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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索四川和山东两省留守儿童的生存质量现状及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山东和

四川两省分别取
,

所农村小学!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全部在校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

本研究有效研究对象
'%<-

名!其中

留守儿童
55%

名!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生存质量各方面和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经多因素分析发现留守儿童

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为年龄%监护人类型%留守时间%父母关爱程度和学习成绩$结论
!

留守儿童的生存质量不高!在今后的留守

儿童教育和身心发展的管理工作中!应特别注重高年龄%留守时间长%学习成绩差者!加强监护人和父母对孩子的关爱程度!注重

与孩子的交流!从而提高其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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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外出!孩子留在家乡超

过半年以上而不能和父母双方生活在一起的儿童$

'

%

"它是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状况下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目前数量已经

超过
?%<<

万!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儿童是社

会的弱势群体之一!其个体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人

以及所属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密程度和人

们对儿童教育的观念和行为影响等$

+

%

"生存质量是一个多维

度的概念!涉及躯体#自理能力#认知功能#心理健康和社会交

往等多个方面$

,

%

"留守儿童一般物质生活条件较富裕!但长期

与父母分离!长期的隔代#单亲抚育或他人抚育#无人监护!情

感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主观上的生活感受如何!是社会关注的

话题"本研究旨在通过横断面的调查研究了解我国留守儿童

的生存质量现状以及可能的相关影响因素!以利于全面了解留

守儿童生存质量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留守儿

童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为共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四川省南充市和山东

省菏泽市两地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小学中分别抽取
,

所!共
2

所小学的所有在校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留守儿童的纳入标

准为*'

'

(该校在校生)'

+

(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外出超过半年)

'

,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为*'

'

(不愿参与调查)'

+

(伴有严重的

器质性疾病或精神疾病而无法完成调查者"以非留守儿童作

为对照"

>1?

!

方法
!

+<',

年
'<

!

'+

月!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研究对象进行信息收集"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

(儿童的

基本情况!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留守特征#父母关爱情况#家

庭关系等基本情况"'

+

(儿童青少年生活质量问卷!是由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参照国外有关量表编制的自评量表!涵盖

生理#心理#社会能力及生活环境等方面!适于对儿童青少年生

活质量进行多维度研究"所有条目
-

级评分!部分条目反向计

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展开调查时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

查员!按统一的指导语和步骤!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要

求被调查对象按照自己的真实情况如实填写!逐一完成问卷的

所有内容"其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在班主任和调查员的协助下

+-++

重庆医学
+<'?

年
2

月第
--

卷第
'2

期



表
'

!!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基本情况比较"

%

%

E

(#

项目
%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

+

&

' "

地区
++-15+<<

"

<1<'

!

山东
'<%2 ,'-

'

-<1,2

(

55+

'

5?1+-

(

!

四川
5'% -2-

'

?812-

(

+?-

'

+-152

(

父亲文化程度
'++18%+-

"

<1<'

!

初中及以下
88- ?2+

'

5+1+-

(

-,+

'

-+1''

(

!

高中
?,- ',2

'

'51-%

(

,8%

'

,%158

(

!

大专#本科及以上
+52 %<

'

'<1+%

(

'82

'

'81'<

(

母亲文化程度
'881?5'<

"

<1<'

!

初中及以下
''%5 2?'

'

%,12%

(

?,2

'

?+1+-

(

!

高中
-,% '<8

'

'-1<'

(

,+8

'

,+1<5

(

!

大专#本科及以上
'58 '%

'

+1,'

(

'2'

'

'?128

(

家庭关爱程度得分
%<1%<2%

"

<1<'

!

高
'<8- ,58

'

-%15'

(

5'?

'

28128

(

!

中
2-, ,?2

'

-?152

(

+%5

'

+5185

(

!

低
25 -,

'

?1?,

(

+-

'

+1,-

(

家庭关系
''51%?%-

"

<1<'

!

和谐
'+8? -,,

'

??122

(

%2+

'

%-1<+

(

!

一般
-+2 ,<5

'

,81-2

(

''8

'

''12<

(

!

差
%, ,%

'

-1%%

(

-?

'

-1,8

(

学习成绩
'81,',%

"

<1<'

!

差
-+' +<<

'

+?15'

(

++'

'

+'1?-

(

!

中等
'<55 -%2

'

2+1-5

(

?8'

'

?512<

(

!

优秀
,<2 8+

'

''1%,

(

+'-

'

+<1%2

(

完成"调查完成后!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回收问卷!并由质检人

员逐一审查问卷的质量!以免出现缺项#漏项或逻辑错误!剔除

不合格的调查问卷"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BKF(F,1<

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

据的双录入并校对!采用
"."%1<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A9;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基本情况
!

本研究在山东省和四川省两地共调查
'%-+

名在校小学生!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为
8518-E

'

'%<-

&

'%-+

(!其中山东省
'<%2

名!四川省
5'%

名!分别占

2<1+<E

'

'<%2

&

'%<-

(和
,81%<E

'

5'%

&

'%<-

("被调查儿童平

均年龄'

'<12+9'1,5

(岁)男生
88-

名!占
??1'<E

'

88-

&

'%<-

(!女生
%'<

名!占
--18<E

'

%'<

&

'%<-

()

55%

名属于留守

儿童!其中山东
,'-

名!四川
-2-

名!留守比例分别为
+%18'E

'

,'-

&

'<%2

(和
2-12+E

'

-2-

&

5'%

()留守儿童中!多数为父亲外

出'

-%15'E

!

,58

&

55%

(或父母均外出'

,5122E

!

+8,

&

55%

(!母亲

单独外出者少'

',12+E

!

'<2

&

55%

()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大

多'

8<1'<E

!

+2-

&

+8,

(由祖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代为照

顾"见表
'

"

?1?

!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生存质量比较
!

山东和四川两省

的留守儿童在生存质量各方面!除生理健康方面外!自我满意

度#社会功能#心理健康#生活环境
-

个方面及生存质量总分均

低于非留守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1!

!

留守儿童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结合留守儿童特点!

以可能的
'-

个影响留守儿童生存质量的因素为自变量!以生

存质量总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入
>

<1<?

!

%

出
><1<?

"最终共筛选出
?

个指标进入模型!分别为年

龄#监护人类型#留守时间#父母关爱程度#学习成绩!结果如表

,

所示!其中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的生存质量影响最大!其次

是监护人类型"大年龄#由祖辈或他人监护#留守时间长#父母

对其关爱程度低#学习成绩差的留守儿童生存质量低"

表
+

!!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生存质量

!!!

比较%

A9;

&分(

项目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 "

自我满意度
+1-89<1-2 ,1-'9<1-+ ,1-+2

"

<1<'

社会功能
,%185921'+ -'12+9?188 ,18+-

"

<1<'

心理健康
,%1?29?12% ,818,9?1+% +1<?- <1<+8

生理健康
+'12-9,1+5 +'1,89,1'8 '1<?+ <1+-2

生活环境
'+18%9+1%2 '-1<59,1<2 -1+'5

"

<1<'

生存质量总分
',,1%29'21+-',81<59'21'8 -12,?

"

<1<'

表
,

!!

留守儿童生存质量影响因素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参数估计
DH = "

"

常数项
'%?1%-2 -1'8? --1,<< <1<<< `

年龄
+̀12%% <1288 ,̀1%-? <1<<< <̀1','

监护人类型

!

祖辈&父母一方
-̀12-+ '1<-2 -̀1-,% <1<<< <̀1'?'

!

其他&父母一方
8̀12+5 '1+?, 5̀12%, <1<<< <̀1+2?

留守时间
5̀1-%5 '1'8+ 2̀1+%' <1<<< <̀1++%

父母关爱程度

!

中&高
+̀12++ '1<,5 +̀1?+% <1<'2 <̀1<%2

!

低&高
?̀1,%5 '1,2- ,̀18-8 <1<<< <̀1',?

学习成绩

!

中等&优秀
+̀1+%? <185, +1,-% <1<+< <̀1<%<

!

差&优秀
?̀1''' '1<8' -12%? <1<<< <̀1'2<

!!

`

*此项无数据"

!

!

讨
!!

论

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大多数孩子生活在隔代的家

,-++

重庆医学
+<'?

年
2

月第
--

卷第
'2

期



庭或寄养在亲戚家中!长期缺少父母的关爱!造成不同程度的

亲子教育缺失!他们所生活的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与非留

守儿童相比!他们缺少正常的家庭氛围!容易在营养状况!身体

健康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本研究显示!四川和山东两

省的留守儿童的生活质量显著低于非留守者!其中年龄#监护

人类型#留守时间#父母关爱程度和学习成绩是影响留守儿童

生存质量的因素"

低年龄的儿童学习负担较轻!家长#老师对其的期望要求

较低!心理压力较小!心理方面的需求也比较单纯!容易从物质

上得到满足!对生活质量的体验不深!较易满足"随着年龄的

增长#生理的发育#阅历知识的增长!使得高年龄的儿童较低年

龄者对外界的感知和对学校#家庭#同伴交往#生活环境方面的

要求增高!获得认同的心理需求也更强烈!更易出现不满足!这

与国外
@JFKM;JK

等$

-

%的结果一致"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大多是

祖辈!他们仅仅为儿童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很少关注儿童的身

心健康发展"由祖辈或他人监护的儿童!长期处于特殊的家庭

结构和氛围中!导致其自卑#不自信#焦虑和抑郁#人际敏感!甚

至在社会功能方面亦表现出不足!留守时间越久!对其消极的

影响就越严重!因而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往往差于非留守儿

童!相关研究也显示出相同的结果$

?&5

%

"

父母对儿童的关爱可以提高儿童的生存质量"一般而言!

父母在情感方面的关怀#照顾对儿童主观满意感有着正性的影

响作用!而拒绝#否认#惩罚#偏爱这类消极不良的养育方式!则

起着负性的影响作用$

%

%

"近年的研究资料表明父母的关爱不

足是形成青少年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的主要原因$

8

%

"由

此可见!父母对儿童的关爱可以提高儿童生存质量"因此!父

母关心#关注儿童!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提高其生活质量有重要

的意义"如果父母经常给予子女情感温暖和理解!多一些鼓励

和赏识!那么儿童就会趋于自我肯定!形成积极的自我意

识$

'<&''

%

!有研究显示儿童生活质量与自我意识有显著正相关!

自我意识高的儿童!认知#情感满意度和总满意度亦高!这与以

往学者研究结果相符$

'+

%

"所以!通过家长的关爱!多与子女交

流!增进彼此理解!使其在心理上得到满足!帮助儿童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培养其完善的人格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有利于

提高儿童的生活质量"

学习成绩对儿童生存质量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次研究结果

与国内以往有关学习障碍儿童的生活质量研究结果相似$

',

%

!

国内有研究表明学习成绩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首要因素!成绩越

好!生活质量满意度也越高$

'-

%

"学习是学生生活中的一个重

要内容!学习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以及父母对待他

们的态度!因此学习成绩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子"成

绩越好!生活质量满意度越高!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

相似$

'?&'5

%

"

本研究对山东和四川两省
'%<-

名儿童进行了横断面的

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生存质量不高!且存在多

个影响因素!在今后的留守儿童教育和身心发展的管理工作

中!应特别注重高年龄#留守时间长#学习成绩差的儿童!加强

监护人和父母对孩子的关爱程度!注重与孩子的交流!及时纠

正儿童不良的情绪和心结!从而使每个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实用价值!但也存在不足!研究

对象仅来自山东和四川两地!其研究结果的外推性尚待考察"

但本研究调查实施过程中!与当地学校密切合作!各班班主任

和调查员全程陪同调查!在严格的质量控制条件下完成数据的

收集和整理!确保了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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