～ － 2． 954，P ＜ 0． 05) ． Moreover，variances among gender
and grade were observed in cognition，thinking / language，emotion，behavior pattern，gregariousness，intelligence education and anxie-
ty factors for left － behind children( t = － 5． 877 ～ 4． 667，P ＜ 0． 05) ． Strong correlations between those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Emo-
tion of left － behind childre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r = 0． 289，P ＜ 0． 05) ． Will /behavio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ehavior pattern( r = 0． 296，P ＜ 0． 05) ． Personality trai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regariousness( r = 0． 215，P ＜ 0． 05) ． Conclu-
sion Left － behind children are prone to suffer from emotional and behavior problems and the left － behind experience has more ad-
verseness to boys． Targete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left －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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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

动到其他地区，子女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

能和父母共同生活的 17 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1］。
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 5800 万人，其中 14 周岁以

下的约 4000 多万人。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

的比例达 28． 29%。农村留守儿童因长期亲子分离而

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已引起很多人关注。山东省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专门针对留守儿童

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山东省农村地区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状况，以丰富山东地区留守儿童资料，并

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辅导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法，抽取山东省海阳市农

村地区 3 所小学及 3 所初级中学共 1475 名学生，回

收有效问卷 141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6%，年龄

7 ～ 17 岁。其中留守儿童 649 人，平均年龄 ( 12． 17
± 2． 66) 岁; 男生 342 人，女生 307 人; 小学 3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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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314 人。非留守儿童 767 人，平均年龄( 12． 53
± 2． 48) 岁; 男生 399 人，女生 368 人; 小学 412 人，

初中 355 人。所有学校所处地域和经济条件基本一

致。两组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1． 2 研究方法

1． 2． 1 实施方法 调查时间设计在 2014 年 9 月 15
日 －26 日开学初进行。由经过培训的精神科医师作

为调查员，在学校协助下，召开家长会，以班级为单

位，由调查员讲明本调查的目的、意义及问卷填写方

法，采用统一指导语，在父母或其他知情监护人协助

下，以无记名的方式答卷，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填写，不允许有漏项出现，在规定时间内返回。
1． 2． 2 测量工具 ①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量表

( Mental Health Scale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MHS
－ C) ［2］，由 24 个反映儿童心理过程和特征的条目

组成，归属 5 个分量表: 认知、思维与语言、情绪、意
志行为和个性特征。条目按 7 个等级记分，分量表

分和总分采用 5 级评分，先对条目原始等级进行转

换，然后将相应的条目相加，获得分量表分和总分，

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好。②Piers － 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 Piers － Harris Children ＇s Self －
Concept Scale，PHCSS) ［3］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Piers
E 等编制的儿童自评量表，主要用于评价儿童自我

意识状况。包括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属

性、焦虑、合群和幸福与满足 6 个分量表，共 80 个问

题。总分或分量表分越高表明自我意识水平越高或

在某方面的自我意识越强。
1． 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5． 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留守儿童组和非留守儿童组、留守儿童中男生组

与女生组、小学组与初中组的 MHS － C 得分和 PHC-
SS 得分进行 t 检验，MHS － C 与 PHCSS 各因子得分

进行相关性分析，P ＜ 0． 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儿童 MHS － C 与 PHCSS 总评分及各因子

评分比较 留守儿童 MHS － C 总评分、情绪、意志

行为、个性特征、PHCSS 总评分、焦虑和合群得分均

低于非留守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 17． 900
～ － 2． 954，P ＜ 0． 05) 。见表 1、2。

表 1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 MHS － C 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MHS － C 评分

总评分 认知 思维与语言 情绪 意志行为 个性特征

留守儿童

( n = 649)
73． 62 ± 9． 82 14． 89 ± 2． 71 11． 85 ± 2． 43 7． 85 ± 2． 01 18． 85 ± 2． 82 17． 87 ± 3． 09

非留守儿童

( n = 767)
76． 58 ± 8． 37 15． 14 ± 2． 26 12． 03 ± 2． 37 9． 61 ± 1． 69 19． 28 ± 2． 35 18． 96 ± 2． 67

t － 6． 123c － 1． 893 － 1． 408 － 17． 900c － 3． 130b － 7． 121c

注: aP ＜ 0． 05，bP ＜ 0． 01，cP ＜ 0． 001。

表 2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 PHCSS 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PHCSS 评分

总评分 行为 智力与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满足

留守儿童

( n = 649)
48． 96 ± 8． 82 11． 07 ± 3． 01 8． 80 ± 3． 04 7． 47 ± 2． 59 8． 69 ± 1． 95 7． 93 ± 1． 74 7． 22 ± 1． 51

非留守儿童

( n = 767)
54． 47 ± 9． 24 11． 30 ± 2． 23 9． 07 ± 3． 02 7． 36 ± 2． 55 9． 03 ± 2． 32 8． 35 ± 1． 68 7． 29 ± 1． 45

t － 11． 416c － 1． 648 － 1． 671 0． 803 － 2． 954b － 4． 611c － 0． 888

注: aP ＜ 0． 05，bP ＜ 0． 01，cP ＜ 0． 001。

2． 2 留守儿童中男生组与女生组、小学组与初中组

的 MHS － C 和 PHCSS 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比较 留

守儿童中男生的认知、思维与语言、情绪、行为、合群

得分低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t = － 5． 877 ～

－2． 385，P ＜ 0． 05) 。小学组的情绪、智力与学校情

况、焦虑得分高于初中组( t = －2． 343、3． 109、4． 667，P
＜0． 05) ，认知和思维与语言得分低于初中组 ( t =
－3． 630、－3． 154，P ＜0． 05) 。见表 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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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留守儿童中男生组与女生组 MHS － C 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MHS － C 评分

总评分 认知 思维与语言 情绪 意志行为 个性特征

男生组

( n = 342)
72． 52 ± 8． 41 14． 17 ± 2． 75 11． 36 ± 2． 24 7． 05 ± 2． 34 18． 91 ± 2． 71 17． 39 ± 3． 25

女生组

( n = 307)
73． 81 ± 9． 03 14． 69 ± 2． 41 11． 80 ± 2． 46 8． 07 ± 2． 05 18． 86 ± 2． 27 17． 44 ± 3． 24

t － 1． 884 － 2． 549a － 2． 385a － 5． 877c 0． 253 － 0． 196

注: aP ＜ 0． 05，bP ＜ 0． 01，cP ＜ 0． 001。

表 4 留守儿童中男生组与女生组 PHCSS 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PHCSS 评分

总评分 行为 智力与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满足

男生组

( n = 342)
47． 95 ± 8． 97 9． 07 ± 2． 96 8． 96 ± 3． 31 7． 58 ± 2． 72 8． 53 ± 2． 55 7． 66 ± 2． 10 7． 13 ± 1． 56

女生组

( n = 307)
49． 23 ± 9． 02 10． 01 ± 3． 04 8． 85 ± 3． 74 7． 36 ± 2． 54 8． 58 ± 2． 43 8． 45 ± 1． 88 6． 99 ± 1． 47

t － 1． 810 － 3． 988c 0． 397 1． 061 － 0． 255 － 5． 027c 1． 173

注: aP ＜ 0． 05，bP ＜ 0． 01，cP ＜ 0． 001。

表 5 留守儿童中小学组与初中组 MHS － C 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MHS － C 评分

总评分 认知 思维与语言 情绪 意志行为 个性特征

小学组

( n = 335)
73． 57 ± 8． 70 14． 26 ± 2． 56 11． 28 ± 2． 21 7． 95 ± 2． 33 18． 97 ± 2． 32 17． 92 ± 3． 27

初中组

( n = 314)
72． 91 ± 9． 61 14． 91 ± 2． 69 11． 95 ± 2． 49 7． 11 ± 2． 25 18． 63 ± 2． 79 17． 44 ± 3． 10

t 0． 918 － 3． 154b － 3． 630c 4． 667c 1． 692 1． 916

注: aP ＜ 0． 05，bP ＜ 0． 01，cP ＜ 0． 001。

表 6 留守儿童中小学组与初中组 PHCSS 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PHCSS 评分

总评分 行为 智力与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满足

小学组

( n = 335)
49． 02 ± 8． 89 9． 67 ± 2． 68 8． 95 ± 3． 36 7． 76 ± 2． 65 8． 94 ± 2． 61 7． 73 ± 2． 07 7． 36 ± 1． 42

初中组

( n = 314)
48． 13 ± 8． 93 9． 93 ± 2． 74 8． 32 ± 3． 49 7． 51 ± 2． 53 8． 32 ± 2． 46 7． 82 ± 2． 15 7． 15 ± 1． 47

t 1． 272 － 1． 222 2． 343a 1． 228 3． 109b － 0． 543 1． 851

注: aP ＜ 0． 05，bP ＜ 0． 01，cP ＜ 0． 001。

2． 3 留守儿童组 MHS － C 与 PHCSS 各因子的相关

性分析 MHS － C 的情绪和 PHCSS 的焦虑呈正相

关( r = 0． 289，P ＜ 0． 05 ) ; MHS － C 的意志行为和

PHCSS 的行为呈正相关( r = 0． 296，P ＜ 0． 05) ; MHS
－ C 的个 性 特 征 和 PHCSS 的 合 群 呈 正 相 关 ( r =
0． 215，P ＜ 0． 05) 。见表 7。

表 7 留守儿童组 MHS － C 与 PHCSS 各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r)

MHS － C
PHCSS

行为 智力与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满足

认知 0． 026 0． 087 0． 161 0． 142 0． 103 0． 124

思维与语言 － 0． 124 － 0． 077 － 0． 125 0． 150 0． 086 － 0． 136

情绪 0． 105 0． 091 － 0． 104 0． 289a 0． 157 0． 145

意志行为 0． 296b － 0． 142 － 0． 073 0． 054 0． 043 0． 093

个性特征 0． 150 0． 159 － 0． 112 0． 133 0． 215a 0． 032

注: aP ＜ 0． 05，bP ＜ 0． 01，c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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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调查中，留守儿童情绪、意志行为、个性特征、
焦虑和合群等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均较非留守儿童
突出。刘霞等［4 － 6］研究表明，在学习焦虑、对人焦
虑、冲动倾向和孤独倾向方面，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
平普遍低于非留守组。留守儿童处于性格形成的关
键时期，在自我意识发育过程中缺少父母的关爱和
正确引导，对关怀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缺乏正常的情
感交流和疏导，普遍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评价较低，容
易出现情绪上的焦虑［7］。

留守儿童中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
题，首先是与生物学因素有关，男生在认知、语言表
达方面普遍滞后于女生，自我的一些思想情绪、内心
感受难以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经常不被理解，出
现人际关系障碍及情绪问题。男生求知欲强，好奇
心重，也容易出现逆反、敌对情绪或行为问题。其
次，社会期望与传统文化对男生的期望值高于女生，

男生承受压力较大，又缺乏至关重要的亲情关注与
家长指导，男生的适应不良问题就容易出现，可能会
表现为性格鲁莽，交往差，出现自我意识障碍，不良
行为增多，这与李光友等［8］研究一致。但与达朝锦
等［9］调查结果不一致: 留守女生情绪症状得分高于
男生，认为与女生心思细腻，更需要关怀有关。考虑
与采用测查工具不同、样本量较小及地域等因素有
关。监护人和学校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中，

应针对男生和女生的心理特征进行心理辅导，制定
个性化的辅导方案。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感知觉和思维能力在不
断发展，对自我认知和思维的评定渐趋成熟，故初中
生在这几个方面优于小学生。同时随着年龄增长，儿
童也在不断接受各种社会刺激，承担更多社会压力，

更需要父母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引导和帮助。但由于
缺少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留守儿童在遇到困难和挫
折时不能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引起不同程度的心理
问题。这也与 Weems 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年
龄的增长，儿童的焦虑水平有逐渐变高的趋势。初中
阶段是身体和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自我意识及责任
感较小学时增强，来自学业、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不断
增加，身体及人际关系的变化让他们无所适从，此时
父母应该及时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帮助，掌握他们的心
理特点，协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期。

留守儿童的兴趣范围狭窄，对自己的行为不满
意，过分注重自己的形象，不善与人交往，表现孤独和
内向的性格特征，故而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情绪、人际
关系的自我评价较低。只有提高留守儿童的整体心
理健康水平，他们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能力或价值观
有正确的态度和评价，对自己在社会和环境中的所处

地位有一个正确认识。国外对于留守儿童并没有严
格意义上的规定，但“亲属抚养”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Lu Y［11］研究表明亲属抚
养经历会增加儿童的心理障碍和抑郁症的风险。
Haight 等［12］发现相对于其他儿童，被抚养儿童具有
较高的情感创伤症状和其他行为问题，可以导致焦
虑、抑郁、行为障碍等心理创伤和行为问题以及社会
人际关系问题。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由于我国的留
守儿童多由其他亲属代为抚养，可能导致诸多心理和
行为问题。

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关
注的课题［13］。应该从发展的视角来探索留守儿童心
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并深入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
系，采取相应措施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确
保其心理全面健康发展。由于条件所限，本调查局限
在山东海阳地区，未能对更多地区的留守儿童深入调
查，故不能得到较完善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资
料。特别是对目前研究结果有争议的相关因素，应通
过多种研究方式来进一步探讨，并且可适当开展干预
研究对相关因素进行探讨，从而为针对不同留守儿童
进行心理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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