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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四川省某地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与归因方式的特点及关系，为提升农村留守妇女心

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和指导。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四川省某地区农村留守妇女 220 人，使用心理

症状自评量表(SCL － 90)和归因方式问卷分别调查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和归因方式的状况。结果 留守妇女的心

理健康总体情况低于常模水平(P ＜ 0． 01);不同学历水平的留守妇女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8． 080，

P ＜ 0． 01)，不同年龄的留守妇女在归因方式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4． 230，P ＜ 0． 01;F = 3． 524，P ＜ 0． 01);对

正性事件进行归因时，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与归因方式呈负相关 (P ＜ 0． 05)，对负性事件进行归因时，留守妇女的

心理健康与归因方式呈正相关 (P ＜ 0． 01)。结论 四川某地区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低，归因方式

是影响其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 留守妇女;心理健康;归因方式

中图分类号:Ｒ1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 3969 / j． issn． 1007-3256． 2014． 02． 0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attribution style of
rural women left behind in Sichuan province

GAO Jing，CHEN You － ping，XIN Yong
Institute of Poeitic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62101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and attribution styl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of rural women left be-
hind，and expect to get some useful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coping practice of the women left behind． Methods Sample of 220
women who lived in the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village in China was finished the self － rating scale of SCL － 90 and attribution style
questionnaire． Ｒesults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of women left behin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ational norm(P ＜ 0． 00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mental health between different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women left behind(F = 8． 080，P ＜ 0． 01)，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attribution style in different age of the women left behind was also significant(F = 4． 230，P ＜
0． 01;F = 3． 524，P ＜ 0． 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attribution style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 Attribution
style is a key factor to mental health of the women left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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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青壮年男性外

出务工人员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而导致大量农村

妇女留守家中赡养老人、照顾小孩、负担农活成为家

庭的“顶梁柱”。“留守妇女”的社会现象在我国经

济欠发达的西部农村尤为突出。除了因照顾家庭而

承担繁重的生产劳动的体力压力以外，农村留守妇

女同时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调查显

示，农村留守妇女因心理压力出现的抑郁、焦虑障碍

等心理疾病比例不断攀升
［1 － 2］，这不仅对她们的正

常家庭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也对社会和谐健康发

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虽然学界对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早有关注，

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多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客观因

素进行研究，而较少涉及主观因素分析。据此，本研

究试图以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主观因素———归因方

式为着眼点，探讨西部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与

归因方式的特点，以期为我国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

提升的研究和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711

四川精神卫生 2014 年第 27 卷第 2 期 http: / /www． psychjm． net． cn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四川省某乡

镇农村中抽取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守妇女共 220 人。
本次抽样主要以已婚农村留守妇女为对象，平均年龄

(33． 32 ±4． 15)岁，其中 20 ～ 29 岁 64 人(29． 09% )，30
～39 岁 86 人(39． 09%)，40 ～49 岁 42 人(19． 09%)，50

岁及以上 28 人(12． 73%);小学 56 人(30． 4%)，初中

90 人(48． 9%)，高中及以上38 人(20． 7%)。所有被试

均被告知调查目的，并征得其同意。
1． 2 方法

1． 2． 1 研究工具 心理健康水平测量采用 Deroga-
tis［3］

在 1975 年编制的症状自评量表(Self － reporting
Inventory，SCL － 90)。该量表包含躯体化、强迫症

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等 9 个因子，采用 5 级

评分方法，总评分为 90 个项目所得总分之和。本研

究中，SCL － 90 的各因子内部一致性比较好，α 系数

0． 78 ～ 0． 90。归因方式测量采用 Peterson 等
［4］

编制

的归因方式自陈问卷，该问卷包括 12 个场景，其中

有 6 个正性事件和 6 个负性事件，归因类型有内在

外在、持久暂时和整体局部三个。总信度为0． 843，

内部一致性比较好。
1． 2． 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评问卷调查方法，

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后，通过纸笔作答方式进行问

卷作答。在调查过程中本着自愿和匿名的原则，针

对部分不识字的对象采取一对一的问答形式，所有

问卷均当场填答当场回收。
1． 2． 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5． 0 统计软件对调查

收集的数据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主要是采用计量

资料 t 检验、F 检验和 Pearson 相关分析。

2 结 果

2． 1 SCL － 90 总分比较 农村留守妇女 SCL － 90
总分(146． 62 ± 36． 86) 高于全国常模 (129． 96 ±
38． 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4． 924，P ＜ 0． 01)。
2． 2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妇女 SCL － 90 和归因方

式比较 方差分析显示，各年龄组留守妇女 SCL －
90 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1． 958，P ＞ 0． 05);

但不同年龄组留守妇女内的归因方式在“内在外

在”和“持久暂时”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F = 4． 230、3． 524，P ＜ 0． 01)。多重比较结果

表明 20 ～ 29 岁的留守妇女在积极事件情境的评价

时倾向于内在和持久的归因方式，而在消极事件的

评价时 20 ～ 29 岁年龄段留守妇女倾向于外在和暂

时的归因方式;而 40 ～ 49 岁和 50 岁及以上两个年

龄组的归因方式倾向则分别与之相反。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组留守妇女

SCL － 90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8． 080，P ＜
0． 01)，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小学和初中组 SCL － 90
得分低于高中及以上组(P ＜ 0． 01);不同受教育程

度组留守妇女归因方式问卷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F = 1． 605，P ＞ 0． 05)。
2． 3 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对正性事件进行归因

时，留守妇女 SCL －90 得分与归因方式三维度均呈负

相关关系(r = － 0． 379 ～ － 0． 198，P ＜ 0． 05)，对负性

事件进行归因时，SCL －90 得分与归因方式三维度均

呈正相关关系(r =0． 212 ～0． 325，P ＜0． 01)。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四川省某地区农村留守妇女的心

理健康总体上与常模相比呈偏低水平(P ＜ 0． 05)，

这与此前的有关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5］。提示“留

守”因素可能对农村留守妇女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

力。有研究认为，承受的压力并不是留守妇女心理

症状表现的决定因素，而对压力的应对和排解才是

决定心理健康状态的关键。但由于身处相对落后的

西部农村地区，相关的知识文化水平有限以及所处

人文环境较为保守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农村留守妇

女可能并不具备压力应对的技巧，或者所采用的应

对压力的措施效率低，致使农村留守妇女因压力而

出现较多心理健康方面的症状
［6］。

本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

健康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小学和

初中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高中及以上组 (P ＜
0． 05)。提示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可能更多地

取决于心理因素或社会因素。如前所述，农村留守

妇女的心理健康多取决于压力应对的过程，因此不

难理解为何在不同学历段的留守妇女其心理健康水

平会存在差异。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人的情绪也

会随之沉静，平稳下来，调控自己情绪的能力也随之

提高
［7］，个体可能更善于理性分析问题，找到解决

问题的有效方法
［8］。而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

可能因知识的欠缺，加上思想和观念较为保守，在面

临问题和压力时较难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
就归因方式的表现来看，年轻的农村留守妇女

比中老年农村留守妇女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归因方

式，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留守妇女看待生活的

心态较为积极，本次调查对象中的年轻留守妇女很

多是新婚不久或即将结婚或初为人母，她们在谈及

爱人外出而自己留守这一情况时，更多表现出较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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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豁达的心态。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老年留守妇

女所承担的赡养老人、照顾小孩和耕种田地的活计较

为繁重，加之长期留守使其产生了对生活较为“麻木”
的消极心态。在调查中了解到年龄较大的中老年留

守妇女在谈及当前的生活和未来的打算时，语气较为

消沉，话语中多出现无奈和疲惫的语句。
本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妇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与

归因方式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P ＜ 0． 05)，积

极事件情境中心理健康水平与归因方式有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而消极事件情境中心理健康水平与归因

方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提示留守妇女倾向于对

遇到的问题和事件进行消极归因，在承受压力的情

况下容易视压力为一种必然的不可抗因素，因而只

有顺应压力而不是主动应对。调查的个别访谈中，

许多留守妇女在谈到承受的压力时，都认为没有办

法改善，甚至迷信地认为是自己“上辈子作孽”的下

场，或者是自己“命该如此”。这种消极的归因方式

会削弱留守妇女应对和排解心理压力的积极性，从

而使留守妇女面临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风险。提示

在开展提升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水平的工作

时，应着重提高留守妇女应对压力的能力，而教育和

引导留守妇女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则是观念认知层

面提升压力应对能力的必要前提。当然，由于本研

究样本量总体较小，在后续研究中可增加样本量作

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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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程》正式出版

由新乡医学院杨世昌教授和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黄国

平教授共同主编的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委员会“十二五”
规划教材《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程》( ISBN 978 － 7 － 117 －
18494 － 6 /Ｒ·18495)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本教材由来自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重庆邮电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内蒙古

民族大学、河南科技学院、新乡医学院、广东医学院、泸州医

学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等单位的

长年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以及临

床治疗的工作者构成编委会。
该教材依照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编写思路及编写原则，针对大

学生群体的心理特点及大学生在学习、生活、成长过程中所

出现的各种发展问题及心理问题进行阐释，旨在掌握并应用

心理健康知识，培养自我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节

能力，使学生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增强自我心理保

健意识和心理危机预防意识，切实提高心理素质，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共分为四篇，第一篇: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基础知

识;第二篇: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第三篇:大学生活与心理健

康;第四篇:管理与规划，健康发展。共计四篇十三章。欲购

者请到各地新华书店或与人民卫生出版社潘老师联系，电话

010 － 5978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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