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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

1.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研究概况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认知

和评价。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对生活满意度的认知

评价、情感体验两个部分。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

或者一方长期不在家中，被父母单方或者家庭其他成员

抚养、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我国的城市化政策

下，一方面，农村人口流动外出务工为家庭带来了一定

地位经济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条件限制，不得不把子女

留在家里，因此也产生这一特殊群体——留守儿童。据

数据统计，全国约有 6000 万名留守儿童，占了全国儿童

数量的五分之一。对留守儿童给予更多的保护和关爱，

能够让他们的成长更加健康、家庭也更加和谐；所以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内外对于主观幸福感已有许多研究成果。留守儿

童受到特定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如缺少父母的关爱和陪

伴，导致留守儿童出现一些不良行为和人格以及心理方

面的问题；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也成为研究热点。研究

表明，留守儿童由于家庭关心少，相较于非留守儿童幸

福感更低。但也有人认为留守儿童并非问题儿童，当下

多从消极视角去看待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学视角下认为

个体都具有积极的特征，研究要从积极领域去探索。其

中，主观幸福感就是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关于留

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还比较有限，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不

容忽视。

2.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对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

测量工具如下：

（1）HuebnerE 于 1994 年制定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其

中包括 40 个项目，用于衡量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对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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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龄人、学校、自我和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我国学者张

兴贵将其为中国青少年改编。改编后的《青少年主观幸

福感量表》有 6 个维度，共 36 个项目，采用 7 点计分法，

得分越高表示生活满意度越高。该量表在大量的研究中

使用，信效度较高。

（2）《牛 津 幸 福 感 问 卷（修 订 版 ）》（The 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简称 OHI），该问卷共包含 29 个题

目，根据研究对象的陈述计算主观幸福感总分，得分越

高，幸福感的水平越高。

（3）陈文锋修订的中文版积极 / 消极情感量表。此量

表包含 14 个项目，根据被试在每个维度上的项目得分总

和去计算；此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4）Campbell 的幸福感指数量表，该量表共 9 个条

目，分为两个部分：总体幸福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项

目使用 7 级计分。

（5）张莉，申继亮等人的主观幸福感问卷，主要是

通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指标衡量主

观幸福感，该问卷信效度较高。具体三个维度的问卷包

括：① Huebner（1991）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问卷，该问卷

是专门针对儿童青少年编制的，得分越高，表示生活满

意度越高。②陈文锋，张建新（2004）修订的《积极 / 消

极情感量表中文版》。该问卷其中 8 个项目用于测量个体

的积极情感，6 个项目用于测量个体的消极情感。

二、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研究成果

整理文献资料发现，一方面认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

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差异；例如张丽芳的研究发现

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对比非留守儿童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尹观海也发现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主观幸福感无显

著差异。另一方面，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和

非留守儿童有着显著差异；例如冯喜珍在研究中发现留

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且体验到相对

较多的消极情感；此外，张莉在了解主观幸福感各成分

的内部差异状况中发现到留守儿童在生活满意度、积极

情感上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差异显著。

除此之外，结合近些年的研究结果来看，在对主观

幸福感三个维度的分析中中，一些研究者认为留守儿童

在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在情感体验中并不

显著。由此可知，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在某一个维度的

差异是否显著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所以影响留守儿

童主观幸福感的内容应该被进一步探究。

三、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1. 人口变量学

在人口学变量上，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1）性

别差异。尹观海对江西省六所中小学校学生进行调查发

现在生活满意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但是差异并不

明显，情绪体验上也没有显著差异。喻永婷等人也发现，

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表现为女生低于男生。但

张莉在对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各成分的内部差异状

况中了解到：在性别上表现为女生比男生体验到更多的

消极情感，差异较显著，但是在其他维度上差异不明显。

综上可知，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还存在很多不一致，

还需要持续探讨。（2）年级上的差异。初中生相对于小

学生，他们在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上评价比小学生更

高。与此同时，初中年级的学生在对积极情感体验评价

较高时，对消极情感得体验评价也较高。由此可知，留

守儿童的年级差异影响留守儿童的幸福感水平高低。也

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会随着年纪的升高

也逐渐提升。例如陈佳在研究中提到小学高年级留守儿

童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小学高年级的非留守儿童。（3）

留守类型的差异。留守类型是影响因素研究中不可或缺

的，研究表明母亲监护和上代监护的留守儿童幸福感水

平高于没有固定监护人的留守儿童。（4）是否独生的差

异。研究表明，是否独生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影响

未达到统计学意义。（5）是否住校差异。住校很大一部

分程度上降低了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具体表现

为非住校儿童在主观幸福感问卷中的满意度的得分高于

住校，且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6）留守时间的差异

表现为：短期＞中期＞长期。尤其在家庭满意度和环境

满意度上显著差异。但是张莉在对河南和福建两地的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消极情感积极情感

在时间上差异不显著。除此之外，有的研究认为留守时

间对留守儿童没有影响。综上所述，留守儿童主观幸福

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情况仍需要进一步探究。

2.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主要是包括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感情状况、

父母与孩子沟通频率、返乡频率、家庭教养方式以及孩

子的抚养方式等。尹观海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主观幸

福感在家庭环境满意度这个因子上和非留守儿童对比有

显著差异。这表明家庭环境对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有

着很大的影响。根据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抚养方式主

要是隔代抚养和亲友抚养这两种方式。父亲抚养和母亲

抚养相比，母亲抚养在生活满意度上的评价较父亲抚养

得分更高。除此之外，在父母与孩子沟通频率上的研究

基本一致认为父母与孩子的沟通频率以及返乡频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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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带来的积极影响越多，留守儿童体验到的幸福感水

平较高。

3. 留守儿童个体心理因素

研究发现，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正相关。高自

尊的留守儿童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任亚南研究发现，

有留守经历得初中生的同伴关系、自尊水平、心理韧

性和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于非留守初中生；通过改善改善

同伴关系，提高心理韧性和自尊，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

感水平。胡馨月也发现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另有研究显示，领悟社会支持会影响个体的抑

郁、焦虑和行为，能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个体领悟

到较多的社会支持，能更好地处理问题，他们的问题行

为越少。

四、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研究不足和展望

1. 研究工具

首先，目前关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工具在

不断的完善，但不同的量表测量结果无统一定论。其次，

研究者在对被试使用量表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其自陈作为

测量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易受到被试主观想法的

影响，信效度也就降低。因此，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

研究工具亟待统一。

2. 研究对象

在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受到关注以来，通过在知网

以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作为关键词检索到 248 篇相关文

献，在研究对象方面，留守儿童作为一类特殊群体被关

注，被冠以明显的群体特征。但很多研究者在选取研究

对象时没有深入到偏远的农村地区，例如在西南和西北

地区，留守儿童的幸福感也会受到地区民族文化、人文

等的影响。此外，处于依恋关键期的学龄前儿童，低

年级学生很少作为研究对象，且目前的研究基本上都

是横断的，今后可以采用纵向的研究手段来探索新的

研究成果。

3. 文献资料

近几年关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资料过于陈

旧，亟待整理归纳。在检索到的 248 篇相关文献中，主

要是从研究综述、影响因素、中介作用、关系研究以及

干预研究等视角进行研究。可以得出关于留守儿童的研

究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还存在许多需要去继续深入研

究和探讨的方面。

4. 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首先，个体的发展不仅受到环境的影响，其认知、

情感、意识和人格特质这些内在因素或许是未来研究的

重点。当下对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从人

口统计学变量、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同伴关系）方

面去探讨。较少有研究内在因素的影响。其次，众多研

究当中都认为留守给儿童带来的都是消极影响。但是在

积极心理学领域中认为个体都具备自身的优势和积极的

认知。韩栋在调查中发现，在父母外出的情况下，他们

会意识到现实并且适应现实，会去努力成长，形成更多

的积极品质，使自身的幸福感也就更高。其三，现有研

究多为横断研究，今后需对留守儿童采用纵向设计进一

步研究。综上，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要从内

在和外在影响以及纵向设计上来全面探析。一方面我们

研究者不仅要看到留守儿童的复杂性去更加客观和全面

的看待问题，还要大胆的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去作出假设，

谨慎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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