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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 This article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re-
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to promote the adaptability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Methods: This 
study uses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the data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
bility from four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Laibin, Guangxi. 316 questionnaires can be 
useful among 330. The data are analyzed by using SPSS 18.0. Results: 1) Left-behind children's re-
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but girls in interpersonal 
assistance and positive cognitive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2) In grade, sixth grade resi-
lienc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junior one and junior two;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ocial adaptation. 3) In parents who are out of yea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control, target focus, positive perception, relation-
ships, and confidence of life. 4) In life with whom, both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ut for 
children who live together with their mothers,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are better than 
others. 5) On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 with parents and frequency of parents coming home, the 
two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ut overall for children in regular contact with their parents and 
high frequency of their parents coming home, their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are better 
than others. 6) There i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within all dimensions and so-
cial adaptability. Conclusion: There is an inherent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mental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f the left behind children, and the mental resilience of the left behind children 
contributes to enhance their social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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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主要探讨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的相关关系，以促进留守儿童的适应能力。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了广西来宾市迁江镇4所农村中小学330名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

的数据，其中有效316份，采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在

性别上无显著差异，但男生在人际协助和积极认知等维度上显著低于女生；2) 在年级上，六年级心理弹

性显著低于初一初二，社会适应性无显著差异；3) 在父母外出年限上，两者均无显著性差异，但在情绪

控制、目标专注、积极认知、人际关系、生活信心等维度上有显著差异；4) 在与谁一起生活上，两者均

无显著差异，但与母亲一起生活的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均较好；5) 在与父母联系频率和父母回

家频率上，两者也均无显著差差异，但总体上与父母经常联系和父母回家频率高的儿童，他们的心理弹

性和社会适应性更好；6) 心理弹性及各维度和社会适应性及各维度之间都存在显著水平的正相关。结论：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来增强其社会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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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地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的

提高。然而，发展不均衡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东西部发展的不协调与城镇农村发展的不协

调。城镇发达的经济及完善的生活基础设施吸引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壮劳动力流向城市，沿海发达省份。

大量流向城市的民工，由于各种原因，只有少部分人将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大部分人只能把孩子留在

农村生活与接受教育。这些孩子有的是和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或是留下的一方，或叔叔婶婶，甚至是

年长他们未成年的哥哥姐姐一起生活。“留守儿童”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逐渐形成。近年来，农村留守

儿童问题引发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父母外出务工，使得留守儿童在生活上得不到周密的照顾和

心理上的关怀。这会增加儿童成长道路上的风险，比如人格发展的失调，社会适应不良，甚至走上违法

犯罪的道路。对于留守儿童出现的各种问题，有的学者开始转向研究留守儿童的内在保护性因子，如心

理弹性(郝振，2008；刘慧，2012；师晓原，2012)，它是个体积极应对高危环境的内在潜力，促进留守儿

童的社会适应，本文探讨的主题是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的相关性。 

1.1. 文献综述 

1.1.1. 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 
目前，研究者对于留守儿童概念的理解存在许多争议。这些争议主要表现在父母外出的界定，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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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留守的年限。 
父母双方有一方外出务工就是留守儿童，还是父母双方都外出才算是留守儿童。吴霓，段成荣、周

福林等学者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由祖辈、亲戚、老师或朋友等其他的监护人照

顾的儿童(段成荣 & 周福林，2005；吴霓 et al., 2004)。王东宇，林宏等研究者认为父母仅一方外出打工

的儿童不能认作是留守儿童(林宏，2003；王东宇 & 王丽芬，2005)。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双方或

是一方角色扮演不到位都会对儿童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笔者同意前面一种观点。 
留守的时限多长时间才被定义为留守儿童。从现有的研究看，有的定义为三个月，四个月或半年，一

年以上不等。罗国芬认为，留守儿童是一种暂时的生活状态而不是本身就具有的特性。父母回到儿童身边，

“留守”属性就随之消失，那么外出时间便很难界定。本文以父母外出时限定六个月为界限(罗国芬，2006)。 
关于留守儿童年龄的界限也是存在争议的。吴霓等认为是 6~16 岁处于中小学阶段的儿童(吴霓 et al., 

2004)；段成荣等认为是 14 岁及以下的儿童(段成荣 & 周福林，2005)；叶敬忠指的是所有未满 18 岁的

未成年人(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 陆继霞，2005)。本文认为留守儿童的年龄界限是 18 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留守儿童的定义共同点：1) 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2) 儿童由于各

种原因留在农村生活和接受教育；3) 儿童由双亲一方或是祖辈，上辈亲戚照看，或是同辈一起生活；4) 有
一定时间积累不在双亲身边生活的儿童。所以，本研究读留守儿童的定义：父母双方或是一方外出打工

而孩子留在户籍原地由双亲一方或是他人照顾的，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的，与双亲或其中一方不在一起生

活积累有 6 个月以上的儿童。 

1.1.2.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 
目前关于心理弹性的定义还存在争议，有的人认为心理弹性是个体对于重大生活逆境的积极应对(席

居哲，2002)；有的把心理弹性看作是个人的一种能力，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人格特质(Masten et al., 1995)；
也有人认为心理弹性处于高危环境中个体积极去适应的结果(Rutter, 1981)。综上，我们可以将心理弹性定

义为：个体在高压或处于不利环境下，仍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产生较少不良的行为的一种能力或品质。 
目前，国内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心理弹性与人口统计学变量，在性别、年级、外出时间、外出情况、联系频率、团聚频率等变量上

研究心理弹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女童的心理弹性显著高于男童，在年级这个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李
永鑫，骆鹏程，& 聂光辉，2009)，李志凯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李志凯，2009)。对于父母外出情况，父母

单方或双方外出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显著，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最低，其次是父母双方

外的儿童，心理弹性最高的是父亲外出的儿童。另外，儿童心理弹性与父母外出时间成反比，与团聚的

频率成正比(李志凯，2009)。 
心理弹性与人格特质，有研究发现心理弹性高的留守儿童与心理弹性低的留守儿童在人格的大多数

人格特质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兴奋性、敏感性、忧虑性及紧张性和心理弹性呈负相关；乐群性、聪

慧性、情绪稳定性、恃强性、敢为性、有恒性、自律性和心理弹性呈正相关(骆鹏程，2007)。 
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保护性因子对留守儿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王玉花，2010)。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客观支持这 3 个维度对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都产生

积极影响。调查显示，留守男、女童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差异显著，留守男童比女童更少的寻求和利用

社会支持，留守儿童对社会支持的充分利用能提高心理弹性的水平(胡会丽，2009)，而心理弹性的高低也

反过来又会对社会支持产生影响(李志凯，2009)。 

1.1.3.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研究 
社会适应性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的心理适应，即对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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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应对系统(杨彦平 & 金瑜，2006)。 
关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研究有两个视角，基于消极视角的研究：一是心理适应问题突出。贾文

华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不在家，会变得固守、沉默、忧郁、退缩、失去了应有的激情与活

力，降低了适应水平。二是行为偏离情况明显(贾文华，2012)。党云皓等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行为问题检

出率为 33.17%，内隐行为问题突出，神经症行为明显(党云皓 & 姚梅玲，2010)。基于积极视角的研究：

一是对积极心理品质探索；二是对心理弹性保护性因素探索。张连生等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父亲受教育

程度较高、有固定工作为保护因素，利于缓解其心理适应问题(张连生，杨洁，朱玉婷，& 向安莉，2012)。 
关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因素，首先是家庭因素：照顾者、对父母打工的认知、父母的外出

年限、父母回家频率及亲子联系频率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较为重要的影响。个人因素：神经质、

内外向、掩饰性等人格特征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适应性有预测作用(贾文华，2012)。学校因素：教师期望

值和师生关系亲密度对学校适应有重要作用(曹述蓉，2006)。同辈群体：同辈群体作为农村留守儿童交往

最多的群体，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智发展还没成熟，强烈需要认同，缺乏对事物正确的判断力，因此

其行为和举止必然会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然而，这种习得的行为和举止不都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可能

给其带来心理行为的适应性问题。大众传媒：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负面报道，容易误导留守儿童周围的人

以此为依据贴标签，这样很有可能增加留守儿童与他人的摩擦，导致封闭自我避免与外界接触，导致更

多的适应不良。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干预措施，宏观理论方面的：应从向留守家庭提供支持、健全社会支持

网络、促进教师和同伴支持这两个角色以及从教育政策方面努力，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通过

分享信息、观念及行为技能，逐渐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适应状况。实证方面的干预研究：一是采用团体

心理辅导技术，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实施心理干预，以提高心理弹性，促进心理健康水平；二是

通过体育教学干预，通过增强留守儿童的身体素质来提升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 

1.2. 问题提出 

国内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大都集中在心理弹性与其他因素的研究或是社会适应

性与其他因素的研究。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主要研究有人口统计学变量学，人格特质，社会支持，自我效

能感等方面的研究。社会适应性主要研究有社会适应的现状，基于两个视角，消极的和积极的；影响因

素，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同辈群体；干预措施，宏观理论方面的干预和实证方面的干预。

关于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却很少有研究涉及到。在刘慧(刘慧，2012)的硕士学位论

文里首次涉及到这个问题，为研究者针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心理弹性与社会

适应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提高心理弹性来促进社会适应，或是提高社会适应

来增强心理弹性。为留守儿童的干预措施提供更广阔的理论基础。 
一直以来，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消极的视野，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的行为、道德、心

理等方面问题。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的相关关系这基于积极视角的研究，一可以拓宽研究者

的视野，从积极的视角去研究留守儿童内在的保护因子；二可以丰富现有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

适应性的理论研究。 
本研究探讨同处于不利环境下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差异的原因，对实践的意义影响深远。

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家长和教师针对留守儿童的发展做出合理的预期

和判断，从而能实施有效教育措施，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水平，对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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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和程序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随机抽取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 5 所中小学校的留守学生作为本研究的调查

对象。考虑到地方的教育水平及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本研究的对象是六年级至初三学生，总共发放问

卷 330 份，收回有效 316 份。样本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Left-behind children sample statistics 
表 1. 留守儿童样本统计表 

  人数 百分比 总计 

性别 
男 134 42.40 

100% 
女 182 57.60 

年级 

六年级 67 21.20 

100% 
初一 102 32.30 

初二 91 
56 

28.80 

初三 17.70 

父母谁在外面打工 

爸爸 75 23.70 

99.4% 妈妈 54 17.10 

爸爸妈妈 185 58.50 

与谁生活 

爸爸 35 11.10 

100% 

妈妈 59 18.70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71 54.10 

叔叔伯伯、姑姑舅舅 39 12.30 

与兄弟姐妹 12 3.80 

与父母联系的频率 

1~3 天 20 6.30 

100% 

4~7 天 85 26.90 

8~15 天 38 12.00 

15 天以上 35 11.10 

无规律 138 43.70 

父母外出年限 

1 年以内 157 49.70 

99.4% 
1~3 年 64 20.30 

3~5 年 38 12.00 

5 年以上 55 17.40 

父母回家频率 

1 个月以内 19 6.00 

99.7% 
1~3 个月 25 7.90 

3~6 个月 42 13.30 

半年~一年以上 169 53.50 

1 年以上 60 19.00  

父母回家住多长时间 1 个星期以内 145 45.90 

100% 
 1 个月以内 120 38.00 

 1~3 个月以内 33 10.40 

 3 个月以上 18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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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胡月琴、甘怡群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量表是 5 点计分，由 27 个题目组成，共有目标专注、人际协助、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 5

个维度。这五个维度反映的是处于高危生活环境下儿童的认知、情绪、行为表现及社会支持对帮助其应

对逆境、获得良好适应的有效性。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5。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弹性水平越

好。 

2.2.2. 《社会适应性量表》是郝振修订杨彦平编制的中学生《社会适应性量表》 
问卷 55 共题，包括人际关系、行为表现、情绪调节、心理支援和生活信心等 5 个维度。每个维度分

别考察儿童社会适应性的不同方面，量表所得的总分便是儿童社会适应性的状况。量表为 3 点计分量表，

得分越高，社会适应性就越好。本量表各个维度的 α系数都在 0.7338 以上，所以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2.3. 研究假设 

第一，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呈正相关，即心理弹性得分高的学生社会适应性得分也

高，社会适应性得分高的学生心理弹性得分也高。第二，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在性别，是

否独生子女，年级，与谁一起生活，联系的频率，父母外出的时间，父母回家的频率，父母回家呆的时

间有显著性差异。 

2.4. 施测过程 

本调查研究首先与所调查学校的领导进行沟通，取得信任与许可后，利用学生自习课的时间，进到

班级把问卷发给符合调查目的的学生。把两个问卷编排在同一份问卷上，由班主任或是学校领导协助问

卷发放，由笔者宣读问卷的指导语之后，做一个填写示范，学生都了解问卷作答方式之后，发出填写指

令，15 分钟后统一收回。 
运用 SPSS18.0 对收集的数据处理分析，具体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

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量表总体情况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及两个量表各维度得分情况，由表 2 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心理弹性

得分在 89.06 ± 11.91 之间，社会适应性在 130.68 ± 14.28 之间，得分之间差距大，说明留守儿童内部之间

差异较大。结果表 2 所示： 

3.2.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此部分主要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性别，年级，父母外出的时间，与谁一起生

活，联系的频率，父母回家的频率等变量上的比较。采取的统计学方法有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

分析。 

3.2.1.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性别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不同性别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的差异进行比较。留守儿童心理弹

性无显著差异(p > 0.05)，但在人际协助和积极认知上差异显著(p < 0.05)，留守男生人际协助和积极认知

显著低于留守女生(p < 0.05)。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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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scor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表 2.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得分情况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心理弹性 61.00 119.00 89.06 11.91 

情绪控制 8.00 30.00 20.42 3.82 

目标专注 7.00 25.00 16.85 4.15 

人际协助 6.00 27.00 19.03 3.87 

家庭支持 8.00 29.00 19.44 3.48 

积极认知 5.00 20.00 13.32 3.52 

社会适应性 81.00 158.00 130.68 14.28 

人际关系 17.00 39.00 31.86 3.83 

行为表现 20.00 49.00 35.85 5.65 

情绪调节 13.00 33.00 25.09 4.08 

心理支援 15.00 33.00 26.75 3.93 

生活信心 11.00 26.00 21.38 2.60 

 
Table 3. The comparison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in gender 
表 3.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比较 

 性别 均值 标准差 t p 

心理弹性 男 88.16 11.63 
−1.15 0.25 

 女 89.72 12.12 

情绪控制 男 20.67 3.67 1.07 0.28 

 女 20.22 3.93   

目标专注 男 16.78 3.98 −0.264 0.79 

 女 16.90 4.28   

人际协助 男 18.45 3.74 −2.33 0.02* 

 女 19.47 3.91   

家庭支持 男 19.51 3.34 0.34 0.73 

 女 19.38 3.58   

积极认知 男 12.74 3.36 −2.57 0.011* 

 女 13.7527 3.57545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比较，从表 4 结果看出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性及各维度上

没有显著差异(p > 0.05)。男生社会适应性及人际关系、行为表现、生活信心得分都低于女生。结果如表

4 所示。 

3.2.2.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年级生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年级这个变量进行差异分析，从表 5 看出，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在年级上差异显著(p < 0.05)，得分初二 > 初一 > 初三 > 六年级。在社会适应性上差

异不显著(p > 0.05)，得分初一 > 初二 > 六年级 > 初三，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表 6 看出，在心理弹性得分及目标专注和积极认知上，六年级显著低于初一、初二(p < 0.05)。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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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comparison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social adaptability in gender 
表 4.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及各维度在性别上的比较 

 性别 均值 标准差 t p 

社会适应性 男 130.52 14.24 −0.17 0.86 

 女 130.80 14.35   

人际关系 男 31.96 3.88 0.39 0.70 

 女 31.99 3.80   

行为表现 男 35.45 5.56 −1.07 0.28 

 女 36.13 5.71   

情绪调节 男 25.25 3.91 0.62 0.54 

 女 24.97 4.22   

心理支援 男 26.84 4.10 0.32 0.74 

 女 26.69 3.82   

生活信心 男 21.16 2.45 −1.31 0.19 

 女 21.54 2.69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Table 5. The comparis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表 5.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年级上的比较 

 年级 均值 标准差 F p 

心理弹性 六年级 85.73 10.18 3.40 0.02* 

 初一 90.14 11.19   

 初二 91.22 12.80   

 初三 87.55 12.80   

社会适应性 六年级 129.73 12.17 1.73 0.16 

 初一 132.71 13.00   

 初二 131.05 16.21   

 初三 127.52 15.2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三学生在情绪控制和人际协助得分显著低于初一初二的学生(p < 0.01)，六年级、初一的学生在积极认知

上得分显著低于初二初三的学生(p < 0.01)，结果如表 6 所示： 

3.2.3.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父母外出年限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父母外出年限上进行比较，从表 7 看出，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父母外出年限上均无显著差异(p > 0.05)。 
从下表 8 看出，在心理弹性各维度上，父母外出时间为一年内的儿童在情绪控制这个维度上显著好

于父母外出 1~3 年和 5 年以上的儿童；父母外出 3~5 年的在目标专注显著低于外出 1 年以内和 1~3 年的

儿童；在积极认知上，父母外出 5 年以上的显著高于外出父母外出 5 年以下的。在社会适应性量表各维

度上，父母外出一年的人际关系显著高于外出 1~3 年和 3~5 年的；生活信心方面父母外出五年以上显著

低于外出 1 年以内和 1~3 年内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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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grades left-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表 6. 不同年级留守儿童心理弹及各个维度的多重比较 

检验变量 (I)年级 (J)年级 均值差(I-J) Sig. 

心理弹性 六年级 初一 −4.42 0.02* 

  初二 −5.49 0.00** 

情绪控制 初三 初一 −2.18 0.00** 

  初二 −1.96 0.00** 

目标专注 六年级 初一 −1.52 0.02* 

  初二 −1.38 0.04* 

人际协助 初二 六年级 1.29 0.04* 

 初三 初一 −1.41 0.03* 

  初二 −1.53 0.02* 

积极认知 六年级 初二 −1.99 0.00** 

  初三 −2.22 0.00** 

 初一 初二 −1.81 0.00** 

  初三 −2.04 0.00**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Table 7. The comparis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in parents left behind home 
表 7.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父母外出年限上的比较 

 外出年限 均值 标准差 F Sig. 

心理弹性 1 年内 89.45 11.41 0.94 0.44 

 1~3 年 88.80 11.23   

 3~5 年 86.16 14.05   

 5 年以上 90.47 12.45   

社会适应性 1 年内 132.58 12.57 1.53 0.19 

 1~3 年 128.25 15.94   

 3~5 年 130.34 15.45   

 5 年以上 128.42 15.72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3.2.4.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与谁一起生活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与谁一起生活这个变量上进行分析，从下

表 9 看出，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与谁一起生活这个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p > 0.05)。与妈妈

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两个量表上得分最高，与爸爸一起生活得分最低。 
从下表 10 看出，留守儿童与叔叔伯伯、姑姑舅舅一起生活在心理支援的得分显著低于与妈妈，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兄弟姐妹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p < 0.05)。与妈妈一起生活的留守儿童生活信心显著高

于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伯伯、姑姑舅舅(p < 0.05)。 

3.2.5.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与父母联系的频率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与父母联系的频率上进行比较，结果如下

表 11 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与父母联系的频率上均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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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he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in parents left behind home 
表 8. 父母外出年限不同的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各维度的多重比较 

检验变量 (I)外出年限 (J)外出年限 均值差(I-J) Sig. 

情绪控制 1 年以内 1~3 年 1.34* 0.02 

  5 年以上 1.23914* 0.04 

目标专注 3~5 年 1 年以内 −1.49866* 0.04 

  1~3 年 −2.32977* 0.00 

积极认知 5 年以上 1 年以内 2.29207* 0.00 

  1~3 年 1.34631* 0.03 

  3~5 年 2.2.239* 0.00 

人际关系 1 年以内 1~3 年 1.56628* 0.00 

  3~5 年 1.33503* 0.03 

生活信心 5 年以上 1 年以内 −1.26508* 0.00 

  1~3 年内 −1.46960* 0.00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Table 9. The comparis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in live with whom 
表 9.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与谁一起生活上的比较 

 与谁生活 均值 标准差 F Sig. 

心理弹性 爸爸 86.46 12.02 1.12 0.35 

 妈妈 91.29 12.16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89.30 11.87   

 叔叔伯伯、姑姑舅舅 87.67 11.92   

 兄弟姐妹 87.67 10.46   

社会适应性 爸爸 127.97 17.28 2.35 0.05 

 妈妈 134.41 11.77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30.53 14.53   

 叔叔伯伯、姑姑舅舅 126.82 13.88   

 兄弟姐妹 135.00 9.54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Table 10. The multiple comparison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in live with whom 
表 10.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各维度在与谁一起生活的多重比较 

检验变量 (I)与谁一起生活 (J)与谁一起生活 均值差(I-J) Sig. 

心理支援 叔叔伯伯、姑姑舅舅 妈妈 −2.36 0.00**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50 0.03* 

  兄弟姐妹 −3.30 0.01* 

生活信心 妈妈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82 0.04* 

  叔叔伯伯、姑姑舅舅 1.26 0.02*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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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但是 15 天以上才与父母联系一次的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上得分最低，得分最高是 1~3 天与父

母联系一次的；而社会适应性得分上与父母 1~3 天联系一次的得分最低，4~7 天得分最高。 

3.2.6.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父母回家的频率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父母回家频率上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12 所

示，从上表中可看出，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父母回家频率上均无显著差异(p > 0.05)。留守

儿童在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的得分与父母回家频率成正比。 

3.3.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心理弹性及各维度与社会适应性及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情况，并建立相关矩

阵，从表 13 中，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之间及心理弹性各因子与社会适应性各因

子之间存在显著相关(p < 0.01)，即心理弹性越好社会适应性越好。 
 
Table 11. The comparis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in the frequency connect with parents 
表 11.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与父母联系频率上的比较 

 联系频率 均值 标准差 F Sig. 

心理弹性 1~3 天 90.30 10.71 0.80 0.52 

 4~7 天 90.28 11.65   

 8~15 天 89.76 11.56   

 15 天以上 86.37 13.89   

 无规律 88.62 11.81   

社会适应性 1~3 天 128.35 12.01 1.605 0.173 

 4~7 天 133.58 14.20   

 8~15 天 131.87 13.92   

 15 天以上 130.60 16.26   

 无规律 128.93 16.07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Table 12. The comparis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in the frequency of parents back home 
表 12.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父母回家的频率上的比较 

 父母回家频率 均值 标准差 F Sig. 

心理弹性 1 个月以内 93.42 14.48 1.39 0.23 

 1~3 个月 90.64 9.66   

 3 个月~半年 89.74 10.31   

 半年~1 年 88.18 12.16   

 1 年以上 89.74 11.99   

社会适应性 1 个月以内 135.68 12.31 1.21 0.30 

 1~3 个月 134.24 13.43   

 3 个月~半年 132.10 13.27   

 半年~1 年 129.40 13.86   

 1 年以上 130.35 16.71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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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3.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on resilienc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表 13.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的相关分析 

 心理弹性 社会 
适应性 情绪控制 目标专注 人际协助 家庭支持 积极认知 人际关系 行为表现 情绪调节 心理支援 生活信心 

心理弹性 1            

社会 
适应性 

0.66** 1           

情绪控制 0.57** 0.46** 1          

目标专注 0.76** 0.45** 0.18** 1         

人际协助 0.63** 0.46** 0.33** 0.24** 1        

家庭支持 0.64** 0.48** 0.25** 0.32** 0.22** 1       

积极认知 0.60** 0.23** 0.13** 0.47** 0.16** 0.28** 1      

人际关系 0.52** 0.81** 0.30** 0.35** 0.36** 0.42** 0.18** 1     

行为表现 0.88** 0.58** 0.43** 0.65** 0.45** 0.72** 0.54** 0.47** 1    

情绪调节 0.51** 0.84** 0.49** 0.26** 0.38** 0.33** 0.13** 0.56** 0.44** 1   

心理支援 0.57** 0.87** 0.45** 0.30** 0.45** 0.45** 0.14** 0.62** 0.47** 0.73** 1  

生活信心 0.47** 0.63** 0.16** 0.47** 0.25** 0.33** 0.26** 0.46** 0.44** 0.36** 0.43** 1 

*在 0.05 水平上(双侧)显著相关，**在 0.01 水平上(双侧)显著相关。 

4. 讨论 

4.1.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总体水平的分析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得分在 89.0601 ± 11.90809 之间，社会适应性在 130.6804 ± 14.28249 之间，留守儿

童在了两个量表上的得分差距大，说明留守儿童内部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离散大。留守的儿童中有心

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得分很高的儿童，即留守经历并不一定都会对儿童造成不良的影响。较之前有的研

究得出留守儿童比较容易出现行为，学习上的问题有出入。这可能因为：1) 研究者选取样本的偏差或是

研究者研究的兴趣点不同，因此，在研究设计，收集资料，数据分析时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的负面信息，

导致研究结果不同。2) 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的生命系统是开放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内部既有冲突也有

自我完善的能力，个体一般都能决定自己成长的走向。留守的经历非但没有使儿童受到不良影响，反而

激发他们培养出良好人格品质对抗不顺。 

4.2. 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但女生在两个量表上的

得分都略高于男生。进一步比较发现，男女在人际协助和积极认知上差异显著，女生显著好于男生。这

与刘慧(刘慧，2012)研究结果一致，与其他心理韧性实证研究的结果相互矛盾(李志凯，2009；骆鹏程，

2007)。这可能是因为：每一个群体都会受到特定的亚文化的影响，取样的不同的得出的结果也有所不同；

还有国内关于的心理弹性的量表有多种版本，这也是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女生人际协助和积极认知显

著高于男生，这可能与女生感情丰富，注重人际关系，也比较善于利用社会支持，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可

以向自己的同伴、家人诉说，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经历给她们带来的压力也有利于她们形成积极认

知。而男生在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认为男性是不应该吐露自己内心的苦闷，有问题自己承担，因此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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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消极情绪，得不到及时处理与宣泄。 

4.3.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在不同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在年级上差异显著，六年级与初二差异最大(p < 0.01)；其次是初一(p < 0.05)；与

初三差异不显著，但是得分也比初三低，得分初二 > 初一 > 初三 > 六年级。在事后检验中发现，心理

弹性得分及目标专注和积极认知上，六年级明显低于初一、初二。这是因为小学阶段的儿童认知能力还

处于迅速增长时期，他们的视野也比较狭窄，兴趣爱好的弹性还很大，还尚未稳固。六年级即将进入青

春期，情绪发展波动大，自我意识发展也没有初中生高，还没有能力用积极的认知来缓解焦虑。初三学

生在情绪控制和人际协助得分明显低于初一初二的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初三正处于一个分水岭，将决定

以后人生的道路，升学，读技校或是直接打工，这与六年级学生面临的问题类似，但更加复杂，面临的

内在冲突更加剧烈。六年级、初一的学生在积极认知上得分明显低于初二初三的学生，虽然初二初三面

临压力和冲突增大，但由于年龄增长和学习的积累，能力发展，他们的积极认知让好于低年级儿童。留

守儿童社会适应性上及各维度在年级上差异不显著。 

4.4.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总体上在父母外出年限上的差异分析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总得分在父母的外出年限上无显著差异，但在心理弹性的情绪控制、

目标专注、积极认知等维度上差异显著。在社会适应性的人际关系和生活信心等维度上差异显著。以上

具有显著差异的各维度，除积极认知与父母外出年限成正比外，其他都成反比。即父母外出越久对留守

儿童各方面的发展越不利因为中学生在身体、认知、情绪情感等方面发展均为成熟，解决问题能力，自

我意识都处在正在形成的过程。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能力还未到达一定程度，如果他们正处于逆境中，

单凭自己去克服成功的几率很低。他们需要社会的支持，特别是家庭的支持与关心，来度过青春期这一

个过渡期。在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结果，父母外出 5 年以上的留守儿童在积极认知上

得分显著高于 5 年以下的儿童。这可能是因为这么些年父母不在他们身边，使他们培养出了面对逆境的

积极认知。 

4.5.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在照顾者上的差异分析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在在照顾者上无显著差异，在照顾者上得分最高是母亲其次是爷爷

奶奶，得分最低的是与父亲和叔叔伯伯一起生活。我们中国的男性一般都是不善于情感表露的，他们也

没有母亲那么敏感，能对孩子的各种需要做出及时回应；再者叔叔伯伯也都有自己的孩子，照顾不周也

是很正常的。在多重比较中，心理弹性各个维度均无显著差异；与叔叔伯伯生活的儿童得到的心理支援

显著低于其他照看者，与母亲生活的儿童生活信心最高。母亲在孩子一生成长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无论

是物质生活还是情感生活上，都能给予各种照料，既满足了孩子的亲子交流，也能让孩子建立健全的人

格，随之安全感和信任感也能建立，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心理弹性。母亲情感比父亲丰富、敏感，与

孩子的交流也比较多，从而孩子在母亲身边得到更多的心理支援，生活的信心也更加充足。因此，如果

条件允许，建议母亲留下照顾孩子或是将是带到身边。 

4.6.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在与父母联系频率上的差异分析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在与父母联系的频率上均无显著性差异，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

(郝振，2008；刘慧，2012)。但是 15 天以上才与父母联系一次的，心理弹性得分最低，社会适应性得分

也相对较低；1 至 3 天与父母联系一次的儿童社会适应性得分最低，首先，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儿童本身

适应能力比较差，他们还无法适应父母不在身边生活，所以就频繁地与父母联系以寻求帮助与诉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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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联系频繁可能这些孩子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他们不懂得或是不敢寻求父母以外的人的帮助。从中

我们可以得出，虽然父母不在孩子身边，但是依然能通过打电话与孩子保持联系，促进孩子的身心发展。

王淑芳(王淑芳，2010)认为父母经常与孩子联系，有利于增进孩子的自我效能，提高留守儿童所能感受到

的父母对自己的关爱，增强他们获取的社会支持资源。父母经常与留守儿童联系是一种亲情的延续和补

偿，这让留守儿童同样能够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和关心，起到维持正常亲子关系的作用，让留守儿童

感觉即使父母不在身边也十分的关心和疼爱自己。 

4.7.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父母回家的频率上的差异分析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在父母回家频率上均无显著差异(p > 0.05)。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和

社会适应性的得分与父母回家频率成反比。对留守儿童来说，如果他们的父母经常回家与他们团聚，一

是能增加亲子的情感交流，增进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使他们感到自己与父母是有情感联系的，亲子

间没有隔阂；另一方面也能减少思念父母带来的孤独感，这对于培养良好人格特质是很有益处的，同时

也有助于提高其心理弹性，保持心理健康，从而增进社会适应能力。 

4.8.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的相关分析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之间及心理弹性各维度与社会适应性各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心理弹性越强，社会适应性越好。目标专注、人际协助、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等维度水平越

高，人际关系、行为表现、情绪调节、心理支援、生活信心等适应维度越强。即以上各位相互联系，相

互依存。这与刘慧(刘慧，2012)研究结果一致。 
儿童期正是各方面发展完善的时期，大多数的儿童这个时期正享受着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无论是

生活还是情感上，这也是人类社会一种正常的需要。然而，在社会转型期，却有一些儿童必须与他们的

父母分开，得不到父母充分的照顾，面对缺失的家庭温暖与照顾，有些儿童肯定会出现适应不良，甚至

导致留守儿童出现行为、学习、道德上的问题。亲子沟通的缺乏，导致这一群体得社会支持与心理支援

的缺乏。当他们面对生活的难题，就很有可能会束手无策，情绪情感得不到宣泄，没有足够心理支援，

久之就会很有可能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进而会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很有可能会致使行为表现不符合社

会的规范。 
心理弹性是个体处于逆境中并能成功的应付。有研究表明，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是心理

健康重要的保护因子。良好的心理弹性有助于个体降低应激反应带来的风险，使得个体面对创伤性事件

时能积极地应对，把不良影响降低到最小化，改变“应激创伤—压力—适应不良”的单线模式，提高生

活的满意水平。心理弹性是人自身具有的一种潜能，它能帮助个体最大化的成长，提高个体自我保护能

力，积极应对生活的逆境。心理弹性理论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遭受逆境不一定会使人适

应不良，有时反而能促进人的发展。 
在高压环境中的个体，心理弹性良好的个体，他们目标专注读高，能专注于解决遇到的问题，使得

问题得到有效地处理，这种高专注度，它能增进儿童的自我效能，增加留守儿童的自信心。在逆境中良

好的人际协助使得留守儿童获得各方面的支持，降低他解决问题的难度。良好的积极认知使得留守儿童

的情绪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这是拥有良好情绪控制的一个基础。家庭支持留守儿童在面对问题时，让

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与力量。心理弹性各个维度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高专注度、人际协助、

家庭支持都能让留守儿童在遇到逆境时能积极有效的面对，问题的解决增强留守儿童的自信，进一步巩

固积极认知，为情绪控制提供良好的基础，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良好的心理弹性能促进个体的适

应性，使得个体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行为表现、情绪调节、积极认知、心理支援及生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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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及各维度和社会适应性及各维度之间都存在显著水平的正相关。表明

通过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可相应的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性。此外，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

应性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父母的外出年限，父母的外出年限越长对留守儿童的成长越不

利；第二，父母回家的频率越频繁，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更好；第三，与母亲一起生活的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均较好。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收集了留守儿童的数据，没有非留守儿童的数据，缺乏对照样本，不能较好的体现出留守儿

童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性的状况。在后续的研究中，收集数量相等的非留守儿童，做一个对比研究，以

便更进一步探查是否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性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其次，随机收集从六年级至

高三每个年级 200 份问卷的数据，对留守儿童进行一个更长跨度的研究，取得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结

论。此外，采用社会调查考察一线教师对留守儿童的评价、增加个案访谈收集留守儿童的质性研究资料

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既有实证研究也有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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