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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与亲子依恋的关系。方法：采用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量表和亲子
依恋量表对湖南省醴陵市２２６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结果：父母离开时间长短导致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中感冷漠
因子存在显著差异；情绪性问题行为因子与父母亲亲子依恋、母亲依恋、父亲依恋因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结论：亲子依

恋能够对留守儿童的情绪性问题行为做出预测，母亲依恋比父亲依恋的预测力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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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的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迁徙，广大农村地区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留守儿童。

周宗奎把留守儿童定义为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出外打工而由祖父母、亲戚或其他人代为抚养的孩子［１］。

留守儿童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并且因为其特殊性导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容易出现诸多问

题。从留守儿童现象出现至今，尤其是２００３年以后，研究者对留守儿童问题作了大量研究，王东宇认为
留在躯体化、恐怖、敌对和人际关系敏感等方面问题更为突出［２］。周宗奎、孙晓军认为留守儿童在学

习、品行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３］。刘霞、李科生等人指出留守儿童表现出相对较多的暴力、盗

窃等违纪甚至违法行为［４５］。这些主要涉及心理健康、教育、问题行为等外显性方面，近年来才将研究

重点转移到了留守儿童的情绪、情感方面。幼儿的世界就是一个情绪的世界，王东宇均认为留守儿童情

绪较不稳定［６］。孤独感是留守儿童报告得非常多的情绪体验［７］。范方指出留守儿童在聪慧性上与普

通儿童没有显著差异，但却有严重的自卑感、焦虑、抑郁等情绪体验［８］。所以本研究将重点放在留守儿

童的情绪性问题行为上。最近，关于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很多，胡昆、张连云等人对留守儿童社会支持

进行了研究。胡昆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较差［９］。张连云指出同学支持、教师支持能

减少留守儿童的孤独感［１０］。刘宾、杨海荣等人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刘宾指出农村留守

儿童主观幸福感状况较差［１１］。杨海荣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呈中等程度相

关［１２］。目前，越来越重视亲子依恋的研究。亲子依恋是塑造幼儿健康人格的第一环境，对儿童的发展

极其重要。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儿童的个性发展、心理品质、行为习惯等都与亲子依恋之间有着密切的

联系［１３］。黄小娜等认为父母的爱是子女身心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一旦缺失，容易使孩子产生情绪和

人格上的偏差［１４］。因此，本研究试图从父母离开时间入手，探索父母离开时间的长短对留守儿童情绪

性问题行为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亲子依恋与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关系。留守儿童从小与父母分

离，很难建立和谐的亲子依恋，因此，本研究假设亲子依恋水平越低，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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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方法
１．１　被试

本研究从湖南省醴陵市随机抽取一个小学和一个中学，又分别在这两所学校的四年级、五年级、六

年级、初一、初二、初三随机抽取一个班的同学作为研究对象，一共发放了２５０份调查问卷，收回问卷
２３３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下２２６份，有效率为９０．４％。其中男生１２３人，女生１０３人，留守儿童１５０
人，非留守儿童７６人。
１．２　研究工具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用团体施测的方式进行取样，统一指导语，当场收回问卷。

１）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量表：采用谢玉兰、陈旭编制的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学生自评量
表，包括抑郁焦虑、攻击性行为、自卑退缩、偏执和情感冷漠五个维度，一共１９个题项，采用４点计分，从
不符合到基本符合分别给予１～４分的评定。各个因素上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０．５７６～０．６８１之间，整
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４３。
２）亲子依恋量表：采用 Ａｒｍｓｄｅｎ等人编制、Ｒａｊａ等人修订的亲子依恋问卷（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ａｎｄ

Ｐｅｅｒ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ＩＰＰＡ）简版。测量青少年与父亲、母亲依恋的水平。每种依恋对象都包含１０个项目，
采用５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依恋的水平越高。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两个分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
分别为０．８０和０．７５。
１．３　数据处理及统计方法

本研究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对调查回收的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在父母离开时间长短上的差异

通过对父母离开时间长短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进行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得知：只有情感冷漠这
一维度上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除了自卑退缩维度，在问卷总分上和各维度父母外

出时间长的均分要大于父母外出时间短的。

表１　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在父母离开时间长短上的差异

维度
短期 中期 长期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Ｍ ＳＤ
Ｆ

抑郁焦虑 ７．６７ １．８８ ７．２０ ２．２７ ８．１３ ３．３２ １．８２４
攻击性 ６．５０ １．５３ ７．３０ ２．３８ ７．０１ ２．４３ ０．３８８
偏执 ６．９２ １．８２ ６．９３ １．７７ ７．４７ ２．４３ １．２９９

自卑退缩 ５．５８ １．８４ ５．４８ １．９７ ５．４０ ２．１１ ０．０４６
情感冷漠 ６．８３ １．８５ ７．８７ ２．５０ ８．８３ ２．５５ ２．５３７

问卷总分 ３３．４ ５．８５ ３４．７ ７．９２ ３６．８ ９．８７ ０．８１６

　　注 表示Ｐ＜．０５，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１

２．２　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与亲子依恋的相关分析
由表２可知，情绪性问题行为各维度与父母亲亲子依恋安全性总分、母亲依恋、父亲依恋的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

表２　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与亲子依恋安全性的相关

维度 母子依恋 父子依恋 依恋总分

抑郁焦虑 －０．３６９ －０．２６６ －０．３４９

攻击性 －０．２７５ －０．１３３ －０．２２４

偏执 －０．３９８ －０．２０１ －０．３２９

自卑退缩 －０．２６５ －０．１６３ －０．２３６

情感冷漠 －０．３５６ －０．３４９ －０．３８９

问卷总分 －０．４５５ －０．３１０ －０．４２１

　　注 表示Ｐ＜．０５，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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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亲子依恋总表对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回归
以亲子依恋总表作为自变量，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总表为因变量进行了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探

讨亲子依恋水平能否对留守儿童的情绪性问题行为做出预测。由表３可知，亲子依恋能够对留守儿童
的情绪性问题行为做出预测。

表３　亲子依恋总表对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Ｂｅｔａ ｔ Ｒ２ Ｆ

问题行为 亲子依恋 －０．２６７ －７．０８０ ０．１８３ ５０．１２４

　　注 表示Ｐ＜．０５，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１

２．４　亲子依恋各因子对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回归
以亲子依恋的两个分量表为自变量，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量表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

果如表４所示，用母子依恋和父子依恋两个因子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预测适应性水平，回归模型是
显著的，即Ｐ＜０．０１，其中母子依恋具有较高的预测力，父子依恋的预测并不显著。

表４　亲子依恋各因子对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回归

因变量 预测变量 Ｂｅｔａ ｔ Ｒ２ Ｆ

问题行为
母子依恋

父子依恋

－０．５３１ －７．８０８

－０．０４６ －０．６２８
０．２１４ ６０．９６６

　　注 表示Ｐ＜．０５，表示Ｐ＜．０１，表示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在不同父母离外出时间上的差异

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情感淡漠这一维度上在不同父母外出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使孩子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很容易产生情感淡漠。父母外出时间越长，留守儿

童的情感越淡漠。但是冯娜娜等人的研究结果则是：情绪性问题行为总分、抑郁焦虑和孤僻冷漠在不同

的父母外出时间上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１５］。出现不同研究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与冯娜娜研究

取样的当地时间情况的差异，本研究的地区经济落后，留守儿童现象在当地太普遍，因此差异不显著。

除了自卑退缩，在问卷总分和各维度上父母外出时间长的均分都要大于父母外出时间短的。这与

王东宇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６］。王东宇在研究中发现：与父母分离时间越长，留守孩的心理健康水平

越低，各种心理问题越突出。许多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开，在交往中具有时间上的间断性，空间上的

远距性以及互动频率上的不足性［１７］。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情感沟通存在障碍，使他们成为一群“情感饥

渴”的孩子，长期下去，留守儿童心理出现不平衡，随着父母外出时间的增加，孩子的情绪性问题行为也

就越严重。

３．２　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与亲子依恋水平的相关和回归
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总分及各维度与亲子依恋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谢玉

兰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８］，谢玉兰认为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依恋水平越高，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引发率就

越低。亲子依恋是塑造幼儿健康人格的第一环境，Ｂｏｗｌｂｙ把依恋解释为一个终生建构的过程，儿童会
在整个童年期维持一种依恋联结，直至成人期发展起其他依恋关系（如配偶、恋人和朋友之间的依

恋）［１９］。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个体早期，父母的爱、支持和鼓励容易使其建立起安全感和信任感，这是儿

童成人后与人顺利交往的保证［２０］，因此，留守儿童的父母要充分利用一切条件主动加强与孩子的沟通，

避免产生亲子关系的疏远甚至断裂。

本研究还发现，亲子依恋总表对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具有良好的预测力，其中母子依恋具有较

高的预测力，而父子依恋的预测并不显著。这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区孩子的饮食起居、情感满足都是由母

亲负责，母子依恋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情绪性问题行为。而父亲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使父亲与孩子

之间亲近不足，沟通较少，因此，父子依恋对留守儿童情绪性问题行为的影响大多是隐性的、不明显的。

但是Ｐｅｔｅｒ的研究结果不一样。Ｐｅｔｅｒ认为父子依恋是极其重要的，父教缺失很可能使孩子产生孤独、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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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和无助感［２１］。李晓巍也认为虽然父子间的感情互动是隐性的，但是父子依恋对儿童的影响可能通过

其他中介变量间接发挥作用［２２］。

４　结论
１）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越长，孩子的情感越冷漠，情绪性问题行为越突出。
２）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水平越低，越容易产生情绪性问题行为。
３）亲子依恋能够对留守儿童的情绪性问题行为做出预测。母亲依恋比父亲依恋的预测力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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