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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儿童中心 2006 年公布的《中国儿童的生

存与发展：数据和分析》报告指出，在 3.4 亿未成年儿

童青少年中，300 余万人面临各种心理健康问题[1]，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态一直备受关注。父母外出务

工被认为是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

之一，但对于其内在作用机制尚无定论。许多研究

发现，留守儿童的学业焦虑和人际焦虑水平较非留

守儿童高[2]，留守儿童的抑郁、孤独感、自卑水平高

于非留守儿童[3-5]，留守儿童出现孤独感和抑郁情绪

的概率更高[6，7]。留守儿童的主观社会支持能正向预

测其人际和谐与生活独立，孤独感在其中起中介作

用[8]。对于儿童而言，家庭是最初的社会关系，父母

是其最初的人际互动对象。儿童的基本生活需求依

赖于与他人之间建立的安全、信任的紧密联系。父

母提供的情感温暖与照顾有助于儿童与他人建立安

全 信 任 的 关 系 ，这 是 儿 童 社 会 化 过 程 的 重 要 部

分[9-11]。研究表明在婴儿期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在学

校表现更好，并且经历的社会性焦虑更少[12]。即使

在婴儿期之后，父母的陪伴和照顾对孩子同样重

要。研究表明，父母情感温暖与儿童心理健康呈显

著正相关[13]，父母温暖关爱的教养方式是留守儿童

心理弹性的重要保护因素[14]。经历过父母缺席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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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父母情感温暖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孤独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

用。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使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UCLA 孤独感量表简版及青少

年心理健康评定简明问卷对湖南省 6 个县市的 479 名 3~7 年级留守儿童进行在线问卷调查。结果：父母情感温暖、

孤独感、领悟社会支持均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孤独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父母情

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之间起完全链式中介作用。结论：父母外出务工不是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直接原

因，而父母情感温暖不足可能通过提高儿童孤独感进而降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而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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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lonelines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ethods: An on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79 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grades three to seven in six counties and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using 
the short-form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for Chinese (s-EMBU-C),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the short-form UCLA loneliness scale (ULS-8), and the brief instrument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youths (BIOPHY). Re⁃
sults: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loneliness,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al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ental health. Further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loneliness and social support played a full chain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Conclusion: Parents’ migration for work is not a direct factor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hile emotional warmth and so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parents are ben‐
eficial for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level. Loneliness is a risk factor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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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在自我意识、自尊和自信方面表现较差，孤独感水

平也比同龄人更高[15，16]。这表明父母持续地与孩子

保持情感联结对于儿童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父

母外出务工会中断和破坏与儿童的情感关系，从而

可能使儿童产生孤独感、社会适应困难及社会支持

缺失等问题[17]，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

旨在探讨父母情感温暖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

关系，以及儿童孤独感和感知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

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对湖南省益阳、邵阳、湘

西、怀化、浏阳、长沙等 6 市（县）的留守儿童进行问

卷调查，共收到 576 份问卷，剔除无效样本和非留守

儿童数据，获得 479 份有效留守儿童数据，有效率为

83.16%。 其 中 男 生 236 人（40.51%），女 生 243 人

（59.49%）。样本包括小学一年级到七年级学生。

1.2    研究工具

1.2.1    基本信息问卷    15 个项目，包括儿童年级、

性别、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学历、父母婚姻状

态、父母外出务工情况、与父母的关系、睡眠时间与

时长、使用电子产品时间、运动习惯等。

1.2.2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hort-form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for Chinese，s-
EMBU-C)[18]    包括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 3 个

维度，分为父亲版和母亲版，各 21 个条目。使用 4 级

计分，得分越高相应维度的父/母教养方式越明显。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19]    所用严标宾和郑雪的修订版本，分

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 3 个维度，共 12 个

条目。使用 5 级计分，以总分反映社会支持水平，得

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1.2.4    UCLA孤独感量表简版(University of Califor⁃
nia Los Angeles Loneliness Scale, ULS-8)    采用 Hays
等修订的 8 条目版本，使用 4 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

个体的孤独感越强。王力、陈维等研究显示该量表

在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和跨性别、跨时

间测量等值性[20]。
1.2.5    青少年心理健康评定简明问卷(Brief Instru⁃
ment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Youths，BIOPHY)[21] 
    采用陶芳标等修订的 15 条目版本，包括情绪、品

行、社会适应 3 个维度，采用 6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

心理健康状态越差。

1.3    研究方法

采用方便取样法，数据收集采用线上调查形式，

使用 SPSS 24.0 进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父母情感温暖、孤独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父母情感温暖与儿童孤独感、社

会支持及心理健康显著相关，孤独感、社会支持均与

心理健康显著相关。详见表 1。

表1    父母情感温暖、孤独感、

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注：**P<0.01。

2.2    孤独感和社会支持在父母情感温暖与心理健

康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在 SPSS 24.0 中采用 Process 程序进行链

式 中 介 效 应 分 析 。 根 据 Process 简 单 中 介 效 应 程

序[22]，选择模型 6，Bootstrap 样本数设为默认的 5000，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父母情感温暖显著负向预测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总分，显著负向预测孤独感。同

时考虑孤独感和父亲情感温暖对社会支持的作用

时，父亲情感温暖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支持，孤独感显

著负向预测社会支持。同时考虑孤独感和母亲情感

温暖对社会支持的作用时，母亲情感温暖显著正向

预测社会支持，孤独感显著负向预测社会支持。同

时考虑孤独感、社会支持和父亲情感温暖对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总分的作用时，孤独感显著正向预测心

理健康总分，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总分，

父亲情感温暖对心理健康总分无显著预测作用。同

时考虑孤独感、社会支持和母亲情感温暖对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总分的作用时，孤独感显著正向预测心

理健康总分，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总分，

母亲情感温暖对心理健康总分无显著预测作用。

进一步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3。结果表明，孤独感

和社会支持在父母情感温暖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总

分之间起完全链式中介作用。

父亲情感温暖

母亲情感温暖

心理健康

孤独感

-0.437**

-0.452**

   0.494**

领悟社会支持

  0.655**

  0.629**

-0.488**

心理健康

-0.358**

-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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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总分

与父母情感温暖、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与孤

独感呈显著正相关，这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2，13，23]。
有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的自我意识发展水平、生活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及综合社会适应能力均比非留守

儿童差[24]。留守儿童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可能因为

缺少依恋对象而无法满足情感需求，也可能因父母

不在身边而体验不到父母情感温暖，因而产生孤独

感。遇到学习、人际问题时由于父母缺席而难以获

得社会支持。因此，父母外出务工可能通过复杂的

内在机制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石智雷等研究发

现，在父母外出工作的情况下，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和

社交回避倾向分别增加了 10.63% 和 10.96%。而母

亲外出务工比父亲外出务工更容易使留守儿童产生

孤独感。年龄越小的留守儿童孤独感越高。随着年

龄的增长，留守儿童更倾向于回避社交[25]。
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父母情感温暖通过

儿童孤独感和领悟社会支持负向预测心理健康总

分，孤独感和领悟社会支持在父母情感温暖与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总分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包括孤独感

和领悟社会支持的独立中介作用及二者的链式中介

作用）。本研究结果提示，外出务工父母应加强与留

守儿童的情感联结，提高沟通频率和质量。即使不

在孩子身边也应通过语言和情绪给孩子传递温暖和

关怀，以减少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提高领悟社会支持

水平，进而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影响留守儿童心

理健康的因素是复杂的，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及

社会环境因素[26-28]。将来需进一步探索留守儿童个

人因素、家庭与学校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对其心

表2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

注：***P<0.001。

表3    孤独感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总中介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总中介效应

总效应

路径关系

X1→Y

X1→M1→Y

X1→M2→Y

X1→M1→M2→Y

X2→Y

X2→M1→Y

X2→M2→Y

X2→M1→M2→Y

效应值

-0.0115

-0.1432

-0.1647

-0.0390

-0.3470

-0.3584

-0.0162

-0.1475

-0.1534

-0.0410

-0.3419

-0.3580

boot 标准误

1.0494

0.0288

0.0444

0.0112

0.0460

0.8840

1.0854

0.0294

0.0410

0.0112

0.0418

0.9346

boot 95% CI 下限

-2.2993

-0.2050

-0.2555

-0.0634

-0.4395

-0.4395

-2.4863

-0.2094

-0.2387

-0.0651

-0.4255

-0.4255

boot 95% CI 上限

  1.8249

-0.0915

-0.0810

-0.0191

-0.2595

-0.2595

  1.7793

-0.0944

-0.0749

-0.0205

-0.2623

-0.2623

注：X1=父亲情感温暖，X2=母亲情感温暖，M1=孤独感，M2=领悟社会支持，Y=心理健康总分。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心理健康总分

孤独感

社会支持

心理健康总分

心理健康总分

孤独感

社会支持

心理健康总分

预测变量

父亲情感温暖

父亲情感温暖

孤独感

父亲情感温暖

孤独感

社会支持

父亲情感温暖

母亲情感温暖

母亲情感温暖

孤独感

母亲情感温暖

孤独感

社会支持

母亲情感温暖

整体拟合指数

R
0.3584

0.4370

0.7043

0.5638

0.3580

0.4515

0.6820

0.5639

R2
0.1285

0.1909

0.4960

0.3179

0.1282

0.2039

0.4652

0.3180

F
  70.3220***

112.5801***

234.2304***

  73.7969***

  70.1424***

122.1427***

206.9853***

204.2266***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3584

-0.4370

-0.2870

  0.5299

  0.3278

-0.3109

-0.0115

-0.3580

-0.4515

-0.2943

  0.4965

  0.3266

-0.3089

-0.0162

SE（β）

0.0427 

0.0412 

0.0362 

0.0362 

0.0448 

0.0534 

0.0507 

0.0428 

0.0409 

0.0376 

0.0376 

0.0451 

0.0518 

0.0497 

t
-8.3858***

-10.6104***  

-7.9326***

14.6471***

  7.3128***

-5.8246***

-0.2260      

-8.3751***

-11.0518***  

-7.8342***

13.2173***

  7.2376***

-5.9617***

-0.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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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的综合影响，特别是探索有利于维持和促进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为提升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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