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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and psychology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is study also explor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ttachmen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emotional warmth and psychology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184 sam-
ples of this study were selected from two junior high schools in Huayi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among which were 110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74 un-left-behind children. This research adopted 
Teenage Parents Peer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for Chinese, The Scale of Emotional Warmth, 
Strength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and The Questionnaire of Peer Nomination. The re-
sults demonstrate that: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un-left-behind child-
ren on the aspects of attachment, emotional warmth and the issues of psychology health and 
school work were not significant. 2) The emotional warmth, the problem of attention and peer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were correlated nega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The emotional warmth 
and the prosocial behavior were correlated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The correlation of emo-
tional warmth, emotion problem and conduct problem were not significant. 3) The attachment of 
alien med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attention problem. The attach-
ment of communication med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emotional warmth and peer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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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讨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学业问题的相关关系，并考察依恋的中介作用。抽取四川省

华蓥市两所中学初一、初二共六个班184名初中生所为被试，其中留守儿童为110人，非留守儿童74人。

采用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问卷(IPPA中文版)，情感温暖量表，长处与困难量表(SDQ自评版)和同伴提名

问卷为研究工具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依恋、情感温暖以及心理健康和

学业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2) 情感温暖对留守儿童注意问题和同伴问题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情感温暖

对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情感温暖与情绪问题和品行问题无显著相关。3) 父亲在依

恋疏离维度在情感温暖和留守儿童注意问题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监护人在依恋沟通维度在情感温暖和

留守儿童同伴问题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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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每逢春节之际，电视、网络以及新闻媒体总会呼唤游子归家，除了回家看望家里的老人之外，家里

留守的孩子对父母归家的期盼也成了各种公益广告的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在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下，许多进城

务工的农民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农村，由他人照看。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发达，留守儿童的队伍的日益壮大，

这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副产物，也将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会存在的问题。因此对于探讨亲子依恋与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以及监护人教养方式与留守儿童学业适应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近年来国内外不少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及被影响的社会大众倾向于对留守儿童进行负面评价。研

究的具体内容主要围绕着留守儿童的规模、监护类型、学习、生活、行为、心理发展、社会交往、社会化、

亲子关系、情感、人格特征等等方面。在很多方面，不同的研究结果常常出现一片杂乱并且表面的结果。 
在心理与行为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家子女受教育的状况研究”课题组通过对留

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社会行为的对比统计分析发现：小学低年级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交往困

难、独立性差、坚持性差、不能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在社交技能发展水平方面比非留守儿童要差。在学

业方面，过往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父母外出打工的儿童与父母在家的儿童学习成

绩并无差异，父母外出并未对儿童的学习成绩造成不良影响。然而，周宗奎等学者[1] [2]的实地调查和访

谈结果表明，78.4%的教师认为“父母外出打工以后，孩子的成绩变差了”。 
留守儿童现象已经是社会发展存在并且将会长期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那么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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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真的存在差异吗？如果存在那么又是怎样的差异？又是何种原因引起了这种差异呢？现在大多数研

究都只停留在第一个问题上，与其一味以负面的方式不断提出他们身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不如接纳这个

群体并发掘不同教养方式的优劣，并寻找在留守与依恋、学业及心理健康间的调节变量找到真正影响留

守儿童的因素，从而才能采取干预措施。 
综上，根据文献资料的查阅，认识到问题的不同角度，在情感温暖等环境变量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及学业间加入依恋为中介变量，以求探讨家庭的情感温暖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及

学业的，以期待能在留守儿童的研究中予以一定理论支持和帮助措施。 

2. 文献综述 

2.1. 留守儿童的情感温暖 

父母情感温暖(parental warmth)指父母的养育行为具有支持性和反应性，对孩子需要反馈敏感而及时

[3]。王中会[4]、彭莉[5]、马欣仪[6]等人认为，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人格、自

尊、同伴接纳、自我概念有积极作用，与儿童社会退缩，完美主义，大学生拖延行为，游戏成瘾，问题

行为等有消极影响。家庭是个体人格形成的加工厂，父母通过家庭这个载体对子女的态度即为父母教养

方式。父母情感温暖教养方式作为家庭中的重要因素，其能够有效提高个体对社会责任的自我觉知水平

[7]。根据布鲁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主要受到微观系统的影响，家庭在这个阶段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寇冬泉对农村留守幼儿的社会化环境做了生态学分析。从微系统看，农村留守

幼儿家庭微系统受损，使幼儿初级社会化的功能削弱。其次，与非留守幼儿相比，由家庭系统与同伴系

统和幼儿园系统相互作用而建构的中系统也是残缺的。再次，农村留守幼儿社会化面临的外系统也有缺

陷。农村留守儿童父母无法经常与教师沟通，也鲜与其他幼儿家庭沟通。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观，父

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榜样的作用，在此期间提供儿童必要的方向和关怀。与富有爱心的成人结成密

切关系，这是儿童健康成长和正常社会化的第一步。 

2.2.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学业问题 

一些研究者认为，父母在外打工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很复杂。一方面，由于父母在外打工，家庭

经济比较宽裕，对留守儿童生活的支付能力相对较强，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会更高；但随着年龄不断增

长，留守儿童渐渐意识到家庭完整和父母关怀的重要性，因此生活满意度逐步降低。另一个方面，大多

数留守儿童内心压力大，表现在对家庭经济、父母健康和安全的忧虑。大部分研究者对留守儿童这个特

殊群体的心理及道德教育问题抱着并不乐观的态度。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生活和教育都存在着不少

问题和危机：儿童在教育、健康、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件屡有发生，特别是思想道德教

育上的缺失。曹加平[8]认为，农村留守儿童一方面由于道德情感缺乏和发展偏差，另一方面由于祖辈娇

惯、缺乏监督和管教的能力，很容易受到社会不良诱因的影响而做出违背道德甚至法律的事。 

2.3. 依恋理论 

不同学派的学者对依恋原因存在不同的解释，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我爱你，因为你喂养我；学习理论

认为我爱你因为你奖赏我；认知发展理论认为爱你，我必须知道你的存在；而当代的习性学理论认为基

本依恋的远期目标是要使下一代存货到足以具备了生育能力，以保证中系的繁衍。有研究者在陌生情境

测验后将依恋分为四个类型：安全型依恋，抗拒型依恋，回避型依恋以及混乱型依恋。不同依恋类型者

对社会他人的态度，父母关系等社会适应方面会有不同，依恋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遗传和环境。因此不

难看出早期依恋的形成与儿童后天的性格存在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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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由于父母缺席了其成长过程，部分选择与亲近他人形成一定的依恋，比如爷爷奶奶。另一

部分未能形成较好的依恋关系，从而影响其人格及社会功能等方面。 

2.4. 情感温暖、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学业、依恋的关系 

2.4.1. 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学业的关系研究 
范方、桑标[9]采用标准化的心理量表对留守儿童及对照组的家庭环境因素、行为问题、人格因素进

行测试，结果显示了留守儿童由于其家庭环境的改变形成了以下一些人格特点：一是乐群性低，因此比

较冷淡、孤独；第二点是情绪的不稳定，容易心烦意乱，自控能力不足；第三点是冷漠寡言，自卑拘谨；

第四点是比较圆滑世故，少年老成；第五点是忧郁不安，抑郁压抑；第六点是易冲动，自制力差；最后

一点是紧张焦虑，心神不定。留守儿童不良人格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家庭环境发生了不利于

其人格发展的改变[10]。不难看出，父母与孩子分离不利于孩子心理的健康发展，与父母分离时间越长，

孩子的心理问题越突出[11]。 
然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留守儿童能够理解父母在外的艰辛，并且激励自己更好地学习。有部分孩子

在父母外出打工后变得更加坚强、自理能力增强，把自己对父母的思念变为学习的动力，学习自觉上进，

表现良好[1] [2]。 
总体而言，从不同角度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评估是不一致的。某些媒体案例中表现出农村留守儿

童的心理问题很严重；学校校长及教师一般认为留守儿童有比较多的心理问题，对他们的学习、品行、

情绪、心理发展等方面的评价都比较差。从儿童自评来看，留守儿童并非在所有方面与非留守儿童有显

著差异[10]。因此，情感温暖的缺失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与学业的影响是非常微妙的，不能一概而论为

好或坏，也不能因为部分例子一棒子打死一个群体。 

2.4.2. 依恋与情感温暖的关系研究 
依恋是指个体与他人间形成的亲密情感联系，以相互关爱和希望保持亲近为其特征。尽管早期依恋

的研究只是关注了母子依恋及功能[12]，但生命全程依恋观和多重依恋观的兴起，使得依恋的研究扩展到

了生命的其他时期和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尽管依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或出现消极

生活事件如当父母减少了照看时，寄养的生活方式等就会对个体的依恋质量产生重大影响[13]。在有父母

情感温暖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具备更好的同情心及社会功能，而情感温暖与依恋质量也是关系密切的。安

全型依恋的母亲在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的得分均较低，能给予孩子更多的温暖和理解，而不安全的依恋

与不良的教养方式相联系[14]。 

2.4.3. 依恋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学业的关系研究 
随着留守儿童群体问题日益被社会关注，一些问题被研究者发现，留守儿童在抑郁、焦虑、偏执、

敏感等心理症状上的检出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青少年[15]，农村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存在更多的心理

健康问题[16]。那么，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则是依恋。一般意义上，亲子关系是儿童最早的

人际关系，交往时间最长，最频繁也最稳定[17]。杨圆圆等[18]认为，母亲是留守儿童最重要的依恋对象

和情感来源。与母亲的疏离，将直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各方面产生消极影响。除此之外，父母及同伴

的疏离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具有更强烈的消极影响。 

3. 研究问题与假设 

3.1. 研究的角度和意义 

3.1.1. 研究的角度 
留守儿童作为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之际，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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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问题以及父母的情感关怀缺失对其的不良影响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并且研究数量的增长

幅度也在继续提升。但是对于这种关系的作用机制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父母情感温暖的缺失究竟通过

何种的途径来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及学业。通过对依恋形成与留守儿童问题出现的研究以及父母情感关

怀与依恋形成密切相关的研究发现，形成良好的依恋关系是影响留守儿童是否不出现恶习或者是否能有

更优秀表现的一条途径。因此，父母情感温暖、依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学业的关系有必要得到进一

步的讨论。综上，本研究将着力于依恋是否会对父母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学业问题的关系起

到中介作用。 

3.1.2. 研究的意义 
1) 理论意义 
目前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探讨留守对儿童的学业、心理健康、行为问题等方面，缺乏对

这些方面的相关中潜在变量的作用的探讨。本研究寓意在已有现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调节两变量

的真正中介变量，找出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为进一步改善问题提出理论依据。 
2) 实践意义 
在时代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将留守儿童这个社会现象带入公众视野，一方面有助

于社会对留守群体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也似乎产生了不少误读。大众更容易将留守儿童与学业不佳，行

为存在问题，性格孤僻等等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不少独立自主，大度谦让，成熟懂事，懂得

照顾人等等存在很多比非留守儿童更优秀的正面特点的留守儿童。 
因此在本研究中，一方面可以通过找出影响留守儿童的中介变量，从而提出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善

方式。其次，可促使大众及广大研究者在正确认识留守的前提下，充分发掘留守本身的正面的教育意义，

把留守从一种教育、生活上的劣势特征塑造成一种教育与生活上的特色，把留守儿童的教育塑造成为一

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帮助留守儿童监护人用合理的方法抚养儿童，从教育上纠正容易出现在留守儿童身

上的不良行为，通过合理的教育方式，从源头上减少问题留守儿童的发生频率。因此对留守儿童的预防

性教育或矫正性教育是解决留守问题的基本途径。 

3.2. 研究的目的与假设 

综上所述，本研究挑选初中一、二年级学生为被试，试图研究前人对父母情感温暖缺失在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与学业问题领域的作用。在控制班级、地区等条件下，研究依恋是否为父母情感温暖缺失与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学业问题的中介变量。 
本研究假设： 
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2) 父母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学业问题呈显著负相关。 
3) 依恋在父母情感温暖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学业问题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4. 研究方法 

4.1. 被试 

以方便取样的方式从四川省华蓥一中抽取初一、初二年级各两个班级以及永兴初中初一、初二各一

个班级的学生为被试，一共抽取六个班级，经校方和学生本人知情同意，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问卷测

评。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 191 份，回收率为 95.5%。有效问卷 184 份(缺失题目只作废题目所在量表

的数据)，其中初一 93 人，初二 91 人；留守青少年为 110 人，非留守青少年为 7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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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工具 

4.2.1. 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问卷(IPPA 中文版) 
对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问卷(IPPA) (Greenberg et al., 1983)进行修订。原量表共有 81 个项目组成，其

中包括母亲依恋分量表 28 题，父亲依恋分量表 28 题，同伴依恋分量表 25 题[19]。每个分量表中分为三

个维度：信任、沟通和疏远。结合本研究的情况，调整父母依恋分量表，删除同伴依恋部分，加入监护

人依恋分量表，共三个分量表，分别 25 题。量表采用 5 点量表计分法，从“从来不这样”到“几乎总是

这样”分别计 1~5 分，反向计分题为 3、6、8、9、10、11、14、17、18、23 题，其余题项均为正向计分。

总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的觉知奥父母及监护人依恋的安全性高 ，反之，依恋的安全性低。在本研究中，

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 

4.2.2. 情感温暖量表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该量表由瑞典 Umea 大学的 Perris 等人编制，岳冬梅修订。本研究

选择父亲情感温暖和母亲情感温暖两个分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18 个项目，其中两个为反向计分题，例如

“我的监护人从不关心我心里在想什么”。采用五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生活监护人情感关怀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 

4.2.3. 长处与困难量表(SDQ 自评版) 
英国心理学家 Goodman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编制了儿童“长处和困难量表”(the Strengths and Diffi-

culties Questionnaire，SDQ)。SDQ 的功能主要是用于筛查，涉及了内化性问题、外化性问题和同伴关系

问题。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9。 

4.2.4. 同伴提名量表 
该量表总共包含 17 个项目，要求学生填入相应同学的姓名，例如“你最喜欢的同学”，“班里最不

受大家喜欢的同学”等问题。 

4.3. 测验程序和数据统计 

采取团体施测的方式，研究者本人作为主试，在课堂上发放问卷并要求当场填写、回收。在对全部

问卷质量进行审核的基础上，剔除无效问卷，总共获得 184 份有效问卷。全部数据均采用 SPSS17.0 进行

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依恋、学业及

心理健康问题方面进行差异比较，以及对情感温暖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学业的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进

行检验。 

4.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man 单因素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考察。对使用问卷法测量的四个变量(情感温暖、依恋、

学业问题和心理健康)，设定一个公共因子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数据与模型无法有效拟合(χ2/df 
= 4.13, NFI = 0.45, RFI = 0.43, CFI = 0.52, TLI = 0.49, RMSEA = 0.08)，表明本研究虽然采用了问卷调查方

式，但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5. 研究结果 

5.1. 被试基本情况描述 

被试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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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attachment, emotional warm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表 1. 依恋、情感温暖、心理健康问题的描述统计结果 

 N Min. Max. Mean S.D 

依恋信任维度分母亲 184 1.5 4.90 3.27 0.68 

依恋信任维度分父亲 184 1.6 4.90 3.34 0.66 

依恋信任维度分监护人 69 1.8 4.60 3.30 0.66 

依恋沟通维度分母亲 184 1.00 5.00 3.02 0.79 

依恋沟通维度分父亲 184 1.11 5.00 2.92 0.67 

依恋沟通维度分监护人 69 1.00 4.56 2.94 0.76 

依恋疏离维度分母亲 184 1.00 4.17 2.44 0.69 

依恋疏离维度分父亲 184 1.00 4.83 2.45 0.70 

依恋疏离维度分监护人 69 1.00 5.00 2.44 0.79 

情感温暖 171 1.44 4.78 3.50 0.68 

情绪问题 181 1.00 3.00 1.59 0.49 

注意问题 181 1.8 3.60 2.66 0.42 

亲社会行为 181 1.2 3.00 2.26 0.38 

同伴问题 180 2.00 3.50 2.58 0.34 

品行问题 180 1.40 3.00 1.89 0.32 

生活满意分数 167 44 100 83.45 15.21 

生活快乐程度 167 20 100 83.20 17.13 

5.2. 依恋、父母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学业问题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表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与依恋部分维度显著，表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

题与安全的依恋形成相关，安全型依恋形成越良好，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越少；监护人与留守儿童心

理问题相关显著性最差，说明儿童心理问题的出现与父母安全依恋的形成关系比监护人依恋的影响更显

著；与父母亲及监护人安全依恋的形成与生活满意度和快乐程度相关显著，说明与成人依恋的形成对儿

童生活具有积极意义。 
父母情感温暖与依恋信任、依恋沟通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 < 0.01)，说明情感温暖与安全依恋的形成

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成人的情感温暖程度越高，良好依恋形成越好；情感温暖与依恋疏离维度呈显著负

相关(p < 0.01)，说明情感温暖程度越低，留守儿童与成人形成的不良依恋更多。 
父母情感温暖与心理健康问题的注意问题和同伴问题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282，p < 0.01；r = 

−0.193，p < 0.05)，说明父母亲及监护人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情感温暖时，其父母行为将会越少；情感温

暖与亲社会行为、生活满意度和快乐程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312，p < 0.01；r = 0.391，p < 0.01；r = 0.463，
p < 0.01)，说明父母亲及监护人给孩子更多的情感温暖，会使其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使儿童对生活产

生更为积极的感受；情感温暖与学业问题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说明成人的情感温暖对儿童学业问题并

无明显、直接的影响。 

5.3. 依恋在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 

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之前，首先进行了各控制变量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回归分析，其中，情

感温暖对注意问题和同伴问题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282，p < 0.01；β = −0.193，p < 0.05)，父母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1002


郑柯君 
 

 

DOI: 10.12677/ass.2018.71002 15 社会科学前沿 
 

Table 2.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academic problems of emotional warmth 
表 2. 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学业问题的相关分析 

 

依恋信任

维度分母

亲 

依恋信任

维度分父

亲 

依恋信任

维度分监

护人 

依恋沟通

维度分母

亲 

依恋沟通

维度分父

亲 

依恋沟通

维度分监

护人 

依恋疏离

维度分母

亲 

依恋疏离

维度分父

亲 

依恋疏离

维度分监

护人 
情感温暖 

情绪问题 −0.261* −0.211* −0.013 −0.290** −0.153 −0.116 0.366** 0.302** 0.13 −0.100 

注意问题 −0.370** −0.222* −0.274* −0.292** −0.208* −0.246* 0.283** 0.334** 0.12 −0.282** 

亲社会行为 0.330** 0.259* 0.173 0.309** 0.248* 0.114 −0.217* −0.188 −0.203 0.312** 

同伴问题 −0.163 −0.057 −0.018 −0.257* −0.072 0.134 0.18 0.102 −0.076 −0.193* 

品行问题 −0.194 −0.067 −0.043 −0.208* −0.141 −0.006 0.174 0.145 0.112 −0.073 

生活满意分

数 
0.359** 0.298** 0.259* 0.351** 0.251* 0.152 −0.396** −0.247* −0.137 0.391** 

生活快乐程

度 
0.371** 0.290** 0.264* 0.311** 0.212 0.127 −0.425** −0.337** −0.203 0.463** 

情感温暖 0.292** 0.394** 0.692** 0.291** 0.399** 0.695** −0.448** −0.327** −0.498**  
班级排名          −0.063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亲及监护人情感温暖程度越高，越能减少留守儿童的注意问题和同伴问题的出现；情感温暖对亲社会行

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312，p < 0.001)，父母亲及监护人情感温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留守儿童的

亲社会行为产生；情感温暖对依恋信任维度母亲、父亲和监护人上有极其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292，
p < 0.01；β = 0.384，p < 0.001；β = 0.692，p < 0.001)，情感温暖越高，留守儿童与父母亲和监护人形成

积极的依恋越好；情感温暖对依恋沟通维度母亲、父亲和监护人上有极其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291，p < 0.01；β = 0.399，p < 0.001；β = 0.695，p < 0.001)，给予越多的情感温暖，儿童与父母亲及

监护人之间依恋沟通程度越高；情感温暖对依恋疏离维度母亲、父亲和监护人上有极其显著的负向预

测作用(β = −0.448，p < 0.001；β = −0.327，p < 0.001；β = −0.498，p < 0.001)，父母亲与监护人给予的

情感温暖程度越低，使得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依恋形成越差。在中介效应的检验过程中，已对上述控制

变量进行控制。 
考虑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如果 X 通过影响变量 M 来影响 Y，则称 M 为中介变量[20]。根

据这个思路知道，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是 X 与 Y 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并且 M 要与 X、Y 具有相关。 
在控制留守背景等控制变量的条件下，依照以下顺序依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结果显

示：1) 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为因变量，情感温暖为自变量，回归系数在注意问题、亲社会行为和同

伴问题上具有显著性；2) 以依恋为因变量，情感温暖为自变量，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3) 以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问题为因变量，以情感温暖和依恋为自变量，依恋疏离维度分父亲与注意问题的回归系数具有

显著性，而情感温暖与注意问题的回归系数不再具有显著性；依恋沟通维度分监护人与同伴问题具有显

著性，而情感温暖与同伴问题的回归系数不再具有显著性。上述结果说明，在加入依恋这个中介变量后，

情感温暖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再具有完全的预测作用，而依恋的部分维度起了完全中介作用(偏
回归系数 B 分别从−0.179**和 0.176***降至−0.063 和−0.126)，并且与不同成人形成的依恋情况不同，起作

用的维度不同，说明依恋疏离维度分父亲在情感温暖和注意问题以及依恋沟通监护人在情感温暖和同伴

问题上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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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ttachment between emotional warmth and left-behi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表 3. 依恋在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方程 决定系数
R2 

增加解释量
ΔR2 F 值 标准化回归系

数 β 

1 注意问题 情感温暖 Y = −0.179X + 3.261 0.079 0.07 8.951** −0.282** 

 亲社会行为 情感温暖 Y = 0.176X + 1.627 0.097 0.089 11.231*** 0.312*** 

 同伴问题 情感温暖 Y = −0.093X + 2.883 0.037 0.028 3.973* −0.193* 

2 依恋信任母亲 情感温暖 M = 0.281X + 2.307 0.085 0.075 8.803** 0.292** 

 依恋信任父亲 情感温暖 M = 0.376X + 2.011 0.155 0.146 16.562*** 0.394*** 

 依恋信任监护人 情感温暖 M = 0.665X + 1.058 0.478 0.47 59.63*** 0.692*** 

 依恋沟通母亲 情感温暖 M = 0.352X + 1.855 0.085 0.074 8.321** 0.291** 

 依恋沟通父亲 情感温暖 M = 0.406X + 1.517 0.159 0.15 17.079*** 0.399*** 

 依恋沟通监护人 情感温暖 M = 0.763X + 0.358 0.483 0.475 60.743*** 0.695*** 

 依恋疏离母亲 情感温暖 M = −0.473X + 4.187 0.201 0.192 22.906*** −0.448*** 

 依恋疏离父亲 情感温暖 M = −0.348X + 3.726 0.107 0.097 10.753*** −0.327*** 

 依恋疏离监护人 情感温暖 Y = −0.567X + 4.331 0.248 0.236 21.436*** −0.498*** 

3 注意问题 情感温暖、依恋

疏离父亲 
Y = 0.245M − 0.063X + 3.230 0.243 0.071 1.410** 0.375**, −0.100 

 同伴问题 情感温暖、依恋

沟通监护人 
Y = 0.221M − 0.126X + 3.013 0.233 0.055 1.308** 0.310**, −0.248 

6. 讨论 

6.1. 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和学业问题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并非像

目前对留守儿童的大多数研究一样，只是更多的关注留守群体的“负面”问题，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并不

能刻板地将问题归结于留守这一现状。不少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存在学习心理问题，学习成绩持续不能上

升[10]，但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学习成绩的好坏与是否留守间并非存在显著的相关。也可以说，留守儿童

并非都是成绩不好，而成绩好的同学也并非全是非留守群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留守群体更能体

会生活的艰辛，在生活和心理上更独立。通过比较发现，留守儿童在独立起居方面的能力是强于当地非

留守儿童[21]。因此留守孩子更能理解父母，激励自己好好学习改变命运。 

6.2. 对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验证了父母亲及监护人对儿童的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对应关

系。其中情感温暖程度越高，留守儿童出现的注意问题和同伴问题情况越少，亲社会行为增多。情感温

暖与心理问题中的情绪问题和品行问题并未显著相关。亲社会行为随着情感温暖程度变高而增多比较容

易理解，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可知，父母亲及监护人是儿童成长时的榜样，儿童通过观察模仿榜

样的行为而付诸更多类似的行动，因此当儿童被成人更温柔地对待的时候，儿童更倾向于对周围的人做

出更多的积极行为，从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增多。佘凌[10]在研究中指出，一些留守儿童因为父母离开，

在一个时期(大多数为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学习上变得有些消沉，课堂听课不能集中注意力，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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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更多的注意问题。当父母亲和监护人的情感温暖给予较少时，儿童不知道该如何合适地与同伴交往，

加上初中阶段是青春初期的阶段，青少年自我意识高涨，内心世界越发丰富，个性上出现主观偏执性[22]，
他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听不见别人的意见，如果没有父母亲和监护人的很好的指引，会使其产生更多

的同伴问题。 

6.3. 对情感温暖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的讨论 

此次研究表明，依恋中的依恋疏离维度父亲和依恋沟通维度监护人分别在注意问题和情感温暖以及

同伴问题和情感温暖之间存在完全中介的效果。也就是说，情感温暖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上并非直

接起作用，而是通过依恋不同维度起作用。 
青少年大部分行为问题与父母依恋呈显著负相关，女生的退缩和神经质与同伴疏离呈显著负相关

[23]，父母与孩子之间形成的依恋状况相较于监护人之间的依恋更能影响孩子的成长情况。Olson 的环状

模式理论认为，家庭功能是家庭系统中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联系、家庭的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

事件的有效性。其中家庭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具体包括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距离、

成员共处的时间以及空间、家庭成员在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一致性以及家庭决策方式等。留守家庭中外出

务工的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情感沟通相较于非留守儿童家庭来说在时间、空间上会少一些。原生家庭交流

的方式与时间也不尽相同，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情感联系更多的借助于电话、网络等方式，但父母亲与儿

童之间的依恋情感并不随着距离感而减少作用。当依恋无法很好地满足孩子时，更多的不良行为将会出

现，若依恋良好，则促进积极行为的发生。 
本次研究统计到，儿童生活方面常常是在父母外出后由其他人代为抚养留守儿童，总的来说分为四

种，一是由家中老人直接抚养，即隔代教养(grandparents caregiver)，二是亲戚抚养(kinship raiser)，三是

寄养(foster care)，四是我国较特殊的是与一同留守的未成年姐姐哥哥等独自生活。相比临代抚养的儿童，

隔代抚养下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心理，情绪情感心理、道德心理以及个性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8]。
然而在另一项的研究中得出隔代教养和独立生活的留守儿童安全感明显好于寄宿家庭留守儿童，亲子分

离后，亲子相处时间和代替教养方式显著影响着留守儿童安全感的发展。由此得知生活环境是否给予孩

子情感温暖和是否与生活监护人形成良好的依恋影响着孩子心理健康问题。 

7. 结论 

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依恋、情感温暖以及心理健康和学业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2) 情感温暖对留守儿童注意问题和同伴问题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情感温暖对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情感温暖与情绪问题和品行问题无显著相关。 
3) 父亲在依恋疏离维度在情感温暖和留守儿童注意问题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监护人在依恋沟通维

度在情感温暖和留守儿童同伴问题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8. 局限与展望 

8.1. 局限 

1) 被试取样 
本研究的被试取自于四川省华蓥市两所学校，对全体留守儿童的代表性并非特别全面，可能对结果

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后续研究中需要扩大被试范围和留守儿童数量，使研究说服性、代表性越强。 
2) 研究工具与施测 
本次研究所用问卷经过辅导老师的审核和编制，但可能由于个问卷问题过多，初中学生会失去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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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利用小奖励以及班主任的监督使得学生保证质量地填完问卷，从而使结果有效性得到最基本的保证。 
3) 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主要采取的问卷调查法。在调查之前研究者与当地学校的校长及少数

班主任进行了沟通与交流，为此次问卷准备做了一定的情况搜集、了解和准备。但质性资料未能得到很

好的利用，交流也并未形成系统性的质性访谈，因此，可以结合更多的方式更巧妙地探讨留守这个大的

问题，可以结合教师、家长以及儿童自己本身的问题来进行研究，从而在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之外更具有

针对性和实用性。 
4) 统计方法 
本次主要采取回归分析的方法，在后续研究中，应尽可能使用结构方程的方法进行建模与分析，从

而能更准确地发现到底哪些因子对因变量起着更大的作用，每个因子的作用有多大，使得研究更准确更

有意义。 

8.2. 研究展望 

留守问题不仅仅在我国，甚至于已经是一个国际均有的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时期，

留守问题被一次次放大在媒体和群众眼睛里。那么，在大众为此群体感到同情之际，我们能做的就是分

析清楚到底是什么促使留守儿童以更多的负面形象抓住群众眼球。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留守儿童到底有

多少问题上，而是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些问题，从而找到最根本的应对措施。

目前，多少研究大多只比较是否留守的差异，很是采用回溯或追踪比较[10]。其实很多留守儿童成长后能

够凭实力取得很好的社会成就，那么留守经历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需要去发掘和研究的。

从积极方面去看这个群体，为更多的留守群体提出积极的改善措施，这样才使得研究更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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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说明：问卷中涉及到的“监护人”指的是现在和你住在一起照管你生活的成人。如果你现在是监护

人是父母之一，则直接按照你和父母的相处情况来填写即可。 
你目前生活的监护人是你的：____________(填写他/她与你的关系) 
下面的问题将涉及到你对你父母或监护人的一些感受。请仔细阅读每一项目，请根据你与他们的具

体情况，在相应选项下的“□”里打“√”即可。如果你现在是监护人是父母之一，这个问卷中所有关于

监护人的问题都不用填写。 
 

 题目 从来不这样 不总是这样 有时是这样 经常是这样 几乎总是这样 

1 

我的妈妈尊重我的感受。 □ □ □ □ □ 

我的爸爸尊重我的感受。 □ □ □ □ □ 

我的监人护尊重我的感受。 □ □ □ □ □ 

2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好妈妈。 □ □ □ □ □ 

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好爸爸。 □ □ □ □ □ 

我觉得我的监护人是一个好监护人。 □ □ □ □ □ 

3 

我希望有一个和现在不一样的妈妈。 □ □ □ □ □ 

我希望有一个和现在不一样的爸爸。 □ □ □ □ □ 

我希望有一个和现在不一样的监护人。 □ □ □ □ □ 

4 

妈妈接受现实的我。 □ □ □ □ □ 

爸爸接受现实的我。 □ □ □ □ □ 

监护人接受现实的我。 □ □ □ □ □ 

 
下面是一些你和监护人共同生活情境的描述，请根据你自己的具体情况，在相应选项下的“□”里

打“√”即可。下面关于他(或她)的描述你是否赞同呢。如果监护人是你父母一方，则根据你和妈妈/爸爸

的相处情况来填写。 
 

题目 完全不符合 不符合 不确定 符合 完全符合 

1. 我的监护人很关心我。 □ □ □ □ □ 

2. 我的监护人从不关心我心里在想什么。 □ □ □ □ □ 

3. 当我有困难时，我可以从我的监护人那里得到帮助。 □ □ □ □ □ 

 
下面的一些描述涉及你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请根据你过去六个月内的经验与事实，回答以下各题，

符合你的相应选项下的“□”里打“√”。 
 

题目 不符合我 有点符合我 完全符合我 

1. 我尝试对别人友善，我关心别人的感受 □ □ □ 

2. 我不能安定，不能长时间保持安静 □ □ □ 

3. 我经常头痛、肚子痛或是身体不舒服 □ □ □ 

4. 我常与他人分享(糖果、玩具、铅笔等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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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列出你们班里谁符合下面每一个描述。请把他/她的名字直接写在每个问题后面的横线上(除了第

4 题外，其他题目不限个数)。 
1. 你最喜欢的同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最不喜欢的同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跟你一起玩或学习同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最好的朋友(只能写一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你用 0~100 分评价你对目前生活整体的满意程度：_____________分(分数越大表示对生活越满意) 
请你用 0~100 分评价你目前生活的快乐程度：______________分(分数越大表示越快乐) 
你上学期期末的语文成绩是：_________分，数学成绩是：_________分，英语成绩是：___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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