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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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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

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农村地区5所小学三到六年级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

调查收集留守儿童基本信息；采用儿童社交交往焦虑测评量表（SASC）和儿童孤独量表（CLS）评价社会交往焦虑和

孤独感；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455人，男

生241人，占52.97%；有兄弟姐妹438人，占96.26%；父亲在外务工359人，占78.90%；由（外）祖父母照看175人，

占38.46%。学龄期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焦虑得分为（5.99±3.01）分，孤独感得分为（36.39±10.70）分；社会交往焦虑

与孤独感呈正相关（r=0.301，P＜0.0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孤独感得分高（β＇=0.307）、父母均在外务工

（β＇=0.153）的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得分较高（P＜0.05）。结论 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程度

高于普通儿童，其中孤独感程度高、父母均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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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anxiety of school-age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CHEN Xiaohui, ZHAO Feng, FU Youjuan, JI Wenwu, GUAN Suzhe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Factors and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Yinchuan, Ningxia 75000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anxiety of rural school-ag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
tors, 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school-age left-behind children. Methods A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left-behind students in Grade 3 to 6 in 5 primary schools in the southern
rural area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Their general information were collected, their social anxiety and loneliness
were evaluated by the Child Social Anxiety Scale ( SASC ) and 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 ( CLS ). The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social anxie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Results A total of 455 rural school-age left-behind children were surveyed. Among them, there were 241 boys,
accounting for 52.97%; 438 children having siblings, accounting for 96.26%; 359 children＇s fathers were migrant
workers, accounting for 78.90%; 175 children were looked after by their grandparents, accounting for 38.46%. The rural
school-age left-behind children surveyed scored ( 5.99±3.01 ) points in SASC and ( 36.39±10.70 ) points in CLS.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ocial anxiety of rural school-age left-behind childre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eliness ( r=0.301, P＜0.001 ). The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ural school-age left-behind children who scored higher in CLS ( β＇=0.307 ) and whose parents were both migrant
workers ( β＇ =0.153 ) scored higher in SASC ( P＜0.05 ). Conclusion The social anxiety level of rural school-age
left-behind children is higher than ordinary children. The rural school-age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high level of
loneliness and whose parents both work outside have high level of social anxiety.
Keywords: rural area; school age; left-behind children; social anxiety; 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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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期是儿童身体发育、心理成熟、社会化进行

加快的关键时期，同时该时期儿童心理问题发生率较

高［1］。家庭关怀度在学龄期儿童心理健康发展过程中

起重要作用［2］。有研究表明，长期与父母双方或一方

分离，缺乏父母正常照管和教育的儿童在心理调节方

面表现较差［3］，容易出现孤独、抑郁、焦虑等情绪症

状［4-5］。社会交往焦虑是儿童较为常见的消极情绪体

验，具有社会交往焦虑的儿童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往往

呈现出紧张、否定、回避等表现，同时增强了孤独感，

而孤独感也会加重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焦虑感［6］。

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数有 600 多万，并且呈现不

断上升趋势［7］。我国颁布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 年）》强调降低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

生率是当前的重要目标之一［8］，因此，本研究对宁夏

回族自治区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焦虑进行

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农村 7 镇 4 乡

共 5 所学校的小学三到六年级留守儿童（已具备一

定的词汇量和理解能力［9］）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

象及其监护人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依据本研究使用量表条目总数的

10～20 倍，估算样本量为 340～680 人。以班级为单

位，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每所学校每个年级抽取 1
个班级，最终三、四、五年级各抽取 5 个班级，六

年级抽取 6 个班级（其中 1 所学校六年级的 2 个班

级均被抽取），选择抽中班级的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

1.2.2 问卷调查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指导调查对

象填写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通过问卷收集调查对

象的性别、年级、民族、兄弟姐妹及其人数，父母是

否长期（1 年有 3 个月以上）在外务工（是否留守）

等基本信息。

采 用 儿 童 孤 独 量 表 （Children ＇ s Loneliness
Scale，CLS）［10］评价调查对象的孤独感。该量表共

24 个条目，包括 16 个评定儿童孤独感条目、8 个课

余爱好和活动偏好条目。正向条目计分：“一直如此”

记 0 分，“一点都没有”记 5 分；反向条目计分规则

与正向条目相反；兴趣爱好条目不计分。量表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90。
采用儿童社会交往焦虑测评量表 （Social Anxi⁃

ety Scale for Children，SASC）［11］评价调查对象的社

会交往焦虑情况。该量表共 10 个条目，“从不这样”

记 0 分，“有时这样”记 1 分，“总是、一直”记 2
分，各条目得分相加得到总分。量表的 Cronbach＇α

为 0.849，KMO 检验系数为 0.842。
1.3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录入数据，采

用 SPSS 22.0 软件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

述；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组间

比较采用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

采用 LSD 法；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学龄期

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重线性

回归模型。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学龄期留守儿童 455
人，其中男童 241 人，占 52.97%；女童 214 人，占

47.03%。三年级 150 人，占 32.97%；四年级 110
人，占 24.18%；五年级 85 人，占 18.68%；六年级

110 人 ， 占 24.18%。 有 兄 弟 姐 妹 438 人 ， 占

96.26%。父亲在外务工 359 人，占 78.90%；母亲在

外务工 27 人，占 5.93%；父母均在外务工 69 人，

占 15.16%。目前由 （外） 祖父母照看 175 人，占

38.46%；由亲戚照看 22 人，占 4.84%；由父母一方

或其他照看 258 人，占 56.70%。

2.2 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的单因素分

析 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得分为

（5.99±3.01）分，孤独感得分为（36.39±10.70）分。

社会交往焦虑与孤独感呈正相关 （r=0.301，P＜

0.001）。不同性别、年级、有无兄弟姐妹的学龄期留

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目前照看者、在外务工者不同的学龄期留守儿

童社会交往焦虑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父母均在外务工的学龄期留守

儿童社会交往焦虑得分高于只有父亲在外务工的学龄

期留守儿童（P=0.009），目前由亲戚照看的学龄期留

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得分高于由父母一方或其他照看

的学龄期留守儿童（P=0.037）。见表 1。
2.3 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影响因素的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以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

得分为应变量，以孤独感得分、目前照看者和在外务

工者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孤

独感得分、在外务工者是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

虑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模 型 拟 合 F=11.355， P＜

0.001），孤独感得分高、父母均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

社会交往焦虑得分较高。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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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得分比较

项目

性别 a

男

女

年级

三

四

五

六

兄弟姐妹 a

有

无

目前照看者

（外）祖父母

亲戚

父母一方或其他

在外务工者

父亲

母亲

父母均在外

社会交往焦虑得分

（x±s，分）

5.88±3.03
6.12±2.99

6.37±3.07
5.84±3.03
5.95±2.64
5.65±3.15

5.97±2.99
6.65±3.46

6.30±3.08
7.09±3.06
5.63±2.94

5.81±2.86
6.26±3.70
6.84±3.32

t/F值

-0.871

1.370

-0.800

4.108

3.529

P值

0.384

0.251

0.435

0.017

0.030

注：a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其他项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

3 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与普通儿童比较，学龄期留守儿

童的社会交往焦虑程度更高［12-13］。针对不同性别学

龄期留守儿童的分析发现，男童与女童社会交往焦虑

得分无明显差异，这与李子瑜［14］的研究结果不一

致。华芮等［15］对中西部 2 188 名留守儿童的调查显

示，低年级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程度高于高年级留

守儿童；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儿童社会交往焦

虑无明显差异，可能与地域差异、同伴支持及社会支

持等因素不同有关，还需进一步探讨。

有无兄弟姐妹对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

焦虑没有明显影响，但目前由亲戚照看的学龄期留守

儿童的社会交往焦虑得分高于由父母一方或其他照看

的学龄期留守儿童，可能与学龄期留守儿童缺乏家庭

基本功能支持作用有关［16］。研究还发现，与仅有父

亲外出务工的学龄期留守儿童比较，父母均在外务工

的学龄期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焦虑得分更高，这可能

与母亲对儿童情绪调节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有关［17］。

提示家庭基本功能的完整及父母的陪伴，特别是母

亲，能预防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的发生。

孤独感可影响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

水平，孤独感得分高的学龄期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焦虑

得分也高。有研究表明，孤独感会带来自卑、焦虑等

情绪体验［18］，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会导致社会适应不

良，而社会交往焦虑又可通过影响儿童的应对方式而

影响孤独感［19］，社会交往焦虑与孤独感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20］。

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引起家长

和社会的重视。外出务工的父母需经常与孩子交流，

关心孩子心理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倡导社会其

他群体关注学龄期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给学龄期

留守儿童提供温暖关怀和支持，促进其身心健康。我

国目前的儿童福利保护政策举措不断完善发展，但是

也明确指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需要从社会各个层面

完善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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