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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是留守儿童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将他们作为研究对象加以

研究是很有价值的。文章对已有针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研究从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三方面

进行梳理、总结与归纳，找出已有研究中的不足并提出新的研究展望，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留守经历；大学生；研究述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由此便产生了被称为新时

代“孤儿”的特殊群体——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不断成长，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和父母一样进入城市工作，而另一部分

因成绩优异得以进入大学学习，成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

生”。无论是作为留守儿童中的特殊群体，还是大学生中

的特殊群体，“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都是一个极具研究

价值的对象。留守经历给大学生们的心理是否带来了影

响，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影响间有无差异等，这些问

题都极具研究价值。 

1  研究现状 

1.1  概念界定 
已有研究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这一概念并没有

详细、全面的界定，先前的研究者们都是从留守儿童的角

度对其进行阐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是在 2006 年由

张莉华老师首先从“留守儿童”基础上来界定的，他认为

“留守群体”大学生是指留守儿童中考入大学的那部分人

群。本研究认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是从留守儿童

发展而来的，指的是童年时期具有留守经历的在校大学

生。具体说来就是，童年时期因为父母长期在外打工，没

有父母陪伴、教育和养护，而是由长辈或他人抚养长大的

在校大学生。 
1.2  研究方法 
已有研究大都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有留守经历的大

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和探讨。使用的问卷主要有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亲密关系体验量表、cattle 16PF 人格

测验表、特质应付方式量表、SCL-90（精神症状自测量

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

留守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问卷等。 
已有研究对问卷调查回收上来的资料大都进行量化

分析，分析方法主要集中于差异性比较法，例如，将“有

留守经历”与“无留守经历”的被试进行比较、将不同留

守时间长短的被试进行比较，将不同性别被试进行比较

等，看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显著程度，总结他们的心理

特征，并分析原因。 
1.3  研究内容 

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研究大多是从心理学角度

对这一群体的心理特点进行调查与分析探讨，研究内容涉

及心理健康、人格特征、择业效能感、安全感、应对方式

以及主观幸福感等多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探讨： 
1.3.1  大学生“留守经历”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不少已有研究对“留守经历”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进行

了研究。 
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特殊的成长环境

中，由于长期缺乏父母关爱、教育和情感交流，有留守经

历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出现了一些问题。温义媛通过调查

研究发现：长时间与父母分离而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是有

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产生心理和人格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江辉和李潜等人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孩子留守时间长

短、和父母联系频率与成年后抑郁焦虑水平、自尊水平、

人际交往困扰等成反比。张仕琼认为，由于这类大学生长

期缺乏父母的关爱、教育与沟通，使他们的自我评价和心

理发展都受到了负面影响，因此他们依赖于在虚拟网络进

行交流，这也造成了他们在人际交往方面出现障碍，这两

个因素又反过来对他们心理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是，温义媛和曾建国的调查表明，虽然有留守经历

大学生的人际敏感度、精神质和掩饰性上的得分显著高于

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但他们之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无显著

差异。 
1.3.2  “留守”与“非留守”大学生”之间的差异 
已有研究在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人格

特征、自我效能感等方面进行调查分析时发现，有留守经

历的大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 
谭斌的调查结果显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与其他没

有这段经历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在躯体化、人际敏感、抑

郁、焦虑这四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普通大学生，且差异显

著，相反的是，他们在敌对因子上的得分显著低于不曾留

守的大学生；父母双方都外出，曾留守时间超过三年的大

学生被检出心理问题的概率更高。谭杰华曾在研究中得出

结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与普通大学生相比，在乐群性、

个性内倾性等方面差异显著，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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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低，个性内倾向更明显，表现为比较冷淡、缄默、孤

独、情绪波动大，易生烦恼、爱幻想，喜欢冲动任性。胡

江辉将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与全国大学生的

心理特点的常模做对比后发现：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焦虑、恐怖 4 项因子中，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得分显著

高于全国大学生的得分；在焦虑、恐怖 2 个因子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 
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表明，“留守经历”并不一定是

一段不好的经历，并不一定会给大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它

虽然是一种缺失，也是一笔极其宝贵和独特的财富。留守

经历对他们的意志力、人际交往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

生活自理能力等都会带来积极的作用。罗涤对重庆市 800
名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各项积极心

理品质中，得分最高的依次是责任感、自制力、适应力。

谭杰华也认为留守经历给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了积

极影响，使他们能够更加独立，更加当机立断。 
1.3.3“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群体内部间的差异性 
“留守经历”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完全一样

的，由于性别、父母外出情况和学历等因素的不同，群体

间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差异。 
温义媛和曾建国的研究表明：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

敏感度、抑郁情绪和恐怖心理等方面存在着性别差异，女

生显著高于男生。胡江辉、李云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

结果。李云在对留守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时发

现，父母是否都外出给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带来的影响也

存在差异性，父母双方外出学生在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

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父母只有一方外出的学生。徐礼平和王

平的研究表明，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们在择业效能感上存

在学历差异，且这种差异具有显著性。 

2  已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经过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心理状况的研究进行梳

理，发现以下几点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展望： 
已有研究的焦点大都集中于留守经历给大学生心理

状况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方面，认为留守经历对于大学生

来说是一段痛苦、糟糕的经历，给他们的心理健康、个性

发展等造成负面影响。但从部分研究者的调查发现中我们

可以看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心理状况整体上来说是

良好的，也有部分学者看到留守经历给大学生的成长也带

来了许多的有利影响，比如独立、自立、自强的品质等。 
造成一件事产生和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留守经

历的大学生与其他普通大学生相比较，他们之间之所以产

生差异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一段经历所造成的，已有研究更

多的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留守经历这一单一的因素上，从横

断面上对这部分群体进行研究，而纵向的研究较少，甚至

是没有。因此，虽然从童年期开始对一个留守儿童进行个

案跟踪调查用时长、工作量大，但是，这一调查研究有助

于我们研究留守经历是否对大学生心理造成不利影响，以

及造成何种不利影响。 
已有研究大都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被试进行研究，这一

方法虽然能客观反映出被试的总体特征，以及在一些因素

上的差异，但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

种只见树林不见树木的研究方法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其进

行研究。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应适当将质性研究的方法

引入其中，量化、质性相结合，这种又见树林也见树木的

方法能对这部分特殊的群体进行更为全面的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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