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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农村留守初中生的人格特征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版(EPQ-C)，
对291名农村留守初中生展开调查。结果：1) 农村留守初中生典型精神质占26.6%，典型情绪不稳定性

占20.7%，典型内倾型和典型外倾型各占27.8%、11.8%；2) 不同性别和年级的农村留守初中生在内外

向、情绪稳定性和精神质维度上均差异显著；3) 独生子女的农村留守初中生内外向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非

独生子女的；4) 祖辈照顾和其他人或亲戚照顾的农村留守初中生的精神质得分显著高于妈妈照顾，其他

人或亲戚照顾的农村留守初中生的精神质得分显著高于爸爸照顾；5) 农村留守初中生的内外向、情绪稳

定性和精神质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留守初中生。结论：1) 在农村留守初中生中，女生更外向且情绪不

稳定，男生的独立性和攻击性更强；2) 不是独生子女的农村留守初中生比是独生子女的农村留守初中生

更外向；3) 初三年级的学习嵌入度更高，在困难面前更加乐观；初二年级的农村留守初中生情绪更不稳

定、性格古怪孤僻和易叛逆；4) 祖辈照顾或其他人、亲戚照顾的农村留守初中生比父母其中一方照顾的

农村留守初中生更缺乏是非、情感，进攻性强；5) 相较于农村非留守初中生，留守初中生更为外向，情

绪不稳定和易感到孤独，出现典型内外向、典型情绪不稳定和典型精神质的表现。 
 

关键词 

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Xiaoyan Yang*, Yan Li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Received: Oct. 16th, 2021; accepted: Nov. 15th, 2021; published: Nov. 23rd, 2021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11292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11292
http://www.hanspub.org


阳晓艳，黎艳 

 

 

DOI: 10.12677/ap.2021.1111292 2562 心理学进展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EPQ-C)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291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Re-
sults: 1) The typical mentality of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counted for 
26.6%, the typical emotional instability accounted for 20.7%, the typical introverted type and the 
typical extroverted type accounted for 27.8% and 11.8% respectively; 2)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grad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roversion,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mental quality; 3) The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 scores of the rural 
left-behind students who were the only child were greatly lower than those who were not; 4) The 
mentality scores of the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tudents taken care of by their grandparents 
and other relatives were hugely higher than those living with their mothers. The mentality scores 
of students cared by other people or relatives were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ose living with their 
fathers; 5) The rural left-behind students had greatly higher scores on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
sion,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mental quality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who were not left-behind. 
Conclusion: 1) Among the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girls were more outgoing 
and emotionally unstable, and boys were more independent and aggressive; 2) The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were not only children were more outgoing than those 
who were only children; 3) The third grade students had higher learning embeddings and were 
more optimistic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were more emotionally un-
stable, eccentric and rebellious; 4) The rural left-behind students taken care of by their grandpa-
rents or other people or relatives were inferior in the sense of judgment and more offensive than 
those taken care of by their parents; 5) Compared with the rural non-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more outgoing, emotionally un-
stable and feeling more lonely, not easy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showing typical introversion, 
typical emotional instability, and typical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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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4 年时，瞭望新闻周刊上首次出现“留守儿童”的说法(刘震，2017)，留守儿童指因父母在国外

学习、工作而被留在国内生活的孩子。但黄爱玲则认为，因父母需前往外地经商、务工等而并未被带走，

由老师、亲戚等暂时抚养于家乡的孩子即为留守儿童(王秋香，2018)。部分研究员则界定因父母二人或其

中之一外出务工而并未被带走，需由亲人于家乡照顾且并未达到 16 岁的孩子即为留守儿童(周步成，

1991)。依据相关文件来看，外出打工超过半年的农村父母将儿童留在家乡，由其一方或是亲属等承担接

受义务教育监护职责的适龄儿童少年即为农村留守儿童。 
作为上述群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留守初中生以如上概念为基础逐步演化、发展而形成，因当前专

家们尚未统一界定留守儿童的概念，所以留守初中生也并未被明确定义。陆水表示，父母一方或二者已

在外务工达到半年以上、由单方或被委托至亲戚、祖父母照顾且已于初级中学就读的学生，即为留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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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陆水，2008)。唐林翔表示，处于 13 到 18 岁之间、在农村地区接受义务教育、父母均已或一方已在

外地打工超过半年的初中学生，即为留守初中生(唐林翔，2008)。曾红等表示，留守儿童群体内已接受初

中教育的学生即留守初中生，此类学生一般处于 12 到 16 岁之间(王江南，邓攀，2012)。 
当前，有关留守初中生界定的研究并不多，但基于如上定义明确，此类群体呈现下列特性：并未超

过 16 岁，已进入初中学习阶段；父母均已或一方于外地务工；由父母其中一人监护或祖辈抚养。 
本研究将农村留守初中生界定为就读于初级中学、父母双方或其中之一外出务工超过半年且并未与

其共同生活的农村留守儿童。通过描述此类群体的人格特征现状并加以分析，掌握对人格发展产生影响

的具体因素，对比留守、非留守群体人格特征方面的不同，对影响初中生人格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有助于培养初中生健全的人格，同时能为隔代抚养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培养初中生健全人格提供理论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民族中学的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在初一至初三年级发放 500 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 291 份。其中农村留守初中生 169 人，非留守初中生 122 人。男生 123 人，女生 168 人。

农村留守初中生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n = 169) 
表 1. 农村留守初中生基本情况(n = 169) 

基本情况 学生人数(n) 百分比(%) 

年级 

初一 58 34.3 

初二 49 29.0 

初三 62 36.7 

性别 

男 56 33.1 

女 113 66.9 

年龄(岁) 

12 40 23.7 

13 42 24.8 

14 46 27.2 

15 41 24.3 

独生子女 

是 18 10.7 

否 151 89.3 

父母打工情况 

只有爸爸打工 55 32.6 

只有妈妈打工 56 33.1 

爸妈都打工 58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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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看护人情况 

爸爸独自照顾 50 29.6 

妈妈独自照顾 44 26.0 

其他人或亲戚照顾 27 16.0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 48 28.4 

父母在外打工时间 

6 个月~1 年 149 88.2 

1~2 年 5 3.0 

3~4 年 8 4.7 

5 年以上 7 4.1 

2.2. 研究工具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儿童版(EPQ-C)，该问卷包括 4 个量表——P (精神质)、E (内外向)、N (情绪稳

定性)、L (掩饰性)。将非题目形式运用于量表中，填写者只需要给每个问题回答“是”或“不是”。它

规定：把被试的答案与评分标准对照进行记分后算出各量表原始分，根据常模换算出标准 T 分，平均分

为 50，标准差为 10。因此，中间型、倾向型、典型的 T 分区间分别为 43.3 到 56.7、56.7 到 61.5 或 38.5
到 43.3、超过 61.5 或低于 38.5 (龚耀先，1984)。 

2.3. 数据处理方法 

将原始分数进行 T 分转换，筛选出 L 量表 T 分低于 60 的样本，采用 SPSS26.0 软件对 T 分进行相关

分析与处理。 

3. 结果 

3.1. 农村留守初中生基本情况 

在本研究中，农村女留守初中生占 66.9%，爸妈都在外打工的农村留守初中生占 34.3%，28.4%的农

村留守初中生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留守时间 1 年及以上的占 11.8%，家庭年收入 5000~1 万元的占

36.1%。 

3.2. 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现状 

将调查的原始分数转化为 T 分后如表 2 所示，农村留守初中生典型精神质人数(T > 61.5)占 26.6%；

典型情绪不稳定性(T > 61.5)人数占 20.7%；典型内倾型(T < 38.5)人数和典型外倾型(T > 61.5)人数各占

27.8%、11.8%，且典型内倾型人数高于典型外倾型人数。 
 
Table 2. Proportion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n = 169) 
表 2. 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比例分析(n = 169) 

T 值 内外向 情绪稳定性 精神质 掩饰性 

T < 38.5 27.8% 1.8% 4.1% 13.6% 

38.5 ≤ T < 43.3 21.9% 7.1% 5.9%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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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 T ≤ 56.7 33.2% 55.0% 58.6% 61.5% 

56.7 < T ≤ 61.5 5.3% 15.4% 4.8% 2.4% 

T > 61.5 11.8% 20.7% 26.6%  

3.3. 农村留守初中生人口统计学差异 

3.3.1. 不同性别的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差异比较 
如表 3 显示，在内外向维度上，得分更高的为女生(p < 0.001)；在情绪稳定性维度上，得分更高的

为女生(p < 0.01)；在精神质维度上，得分更高的为男生(p < 0.05)。在掩饰性维度得分上二者无显著差

异(p > 0.05)。 
 
Table 3. Comparison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enders of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 ± SD) 
表 3. 不同性别的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差异比较(M ± SD) 

人格特征 男(n = 56) 女(n = 113) t p 

内外向 44.11 ± 8.43 45.13 ± 14.90 −0.478 0.000 

情绪稳定性 52.86 ± 6.53 56.68 ± 10.54 −2.488 0.001 

精神质 56.07 ± 14.36 55.31 ± 12.12 0.361 0.039 

掩饰性 44.11 ± 7.93 45.40 ± 6.72 −1.171 0.171 

3.3.2. 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差异比较 
如表 4 显示，在内外向维度上，不是独生子女的农村留守初中生得分显著高于是独生子女的农村留

守初中生(p < 0.01)。在其余三个维度得分上无显著差异(p 均 > 0.05)。 
 
Table 4. Comparison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nly one child or not of the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 ± SD) 
表 4. 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差异比较(M ± SD) 

人格特征 是(n = 18) 否(n = 151) t p 

内外向 39.72 ± 7.37 45.40 ± 13.50 −1.750 0.004 

情绪稳定性 57.50 ± 8.45 55.17 ± 9.67 0.980 0.556 

精神质 58.06 ± 12.97 55.26 ± 12.87 0.869 0.550 

掩饰性 44.44 ± 8.73 45.03 ± 6.96 −0.330 0.202 

3.3.3. 不同年级的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差异比较 
如表 5 显示，不同年级的农村留守初中生在内外向、情绪稳定性和精神质维度得分上有显著差异(p < 

0.001, p < 0.01, p < 0.001)，在掩饰性维度得分上无显著差异(p > 0.05)。 
如表 6 显示，通过 LSD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得出：在内外向维度上，初二、初三年级得分显著高于初

一年级(p < 0.01, p < 0.001)；在情绪稳定性维度上，初二、初三年级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年级(p < 0.01, p < 
0.05)；在精神质维度上，初二年级得分显著高于初一年级(p < 0.01)，初三年级得分显著低于初二年级(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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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mparison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rades of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 ± SD) 
表 5. 不同年级的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差异比较(M ± SD) 

人格特征 初一(n = 58) 初二(n = 49) 初三(n = 62) F p 

内外向 38.36 ± 12.54 46.53 ± 12.26 49.44 ± 11.95 12.591 0.000 

情绪稳定性 52.41 ± 9.33 57.76 ± 10.11 56.37 ± 8.69 4.860 0.009 

精神质 54.48 ± 13.79 61.43 ± 12.91 51.94 ± 10.26 8.445 0.000 

掩饰性 44.40 ± 7.56 44.49 ± 7.79 4.97 ± 7.14 0.806 0.448 

 
Table 6. Multiple comparison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grades of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表 6. 不同年级的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多重比较 

人格特征 (I)年级 (J)年级 平均值差值(I-J) p 

内外向 
初一 初二 −8.169 0.001 

 初三 −11.073 0.000 

情绪稳定性 
初一 初二 −5.341 0.004 

 初三 −3.957 0.022 

精神质 
初一 初二 −6.946 0.004 

初二 初三 9.493 0.000 

3.3.4. 不同看护人的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差异比较 
如表 7 显示，不同看护人照顾的农村留守初中生在精神质维度得分上存在明显差异(p < 0.01)，在其

他维度上无显著差异(p 均 > 0.05)。 
 
Table 7. Comparison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aregivers 
(M ± SD) 
表 7. 不同看护人的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差异比较(M ± SD) 

不同看护人 内外向 情绪稳定性 精神质 掩饰性 

妈妈独自照顾 
(n = 44) 41.82 ± 11.37 54.89 ± 10.54 51.48 ± 10.03 45.00 ± 7.92 

爸爸独自照顾 
(n = 50) 45.80 ± 12.80 56.60 ± 9.17 53.50 ± 11.62 44.50 ± 6.72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 
(n = 48) 45.83 ± 13.22 54.27 ± 7.72 58.13 ± 13.55 45.21 ± 6.92 

其他人或亲戚照顾 
(n = 27) 45.93 ± 15.75 56.11 ± 11.55 61.48 ± 15.24 45.37 ± 7.33 

F 1.026 0.575 4.742 0.117 

p 0.383 0.632 0.003 0.950 

 
如表 8 显示，通过 LSD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得出，祖辈、其他人或亲戚照顾的农村留守初中生在精神

质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妈妈独自照顾的学生(p < 0.05, p < 0.01)；其他人或亲戚照顾的农村留守初中生在精

神质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爸爸独自照顾的学生(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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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Multiple comparison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a-
regivers (M ± SD) 
表 8. 不同看护人的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多重比较(M ± SD) 

人格特征 (I)谁在家照顾 (J)谁在家照顾 平均值差值(I-J) p 

精神质 妈妈独自照顾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 −6.648 0.011 

  其他人或亲戚照顾 −10.004 0.001 

 爸爸独自照顾 其他人或亲戚照顾 −7.981 0.008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 其他人或亲戚照顾 −3.356 0.264 

3.4. 农村留守初中生与非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比较 

如表 9 显示，农村留守初中生与非留守初中生在内外向维度、情绪稳定性和精神质维度上，前者得

分均显著高于后者(p < 0.001, p < 0.05, p < 0.001)。在掩饰性维度得分上二者无显著差异(p > 0.05)。 
 
Table 9. Comparison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rural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non-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 ± SD) 
表 9. 农村留守初中生与非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比较(M ± SD) 

人格特征 留守初中生 
(n = 169) 

非留守初中生 
(n = 122) t p 

内外向 44.80 ± 13.10 33.73 ± 7.10 8.481 0.000 

情绪稳定性 55.41 ± 9.55 46.72 ± 7.52 8.356 0.026 

精神质 55.56 ± 12.90 45.70 ± 8.61 7.360 0.000 

掩饰性 44.97 ± 7.14 49.63 ± 7.19 −5.476 0.380 

4. 分析讨论 

4.1. 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现状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初中生典型精神质(T > 61.5)人数占 26.6%，典型情绪不稳定性(T > 61.5)人
数占 20.7%。这些学生大多数古怪、孤僻、以自我为中心、攻击性强且缺乏同情心和易怒易冲动。他们

情绪不稳定、神经紧张且敏感，会因为一些小事和问题非常激动又难以平复心情，从而出现失控场面，

在日常生活中容易焦虑、紧张，睡眠不好。 
调查还发现农村留守初中生在内外向维度上典型内倾型(T < 38.5)的得分占比高于典型外倾型(T > 

61.5)，反映出大多数农村留守初中生是性格内向的、与他人保持距离不擅交往，保守且抑制自己。在生

活中安静离群，有些“多愁善感”。 

4.2. 农村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的人口学特征分析 

结果显示，在农村留守初中生中，女生内外向维度得分高于男生，女生较男生而言更外向、喜欢交

谈、容易表露出内心想法和情感，而男生性格偏保守、内向。女生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高于男生：一是

女生在这个年纪处于青春发育期，例如月经周期不规律会造成女生情绪不稳定，导致她们易怒、烦躁和

精神不振等；二是农村地区深受“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女生容易受到争议和自感压力，从而烦

恼和焦虑、自卑和自责。男生精神质维度得分较高是由于他们性格内向不愿与不同环境的人交往，也不

轻易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显得比女生更独立、倔强和具有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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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独生子女的农村留守初中生内外向维度得分高于是独生子女的农村留守初中生。有兄弟姐妹的

陪伴为农村留守初中生提供了情感支持，交往频率高，为以后处理人际关系提供帮助，较独来独往的农

村留守初中生来说，他们会比较外向些且容易合群。 
初三年级内外向维度得分最高可能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学生呈现更为明显的成人感，自尊心明显增强，

对比低年级学生更希望获得来自师长的理解、尊重，容易向外发展，他们抗压能力也越来越强，能有更

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学习和生活。初一年级内外向维度得分最低，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村里到县城读初中，

进入新环境还放不开，人比较内向和腼腆。初二年级情绪稳定性维度和精神质维度得分最高，可能是因

为初二年级是青春期叛逆的高峰期，加上与父母交流少，缺乏情感，容易出现紧张﹑焦虑﹑自卑等不健

康心理，可能会有逃避、说谎、破坏、暴力等不良行为。初一年级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最低可能是他们

在初一还没太大学业压力且刚进入青春期，不容易焦虑和敏感。初三年级精神质维度得分最低，可能是

高年级学生因年龄增长变得成熟稳重、责任心强和具有高社会性。 
在不同看护人中，祖辈照顾或其他人、亲戚照顾的农村留守初中生精神质维度得分高于父母其中一

方照顾的农村留守初中生。祖辈的管教多较为溺爱，自生活、物质方面使得需求得到满足且放任、宽容

过度，而并未在道德、精神等方面对其加以引导、管束，导致他们容易出现逆反、任性的极端性格。其

他人或亲戚因为看护对象并非亲生而做不到全心全意照顾，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易形成衍生感，性格也

相对敏感、孤僻且冷漠。 

4.3. 农村留守初中生与非留守初中生人格特征比较分析 

在内外向维度上，农村留守初中生得分高于非留守初中生，但在以往一些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中，

留守儿童在内外向维度的得分低于非留守儿童(胡德鑫等，2017；李铿等，2016)。这可能是因为同伴关系

的发展。农村留守初中生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情感，他们会从同伴关系中找到一定的情感支持，

他们在学校中更渴望朋友的关爱，更希望得到同学们的认可，所以在人际关系上会主动些，努力合群。 
在情绪稳定性维度和精神质维度上，农村留守初中生得分高于非留守初中生，该结果与孙萍等人的

研究相似(孙萍等，2017)。农村留守初中生正处于青少年情感的敏感期，长期与父母分离，使他们情感上

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愤怒、焦虑、失落等一些不良情绪得不到排解，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偏激、易敏感、

孤独、内向、易悲伤、自卑”的性格倾向。 

5. 结论 

在农村留守初中生中，女生更外向且情绪不稳定，男生的独立性和攻击性更强。不是独生子女的农

村留守初中生比是独生子女的农村留守初中生更外向。初三年级的农村留守初中生的学习嵌入度最高，

在困难面前更加乐观；初二年级的农村留守初中生情绪最不稳定、性格古怪孤僻和易叛逆。祖辈照顾或

其他人、亲戚照顾的农村留守初中生比父母其中一方照顾的农村留守初中生更缺乏是非、情感，进攻性

强。相较于农村非留守初中生，留守初中生更为外向，情绪不稳定和感到孤独，不易适应环境，出现典

型内外向、典型情绪不稳定和典型精神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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