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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现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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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从而为留守儿童的教育辅导提供启示，采用《中国青少年人际情感问

卷》对安徽省３４５名留守儿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１）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及其下属因子得分均低于全国常模，其中归属感和

乐群感最高，合作感和亲密感得分最低；（２）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但在学业自评上的差异显著；（３）留守

儿童人际情感受家庭因素（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学校因素（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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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

在外打工而被交由父母或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

管理的儿童［１］。据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

示，留守儿童已经达到６１０２．５万，占全国儿童２１．

９％
［２］。面对留守儿童群体数量的剧增，党和政府

高度重视其心理健康教育：２０１１年国务院颁布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中明确指出“加

强对留守儿童心理、情感和行为的指导”［３］，２０１３年

１月，教育部等５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义务教

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中也

明确提出“加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要引导留守

儿童积极参与，缓解其孤独情绪，营造关爱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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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园氛围”［４］。

人际关系作为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已经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并对留守儿童的同伴关

系［５－７］、人际关系［８］、社交地位关系［９］、师生关系［１０］

等人际关系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但是对于在人

际活动中的比较稳定的体验———人际情感却未涉

及，所谓人际情感（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ｆｅｅｌｉｎｇ）是指个体

对自己与他人相处、交往活动评价时产生的一种内

心体验［１１］。为此，本研究考察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

现状及影响因素，从而为对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教

育辅导提供一定启示。

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对安徽省３６０名留守儿童进行问

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３４５份，其中男生１８６人，女

生１５９人。

（二）研究工具

采用卢家楣等人编制的《青少年人际情感问卷》

中的人际情感问卷，共４８个题项，包括合作感、乐群

感、归属感、信用感、亲密感、宽容感等６个因子，问

卷采用６级计分，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１１］。

（三）研究程序

我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统一指导语，匿名填

写答题卡，当场收发。调查信息录入计算机，运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统计处理。

三、结果

（一）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总体现状

调查发现，留守儿童人际情感总平均得分为

４．０４，其下属因子合作感、乐群感、归属感、信用感、

亲密感、宽容感的平均得分在３．４７—４．２２之间，得

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归属感、乐群感、宽容感、信用感、

亲密感、合作感（见表１）；与全国常模比较结果发

现，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及其下属各因子均显著低于

全国常模（Ｐ＜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各维度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本次调查

（ｎ＝３４２）

全国常模

（ｎ＝２５４８５）
狋

合作感 ３．４７±０．８８ ４．１４±０．９７ －１４．２４１

乐群感 ４．１９±１．０１ ４．６９±０．８８ －９．１６０

归属感 ４．２２±０．９４ ４．７０±０．８８ －９．５０２

信用感 ４．０１±０．８１ ４．７９±０．８５ －１７．８４０

亲密感 ３．７２±０．９４ ４．１９±１．０２ －９．２３４

宽容感 ４．１６±１．０１ ４．６３±０．８５ －８．６８６

人际情感 ４．０４±０．７０ ４．５１±０．５９ －１２．４３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二）不同的性别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差异

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显示，男生的人际情感及其

下属因子合作感、乐群感、归属感、信用感的平均得分

高于女生的平均得分，但两者的差异不显著（见表２）。

表２　不同的性别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得分的差异

男 女 狋

合作感 ３．５４±０．９０ ３．３８±０．８６ １．６３

乐群感 ４．２３±１．０２ ４．１５±１．００ ０．７１

归属感 ４．２５±０．９３ ４．１８±０．９５ ０．７６

信用感 ４．０５±０．８４ ３．９６±０．７７ １．０８

亲密感 ３．７０±０．９９ ３．７５±０．８９ －０．４９

宽容感 ４．１２±１．０５ ４．２０±０．９７ －０．７

人际情感 ４．０６±０．７３ ４．０２±０．６７ ０．５２

（三）不同学业自评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仅人际情感和乐群

感在不同学业自评中差异显著（Ｐ＜０．００１或Ｐ＜０．

０５）。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发现：留守儿童乐群感和人

际情感总分随着学业自评上升而上升，且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见图１）。

图１　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在学业自评上的差异

（四）家庭、学校因素对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

影响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家庭因素（父母受教育

程度）、学校因素（包括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留守

儿童人际情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模型各项指数拟合

较好，家庭因素与人际情感（γ＝０．１０，ｔ＝４．０２，ｐ＜

０．０１）、学校因素与人际情感（γ＝０．５１，ｔ＝１６．２１，ｐ

＜０．００１）的作用系数均显著，这表明家庭因素和学

校因素正向影响留守儿童人际情感（见图２）。

图２　家庭和学校因素对

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影响的路径图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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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

（一）留守儿童人际情感低于全国常模，且合作

感和亲密感最低

调查发现，我国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得分为４．

０４分，刚刚满足问卷中设定的６点等级评分中有点

符合，显著低于全国常模（４．５１），表明当前留守儿童

人际情感现状令人担忧。正如以往研究发现，留守

儿童较非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１］。在人际

情感的６个因子上，结果发现６个因子得分在３．

４７———４．２２之间，而合作感、亲密感的平均得分明

显低于人际情感得分均值，其中合作感的得分最低。

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１－１２］。由于留

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较正常儿童缺乏必要的沟通，

致使其容易产生孤独、内向、缺乏自信等人格特

征［１２］，不易与人合作和亲密，因此留守儿童的合作

感和亲密感较低。

（二）留守儿童人际情感不存在性别差异

传统认为，女生指向人际的情感要高于男

生［１１］，但此次调查却发现，男生的人际情感得分（４．

０６）略高于女生的人际情感得分（４．０２），但并没有达

到实际上的显著性差异。男生在合作感、乐群感、归

属感、信用感上的得分均高于女生，这与男生比女生

更开朗，更好相处，更具安全感有很大关系。在宽容

感和亲密感上女生得分大于男生，女生心思细腻，一

般都有好朋友，更容易说出心里话，所以亲密感得分

高，女生一般内心比较温柔，容易被感动，所以宽容

感更高。可见，男女生方面均有要提高的地方，女生

更倾向于性格的培养，男生更倾向于情感细腻的培

养，这样才有利于提高留守儿童的人际情感水平。

（三）留守儿童人际情感随学业自评的上升而

上升

调查结果发现留守儿童的人际情感总均分和乐

群感随着学生学业自评的上升而上升，且差异显著。

学习成绩好有助于增强人的自信心，郭黎岩等人关

于小学生自信心养成的实验研究中，发现自我评价

与自信心有联系［１３］，而人际情感又是指个体对自己

与他人相处、交往活动评价时产生的一种内心体

验［１１］，学生自评的学习成绩好，人际情感的得分也

随之增高，这与郭黎岩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此外，

在人际情感下属６个因子中，仅乐群感差异显著，与

以往研究发现乐群性与学业成绩成正比的结果一

致［１４］，这可能由于中小学中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更受

欢迎，这会促使其乐群感的提高（见表３）。

表３　不同的学习成绩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差异

优等 中上 中等 中下 较差 犉

合作感 ３．４５±１．０４ ３．５１±０．９９ ３．４４±０．７４ ３．４５±０．８４ ３．３６±０．６５ ０．１７

乐群感 ４．５６±１．１１ ４．３５±０．９８ ４．０３±０．９４ ３．９６±１．０２ ３．８６±１．１４ ４．１５

归属感 ４．４０±１．１５ ４．３１±０．８６ ４．１４±０．９４ ４．１５±０．９０ ３．８０±０．９５ １．５９

信用感 ４．００±０．８８ ４．１５±０．７８ ３．９７±０．７０ ３．８４±０．９９ ３．７１±０．９２ １．９４

亲密感 ３．７４±１．２０ ３．８４±０．９７ ３．６５±０．８２ ３．６７±０．８９ ３．５１±１．０７ ０．８５

宽容感 ４．３±１．０２ ４．３２±１．０５ ４．０７±０．９１ ３．９９±１．０９ ３．６５±０．９６ ２．３３

人际情感 ４．２１±０．８６ ４．１８±０．６５ ３．９５±０．６５ ３．８９±０．７６ ３．７７±０．６１ ３．４２

　　（四）家庭和学校因素正向影响留守儿童的人际

情感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家庭和学习因素正向

影响留守儿童的人际情感，即具有良好的父母受教

育程度、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留守儿童的人际情

感越高，这与以往研究认为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问

题并不单纯地是一个由父母长期外出远行所引起的

孩子情感缺失和心态异常的问题，而是学校、社会、

父母、监护人与留守儿童自身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

的产物”的结果一致［１５－１６］。首先在家庭因素方面，

研究发现家庭教育（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之亲子分离

对留守儿童的行为取向影响更大［１７］，此次调查也得

出一致的结果，即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际情感

越高。第二，在学校因素方面，留守儿童人际情感随

着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上升而上升，这与以往研

究结果较为一致。缺乏正常家庭关爱的留守儿童，

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是其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对

象，并直接影响到期人际情感，正如研究发现，留守

儿童的情感容易淡漠，也包括师生关系淡漠［１０］；同

学关系越好，友谊质量越好，会减低留守儿童的孤独

感［６，９］（见表４）。

表４　家庭和学校因素对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影响的路径分析拟合度指标

χ
２ ｄｆ χ

２／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ＧＦＩ ＩＦＩ ＮＦＩ ＮＮＦＩ ＡＧＦＩ

６８．５０ ３２ ２．１４０ ０．０５８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９３ ０．９４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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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启示

此次调查从实证角度考察了当前留守儿童在人

际情感方面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当前留

守儿童人际情感及其下属因子得分均低于全国常

模，合作感和亲密感得分最低；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在

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但在学业自评上的差异显著；

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受家庭因素（父母受教育程度）和

学校因素（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影响，这为留守

儿童人际情感的教育培养提供一定启示：

首先，留守儿童的人际情感，尤其是合作感和亲

密感的培养亟需加强。此次调查发现，当前留守儿

童人际情感及其下属因子均显著低于全国常模，尤

其是合作感和亲密感的得分最低，相关研究业已发

现留守儿童易产生孤独、内向、缺乏自信等心理［１２］，

这提示在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具体内容的培养方面，

应有所侧重，加强留守儿童与其他人的沟通，尤其注

重其合作感和亲密感的培养。

其次，学校因素在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培养方面

大有可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学校因素（师生

关系和同伴关系）对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影响极其

显著，可以预测留守儿童人际情感５１％的变异量。

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外出远行致使其情感缺失，

学校的教师和同学成为了其人际交往的最终要的对

象。为此，学校应注重培养留守儿童良好的师生关

系和同伴关系，教师的关怀和同学的友谊虽不能替

代父母的关怀，但也可以丰富其人际交往的情感体

验，并可以缓解甚至弥补他们部分情感缺失。

最后，家庭因素是留守儿童人际情感培养的关

键。结果发现，家庭因素对留守儿童人际情感的影

响显著，可以预测留守儿童人际情感１０％的变异

量，需要提及的是，这里的家庭因素仅涉及父母的受

教育程度。为此，父母应克服各种现实困难，加强与

留守儿童的沟通和交流，不仅弥补其人际情感缺失，

还应在人际交往行为方面进行身教。尤其是在互联

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父母可以采用手机即时通讯

工具（ＱＱ、微信等）定期与留守儿童视频交流沟通，

这不仅可以缓解亲子的长期分离，并且对留守儿童

人际情感的培养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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