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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urveys on the questionnaires of adolescent life events and coping styles of left-behi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ongqing, 24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216 copies were effec-
tively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the impa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2) Studied 
and non-left-behi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3) 
The left-behind students’ negative life events we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s. Con-
clusion: Compared with non-left-behind students, left-behind student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but less coping styles adopted positive cop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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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重庆市留守高中生发放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应付方式问卷进行调查，发放问卷240份，有效回

收216份，对数据分析发现：1) 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在负性生活事件影响上无显著差异；2) 留守与非

留守高中生在积极应对方式上有显著差异；3) 留守学生的负性生活事件主要与消极的应对方式有关。结

论：留守学生与非留守学生相比，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影响上无显著差异，在应付方式上较少采用积极

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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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我国的户籍制度明显松动，推动大

量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务工，由于福利保障不足，工作时间长，无法带孩子在务工城市共同生活，不得

不和子女分开。这种父母在外务工，而子女留在家中由其他亲友代为抚养的儿童被称为留守儿童。在中

学阶段，孩子有了一定自理能力，更容易留守在家。随着劳动人口向东部沿海城市流动，造就了大量的

外来务工人员，也造就了大量的城镇留守学生，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令人关注的议题(罗静，王薇，&高

文斌，2009)。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和调查了留守学生的生活。多数研究强调，由于父母或其中一方

外出打工，留守学生不得不独自面对诸多困扰，有一系列学习、行为和心理有关方面的问题。郝振、崔

丽娟认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自尊、心理控制源以及社会适应性上都存在着显著性差异(郝振&崔

丽娟，2007)；杨阳的研究表明：留守学生存在轻度的心理问题，女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于男生(杨阳，

2011)。而另一些研究却认为，大多数留守学生虽然没有父母在身边的陪伴，但有其他长辈和同学的陪伴

关爱，在个人成长，学业表现上并不逊色，武海婵的研究显示有留守经历的高中生其人格特质和心理弹

性与非留守高中生并没有显著差异(武海婵，2014)。 
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应激源，与个体的心理、行为和躯体问题相关联，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健

康和压力的调查中，一般是指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遇到精神重创及不幸。这类事件包括亲人的突然

去世，严重的事故、难解决的家庭矛盾等(何圾，陆英智等，1998)。生活事件分为正性和负性，尤其是负性

的生活事件，可以让个体产生焦虑、消极和不安等情绪，因此生活事件也与个人的心理健康，主观幸福

感有一定的影响(周末&巢传宣，2007)。生活事件是否引起消极反应，个体的认知评价和应对方式尤其重

要。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挫折和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做出的认知与行为的努力过程(黄希庭等，

2000)，是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体现。应对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应激源，因此应对包含了健康、不健康的

各种消除应激源的方式。当个体面对压力时，良好的应对可以降低压力对健康的伤害。然而，不适当的

应对行为却会增加个体的困扰，成为次级压力源， 加重个体的压力，甚至产生心理疾病(纪红艳，2010)。 
生活事件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积极的应对因子(解决问题、求助)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贺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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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2008)。为了了解留守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本研究从应付方式和生活事件入手，调查留守中学生与非

留守在应对方式和生活事件上的差异。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四所高中进行调查，抽取留守学生较多的班级，征得被试和学校

老师的同意后，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240 份问卷，剔除空白问卷和信息不完整问卷，回收

有效问卷 216份。男生 92人(42.6%)，女生 124人(57.4%)，高一学生 109人(50.5%)，高二学生 48人(22.2%)，
高三学生 59 人(27.3%)，重点中学 168 人(77.8%)，非重点中学 48 人(22.2%)，留守学生 98 人(54.6%)，非

留守 118 人(45.4%)。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共 27 道题，经辛秀红和姚树桥修订，量表包括：受惩罚因子、丧失因

子、人际压力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和其他共六个因子。用以评定本人及其家庭中过去一

年发生的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及其影响程度，采用 5 级评分制，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在负性生活事件上的

影响越多。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平均相关系数 0.50 (刘贤臣等，1997)，内部一致性较好，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 应付方式问卷 

该问卷共 62 题，由肖计划等人编制，每题进行“是”和“否”判定，其中“是”计 1 分，“否”计

0 分，其中 19、36、39 和 42 题为反向计分。量表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

六个因子，其中解决问题和求助为积极应对，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为消极应对。该问卷重测相关系

数为 0.62~0.72 之间，各条目的因素负荷值在 0.35 以上(肖计划&许秀峰，1996)，广泛应用于实际研究中。 

2.3.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1.0 进行处理，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分析 

见表 1，负性生活事件总分的平均分在 2 分以下，问卷采用 5 级评分，说明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的

影响程度处于一个适当的水平，按照得分排名的负性生活事件在前的是：学习压力、人际压力、健康与

适应这三个因子。 
留守个体在人际压力、学习压力、健康与适应以及其他四方面平均分得分高于非留守个体。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后，发现二者在生活事件维度上的得分上无显著差异。从总体来说，高中生总的负性生活

事件影响不多，留守与否对高中生的负性生活事件影响大小无显著差异。 

3.2. 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应付方式各维度比较 

在应付方式中，积极应对(解决问题和求助)的两个维度上，高中生的留守个体较非留守个体的得分较

低，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P 值均 < 0.05)；在消极应对(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四个维度上得分差

异不显著。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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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留守高中生生活事件与应付方式相关分析 

将留守个体的各个维度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应对的两个因子(解决问题、求助)与生活事

件总分及各个因子无显著相关。自责、幻想和退避三个因子分别与生活事件总分及各个维度相关显著(P < 
0.05)，合理化因子除了与受处罚因子相关不显著之外，与生活事件总分及其他维度相关显著(P < 0.05)，
消极应对的四个因子(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与生活事件各个因子均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r 的范围

在 0.217~0.518 之间。见表 3。 

3.4. 留守高中生应付方式对生活事件的回归分析 

应对方式与生活事件的相关关系显示消极应对(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与生活事件总分存在统计

学意义正相关(P < 0.01)。运用线性回归进一步探讨消极应对与负性生活事件的关系。以留守高中生生活

事件总分为因变量，以四个消极应对维度为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negative living event between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1. 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负性生活事件得分比较 

 学习压力 人际压力 健康与适应 其他 受处罚 丧失 总分 

留守(n = 98) 2.36 ± 0.74 2.11 ± 0.81 1.84 ± 0.58 1.60 ± 0.65 1.51 ± 0.65 1.26 ± 0.36 1.82 ± 0.52 

非留守(n = 118) 2.34 ± 0.88 2.04 ± 0.83 1.73 ± 0.56 1.56 ± 0.61 1.53 ± 0.65 1.32 ± 0.49 1.78 ± 0.55 

t 值 0.15 0.63 1.35 0.47 −0.19 −1.06 0.45 

P 值 0.881 0.533 0.177 0.642 0.848 0.289 0.651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ping styles between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2. 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应付方式得分比较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留守(n = 98) 0.73 ± 0.19 0.45 ± 0.22 0.52 ± 0.25 0.56 ± 0.24 0.57 ± 0.24 0.52 ± 0.23 

非留守(n = 118) 0.80 ± 0.19 0.48 ± 0.26 0.61 ± 0.23 0.57 ± 0.27 0.55 ± 0.24 0.51 ± 0.25 

t 值 −2.43 −0.92 −2.62 −0.19 0.72 0.28 

P 值 
0.016 0.359 0.009 0.849 0.471 0.779 

* 
 

** 
   

注：*P < 0.05，**P < 0.01。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iving events and coping styles of left-behind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3. 留守高中生的生活事件和应付方式各维度的相关分析(r) 

 人际压力 学习压力 受处罚 丧失 健康与适应 其他 总分 

解决问题 0.058 0.059 0.038 0.135 0.103 −0.076 0.080 

自责 0.490** 0.478** 0.296** 0.349** 0.518** 0.312** 0.532** 

求助 0.004 0.066 0.113 −0.021 0.130 −0.004 0.075 

幻想 0.365** 0.337** 0.268** 0.351** 0.423** 0.217* 0.419** 

退避 0.391** 0.336** 0.341** 0.341** 0.418** 0.324** 0.458** 

合理化 0.253* 0.284** 0.139 0.307** 0.343** 0.233* 0.327**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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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不管留守与否，高中生排名前三的负性生活事件为：学习压力、人际压力、健康与适

应，与邱丹萍，戴抒豪(2015)等人的研究调查结果基本一致。高中生的主要目标依然是学习至上，因此学

习压力和人际压力仍旧为其主要压力，在高中升学压力的影响下，学生精力被学业挤占，同时伴随着自

我同一性发展而带来的人际方面的思考，除此之外，也更容易被适应性事件所影响。留守与非留守高中

生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得分上无显著差异，这与张睿等人的研究一致(张睿，冯正直等，2015)，说明

留守学生的生活情况并没有印象中那么糟糕。随着政府，学校和社会对留守学生心理健康的日益关注，

采取了多种生活和学习上的支持鼓励，教育上的心里健康干预和指导有一定成效。城市里的留守学生生

活环境稳定，享受一定的教育资源，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关心和陪伴充足，很大程度弥补了父母外出未

能陪伴在身边的缺失。 
在应付方式的风格上，留守与非留守高中生呈现一定的差异。留守个体在遇到问题时更少使用积极

的应对方式，从数据来看，留守个体与非留守个体在遇到问题时，并未更多地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这

与郭雪(2014)的研究有一定印证。说明留守个体在主动解决问题和向他人求助的上的能动性较差，但这不

代表其会选择消极应对。说明留守学生在应对生活中的消极事件时，并没有寻常人们认为的很脆弱，而

是也有着一定的心理应对素质和应对方式。不够积极应对的原因可能是留守学生群体因为身边缺少父母

的陪伴，在积极向外寻求解决问题和求助时，一是缺少可寻求帮助的对象；二是无家人在旁，习惯自己

解决问题。虽然在一些应对方式上，并没有表现得主动积极，但是个体发展了其他的方式来代替，同样

能够度过发展期的困境。如发展出更好的克制能力，自我审视的能力，锻炼出坚韧，勤奋的品质，虽然

没有能够立即出现效果，但在此后长期的学习生活中，面对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往往更能够耐受，

度过艰难的阶段。 
本研究在样本的数量上被试数量不够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解释有一定局限。研究对象中高二和高三

的人群数量较少，研究结果说服力较低。在研究方法上，问卷调查本身有局限性，设计并不是很合理，

缺少更为精细的基本情况资料如留守年限，是否曾经留守等，对留守学生的情况不能进行更进一步的分

析。希望后续研究扩大调研范围，以使研究结果更为普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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