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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麻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
及其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研究

胡月 韩娟 陈心广 杨森焙徐阳欢谢姝刘维韦

【摘要】 目的了解湖北省麻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探讨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的关

系。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在湖北省麻城市随机抽取2个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乡镇为调查现

场，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小学(6年级)、初中、高中各l所，以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筛选出l 031

名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利用自编社会资本问卷及《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进行调查。采用

f检验、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差异以及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的关

系。结果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为54．12％。随着每月零用钱的增多，外出打工父母与家里

联系频次的减少及想念父母频率的降低，心理问题检出率呈增长趋势，经趋势Z检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均P<O．01)。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留守儿童中高中生心理问题发生危险

高于小学生(OR=2．410．2．682)，对父母外出打工持“无所谓”态度(OR=2．048～2．420，均P<

0．001)会增加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发生危险。控制人口学特征及留守相关因素后，家庭(OR=

0．845，95％C／：0．801～0．891)、邻里(OR=O．867，95％CI：0．826～0．9lO)、学校(OR=O．893，95％CI：

0．863。0．923)社会资本为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结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较高，社

会资本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提高留守儿童家庭、邻里和学校社会资本有助于改

善其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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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f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 and to explo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capital．Methods A sample of l 03 l lefl·

behind children．aged l 0—1 8 years，wa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six schools of two townships in

Macheng city of Hubei province where large number of rural parents were working in the urban area．

Data from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llected among the sampled students from primary，middle

and high schools．using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s which targeting the‘leR-behind’condition and

social capital Mental Health Inventory of Middle．School Students(MMHI一60)．Ch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mental health among different groups．Spearman correlation and

logist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mental problems was 54．12％．Results from linear](2 test indicated

that the detection rates of mental problems were parallel with the monthly pocket money and the

reduction in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ing migrant father／mother(P<O．01)．ResulB from the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who were senior(OR=2．410—2．682，P<O．001)，

and who reported not caring about their parents(OR=2．048—2．420，P<O．001)were at increased risks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After controlling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itions of staying

relevant factors．family social capital(OR=O．845，95％CI：0．801一O．891)，neighborhood social capital

(OR=O．867．95％Cl：0．826—0．910)and school social capital(OR=O．893，95％CI：0．863—0．923)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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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ssociated with declined risk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in which the family social capital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as high among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atal area．Mu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assist these children in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us．One promising approach appeared to be improving social capitals which

would include family social capital．neighborhood social capital．and school social capital to assist

these children from avoid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Key words l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Mental health；Social capital

留守儿童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影响心理健

康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具有社会

网络、互惠性规范和信任等特征心1。有学者指出社

会资本对儿童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b1。有关农村留

守儿童与父母分离所导致的心理脆弱与社会资本之

间的关系研究尚少，本研究旨在了解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的状况，探讨其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湖

北省麻城市随机抽取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2个乡镇

为调查现场，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小学、初中、高中

各1所，于2012年11月调查抽取的6所学校小学6

年级学生和全部中学生。

2．研究变量：

(1)一般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级、父母职

业、家庭月收入等。

(2)留守状况特征：包括留守儿童的目前看护

人、每月零用钱、父母与家庭联系频次、对父母的想

念程度及对父母外出打工的态度等。

(3)心理健康：采用王极盛等¨1编制的《中国中

学生心理健康量表》(MMHI一60)，共60个条目，包

括偏执、强迫症状、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学习压力、

适应不良、敌对、抑郁、情绪不平衡、焦虑和心理不平

衡10个维度，5级评分，l～5分别表示“从无”，“轻

度”、“中度”、“偏重”、“严重”。各维度平均得分可初

步反映各因子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60项条

目得分的平均值为心理健康总均分，分值越高，提示

心理问题越严重。总均分>／2为有心理问题。

(4)社会资本：参照国外社会资本相关的评估工

具b1，结合我国儿童的实际状况，编制调查问卷，共15

个条目，包括家庭、邻里、学校社会资本3个维度，5级

评分制，各条目得分值越高，社会资本状况越好。问

卷内部一致性．营、Cronbach 0【系数为0．819，见表1。

3．质量控制：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医学研究生为

调查员，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指导语，说明研究

目的和意义以及填写注意事项，在学生知情同意下

匿名填写。问卷当场回收，审核后调查员署名并填

表1儿童社会资本评定的问卷设计及信度结果

注：问卷内部一致性总Cronbach a----0．819

写调查日期。

4．统计学分析：剔除无效问卷后，所有数据经

EpiData 3．1软件双份录入建立数据库，逻辑纠错。

运用SAS 9．2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f检验比较

不同人口学特征、留守因素下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

检出率，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并建立非条件多因

素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社会资本等变量对留守儿

童心理问题检出率的影响。采用逐步法筛选变量，

人选标准为P<0．05。

结 果

1．基本特征：共调查2 000名学生，回收问卷

1 926份，按留守儿童纳入标准筛选，最终获得留守

儿童有效问卷1 031份，留守率为53．53％，其中男生

547名(53．06％)、女生484名(46．94％)。平均年龄

(14．23±2．34)岁，年龄范围为10。18岁。l 031名

留守儿童中558名有心理问题，检出率为54．12％，其

中高中生心理问题检出率(65．46％)明显高于小学生

和初中生(43．63％、46．61％)，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

问题检出率呈增长趋势，经趋势f检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c2=一5．912，P<O．001)；母亲职业为“个体

户／商贩等”和“医生、教师和科技人员等”的心理问

题检出率高于其他职业组(如务农、临时工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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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c2=19．490，P<0．05)，不同性别、父

亲职业和家庭月收入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2．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与留守各因素的

关系：随着外出打工父母与家里联系频次的减少、

想念父母频率的降低以及留守儿童每月零用钱的

增多，心理问题检出率均呈增长趋势，经趋势)c2检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支持父母外

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最低(45．57％)，

持“无所谓”的检出率最高(71．24％)，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x2=46．405，P<0．000 1)。独自居住或亲戚家

居住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82．98％、59．38％)

明显高于和父／母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居住的留

守儿童(51．85％～54．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17．894，P=0．001)，见表2。

表2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与留守各因素的关系

注：。为趋势f值

3．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将留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总评分与社会资本各条目评分

分别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总评分与家庭、邻里、学校社会资本评

分均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1)。

其中，心理健康总评分与家庭社会资本评分相关

关系(r=一0．295)最为密切，其次是学校社会资本

(r=一0．260)。

4．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影响因素的非条件多

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心理健康、心理问题为因

变量(心理健康=0：总均分<2分；存在心理问题=

1：总均分≥2分)。以性别、年级、父母的职业、家庭

月收人、留守儿童目前的看护人、每月零用钱、父母

与家庭联系频次、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想念和对父母

外出打工态度及社会资本为自变量，采用非条件多

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高中生心理问题发生危险高

于小学生(OR=2．410～2．682)，对父母外出打工持

“无所谓”态度会增加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发生的危险

(OR=2．048～2．420，均P<0．001)。通过控制人口

学特征及留守相关因素的模型一、二、三检测，结果

显示，家庭、邻里、学校社会资本得分的增加可降低

心理问题发生的危险性，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

(OR=O．845，95％Ch 0．801～0．891；OR=O．867，

95％Ch 0．826—0．910；OR=O．893，95％CI：0．863—

0．923，均P<0．001)。家庭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

保护作用最强(OR=O．845，95％CI：0．801～0．891)。

进一步控制学校(家庭、邻里)社会资本和邻里(学

校、家庭)社会资本后，模型四显示家庭(邻里、学校)

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具有相关性，见表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麻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

检出率为54．12％，高于张万军等№1调查结果

(24．80％)，低于胡昆等⋯调查结果(57．14％)。此外，

高中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于小学、初中生，与

刘欣和陈青萍n1的一致，与罗静等隋1的相反。

Jennifer[9 3指出，与父母共同生活对青春期儿童

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表明，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受抚养状况等密切

相关n0|。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与留守儿童团聚越

频繁、联系越紧密，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越低；由

亲戚抚养或自我照顾的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不想

念外出打工父母或对父母外出打工持“无所谓”态度

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较高。此外，本研究显

示，留守儿童的零用钱越多，心理问题检出率越高。

社会资本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留守儿童的心理
健康总评分与家庭、邻里、学校社会资本评分均呈负

相关。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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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农村留守儿童社会资本影响心理健康的非条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注：at模型均是以人口学特征和留守因素为控制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的结果；一未考虑变量；。P<O．001；6P<O．05；‘P<O．01

口学特征以及留守相关因素表明，家庭、邻里、学校

社会资本越高，心理问题发生率越低，是心理健康的

保护因素，尤以家庭社会资本的保护作用最强。

Steinbeqgnll指出家庭的鼓励、支持和期望有助于孩
子形成健康的社会情感、正确的社会态度和良好的

社会关系。随着年龄增长，儿童与父母相处时间不

断减少，学校(老师、同学)、邻里在儿童社会化过程

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父母的信任、支持仍是儿童获

得情感支持的重要资源，这种信任、支持一旦缺失或

被剥夺，会降低儿童自我认同感，从而产生焦虑等心

理问题。家庭社会资本成为儿童心理健康的直接因

素或近因素n2I，而邻里、学校等社会资本除了对心理

健康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通过家庭社会资本或其

他因素对儿童心理健康产生间接作用n 3|。一些学者

也指出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可能通过社

会网络提供个体社会支持以缓冲遭遇的应激，通过

社会影响引导个体行为和健康促进n4I。但社会资本

影响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不清楚，还需进一步探讨。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校的留守儿童，未考虑

辍学等其他儿童；同时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因此为

更好地探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尚

需扩大样本，采用队列研究方法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得到联校教育社会科学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

(YXl200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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