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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小学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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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重庆市永川区小学阶段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为留守儿童心理研究和制订预防留守儿

童心理问题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

选用小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

F[;?C

%对永川区
9

所小学
9"#8

名在校小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定&其中非留守儿童
39#:

人"

2"4#:\

%!留守儿童为
!>$>

人"

3$4!#\

%&结果
!

共收回有效问卷为

98>3

份!有效回收率为
">43!\

&留守儿童
F[;?C

总分偏离检出率为
!34"#\

!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
F[;?C

总分偏离检出率

"

2433\

%$留守儿童学习障碍的偏离检出率为
!94"$\

!情绪障碍的偏离检出率为
!24#!\

!性格缺陷的偏离检出率为
!:432\

!社

会适应障碍的偏离检出率为
!34"!\

!品德缺陷的偏离检出率为
!94:8\

!不良习惯的偏离检出率为
!>42!\

!行为障碍的偏离检

出率为
!24>3\

!特种障碍的偏离检出率为
!!48:\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除性格缺陷(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

%外!其他
>

项检出率及评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男生学习障碍(情绪障碍(不良习惯分量表得分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4$>

%&高年级学生在学习障碍(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行为障碍分量表得分高于低年级

学生!差异有统计学差异意义"

!

#

$4$>

%&结论
!

重庆市永川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较非留守儿童问题更为严重!

在开展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尤其应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并针对不同年龄和性别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关键词$

!

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病例对照研究$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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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学龄阶段儿童在农村留守儿童中所占比例为

3:4$!\

#总数达
!">3

万$这群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时期的孩

子#缺乏健康的家庭教育环境#多数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

心理问题较非留守儿童更突出$家庭对儿童的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父母外出务工造成父母一方或双方家庭角色的缺

失#带来了一系列不利于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家庭环境变化$

作为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近

年来得到广泛的关注$本研究对重庆市永川区
9

所小学
!

'

2

年级的在校学生进行调查$以小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

!

F[;?C

"为调查工具#以了解永川区农村学龄儿童心理健康

8>3!

重庆医学
:$!2

年
9

月第
9>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永川区科委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f@?@

#

:$!3<@#$!3

"$

!

作者简介%李世玲!

!"##%

"#住院医师#硕士#主要从事临

床儿科工作$

!

"

!

通讯作者#

&'()*+

%

!!$:>#:$88

!DD

45.(

$



状况#为进一步干预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对永川区
9

所小学!吉安小学*南郊小学*双

石小学*兴隆小学"

!

'

2

年级的
9"#8

人进行调查其中留守儿

童
!>$>

人#非留守儿童
39#:

人$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9"#8

份#共收回问卷
9"!:

份#有效问卷为
98>3

份#有效回收率为

">43!\

$其中非留守儿童共回收有效问卷
3338

份#有效率

为
">4#9\

#男生
!"8!

!

>"4$8\

"#女生
!322

!

9$4"3\

"$留守

儿童共收回有效问卷为
!9!2

份#有效率为
"94$"\

#男生
8>$

例!

>:4"8\

"#女生
222

例!

984$3\

"'

!

年级
!2!

例!

!!438\

"#

:

年级
!98

例!

!$43#\

"#

3

年级
33:

例!

:349>\

"#

9

年级
::9

例!

!>4#!\

"#

>

年 级
:>9

例 !

!84"9\

"#

2

年 级
:"#

例

!

:!4$>\

"$

?4@

!

方法
!

对各班班主任进行培训#由各班级班主任对学生

进行调查#根据学生情况填写问卷$问卷内容包括%!

!

"一般情

况调查#包括小学生的性别*年级和学校$!

:

"心理健康情况调

查#采用
F[;?C

#该量表是由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同部分小学

教师一起共同研究开发#对筛选*诊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有一定的成效$量表由
#

部分组成#共
#$

个项目#每
!$

个项

目组成一个分量表包括学习障碍*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适

应障碍*品德缺陷*不良习惯*行为障碍*特种障碍$采用三点

计分模式#即选择.没有/计
$

分#选择.偶尔/计
!

分#选择.经

常/计
:

分$将各个分量表项目的分数分别累加#即可得到量

表的总分$总分在
2>

分或以上#一般可以认为存在心理健康

问题$若一个分量表的合计分数达到
!$

分或
!$

分以上#一般

可以认为存在该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

?4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4$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Bb6

表示#比较采用
2

检验及方差分析#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偏离检出率
!

分别以
F[;?C

总分及各因子分数的
k1

为界定#高于此标准视为偏离#统计出偏离人数并计算出偏离

检出率#见表
!

$除了性格缺陷*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
3

个

子量表以外#其余各子量表的评分及
F[;?C

的总分在两组

小学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4@

!

不同性别小学生心理健康情况
!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

男生学习障碍*情绪障碍*不良习惯分量表得分均高于女生#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留守儿童男生社会适应障碍*品

德缺陷*得分也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见

表
:

$

@4A

!

不同年级儿童心理健康情况
!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低

年级和高年级儿童在学习障碍*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适应

障碍*品德缺陷*行为障碍分量表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不良习惯和特种障碍分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

"#见表
3

$

表
!

!!

F[;?C

各分量表及总分偏离检出率

分量表
偏离人数(

)

!

\

")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

:

!

偏离分数!

Bb6

#分"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

:

!

学习障碍
:!!

!

!94"$

"

:$#

!

24:3

"

#24>2> $4$$$ 94$b34! :4>b!49 !84>9: $4$$$

情绪障碍
:3#

!

!24#!

"

:29

!

84"!

"

!3"498: $4$$$ 34!b:42 !4"b$4# !249"3 $4$$$

性格缺陷
!8>

!

!:432

"

9!$

!

!:4:"

"

34$## $4$8" 94!b:4" 34"b!4: $4$8# $4"3#

社会适应障碍
!"8

!

!34"!

"

92!

!

!34#$

"

$4$9# $4#:2 :48b:42 :42b:49 !48:9 $4$#>

品德缺陷
:$:

!

!94:8

"

9:8

!

!:4#$

"

!4>"$ $4:$8 :4:b:43 :4:b:4! $4888 $4938

不良习惯
::!

!

!>42!

"

:>$

!

849"

"

!3>4>99 $4$$$ :4:b:4> !49b$42 !!4:>9 $4$$$

行为障碍
:39

!

!24>3

"

::"

!

24#8

"

"94#83 $4$$$ 94!b:42 342b:42 >4>># $4$$$

特种障碍
!22

!

!!48:

"

!!8

!

34>$

"

!"4!"2 $4$$$ :4$b:4: !48b!4> 34>:> $4$$$

F[;?C

总分
!"#

!

!34"#

"

:!!

!

2433

"

!$!42>2 $4$$$ :948b!948 !"49b!342 !$429! $4$$$

表
:

!!

不同性别
F[;?C

各分量表得分比较'

Bb6

+分(

分量表
留守儿童!

)_!9!2

"

男!

)_8>$

" 女!

)_222

"

2 !

非留守儿童!

)_3338

"

男!

)_!"!8

" 女!

)_!322

"

2 !

学习障碍
943b34: 342b:4" 94:":" $4$$$ :4#b!4> :4:b!49 !!42!:2 $4$$$

情绪障碍
343b:48 34$b:49 34:#98 $4$$! :4$b$4# !4"b$4# 34>3$3 $4$$$

性格缺陷
94:b:4# 94!b:48 $42#:! $49"> 34"b!4: 34"b!43 $4$$$$ !4$$$

社会适应障碍
>4"b34$ :48b:49 :!4"#$" $4$$$ :42b:42 :4>b:43 !4!3"$ $4:>>

品德缺陷
:42b:4: !4"b:43 >4#9"> $4$$$ :4:b:4: :4!b:4$ !433:# $4!#3

不良习惯
:4>b:49 :4!b:43 34!":! $4$$! !4>b$4> !43b$42 !$43#2: $4$$$

行为障碍
943b:42 34"b:42 :4##"> $4$$3 342b:49 34>b:42 !4!329 $4:>2

特种障碍
:4$b:4: !4#b:4! !48993 $4$#! !48b!4> !42b!49 !4"3>9 $4$>3

F[;?C

总分
:24>$b!9422 ::4#$b!94:> 94#$3$ $4$$$ :$48b!34: !849b!94$ 24">93 $4$$$

#>3!

重庆医学
:$!2

年
9

月第
9>

卷第
!$

期



表
3

!!

不同年级
F[;?C

各分量表得分比较'

Bb6

+分(

分量表
留守儿童!

)_!9!2

"

低年级!

)_29$

" 高年级!

)_882

"

2 !

非留守儿童!

)_3338

"

低年级!

)_!2:>

" 高年级!

)_!8!:

"

2 !

学习障碍
34#b34: 94:b:4" :4929# $4$!3 :4!b!49 :4"b!42 !>433#2 $4$$$

情绪障碍
:4#b:49 349b:4> 94>82> $4$$! !4#b$42 :4!b$4" !!4:2## $4$$$

性格缺陷
34#b:42 942b:4" >49!!# $4$$$ 342b!4: 943b!43 !24!3"> $4$$$

社会适应障碍
:4#b:42 34:b:4> :4"9:8 $4$$3 :4#b:49 :43b:4: 24:8#$ $4$$$

品德缺陷
!4"b:4: :42b:4: >4">#" $4$$$ !42b!4" :49b:43 !$4":3$ $4$$$

不良习惯
:4:b:49 :43b:4: $4#!2" $49!9 !49b$4> !49b$42 $4$$$$ !4$$$

行为障碍
34:b:49 94>b:43 !$438"$ $4$$$ 34$b:4: 34#b:48 "43>9# $4$$$

特种障碍
!4"b!4# !4#b:4$ $4"8"9 $43:8 !42b!49 !48b!42 !4"!83 $4$>>

F[;?C

总分
:24>b!948 ::4#b!943 948""# $4$$$ :$48b!34: !849b!94$ 84$2"8 $4$$$

A

!

讨
!!

论

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根据
:$!$

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报道#我国流动人口为
:2!3"

万人#全国留守儿童规

模为
2"8:48>

万#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为
2!$:4>>

万#较
:$$>

年增加了
:9:

万(

!

)

#全国留守儿童中超过
#$\

居住在农村(

:

)

$

小学学龄阶段儿童在农村留守儿童中所占比例为
3:4$!\

#总

数达
!">3

万(

!

)

$本次调查永川区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为

3$4!#\

#与全国水平接近$张帆等(

3

)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心

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文献的系统回顾发现#从
:$$>

年开始#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数量逐年增多#根据已有的研究发

现#父母双方或单方与留守儿童长期分离#缺少父母的关爱#监

护教养方式不当或监护人文化素质过低等原因#可能对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

王芳梅(

9

)调查显示性格缺陷和学习障碍是影响农村小学

生心理健康的首要问题$明文东等(

>

)调查发现山区小学生心

理健康偏离总检出率为
!94:\

#主要存在学习障碍!

!#4>\

"*

性格缺陷!

!84:\

"*行为障碍!

!>4#\

"等心理问题$范婷琳

等(

2

)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习障碍!

3"432\

"*性格缺

陷!

#42!\

"和社会适应障碍!

#432\

"阳性检出率均明显高于

城市学生!

!#4$$\

*

34>2\

和
:49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谭晓云等(

8

)对北京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在校就读

子女身心健康状况调查#外来生的心理量表总分及各子量表的

评分均高于本地生$本研究经统计学检验#除了性格缺陷*社

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
3

个子量表以外#其余各子量表的评分

及
F[;?C

的总分在两组小学生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4$>

"$王芳梅(

9

)研究未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

健康存在显著差异#可能与调查人数较少#且学生间巨大差异

有关$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男生学习障碍*情绪障碍*不良习

惯得分均高于女生#留守儿童男生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不

良习惯得分也高于女生#与王芳梅(

9

)

*彭厚鹏等(

#

)的研究结果

相符#聂晶等(

"

)认为#女孩大脑发育早于男孩#所以总体认知能

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在小学阶段的成绩往往优于男

生#且女生更善于情绪表达#即使出现心理问题#可能通过倾诉

很快得到释放#而男生不善于表达情绪#进而导致问题越积越

多$高年级学生在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

陷方面的问题较低年级学生明显#高年级小学生处于向青春期

过渡阶段#其身心的巨变导致心理状况容易波动#从而导致情

绪障碍*性格缺陷$并且随着生活经验的增加#社会环境的影

响#高年级小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易产生冲突#从而导

致品德障碍*社会适应障碍$父母在教育子女方面存在的问题

较多#建议提高父母的自身素质*改善父母的教育态度等#以便

提高农村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因此#在开展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尤其应重视农

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并针对不同年龄和性别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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