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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班级人际关系的差异，采用方便整群取样的方法，利用同伴提名法对1024名中小学生进行调

查，其中留守儿童310名（双亲外出104人、父亲外出153人、母亲外出53人）。结果发现：母亲外出儿童的同伴接纳得分最低且

同伴拒绝得分最高；在同伴关系类型中，母亲外出儿童在受欢迎组中占比最低且在被拒绝组中占比最高，父亲外出儿童在忽视

组中占比最高，普通儿童则在争议组中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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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typ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class，a
method that is convenient for group sampling and the peer nomin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survey 1024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
dents，including 310 left-behind children (104 with both parents away，153 with fathers away，and 53 with mothers awa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hildren with mothers away had the lowest peer acceptance scores and the highest peer rejection scores; in terms of the
type of peer relationships，children with mothers away had the lowest proportion in the popular group an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n the
rejected group，and children with fathers away ha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n the neglect group，and ordinary children ha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n the dispute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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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父母外出打工致使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

爱，父母关爱的长期缺失不仅容易致使留守儿

童极易产生诸如焦虑［1］、抑郁［2］、孤独感［3-4］等

消极情绪，还容易滋生其他心理和行为问题［5］，

甚至影响其社会适应［6-7］。为此，党中央高度重

视留守儿童关爱缺失的现实并提出积极对策，

正如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大家庭要温

暖留守儿童群体。社会大家庭的关爱的确给

留守儿童带来一定的增益功能：社会支持不仅

助于提高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8］，还有助于

其自我［9］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10］。Bronfen-

brenner 的生态学观点认为微观系统环境对儿

收稿日期：2021-12-06；修回日期：2022-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CBA160184）；安徽省级教育科学规划项目（JK18071）

作者简介：金美东，男，安徽六安人，黄山学院教务处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学。

通讯作者：汪海彬，男，安徽歙县人，黄山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学前教育理论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2022年3月
第38卷 第3期

March 2022
Vol.38 No.3



总38卷

童的发展作用更大，留守儿童由于家庭关爱的

缺失，同伴关系是其最重要的微观系统环境，

实证研究也的确发现良好同伴关系不仅可以

缓冲外界不良因素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影

响，而且可以补偿家庭关爱缺失给这一群体所

带来的消极影响：如金灿灿等人研究发现同伴

关系可以缓冲社会不良环境对留守儿童群体

的问题行为影响［11］；赵景欣等人研究发现良好

同伴关系不仅可以降低留守儿童群体的孤独

感，而且可以减少他们在学校的违纪行为［12］，

尤其是积极的同伴关系可以促进留守儿童的

学校适应，甚至社会适应，如研究者发现同伴

依恋可以促进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13］，友谊质

量则可以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14］。不良

的同伴关系则会加剧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

题，如研究者发现同伴欺凌可以正向预测留守

儿童的自杀意念［15］。可见，在亲子关系缺失的

留守儿童群体中，同伴关系是其最为重要且积

极的社会支持系统。然而，以往研究留守儿童

同伴关系时，仅简单比较了留守与普通儿童之

间的差异［16］，未能深入考察不同类型留守儿童

的差异。为此，本研究拟深入考察不同类型留

守儿童在班级人际关系上的差异，从而为更好

发挥同伴关系的增益功能提供启示。

二、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对来自安徽省黄山市

和滁州市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三所进行整群调

查，共发放12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024份，

其中519名小学生、321名初中生、184名高中生；

532名男生、492名女生。然后依据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中对于留守儿童的界定，获得留守儿童310人（其

中双亲均外出104人、父亲外出153人、母亲外出

53人）、普通儿童714人。据此，将此次调查的儿

童分为四类，即双亲外出留守儿童104人、父亲外

出留守儿童153人、母亲外出留守儿童53人和普

通儿童714人。

（二）研究工具

利用同伴提名法来测量班级人际关系。以

班级为单位，要求学生写出最喜欢和最不喜欢与

之交往的各三位班级同学的名字。计分时，首先

计算每名同学的正提名频次（P）和负提名频次

（N），然而转换为标准分数。其中，ZP作为同伴接

纳的指标而ZN作为同伴拒绝的指标，研究表明

同伴提名法在留守儿童中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12］。依据Coie等提出的“两维五组”模型［17］，进

一步计算社会偏好（SP=ZP-ZN）和社会影响（SI=

ZP+ZN）得分，然后标准化后把同伴关系分成以下

五种类型(见表1)。

表1“两维五组”模型：五种同伴关系类型的划分标准

受欢迎组

被拒绝组

被忽视组

有争议组

普通组

ZP

＞0

＜0

＜0

＞0

所剩儿童

ZN

＜0

＞0

＜0

＞0

ZSP

≥1.0

≤-1.0

ZSI

≤-1.0

≥1.0

（三）数据分析

采用SPSS25.0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方差分

析和卡方检验。

三、结果

（一）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在班级人际关系得

分上的比较

结果发现，不同类型儿童在同伴接纳（ZP）

（F（3，1023）=6.286，P＜0.001）和 同 伴 拒 绝（ZN）
表2 不同类型留守儿童ZP和ZN得分的比较

双亲外出

父亲外出

母亲外出

一般儿童

F

ZP

M

-0.13

-0.15

-0.28

0.14

6.286***

SD

0.71

0.71

0.62

1.21

ZN

M

0.03

-0.03

0.52

-0.02

4.823**

SD

1.09

1.13

1.51

0.92

注：*P＜0.05 ，**P＜0.01，***P＜0.001(下同)

表3 不同类型留守儿童ZP和ZN得分的事后多重比较

I

双亲外出

父亲外出

母亲外出

J

父亲外出

母亲外出

一般儿童

母亲外出打工

一般儿童

一般儿童

(I-J)ZP

0.02

0.15

-0.27

0.13

-0.29*

-0.42*

(I-J)ZN

0.05

-0.48*

0.05

-0.54*

-0.01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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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1023）=4.823，P=0.002）上的差异均显著（见表

2）。事后多重比较结果发现（见表3），母亲外出

和父亲外出儿童的ZP得分显著低于一般儿童（P

﹤0.05），并且留守儿童的同伴接纳（ZP）得分均小

于标准分数的均值 0，而一般儿童的自我接纳

（ZP）得分则大于标准分数的均值0。在ZP得分

上，母亲外出儿童得分最低，其次是父亲外出儿

童，而一般儿童的得分最高；在ZN得分上，结果

发现母亲外出儿童的得分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

儿童（P﹤0.05），并且双亲外出和母亲外出儿童的

ZN得分均大于标准分数的均值0，图1更加直观

的显示了不同类型儿童在ZP和同伴拒绝ZN上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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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3

0.2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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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4

双亲外出 父亲外出 母亲外出 一般儿童

-0.13 -0.15

-0.28

0.14

0.03

-0.03 -0.02

0.52

图1 不同类型留守儿童ZP和ZN得分的比较

（二）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在班级人际类型上

的比较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班级人际

关系，依据Coie等提出的“两维五组”模型［13］考察

不同类型儿童的同伴关系类型差异。卡方检验

结果发现（见表4），不同类型儿童在同伴关系类

型上的差异显著（χ2
(12)=35.976，P﹤0.001）。在受

欢迎组中，普通儿童占所在类型人数的比例最高

（9%），均高于各种类型的留守儿童，而母亲外出

儿童的占比例最低（仅为5.7%）；在被拒绝组中，

母亲外出儿童的占比最高（32.1%），随后是双亲

外出儿童（16.3%）；在被忽视组中，父亲外出儿童

占 比 最 高（28.8%），随 后 是 双 亲 外 出 儿 童

（26.9%）；在有争议组中，普通儿童占比最高

（9.5%），随后是父亲外出儿童（4.6%）；在普通组

中，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占比相当，但都均高于

普通儿童。图2直观的显示了上述情况。

表4 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在班级人际类型上的比较

类型

双亲外出

父亲外出

母亲外出

一般儿童

合计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受欢迎组

6

5.8

12

7.8

3

5.7

64

9.0

85

被拒绝组

17

16.3

17

11.1

17

32.1

90

12.6

141

被忽视组

28

26.9

44

28.8

6

11.3

192

26.9

270

有争议组

3

2.9

7

4.6

0

0.0

68

9.5

78

普通组

50

48.1

73

47.7

27

50.9

300

42.0

450

小计

104

100.0

153

100.0

53

100.0

714

100.0

1024

χ2
3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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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在班级人际类型上的比较

四、讨论与启示

以往研究已经较为系统考察了班级人际关

系这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于亲子关系缺失

的留守儿童的重要作用，发现积极的班级人际关

系有助于留守儿童更好的适应班级和社会，而不

良的班级人际关系则会加剧其心理问题［11-16］。现

状调查一致发现，与普通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

班级人际关系更差，包括班级同学对他们的接纳

较少且更容易被同学忽视等［17］。本研究通过同

伴提名法，从同伴关系得分和同伴关系类型两个

方面比较了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同伴关系，与以

往研究一致［17］，此次调查结果也发现普通儿童在

同伴接纳（ZP）得分上显著高于留守儿童，但在同

伴拒绝（ZN）上的得分显著低于留守儿童，并且依

据Coie等提出的“两维五组”模型［18］，结果仍然发

现在受欢迎组上普通儿童在占其所在组的比例

最高，但在受拒绝组上占其所在组比例最低。这

可能是因为儿童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需要父母

的言传身教。留守儿童由于父母的长期缺席，父

母不仅无法身教，更没有时间来引导他们如何与

同学更好的沟通与交流。此外，父母关爱缺失的

留守儿童阴影还可能造成他们相对自卑的心理，

致使其与同伴交往的意愿下降，这些可能都是造

成留守儿童班级人际关系不如普通儿童的原

因。这启示我们要多关注留守儿童班级人际关

系这一重要的微观系统环境，充分发挥其在留守

儿童成长中的积极作用。

为深入比较不同留守儿童班级人际关系的

差异，此次调查还考察了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班

级人际关系差异，结果发现，在同伴关系得分上，

三种类型留守儿童的同伴接纳得分均小于标准

分数的均值0，并且母亲外出和父亲外出两种类

型留守儿童的同伴接纳得分均显著低于一般儿

童。双亲外出和母亲外出两种类型留守儿童的

同伴拒绝得分均大于标准分数的均值，且母亲外

出儿童的得分最高。在同伴关系类型上，母亲外

出儿童在受欢迎组中占比例最低，但在被拒绝组

中则占比最高；父亲外出儿童在被忽视组中占比

最高，随后是双亲外出留守儿童；普通儿童在有

争议组中占比最高，随后是父亲外出的儿童；在

普通组中，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占比相当。可见，

不仅留守儿童群体的班级人际关系差于普通儿

童，而且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班级人际还具有一

定差异：母亲外出这一类型的留守儿童班级人际

关系最差，不仅表现为最低的同伴接纳得分，还

表现为最高的同伴拒绝得分；其次是父亲外出这

一类型的留守儿童，其表现出较低的同伴接纳得

分，并且在被忽视组中占比最多；第三是双亲外

出这一类型的留守儿童，表现为较低的同伴接纳

且在被忽视组中占比较高。尽管国内尚未深入

考察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班级人际关系，但已有

研究考察了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自我接纳差异，

结果发现母亲外出这一类型留守儿童的自我接

纳得分最低［19］。这一结果与此次调查形成呼应，

呼吁要尤其关注母亲外出这一类型的留守儿童，

因为该类型留守儿童不仅自我接纳得分最低且

同伴接纳也最低。究其原因，可以从以往研究发

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影

响作用最大的结果［18］中得到启示，母亲参与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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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成长和教育，与之互动的这种模式不仅影

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将这个互动模式应用于同伴

的交往中。母亲外出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母

亲的参与和教育，不仅导致其亲子关系不良，甚

至还把这种不良互动模式应用于同伴交往中，致

使其同伴交往也不良，由此产生不良的班级人际

关系。这启示今后关爱留守儿童时，不仅要充分

发掘良好班级人际关系在留守儿童成长的积极

功能，还要在班级人际关系辅导时还需要依据不

同类型留守儿童的班级人际关系特点开展有针

对性的辅导，并且需要格外关注母亲外出这一类

型的留守儿童。此外，在提升留守儿童班级的受

欢迎程度训练中，需要解决母亲外出儿童被班级

同学拒绝的问题、解决父亲外出儿童被班级同学

忽视问题等。如此，才能更好发挥良好人际关系

在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学校适应和社会适应中的

缓冲和补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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