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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消极情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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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问卷#中学生版$对
&!#

名农村

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

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学业拖延呈显著负相关!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能显著预测学业拖延!主观幸福感在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学业拖延!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农村留守儿童

中图分类号!

G''!

!!!!!!!!

文献标识码!

H

!!!!!

文章编号!

!"C%BAA"4

#

!"#$

$

"%B""!&B"%

IJF

获取!

1<<

K

&))

;22

6

;/2

=

@3

L

)*+,-.@M,

)

M1

)

3,N52@-;

K

2

!!

!"#

&

#"@##CC%

)

L

@3;;,@!"C%BAA"4@!"#$@"%@""%

A.)+,#"%4+1"%

B

>.*:.#0.!?":#+)?8

((

"*,

%

?89

G

.:,#0.H.))B9.#%

B

+%!

$:+!.1#:>*":*+4,#%+,#"%"2A8*+)C.2,B9.-#%!3-#)!*.%

H"IL%2';)*2

3

%

HI#A*2'

K

/12

#

F*

G

19@=*2@&

7

8:

>

;)&6&

3>

%

H&2

3>

12,2/B*9:/@

>

%

H&2

3>

12

%

!%

M

/12&D'"#!

%

5)/21

$

$94,*+:,

&

V,)+N5+<)52

K

.)+5+5.-<3),;-8),

QK

5+M53:5N;)M3-.;*

KK

)+<

%

;*R

L

5M<3:5U5..BR53,

Q

-,N-M-N583M

K

+)M+-;<3,-<3),)/

+*+-..5/<BR513,NM13.N+5,

%

&!#.5/<BR513,NM13.N+5,U5+53,:5;<3

Q

-<5NU3<1I5+M53:5N0)M3-.0*

KK

)+<0M-.5

%

b1).5[3/5

0-<3;/-M<3),0M-.5

%

I);3<3:5-,N75

Q

-<3:5H//5M<0M-.5-,NH3<S5,HM-N583MI+)M+-;<3,-<3),/)+>3NN.50M1)).0<*N5,<@Z15

+5;*.<;3,N3M-<3),;-+5-;/)..)U;

&

K

5+M53:5N;)M3-.;*

KK

)+<-,N;*R

L

5M<3:5U5..BR53,

Q

-+5;3

Q

,3/3M-,<.

=

,5

Q

-<3:5.

=

M)++5.-<5NU3<1

-M-N583M

K

+)M+-;<3,-<3),)/+*+-..5/<BR513,NM13.N+5,

!

K

5+M53:5N;)M3-.;*

KK

)+<-,N;*R

L

5M<3:5U5..BR53,

Q

M-,;3

Q

,3/3M-,<.

=

K

+5N3M<-M-N583M

K

+)M+-;<3,-<3),)/+*+-..5/<BR513,NM13.N+5,

!

;*R

L

5M<3:5U5..BR53,

QK

.-

=

5N

K

-+<.

=

-,3,<5+85N3-+

=

+).5

R5<U55,

K

5+M53:5N;)M3-.;*

KK

)+<-,N-M-N583M

K

+)M+-;<3,-<3),)/+*+-..5/<BR513,NM13.N+5,@

;.

6

<"*!4

&

-M-N583M

K

+)M+-;<3,-<3),

!

K

5+M53:5N;)M3-.;*

KK

)+<

!

;*R

L

5M<3:5U5..BR53,

Q

!

+*+-..5/<BR513,NM13.N+5,

!!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大量青壮年赴城市务

工%这些外出务工的青壮年由于工作不方便照看孩

子等原因%给农村留下了现代社会关注的弱势儿童

群体之一"""农村留守儿童'从已有对农村留守儿

童的研究来看%从传统心理学视角研究农村留守儿

童心理问题的文献较多%从积极心理学视角研究农

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方面的文献相对偏少!

研究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健康#如焦虑(抑郁$的文献

较多%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学业行为#如学业拖延行

为(学业求助行为$的文献偏少!理论研究的文献较

多%实证研究的文献相对不足'据此%本文拟用实证

研究方法从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角度探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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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留守儿童学业拖延行为的影响因素'

学业拖延行为通常被视为一种消极的(适应不

良的行为%是.有目的地推迟必须完成的学习任务的

行为/

0

#B!

1

'学业拖延不仅会对个体的学业成绩产

生负性影响%而且会消极影响其身心健康%因此研究

者们对学业拖延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少研究0

&B'

1

'

既往对学业拖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控

力(时间管理倾向(完美主义(神经质(自尊(自我效

能感(动机等方面'研究普遍发现%自控力(积极完

美主义(自尊(时间管理倾向(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

延呈负相关%消极完美主义(神经质与学业拖延呈正

相关'但目前对学业拖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常家

庭环境中的大中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对留守儿童

学业拖延的关注很少%而有研究显示农村留守儿童

比非留守儿童存在更多的学业拖延问题0

&

1

'为预防

和干预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拖延问题的对策提供实证

依据%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发展和身心健康%很

有必要研究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拖延的影响因素'研

究普遍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更孤

独(抑郁(缺安全感%经历更多生活事件%更常采用消

极应对方式0

'BA

1

'结合学业拖延的研究现状%我们认

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拖延的成因可能与其薄弱的

社会支持(更多的消极情感(更少的积极情感有关'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

如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人#如亲戚(老师(同学$的

尊重(支持和理解'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标

准对其整体生活质量做出的综合判断%它包括生活

满意度#对生活状况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积极

情感和消极情感$

0

$

1

'研究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会影

响个体的抑郁(焦虑和行为!领悟社会支持比实际社

会支持更影响个体的适应性%更能预测个体的幸福

感!领悟社会支持会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领悟到较

多的社会支持能使个体更好地处理问题%而不是回

避问题或采取情绪化的应对方式!经常拖延可能与

家庭关系的不良(社会关系的缺失或对社会关系的

不满等有关联!农村留守儿童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问题行为越少0

CB##

1

'综上%我们提出以下待验证的

假设&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拖延与领悟社会支持(主观

幸福感有关%且领悟社会支持可通过主观幸福感的

中介作用来影响学业拖延'

一"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福建省福州市(南平市(泉州市(

龙岩市四所农村初中%共
&!#

人#家庭所在地为农

村%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不少于
D

个月$%其中

男生
#&&

人%女生
#$$

人!初一年级
#!#

人%初二年

级
C$

人%初三年级
#"!

人!独生子女
'%

人%非独生

子女
!AD

人'

#二$研究工具

#@H3<S5,

拖延问卷$中学生版%

该问卷由任务厌恶与失败恐惧两个维度构成%

包括
#&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

级评分%其中项目

&

(

%

(

C

(

##

(

#!

(

#&

为反向计分题'总分越高表示学

业拖延越严重0

#!

1

'本研究中该问卷及任务厌恶(失

败恐惧的
E+),R-M1

!

系数分别为
"@$#"

(

"@$"'

(

"@D&"

'

!@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包含了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

#老师(同学(亲戚$三个维度%共
#!

个项目%每个项

目采用
A

级评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感受到的总的

社会支持水平越高0

#&

1

'在本研究中总量表及家庭

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的
E+),R-M1

!

系数依次

为
"@C"!

(

"@A&%

(

"@$!#

(

"@$!'

'

&@

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

该量表共
A

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
%

级评分'

其中项目
&

和项目
'

为反向计分题'量表总分越

高%表明被试的生活满意度越高0

#'

1

'在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
E+),R-M1

!

系数为
"@%%A

'

'@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

该量表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共

#'

个项目%其中积极情感有
$

个项目%消极情感有
D

个项目%采用
'

级评分'属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

的项目得分相加得到各自维度分0

#%

1

'本研究中该

量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

别为
"@ACA

(

"@A##

'

#三$统计分析

采用
0I00#C@"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的

统计方法主要是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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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

#一$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

与学业拖延的相关分析

对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及其维度(生活

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主观幸福感与学业拖

延及其维度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领悟社会支持及其维度(主观幸福感(生活满

意度(积极情感与学业拖延及其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消极情感与学业拖延呈显著正相关'

表
#

!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

学业拖延的相关分析结果

任务厌恶 失败恐惧 学业拖延

家庭支持
B"@&%D

###

B"@&"A

###

B"@&C"

###

朋友支持
B"@!%!

###

B"@!D%

###

B"@!C$

###

其他支持
B"@&!!

###

B"@&&A

###

B"@&$"

###

领悟领会支持
B"@&%#

###

B"@&''

###

B"@'"'

###

生活满意度
B"@!'"

###

B"@&D!

###

B"@&&'

###

积极情感
B"@!D%

###

B"@'#&

###

B"@&A'

###

消极情感
"@&&&

###

"@#'D

##

"@&""

###

主观幸福感
B"@&A'

###

B"@'&A

###

B"@'D!

###

!!

注&

"

主观幸福感总分
c

生活满意度得分
_

积极情感

得分
T

消极情感得分%下同'

#

##

I

$

"@"#

%

###

I

$

"@""#

'

#二$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的相关分析

对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及其维度与生活

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主观幸福感进行皮尔

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领悟社会支持及

其维度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及

其维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

正相关'

表
!

!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

幸福感的相关分析结果

生活

满意度

积极

情感

消极

情感

主观

幸福感

家庭支持
"@&#"

###

"@'%&

###

B"@&%A

###

"@%#"

###

朋友支持
"@!"D

###

"@&%D

###

B"@!%!

###

"@&A#

###

其他支持
"@!D!

###

"@''#

###

B"@&!$

###

"@'DC

###

领悟社

会支持
"@!C&

###

"@'A!

###

B"@&%&

###

"@%"C

###

!!

注&

###

I

$

"@""#

%下同'

#三$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在领悟社会支持

与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

运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考

查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是否在领悟社会支持与

学业拖延之间起中介作用%结果如表
&

所示#呈现形

式马皑的论文0

#D

1

$%主观幸福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

学业拖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
'!@!A]

'

三"讨论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和学业拖延的

关系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亲情的缺失%会感受到更多

的孤独(抑郁等消极情绪情感%更少的积极情绪情

感%生活满意度相对较低%进而使他们对学习失去兴

趣%出现更多的学业拖延'从相关分析结果可知%消

极情感(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与学业拖延的任务厌

恶维度相关密切程度%提示要减少学生由于厌学而

出现的学业拖延可综合从减少消极情感(增加积极

情感(提高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着手!与消极情感相比%

表
&

!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步骤 自变量 因变量
P

#

0̀

$

$

%

\

!

第一步 领悟社会支持 学业拖延
B"@!D'

#

"@"&!

$

B"@'#"

###

"@#DD

###

第二步 领悟社会支持 主观幸福感
"@&%"

#

"@"&'

$

"@%"!

###

"@!'C

###

第三步
领悟社会支持

主观幸福感
学业拖延

B"@#%!

#

"@"&D

$

B"@!&A

###

B"@&#$

#

"@"%#

$

B"@&'%

###

"@!%&

###

-

#

0-

$

"@&%"

#

"@"&'

$

R

#

0R

$

B"@&#$

#

"@"%#

$

M

#

0M

$

B"@!D'

#

"@"&!

$

M

*#

0M

*$

B"@#%!

#

"@"&D

$

!!

注&

"

所有回归分析都以虚拟化后的被试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因素为控制变量!

#

回归分析前%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主观幸福感总分(学业拖延总分已中心化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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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与学业拖延的失败恐惧维度

相关更密切%提示要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由于对学业

失败的恐惧而出现的学业拖延%不仅要减少其消极

情感%更要注重增加其积极情感(提高其生活满意

度%其中机理可能是积极情感更多(生活满意度高的

留守儿童%其学业自我效能感更高%进而会更少有

.由于对学业失败的恐惧而出现的/学业拖延0

#A

1

'

总体上看%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与学业拖延

相关较为密切%主观幸福感越低%农村留守儿童学业

拖延行为越多%其中机制之一可能是主观幸福感低

的留守儿童易出现学习倦怠%而学习倦怠往往会导

致学业拖延的增加0

#$

1

'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和学业拖延

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呈显著

负相关%且领悟社会支持能显著预测学业拖延%提示

农村留守儿童感知到越多的社会支持%学业拖延行

为越少'对于此结果%可以从几方面去理解&一是%

家庭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家庭是儿童

的一个学校%家庭对儿童的支持是一个基础%若学生

能体会到家庭支持的存在%并很好地获得家庭支持%

通过正向迁移%学生可以更好地领悟到朋友支持和

其他支持'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外出务工%农

村留守儿童一般并不能获得并领悟到完整的家庭支

持%可能使留守儿童领悟不到他人对其学业的期望%

认为他人并不关心他们的学习%这致使他们容易出

现学业拖延'二是%由于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的匮乏%

教师数量的缺乏%使农村留守儿童的.其他支持/中

的.教师支持/难以得到满足'教师可能对学生有学

业期待%但不知道如何让学生体会%教师过少的人数

不足以关注太多的学生%不能花更多的心思去催促

学生完成作业%致使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拖延更严重'

三是%如果老师对学生有更高的期望%那么学生的责

任感就会更强%学生的学业拖延水平会更低'但是

在农村%教师都普遍反映农村学生的素质低下%不爱

学习%还爱与老师作对%因此农村教师对学生的一个

期望值相对较低%给予学生的一个支持相对也较少%

同时学生的责任感弱%对学习的积极性低%拖延行为

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与朋友

支持相比%家庭支持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拖延的相

关可能更密切'这些结果提示%减少农村留守儿童

学业拖延%可考虑从提高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着手%

在发挥朋友(老师(同学(亲戚支持作用的同时%尤其

是要注重发挥家庭支持的作用%并让留守儿童感知

到完整的关爱'

本研究显示%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不仅

可直接影响学业拖延%还可以以主观幸福感为中介

影响学业拖延'因此%干预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拖

延不仅可从优化领悟社会支持着手%也可从提升主

观幸福感方面着手'从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的相关分析来看%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到的家庭支持(

其他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较为密切%提示提升农

村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不仅发挥其朋友支持的

作用%更要发挥留守儿童的家庭(亲戚(教师(同学的

作用'从领悟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

极情感的相关分析结果来看%农村留守儿童领悟到

更多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增加其积极情感和生活满

意度(减少其消极情感!从密切程度来看农村留守儿

童领悟社会支持与积极情感关系最为密切%提示为

农村留守儿童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并让他们感

受到这些支持%不仅有助于减少其消极情感(提高其

生活满意度%更有助于增加其积极情感%这些都有助

于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进而减少其学

业拖延行为'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农村留守儿

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学业拖延呈显著负

相关!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能显

著预测学业拖延!主观幸福感在农村留守儿童领悟

社会支持与学业拖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二$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要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拖

延行为%可从以下方面考虑&

其一%提升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水平'不

仅要降低留守儿童消极情感水平%更要提升其积极

情感水平和生活满意度'因此%在农村中小学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尤其是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显得尤为

重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积极教育得到大

力倡导%要提升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减少学业拖

延行为%应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中全面

D!



!

总
&'

卷 赖运成%林文倩&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

渗透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理念%并结合

实际情况践行理念'

其二%提升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提升留守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既有助于提升留

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也有助于降低其学业拖延程

度%因此在为农村留守儿童完善社会支持系统的同

时%要注意引导留守儿童去感知并利用社会支持系

统%鼓励其当学业上遇到难题时能求助朋友(同学和

老师%以减少学业拖延行为'家人(老师等在为留守

儿童提供社会支持时%要根据留守儿童的特点和需

求%提供其所需的支持%这样的社会支持才易被其领

悟为社会支持%进而发挥社会支持的更大作用'应

强调的是%总体上看%相对于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

家庭支持与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学业拖延最为

密切%因此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过程中尤其要

让其领悟到来自家庭的支持'

其三%以系统观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教育/

工作'本研究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及其家庭支持(朋

友支持(其他支持#如亲戚(老师(同学$(三个维度%

主观幸福感及其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三

个维度均与学业拖延及其任务厌恶(失败恐惧两个

维度显著相关%且主观幸福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学

业拖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定程度上可说明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对

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拖延行为的预防和干预%需要综

合发挥留守儿童的家长(朋友(亲戚(老师(同学及留

守儿童自身的作用%需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

教育相结合%需要传统心理健康教育与积极心理健

康教育相结合%需要认知干预(情感干预(行为干预(

动机干预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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