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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学生的社会支持和校园人际关系 
高文斌① 王毅①② 王文忠① 刘正奎①@ 

【摘 要】目的：探索农村留守学生社会支持和校园人际关系的特点。方法：随机抽取重庆、贵州两地 

乡镇的667名中小学生进行社会支持、校园人际关系及相关因素的调查。结果：留守学生的社会支持总分和 

主观社会支持低于对照组学生 (35．4±6．7／36．5±6．6，F[1，622]：3．87，P<0．05；20．8±3．6／21．4± 

3．6，F[1，622]=5．38，P<0．05)，而在不和谐师生关系和校园暴力两个维度上高于对照组学生 (7．1± 

2．2／6．6±2．4，F[1，622]：6．30，P<0．05；4．0±1．7／3．8±1．5，F[1，622]=2．83，P=0．09)；父 

母与留守学生的联系频次影响留守学生的社会支持各维度以及不和谐师生关系、不和谐同学关系和校园暴力 

等。父母与留守学生联系越密切，他们社会支持和校园人际关系越趋于良好。结论：父母的离开影响了留守 

学生的社会支持和校园人际关系，外出打工的父母与留守学生的密切联系可以增强留守学生的社会支持和校 

园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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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upport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chool of Children Left in Rural Areas 

GAO Wen—Bin，WANG Yi。WANG Wen—Zhong，et a1．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upports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children left 

in rural alias by their parents working out of town． Methods：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upports and 

peer relationships in 667 students from elementary schools or high schools in local villages and town s of Chongqing and 

Guizhou．Results：The social supports level of children left in rural area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mmon chil— 

dren in total score(35．4±6．7／36．5±6．6，F[1，622]=3．87，P<0．05)and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coI~s 

(20．8±3．6／21．4±3．6，F[1，622]=5．38。P<0．05)．At the s~~1e time。their inharmonious relation with 

teachers (7．1±2．2／6．6±2．4，F[1，622] =6．30，P<0．05)and violent behavior at school(4．0±1．7／3．8 

±1．5，F[1-622】=2．83，P=0．09)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The main effect of contact frequency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when the parents go out to work was highly significant in all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supports and 

three dimension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inharmonious relation with peers-with teachers and violent behav— 

ior at schoo1．Th e higher the contact frequency with the children left in rural areas was ，the better social supports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chool were． Conclusion：Th e social supports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chool of children 

left in rural areas are influenced by the departure oftheir parents．For the children left in rural areas ，the close contact 

from parents could enhance the childreng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choo1． 

【Key words】 social supports；children left in rural areas；peer relationships in school；CreSS—sectional survey 

农村留守学生主要指农民在向城市或发达地区流 

动过程中，由于环境的限制不得不留在农村的学生。 

这些留守学生与父母分离，被托付给老人、亲戚或他 

人来照顾和教养。全国14岁及以下的留守学生已达 

2290．45万人⋯。研究发现留守学生更容易出现焦 

虑、抑郁、自信心下降等心理问题 。J，但是缺乏对 

留守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及问题形成机制的深入分析， 

本研究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对留守学生的心理特点提供 
一 种分析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所感受到的来自其所在的社会 

成员的关心、尊重和重视的一种行为或信息 j。对 

于学生来说，家庭和学校是他们获得社会支持的两个 

重要来源。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与孩子长时间分离， 

农村留守学生难以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也在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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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及人际接触中感到缺少来自父母的支持。因此学校 

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对他们来说往往具有重要的意 

义。同时，学校的人际关系和氛围对学生的学习、思 

想状态、社会性发展以及身心健康都起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通过比较留守学生与农村非留守学生以及不同 

年龄阶段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和校园人际关系，探讨 

农村留守学生社会支持水平和校园人际关系的特点， 

并分析影响其社会支持的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从重庆、贵州两地随机抽取八所农村 

普通乡镇中小学，再整群抽取所有小学五年级、初二 

和高一年级的学生，总共 1015人，回收有效问卷 

876份。其中。父母均在家的学生310人为对照组， 

父母均在外打工的留守学生357人为研究组。其基本 

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的人数、性别、年级及父母外出打工情况 

1．2工具 

1．2．1自编农村留守学生背景资料调查表 主要 

涉及农村留守学生的人口学特征、一般背景、日常生 

活情况、在校的表现等。 

1．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共有9个题项，采 

用四级或多重评分 ，用总分、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 

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四项指标进行评价。两个月重测 

总分一致性 r：0．92，各条 目一致性 r为 0．89— 
0．94 J

。 本研究中针对中小学生的特点对量表进行了 

少量改编，如删去调查 “近一年来与谁住在一起的 

(家人、同学、同事、陌生人)”第2题，将第 3和 

第4题中有关邻居同事的项目改为询问同学关系。本 

次测试中量表的Cronbach 系数为0．72。 

1．2．3校园人际关系量表 量表分为积极因 

素和消极因素，包括师生和谐、师生一致、同学和 

谐，以及师生不和谐、同学不和谐、同学自私、学校 

暴力七个因子，Cronbach 系数为 0．51—0．81。在 

本次测验中Cronbach 系数为0．54—0．73。 

1．3统计方法 进行多元方差分析。 

2 结 果 

2．1不同年级两组学生社会支持量表评分差异比 

较 

表2 不同年级两组学生社会支持量表各维度得分比较 ( ±s) 

表2显示对照组学生主观支持分和社会支持总分 

均高于留守学生；组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在社会支持 

量表的4个维度上均不显著 (主观支持：F=0．04， 

P=0．96。客观支持：F=0．5，P=0．61。对支持的 

利用度：F：1．67，P=1。88。社会支持总分：F： 

0．06，P：0．94)。 

2．2不同年级两组学生校园人际关系量表评分比 

较 

表3显示仅不和谐师生关系和校园暴力因子评分 

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其他维度无显著性差异。组别 

和年级的交互作用只有在不和谐师生关系维度上显著 

(F(2，622) =3．48，P<0．05)。进一步对不和谐 

师生关系维度上的交互作用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 

示：只有在小学五年级组中，留守学生和对照组学生 

在不和谐师生关系维度上得分差异显著 (F(1， 

627) =10．72，P<0．01)，留守学生在小学五年级 

阶段与教师关系的不和谐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 

而在初二和高一年级组中两者差异不显著。 

2．3父母与学生联系对农村留守学生社会支持和 

校园人际关系的影响 

2．3．1父母与学生联系对农村留守学生社会支持 

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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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父母与学生的联系频次对留守学生社会支持各项指标的影响 (i,4-s) 

表4显示对于所有的留守学生来说，与外出打工 

家长的联系频次对他们的社会支持除对支持的利用度 

外均有显著影响，联系频次对留守学生的社会支持各 

维度上的主效应均显著。同时没有发现年级和联系频 

次在社会支持上的交互作用 (主观支持：F=1．38， 

P=0．21。客观支持：F=0．85，P=0．56。对支持的 

利用度：F=1．19，P=0．31。社会支持总分：F= 

0+97，P=0．46)。 

2．3．2父母与学生联系对农村留守学生校园人际 

关系的影响 

根据与父母的联系频次把留守学生分为两组：联 

系频次高组 (一周一次或更多)及联系频次低组 

(两周一次或更少)，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联系 

频次在留守学生的不和谐师生关系、不和谐同学关系 

及校园暴力三维度上主效应显著或临界显著 (F[1， 

207]=13．97，P<0．01；F[1，207]=3．14，P= 

0．08；F[1，207]：6．12，P<0．05)，在其他维度 

上主效应不显著 (详见图1)；留守学生的性别因素 

在校园暴力上主效应显著 (F[1，207]：5．91，P 

<0．05)，男生的校园暴力倾 向高于女生 (5．0± 

2．6／3．8±1．9)；留守学生的年级与联系频次在不和 

谐师生关系维度上交互作用显著 (F[2，207] ： 

6．98，P<0．01)，小学5年级学生如果与外出打工的 

父母联系频度低，更容易出现师生关系问题。 

图1 与父母联系频次对校园人际关系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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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家庭和学校是学龄学生社会支持的两个重要来 

源。农村留守学生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父母一方或双 

方出外打工，根据依恋理论：在童年期与抚养者的接 

触过程中，个体根据与抚养者 (主要是父母)的关 

系及质量，发展出一种内部工作模式，这种内部工作 

模式是个体评价 自己并和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的基 

础l8I9 J。家庭中长期经历的人际关系，奠定了个体对 

自己和他人的思维表征基础。由于留守学生缺乏与父 

母的正常接触，他们感觉到的社会支持以及实际在校 

园中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本研究发现，留守学生与对照组学生在社会支持 

上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的社会支持总分和主观社会支 

持分低于对照组学生。周宗奎等人研究表明，留守学 

生的心理问题主要是在人际关系和自信心方面显著地 

不如父母都在家的学生 J。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学 

生在状态焦虑水平 和抑郁水平 上明显高于父母 

均在家的学生。本研究的发现则似乎提示：父母外出 

造成社会支持的缺乏，可能是留守学生焦虑和抑郁的 
一 个重要原因。这种推测似乎也符合李文道等人的研 

究结论 J，他们通过对中学生的调查发现，社会支 

持与孤独、抑郁和焦虑等消极情绪存在着显著的负相 

关。 

本研究还发现，留守学生在不和谐师生关系、不 

和谐同学关系和校园暴力维度的得分高于对照组学 

生。在不和谐师生关系方面，小学五年级的留守学生 

问题更为突出。提示对于青少年来说，与父母分开是 

影响他们校园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对于 

lO岁以后的学生、青少年来说，留守学生的年龄越 

小，问题越严重。留守学生由于与父母分离丧失了一 

个重要的支持来源，更容易产生一些校园人际关系问 

题。 

外出打工的父母与留守学生的密切联系是留守学 

生社会支持和校园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保健因素。经 

常与留守学生联系 (一周一次或更密切)既提高了 

留守学生社会支持各维度上的积极感受，同时又降低 

了他们的消极校园关系，如不和谐的师生关系、不和 

谐同学关系和校园暴力。同样，这种保健作用相对来 

讲，对于本研究中年龄最小的学生 (小学五年级) 

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由于本研究主要以留守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缺乏 

对外出打工父母的信息的收集和调查，因此不能深入 

分析父母亲本身的特点 (如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家庭教育方式等因素)对留守学生的影响，这一缺 

陷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予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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