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黔西南地区农村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杨婉，刘建华，余瑶，王丽丽，谢元元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贵州贵阳 550004） 

 

摘要：目的调查分析黔西南地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以期为青少年培养健康的人格

提供科学的建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黔西南地区 492 名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留守儿童 272 人作为研究组，非留守儿童 220 人作为对照组。采用一般情况自编问卷及症

状自评量表（SCL-90)，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比较 SCL-90 各因子平均分在两组之间及组内按

性别、是否独子之间和留守时间的差异。结果 1)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各症状因子得分上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留守男童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的症状因子得

分低于女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留守儿童中独生子女在强迫症状、抑郁、焦虑

、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的症状因子得分高于留守儿童中的非独生子女，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4)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有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如非留守儿童；留守女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较男童差；留守儿

童中的非独生子女心理健康水平高于留守儿童独生子女；留守时间越长，心理问题检出率越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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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人了城市，因为多方面的问题外出

务工者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本研究中的“留守儿童

”指的是父母双方外出或单方外出累计时间达 3 个月以上，不满 16 周岁的儿童。黔西南地区

由于偏离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外出务工是寻求发展的主要途径，由此造成的农村“留守儿童”

共 71000 多人[1]。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 7〜9 年级的 14〜16 岁 272 名留守儿童作为研

究组，同年级的 220 名非留守儿童作为对照组，纳人标准为一般情况基本一致、智力发育正常

、可以独立填写问卷的学生。 

1.2 调查工具 

1.2.1—般情况自编问卷包括一般情况（性别、监护类型等）、学习情况以及生活情况。 

1.2.2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checklist-90，SCL-90)是德若伽提斯（L.R.Derogatis)于

1975 年编制。该量表一共 90 个项目，分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

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 9 个症状因子。每一个项目均采用 1〜5 级评分制，分别对应没

有、很轻、中等、偏重、严重。评定的时间是“现在”或者“最近一个星期”的实际感觉。被

试者呈阳性指的是总因子得分>160 分，则可以考虑个体在该方面可能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2]。 

1.3 调查方法首先进行预调查，检验一般情况自编问卷的可行性。对于问卷中有疑问的项

目请相关专家进行校正。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发放问卷，学生独立进行填写，对于问卷的

书面含义，调查员应以不带任何暗示语的给予恰当解释，问卷采用匿名形式，当场收回。 

1.4 统计学方法对问卷进行编码，统一采用 EpiData3.1 数据库进行双人双录人。运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的统计方法有两独立样本 f 检验、卡方检验。检验取双侧

界值，检验水准 a=0.05。 

 

2 结果 

2.1 调查儿童一般情况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503 份，剔除有遗漏项和明显错误的问卷，有效

问卷 492 份，有效率 97.81%。其中留守儿童共 272 人，其一般情况见表 1。 

 

2.2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 SCL-90 各因子间的比较留守男童较非留守男童在躯体化、抑

郁、焦虑、敌对等因子得分高；留守女童较非留守女童在躯体化、敌对因子得分高，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见表 2。 

 

2.3 不同性别留守儿童 SCL-90 各因子间的比较留守儿童中女生较男生在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焦虑、偏执 4 项症状因子得分高；非留守儿童中女生较男生在偏执因子得分高，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见表 3。 

 

2.4 留守儿童 SCL-90 各因子在独生子女间的比较留守儿童中独生子女在强迫症状、抑郁

、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 7 项症状因子得分高于留守儿童中的非独生子女。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2.5 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 SCL-90 总因子得分的影响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 SCL-90 总因子得

分有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3 讨论 

3.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从统计学意义上，部分黔西南地区留守儿童的近期心理

状况低于非留守儿童，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是最理想的环境，长期的空间隔离易使留守儿童在

与父母的沟通和情感培养上不如非留守儿童，有研究证明留守中学生的躯体和心理健康均低于

非留守中学生[3]，亲子依恋较差[4]，而且留守儿童监护人主要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大多数

隔代监护人没有能力辅导和监督儿童，过度的溺爱或者放任的态度也不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

[5]。 

3.2 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状况比较 3.2.1 不同性别留守儿童的比较本调查结果显示，留守

女童在部分因子的得分上高于男生，非留守女童仅在偏执因子得分上高于男生，产生这种结果

的原因可能与留守儿童男女生性格和生理发展特点有关，初中生处于青春发育的关键时期，生

理的变化使女生情感丰富难以驾驭，且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严重，家长对女生的关注度不如

男生，使女生面对问题时，情绪无法得到疏解，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6]。 

3.2.2 是否独生子女留守儿童的比较有研究显示独生子女的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

的孤独感更多[7]，强烈体会到孤独感的人往往具有更极端的观点，容易对他人产生不信任感

，从而导致人格扭曲[8]，本次研究也显示类似结果，考虑可能与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陪伴

有关，是否是独生子女在情绪不平衡因子的表达上有显著的差异。 

3.2.3 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总因子得分大于 160,可以考虑个体可能有心理健康问

题。本次调查显示留守时间与其心理问题成正比。父母长期在外，不仅照顾子女的时间减少，

与子女的交流也随之减少，使留守儿童更易遭受健康风险、安全风险、学习风险以及人格形成

风险[1°]，有研究也证实了良好的亲子交流对儿童身心的保护作用[11]。 

3.3 干预措施本论文通过调查分析黔西南地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希望为解决留守

儿童问题提供一些参考：1)家长应承担起教子之责，如今的信息时代使沟通更方便，即使不能

经常回家，家长也可以借助通讯电话、网络视频等方式表达对儿童的关心，更多关注儿童的精

神需求，切忌过度的物质弥补，主动与任教老师、周边邻居联系，随时了解子女的成长变化。

2)有条件设施的学校可以开设心理辅导课程，对于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儿童争取早发现、早干

预。教师可以在班里实行帮扶政策，让成绩好的儿童帮助成绩差的留守儿童，定期走访留守儿

童家庭，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留守儿童更多耐心和帮助。3)留守儿童群体的形成多是因为经济

发展的不平衡，政府可以发展当地产业，促进农民返乡就业或创业，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



题。留守儿童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具体实施方案还有待分析和研究，给予留守儿

童更多关爱和帮助，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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