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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拟探讨家庭亲密度对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采用家庭亲密度量表和学校适应量表对196名留

守儿童进行施测。结果：1) 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应呈显著正相关预测；2) 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留守儿

童的学校适应。结论：家庭亲密度对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有积极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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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amily intimacy on the adapt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
ren in schools. The family intimacy and adaptability scale and the school adaptation scale were 
used to test 196 left-behind children. Results: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family intimacy and school adaptation; 2) Family intimacy predicts the school adapt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Conclusion: Family intimacy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school 
adapt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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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之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

迁移到经济繁荣的城市工作，成为流动人口。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

到 3.76 亿人。流动人口的子女可能会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也可能会随着父母迁移到城市，成

为“流动儿童”。从儿童早期社会发展来看，儿童必须能够融入以家庭外的成年人和同伴为特征的新社

会环境(Manly et al., 2013)。学校是社会化的重要载体，适应学校也是儿童发展的中心任务。自 2016 年国

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开始推行，强化家庭监护的责任和关爱意识，改善

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便成了施测的关键。学校适应是指在学校愉快地参与学校各项活动并最终获得学业

成功(Ladd et al., 1997)。儿童在学校环境中，需要应对学习任务和同伴、师生等人际关系，并适应学校的

各种要求(侯静，2012)。针对留守家庭与学业适应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与其学习成绩呈显著

正相关，学习态度和学习氛围影响其学习效果(赵磊磊，贾芳，2018)。针对留守家庭与人际关系的研究表

明，留守经历对儿童的人际交往有着当期和长期影响。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的社交状况影响依旧持续，

影响程度随着留守时间的延长而变大，尤以小学、初中留守的影响最为显著(刘志军，徐芳，2020)。基于

此，本文想要探究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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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亲密度量表：由 Olson 编制，后由费立鹏修订，量表由 16 个题项构成。该问卷采用 Likert 5 点

计分，从“不是”(1 分)到“总是”(5 分)，本研究使用均分反映家庭亲密度的高低，得分越高，表明家

庭亲密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5。 
学校适应量表：本量表采用由台湾学者吴武典等人与 1994 年编制的《学生在校生活状况问卷》中的子

问卷《在校行为问卷》，共包含 50 个题项，用以反映中小学生在学校各方面的适应状况，包括课业适应、

常规适应、师生关系适应、同伴关系适应以及自我适应 5 个维度。量表为四点正向计分，从“总是如此”

(1 分)到“从来没有”(4 分)，得分越高，适应状况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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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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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学校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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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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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对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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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family intimacy and school adaptation 
表 1. 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应在性别上的差异 

 
男性  女性  t 

M SD M SD  

家庭亲密度 61.50* 8.15* 63.31* 10.146* 0.528* 

学校适应 121.03* 14.27* 331.40* 19.91* 1.441* 

注：*表示 p > 0.05。 

3.3. 相关分析结果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初步探讨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学校适应之间的相关性，具体数据见表 2。结

果表明，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应及其各维度都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1)。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应之间的

相关系数在 0.34~0.51 之间。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variables 
表 2. 变量间的相关矩阵 

 1 2 3 4 5 6 7 

家庭亲密度 1       

学校适应 0.51*** 1      

课业适应 0.40*** 0.78*** 1     

常规适应 0.34*** 0.75*** 0.59*** 1    

师生关系适应 0.41*** 0.76*** 0.54*** 0.48*** 1   

同伴关系适应 0.41*** 0.78*** 0.46*** 0.48*** 0.50*** 1  

自我适应 0.34*** 0.66*** 0.32*** 0.31*** 0.33*** 0.44*** 1 

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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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得出中小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在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05)，中小学生的学校适应在

男女性别间的差异不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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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论 

生态系统理论将环境视作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强调发展源于个体与各个环境系统的交互作用(白学

军，王敬欣，2013)。对留守儿童而言，家庭以及学校是对其影响较大的微系统。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表

明，中小学生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应没有性别差异。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家庭亲密度与学校适

应以及各维度都呈现显著正相关，且家庭亲密度对学校适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良好的

家庭亲密度会促进学校适应，相反，则会弱化学校适应。有研究指出，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影响学业成

绩以及个体人际关系模式的形成(郭秀丽，姜峰，2010)。儿童在与父母交往过程中建立的关系会随着儿童

认知等发展而逐渐内化为儿童对自我和他人的心理表征，形成一种“内部工作模式”，为儿童的自我评

价、与他人培育关系奠定基础(宋月萍，2018)。留守家庭亲密度的弱化，使得留守儿童缺乏与父母互动的

经验和家庭情感支持，在理解社会关系、处理人际行为、对他人的期望和信任、自我评价等方面受到影

响，进而投射在学校适应上。父母家庭参与对儿童的学业、社会性发展等有重要影响。父母外出减少了

亲子联系和共同的活动，导致留守儿童学习活动、课业沟通不足。 

5. 建议与展望 

在影响学校适应的因素中，家庭亲密度作为家庭深层变量，对学校适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因

此，我认为可以通过强化父母教育参与行为，进而提升学校适应。此次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家庭亲

密度对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论证了理论假设，扩展了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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