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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是探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现状。通过文献研究方法，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９５
篇，按照科研设计的“三要素”“四原则”及“研究类型”提取数据，综合分析显示目前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适合推广到１８岁以
下的所有农村留守儿童，多是留守儿童中部分年龄阶段的研究结果。留守儿童很可能并不直接等同于心理问题儿童，对于留

守儿童心理问题相关因素的回答还需要更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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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
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地区，并因

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据推

算，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约６１０２．５５万，占农村儿童
的３７．７％，占全国儿童的２１．８８％。其中，学龄前农
村留守儿童（０～５岁）２３４２万，占农村留守儿童
３８．３７％，小学（６～１１岁）学龄阶段儿童 １９５３万
（３２．０１％）；初中（１２～１４岁）学龄阶段儿童９９５万
（１６．３０％），大龄（１５～１７岁）留守儿童８１３万（１３．３２％）［１］。
多年来，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发展问题引起

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其心理卫生状况不仅是一个

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其探讨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以下问题可能亟待解决：农村留守儿童

较农村非留守儿童是否一定存在心理问题？如果存

在，到底存在哪些具体的心理问题？存在不同心理

问题的人群特征是什么？可能的影响因素又是什

么？有效的干预措施有哪些？研究显示，包括心理

健康状况在内的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状况的证据

是相互矛盾的［２］。一方面，因劳务移民所致留守儿

童可获得比以往更多的物质利益，这有助于改善其

健康状况。因移民而较多地使用现代通信技术和社

会支持网络使父母与孩子的交流变得更多，这似乎

也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另一方面，与

父母的分离而扰乱了亲子关系，可能会影响留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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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出现心理问题。可见，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是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相互作

用、共同影响的结果。由于心理的复杂性，这种影响

可能是弥散性的，更可能是结构性的。关于留守儿

童心理卫生问题已有较多研究报道，且各个研究所

采用的观察指标不同，探讨的因素也各异，因此，有

必要对各研究中的各观察指标和因素进行系统梳

理、分析、概括，以明确哪些结构指标正常或可能存

在异常，异常与正常指标又与哪些变量有密切联系

等问题。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二维四象结构法

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分

析［３］，有助于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卫生状况的结构

进行系统把握。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与检索策略

１．１．１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９年１月－５月对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
（ＣＮＫＩ）、万方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
献数据库（ＣＢＭ）、维普数据、ＰｕｂＭｅｄ、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ＬＳＥＶＩＥＲ进行计算机检索。文
献检索时限设置为从建库到２０１９年５月。

１．１．２　检索策略

检索词为中国（Ｃｈｉｎａ）、农村（ｒｕｒａｌ／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留守（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ｓｔａｙａｔｈｏｍｅ）、儿童（ｃｈｉｌｄｒｅｎ）、青
少年（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检索式因不同数据库而定。

１．２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①对留守儿童的定义：０≤年龄
＜１８岁，除春节等重要节假日和重大事情可能返家
外（总共在家时间不超过１月），孩子的父母双方至
少有一位因劳务移民有半年或半年以上未与孩子共

同生活；②研究类型为病例对照研究；③对照组应为
来自同一人群的非留守儿童。排除标准：①重复的
文献；②文献语种为非中英文；③综述、专家述评等
其他非原始研究论著类文献；④研究内容为非心理
健康或精神卫生类文献；⑤研究设计违背科研设计
“三要素”和“四原则”，统计方法选择不恰当等严重

影响结果可信度的文献。

１．３　文献筛选与质量评估

由两名研究者进行文献筛选，重点阅读文章标

题和摘要，严格按照纳入排除标准获取符合要求的

文献全文。对初筛的文献仍需双人精读后，一致认

为文献质量高、研究内容与标题和摘要密切相关的

作为最终采用文献。最终纳入文献９５篇。

１．４　统计方法

提取文献信息到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中进行分析，纳入
文献的主要指标包括第一作者姓名、发表时间、篇

名、研究对象、影响因素、观察指标、研究类型、统计

方法、对照是否同质等。研究对象包括是否为农村

留守儿童、是否满足本次研究对留守儿童的定义。

２　结　　果

２．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情况

　　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检索，初步确定了１０７５６条
记录，再对标题、摘要以及全文进行评估，最终符合

纳排标准的文献共９５篇。见图１。

图１　文献筛选流程图

　　其中最早的文献发表于２００３年，最新文献为
２０１９年，近５年的文献共５０篇。文中明确显示研
究对象户籍为农村的文献有３３篇，从篇名和抽样过
程综合推断研究对象为农村儿童的文献有５４篇，从
前言中推断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文献有８篇。完全符
合本次研究对留守时间定义的文献有３８篇，留守时
间为３个月以上的有１１篇，根据全文信息推断可能
符合本研究留守时间定义的文献有４６篇。研究对
象的年龄主要为８～１５岁，年级分布为小学三年级
至初中三年级，６岁以前的仅有２篇文献，高中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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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有１６篇。尽管本次研究设定了明确的纳入排
除标准，但各研究对象内部同质性仍存在差异，尤其

是研究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在８～１５岁，对６岁以
前和高中阶段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不充

分。研究类型均为病例对照，对照组同质化较好，部

分研究统计方法存在一定的瑕疵，如应用一般 χ２检
验时未检视使用条件，极少研究的样本为方便样本，

缺乏进行统计推断的基础。

２．２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

研究文献涉及的观察指标包括行为问题、情绪问

题、人格问题、社会问题等，采用的主要调查工具有艾

森克人格问卷（Ｅｙｓｅｎｃｋ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ＥＰＱ）、长处和困难问卷（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ＤＱ）、儿童行为量表（Ｃｈｉｌ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ＣＢＣＬ）、儿童抑郁量表（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ＤＩ）、儿童社交焦虑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ＡＳＣ）、父母养育方式问卷（Ｅｇｍａ
ＭｉｎｎｅｎａｖＢａｒｄｎｄｏｓｎａｕｐｐｆｏｒｓｔｒａｎ，ＥＭＢＵ）、社会支持评
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ＳＳＲＳ）、心理健
康诊断测验（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Ｔｅｓｔ，ＭＨＴ）、Ｐｉｅｒｓ－Ｈａｒｒｉｓ
儿童自我意识问卷等三十多种。相关因素包括留守

类型（监护类型）、年龄、性别等社会人口学特征以

及心理特征等。

比较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

况，多数研究认为前者较多存在明显的心理卫生问

题［４－６５］，但这此问题并非弥散性的，而是结构性的，

且各个研究的指标有差异。调整了个体和家庭环境

等因素后，各研究结果仍不一致，但更多的研究认为

农村留守儿童存在明显的心理问题的研究较多。

如果农村留守儿童存在较多的心理问题，那么

探讨影响因素是有必要的。有研究认为留守本身导

致亲子分离而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较流动

儿童（与父母共同迁移到城市）与农村非留守儿童

发现，前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并不高。留守儿童和

流动儿童的行为问题均高于当地儿童［６６］。提示，也

许留守本身并不足以引起心理问题，留守儿童这个

标签可能代表了具有某种特征的家庭类型，如经济

状况、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等。对留守儿童父母回

迁的研究显示，父母回归迁移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没有显著影响［６７］。当然，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

是多因素的，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探讨。本文重点

探讨了留守这一变量，显然它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影响的研究并不充分，可见，留守儿童就等于问题儿

童这一印象不一定正确，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３　小　　结

目前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适合推广到１８岁以
下所有年龄段农村留守儿童，仅是留守儿童中部分

年龄阶段的研究结果。留守儿童很可能并不直接等

于心理问题儿童。

本研究属于文献研究，对原始研究质量要求较

高，如果严格按照纳入排除标准，可能会漏掉一些重

要文献，相反可能会超范围纳入文献，影响本次研究

结果。因具有较合理的质量控制过程，此问题的影

响是可控的。

本文仅是从宏观结构上建立了目前关于中国农

村留守儿童研究现状的一个框架，对于此问题的回

答还需要更精细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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