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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学龄和抚养方式留守初中生问题行为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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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调查黔北农村留守初中生问题行为的特征，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黔北农村６所初中留

守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编外显问题行为调查问卷和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在内隐问题行为方面，

农村留守初中女生在敌对、人际、抑郁因子、焦虑以及总均分５个方面高于男生，各因子得分随年级升高；在外显问题行为方面，男

生在吸烟、喝酒以及赌博方面的检出率高于女生。农村留守初中生自杀意念和出走意念的发生率为分别为１３．１％、２２．２％，女生

自杀意念比例高于男生，性相关行为检出率男生高于女生。结论　黔北农村留守初中生的问题行为呈现不同的性别、年级差异，

应针对不同目标行为开展差异性的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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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群体，

而１２～１７周岁的青少年所占比例为３８．１１％
［１］。青少年是情

感、人格形成的重要阶段，问题行为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相

当普遍，并且持续的时间长，阻碍青少年社会性、个性和认知的

发展。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把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分为内隐问题行为与

外显问题行为两类，前者指焦虑、担心、抑郁等内隐感受问题，

后者指攻击性、对抗性、反社会性、成瘾性等外显行为问题［２］。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焦虑、孤独倾向、恐怖倾向、身体症状、自

责倾向等方面较差［３］。在外显问题行为方面农村留守青少年

攻击、违纪等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增

高［４５］。贵州省是经济欠发达省份，留守未成年人绝对数量名

列全国第９，是西部山区的典型代表之一。本次研究选择贵州

外出务工较为典型的黔北地区，旨在了解农村留守初中生内隐

与外显问题行为特征，为制定留守初中生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

供参考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根据经济水平不同

在黔北地区３个行政县分别抽取农村中学各２所，选取全体留

守初中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２５１２份，有效回收２４００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９５．５４％。其中男生１２１７人，女生１１８３

人；汉族２３０１人，少数民族９９人；初一学生１１３６人，初二学

生６９３人，初三学生５７１人。调查人群平均年龄为（１３．９５±

１．２１）岁。留守初中生定义为以因各种原因父母双方或一方流

动到其他地区半年以上，而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

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初中生。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内容　（１）一般情况问卷。自行编写一般情况问

卷，包括年龄、性别、年级、居住环境、家庭结构、主要抚养人和

业余爱好等；（２）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ＭＳＳＭＨＳ）
［６］。由

我国著名心理健康学家王极盛教授编制，共６０个条目，包括强

迫、偏执、敌对、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抑郁等方面１０个因子，

采用５级评分。总均分大于或等于２分表示存在心理问题，分

值越高提示心理问题越严重，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采用该量表调查内隐问题行为。（３）外显问题行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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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留守初中生内隐问题行为的性别、年级、抚养方式比较（狓±狊，分）

因子指标
性别

男（狀＝１２１７） 女（狀＝１１８３）

年级

初一（狀＝１１３６） 初二（狀＝６９３） 初三（狀＝５７１）

抚养方式

父亲（狀＝２４６） 母亲（狀＝８３０） 隔代（狀＝８３４） 寄养（狀＝４９０）

强迫 ２．３３±０．６０ ２．３５±０．６０ ２．３２±０．５９ ２．３２±０．６２ ２．４０±０．６０ｂ ２．３２±０．６５ ２．３３±０．６０ ２．３５±０．６０ ２．３６±０．６０

偏执 ２．０６±０．６３ ２．１１±０．６５ ２．０５±０．６３ ２．１０±０．６４ ２．１３±０．６６ｂ ２．１９±０．６９ ２．１０±０．６４ ２．０８±０．６２ ２．０８±０．６５

敌对 １．９７±０．７２ ２．０４±０．７４ａ １．９７±０．７３ ２．２０±０．７４ ２．０７±０．７３ｂ ２．０７±０．７５ ２．０２±０．７１ ２．０３±０．７８ １．９５±０．７１

人际 ２．１６±０．６７ ２．２５±０．７２ａ ２．１５±０．６７ ２．２３±０．７０ ２．２７±０．７３ｃ ２．３４±０．７５ ２．２１±０．７０ ２．１９±０．７０ ２．１９±０．６６ｄ

抑郁 ２．１７±０．５７ ２．３３±０．６３ａ ２．１９±０．６７ ２．２７±０．５８ ２．３３±０．６２ｃ ２．３０±０．６３ ２．２４±０．６０ ２．２４±０．６１ ２．２８±０．６３

焦虑 ２．３７±０．６２ ２．５１±０．６６ａ ２．３７±０．６３ ２．４７±０．６５ ２．５２±０．６４ｃ ２．４３±０．６２ ２．４３±０．６３ ２．４４±０．６４ ２．４４±０．６６

学习压力 ２．２４±０．８３ ２．２５±０．７５ ２．１４±０．７８ ２．２８±０．８０ ２．４２±０．７７ｃ ２．３４±０．８１ ２．２３±０．７７ ２．２４±０．８０ ２．２０±０．８２

适应不良 ２．１３±０．６５ ２．１０±０．６３ ２．０８±０．６４ ２．１０±０．６４ ２．２１±０．６５ｃ ２．２１±０．６４ ２．１０±０．６４ ２．１２±０．６５ ２．１４±０．６３

情绪不稳 ２．２９±０．６７ ２．３４±０．６９ ２．２４±０．６７ ２．３６±０．７０ ２．４２±０．６６ｃ ２．３８±０．７６ ２．３１±０．６５ ２．３４±０．６９ ２．３５±０．６８

心理不平衡 １．７９±０．６１ １．７８±０．６１ １．７５±０．６０ １．８０±０．６１ １．８５±０．６３ｂ １．８４±０．６４ １．８０±０．６３ １．７８±０．６１ １．７９±０．６３

总均分 ２．１５±０．５０ ２．２０±０．５２ａ ２．１３±０．５０ ２．２０±０．５２ ２．２６±０．５０ｃ ２．２４±０．５４ ２．１８±０．５０ ２．１８±０．５２ ２．１８±０．５０

　　ａ：犘＜０．０５，不同性别学生比较；ｂ：犘＜０．０５，ｃ：犘＜０．０１不同年级学生比较；ｄ：犘＜０．０５，不同抚养方式学生比较。

表２　　留守初中生外显问题行为报告率性别、年级、抚养方式比较（％）

因子指标 发生率

性别

男

（狀＝１２１７）

女

（狀＝１１８３）

年级

初一

（狀＝１１３６）

初二

（狀＝６９３）

初三

（狀＝５７１）

抚养方式

父亲

（狀＝２４６）

母亲

（狀＝８３０）

隔代

（狀＝８３４）

寄养

（狀＝４９０）

成瘾行为

　过去３０ｄ通常每天吸烟 ４．５ ８．３ ０．７ｂ ２．６ ４．８ ８．１ｄ ４．９ ４．６ ４．１ ５．１

　过去１２个月曾因喝酒太多而感到头晕 ８．０ １０．２ ５．８ｂ ５．０ ８．５ １３．５ｄ １０．２ ８．２ ７．０ ８．６

　过去１２个月玩过赌博游戏 １３．５ ２１．７ ５．１ｂ １０．６ １６．７ １５．４ｄ １６．７ 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２．０

伤害行为

　过去１２个月想过自杀 １３．１ ９．８ １６．５ｂ １１．２ １３．１ １６．８ｃ １６．７ １２．４ １２．８ １２．９

　过去１２个月计划过自杀 ４．７ ３．４ ６．０ａ ４．１ ４．９ ５．４ ４．９ ４．１ ５．３ ４．５

　过去１２个月采取措施试图自杀 ２．９ ２．４ ３．４ ２．２ ３．３ ３．７ ２．４ ３．０ ２．５ ３．５

　过去１２个月想过离家出走 ２２．２ ２０．１ ２３．９ １９．５ ２３．４ ２６．３ｄ ２７．２ ２２．７ ２１．３ ２０．４

　过去１２个月尝试离家出走 ９．３ ９．９ ８．５ ７．９ ９．４ １１．７ｃ ９．３ ９．４ ９．７ ８．２

性相关行为

　过去１２个月看过色情制品 ８．１ １２．５ ３．６ｂ ５．９ ９．２ １１．２ｄ ９．８ ７．５ ６．８ １０．６ｅ

　曾经接吻 ６．５ ７．４ ５．６ ３．３ ７．４ １１．６ｄ ８．５ ６．６ ５．９ ６．１

　曾经抚摸 １１．０ １３．４ ８．６ｂ ７．９ １２．８ １５．１ｄ ９．８ １３．１ １０．３ ９．４

　曾经有性行为 ２．８ ４．１ １．４ｂ ２．１ ３．３ ３．５ ４．１ ２．９ ２．０ ３．３

品行行为

　经常有课堂违纪行为被老师批评 ２２．０ ３０．１ １３．６ｂ ２０．６ ２１．４ ２５．４ ２６．０ ２１．９ ２０．７ ２２．０

　经常撒谎欺骗老师和监护人 １２．９ １７．３ ８．３ｂ １２．０ １３．６ １３．８ １６．７ １３．０ １２．５ １１．４

　常不经别人允许拿别人的东西 １０．２ １２．９ ７．４ｂ ９．５ １０．０ １１．７ １２．２ １０．５ １０．４ ８．２

　　ａ：犘＜０．０５，ｂ：犘＜０．０１，不同性别学生比较；ｃ：犘＜０．０５，ｄ：犘＜０．０１，不同年级学生比较；ｅ犘＜０．０５，不同抚养方式比较。

问卷［７８］。查阅文献，自行编写外显问题行为问卷，包括成瘾行

为、伤害行为、性相关行为和品行问题４个方面。

１．２．２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现场调查，匿名填写。调查前所

有调查者统一培训，运用统一指导语，由受试者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填写。现场发放，现场收回。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狓±狊表示，组间采用狋检验或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

用ＬＳＤ狇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留守初中生内隐问题行为比较　女生在敌对、人际、抑

郁、焦虑以及总均分５个方面因子得分高于男生。３个年级学

生内隐问题行为各项因素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抚养方

式学生在人际方面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

表１。

２．２　留守初中生外显问题行为比较　在成瘾行为方面，吸烟、

饮酒和赌博行为男生检出率高于女生，且随年级升高，检出率

升高；在伤害行为方面，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女生检出率高于

男生，且随年级升高，自杀意念、离家出走意念和计划检出率升

高；在性相关行为方面，看过色情制品、有抚摸行为的男生检出

率高于女生，随年级升高，检出率升高，父亲抚养和寄养的学生

看过色情制品的检出率较高；在品行行为方面，各项具体行为

男生检出率高于女生，在课堂违纪和讲脏话方面，随年级升高，

检出率升高，而父亲抚养学生检出率较高（犘＜０．０５）。见表２。

３　讨　　论

在内隐问题行为方面，本研究发现女生敌对、人际、抑郁、

焦虑以及总均分的得分高于男生，姚应水等［９］对安徽留守青少

年的调查也显示女生在学习焦虑、对人焦虑、自责倾向方面的

心理健康较男生差。从不同年级来看，除敌对因子外，其余各

因子得分均不同程度呈现随年级升高而升高，显示年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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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不同抚养方式的学生心理健康差异不

明显，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对农村留守儿童大力推行寄宿管理，

政府大力投入专项经费，安排生活老师照料留守儿童的生活，

减弱了不同抚养方式对留守学生内隐问题行为的影响［１０］。

外显问题行为方面，黔北农村留守初中生吸烟、饮酒和赌

博行为的检出率为４．５％、８．０％、１３．５％，性别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且随年级升高发生率升高。这与张立敏等
［７］

的研究结果相符。在伤害行为方面，离家出走想法的发生率为

２２．２％，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１３．１％，女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计

划的检出率高于男生。本结果与江苏的相关调查结果相似，低

于四川省的调查结果［８，１１］。对于成长过程中有很大脆弱性的

留守儿童，传统文化的性别角色定位，黔北独特的地域酒文化，

以及青春期男女心理发育的敏感程度不同，都可能影响着不同

性别初中生在学习社会化、成人化和压力宣泄方面的行为差

异。也提示相关部门在开展相关教育工作时要注意针对不同

性别特征进行，加大对男生的控烟、控酒、控赌力度。同时，伤

害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的首要死因，开展预防伤害和生命教育刻

不容缓，并且有性别差异的生命教育和情绪管理显得尤为

重要。

在性相关行为方面，男生看过色情制品、有抚摸行为的发

生率均高于女生。初中生进入青春期，性心理和性生理都进一

步发展。而农村地区落后的性观念，使得家长避而不谈，学校

的性教育形式化和缺失，使得学生的性认识大多通过色情光碟

和书刊中得来。逐步改变家长、学校的性观念，勇敢而科学的

实施初中生性教育，正确传授引导其性观念及性保护知识，对

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极为重要。

在品行行为方面，各项行为男生检出率高于女生，在课堂

违纪和讲脏话方面，随年级升高，检出率升高。刘霞等［１２］发现

留守初中生在违法违纪等外显问题行为上较为突出，可能与父

母外出打工造成亲子教育的基本缺失造成攻击违纪等问题行

为相关。

综上所述，黔北农村留守初中生的问题行为呈现不同的性

别、年级差异，提示应针对不同目标行为，开展差异性的心理健

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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