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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拟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人际信任的影响。采用人际信任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103
名留守儿童进行施测。结果：1) 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呈显著正相关预测；2) 领悟社会支持正向预

测留守儿童的人际信任。结论：领悟社会支持对留守儿童的人际信任有积极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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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erceptive social support on interpersonal trus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and perceptive social support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103 left-behind children. Results: (1) Comprehending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personal trust; (2) comprehending social support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Conclusion: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has a posi-
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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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由此形成了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一方或者双方都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生活，不满 18 周岁

的儿童。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所以容易产生社会交往问题。研究表明相较于一般儿童，留守

儿童的同伴关系更为紧张，容易出现人际关系敏感，在与同伴、老师等社会交往时，更多的是表现出对

人的不信任(杨晓莉等，2008)。然而人际信任在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中至关重要，关注留守儿童的人际信任

问题，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有深远影响。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对他人产生的一种

概括化期望，包括对他人言语的期望以及他人作出的承诺是否可靠的期望(崔丽莹，2011)。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家人、同伴或团体组织等社会关系中获取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领悟社会

支持是指个体在主观上感知到的支持，主要是个体感受到的来自于同伴、朋友、家人对自己给予的物

质上与精神上的支持(牛英，2013)。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会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性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领悟社会支持是影响儿童人际信任的个体内部心理因素，领悟社会支持与儿童人际信任

呈现显著正相关(沈丽丽等，2019；周伟，2010)。基于此，本文想要探究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

信任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不满 18 周岁的儿童。 

2.2. 研究工具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由 Zimet 等人编制，一共 12 个条目。分为同伴社会支持、家庭社会支持、重要

他人社会支持三个维度，采用 7 点计分，从 1 (极不同意)到 7 (极同意)。分数越高代表领悟社会支持越高。

本研究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3。 
人际信任量表：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是由 Rotter 于 1967 年编制。该量表用于测

查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口头和书面)陈述的可靠性。人际信任量表测查内容包括各种处境下的人

际信任，涉及不同社会角，共 25 个条目，采用 Likert 五点自评式量表，从“完全同意”至“完全不同意”

分别评定为 1 至 5 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克朗巴赫系数为 0.8。 

2.3. 施测过程与数据处理 

联系中小学老师，在周末以问卷星网络链接的方式将问卷发放至目标群体集中的群里，以此进行问

卷收集，共收集问卷 103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91 份。运用 SPSS26.0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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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方法检验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将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 2 个变

量的所有项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 36.34%，小于 40%的临界标准，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分析结果 

分别对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在性别间的差异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领悟社会

支持与人际信任在性别变量上没有差异，结果见表 1。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表 1. 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在性别上的差异 

 男性  女性  t 

 M SD M SD  

领悟社会支持 40.17 7.157 41.35 8.91 0.541 

人际信任 34.87 25.250 95.48 35.23 1.428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3.3. 相关分析结果 

在此研究中，通过对有效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其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呈显著正相关(r = 
0.671, p < 0.01)；领悟社会支持三个维度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他人支持都分别与人际信任呈显著正

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三个维度包括政治信任、父辈信任、陌生人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具体

数据见表 2。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表 2. 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r 人际信任 政治信任 父辈信任 陌生人信任 

领悟社会支持 0.671** 0.421** 0.690** 0.355** 

家庭支持 0.643** 0.576** 0.574** 0.546** 

朋友支持 0.604** 0.613** 0.686** 0.657** 

他人支持 0.546** 0.782** 0.727** 0.563** 

注：**p < 0.01。 

3.4. 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性别差异 

从表 1 中得出中学生的自卑感在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05)，中学生的交往焦虑在男女性

别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05)。 

3.5. 回归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预测作用，呈一元线性回归。从表 2 可得回归方程所

对应的 F 值为 24.155 (p < 0.001)，所建立的回归模型有效(p < 0.01)，见表 3。这表明留守儿童的领悟社会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1057


申璐瑶 
 

 

DOI: 10.12677/ap.2024.141057 415 心理学进展 
 

支持能够有效预测人际信任，我们需要重视领悟社会支持在留守儿童人际交往中的作用。 
 
Table 3. Test of regression equation 
表 3. 回归方程检验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回归 17.250 1 17.250 24.155 .000b 

残差 51.417 72 0.714   

总计 68.667 73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4.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没有性别差异。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领悟社会

支持与留守儿童的人际信任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领悟社会支持能够对留守儿童的人际信任产生一定影

响(周伟，2010)。尤其是来自于家庭和朋友的情感支持与协助，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更为突出。领悟社会支

持是影响留守儿童的人际信任水平的个体内部心理因素(郭焱，2022)。这一研究结果启示我们，要注意引

导教师、家长乃至整个社会注重与留守儿童的交往过程，为留守儿童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提供必要的社会

支持，以促进其身心健康营造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交往环境。 

5. 建议与展望 

此次研究只针对于留守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的相关关系进行探讨，未来研究可通过实验

进一步探究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构建中介模型来探究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

任间的内部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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