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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联系频率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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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留守儿童与父母联系频率与其心理健康发展的关系。方法：采用基本信息问卷、长处和困难问卷对南充市不同家庭的 4199 名留守

和非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留守儿童的 SDQ 困难总得分要远高于亲社会行为，父母回家的频率与留守儿童的 SDQ 得分有显著关系。留守

儿童困难得分明显随父母的回家频率和联系的间隔时间增长而增加，此外，父母每半年回家一次和与父母与留守儿童每半年联系一次的留守儿童亲

社会行为得分最低。结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与亲子之间的沟通时间和频率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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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指其父母由于工作、学习以及其他特殊原因长期身处较

为遥远的国外地区，而还未成年的子女独自在自己国内学习、生活的这

类儿童[1]。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截止 2019 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突

破 6100 万，达到农村儿童总数的 40%，同时与往年相比仍保持较为高

水平的增长趋势[2]。然而，在儿童时期缺乏父母的教育以及外界不良社

会环境的影响，大批留守儿童存在一系列心理问题。例如，由于缺乏父

母适当的关怀，留守儿童子女普遍存在自卑、孤独以及焦虑等心理问题。

在未得到父母的严格教育和管理，寄宿留守儿童更加容易沾染不良社会

行为，未能学业任务，增加社会犯罪率[3]。此外，由于缺乏与父母的有

效沟通，留守儿童出现内心封闭、情感冷漠的现象，进一步降低与父母

的沟通质量，出现叛逆行为[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的选取对象为南充市的留守儿童，其类型包括父母单方面外

出务工或双方同时外出务工。 

1.2 方法 

采取随机分发调查问卷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研究。问卷内容

包括两个部分：基本信息和问题回答，最后进行统一打分。基本信息包

括留守儿童的年级、性别、生活费用、平均睡眠时间、与父母的沟通频

率、沟通方式、沟通内容等。问题回答类型包括情绪症状、品行问题、

多动行为、同伴交往问题以及亲社会行为五类，每类按照“不像我”，

“有点像我”，“非常像我”三个进行评分。 

2 结果 

2.1 留守儿童 SDQ 得分分布特点 

从表 1 可见，留守儿童的 SDQ 困难总得分要远高于亲社会行为，

困难得分平均值能接近亲社会行为得分的 2 倍。具体分析困难行为的四

种类型发现，留守儿童的多动类型得分最高，其次是情绪症状，同伴交

往问题以及品行问题。其中情绪症状的标准差最高，表明受留守儿童个

体差异性明显。 

表 1 留守儿童不同 SDQ 类型得分对比 

SDQ 得分 
项目 

情绪症状 品行问题 多动 同伴交往问题 困难 亲社会行为 

平均值 2.90 2.18 3.97 2.68 11.73 6.72 

标准差 2.44 1.63 2.19 1.66 5.65 2.13 

2.2 父母联系频率与留守儿童 SDQ 得分关系分析 

由表 2 可知，父母联系频率与留守儿童的 SDQ 得分有显著关系。

对于非留守儿童，其困难总得分明显低于留守儿童，而亲社会行为得分

明显高于留守儿童。而其中非留守儿童有困难得分有高于留守儿童和亲

社会行为得分低于留守儿童。此外，与父母每半年联系一次的留守儿童

亲社会行为得分最低。 

表 2 留守儿童与父母联系频率的 SDQ 得分关系 

与父母联系频率 

项目 一周或更

短 
2-4 周 2-3 月 4-6 月 

半年以

上 

困难 0.45 0.44 0.59 0.63 0.54 

亲社会 0.41 0.58 0.57 0.48 0.44 

3 讨论 

通过本研究结果可进一步证明，留守儿童心理困难倾向明显高于亲

社会行为倾向，留守儿童个体的困难倾向类型差异性也收到家庭其他因

素的影响。个体良好的亲子沟通对青少年的保护作用已经在很多领域得

到证实 [5]。本研究也发现，父母回家频率越高，且与子女联系频率越高

的家庭，其留守儿童子女出现心理问题和社会行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较

小，亲社会行为就越多。亲子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留守儿童亲子情感

缺失，因而减弱“留守”对儿童的负性影响。然而，通过分析父母回家

频率和留守儿童与父母联系的频率时间结果来看，亲子之间的沟通确实

有利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但并不意味着频率越高，留守儿童越

不容易出现社会行为问题。对于半年回家和 3 个月与子女联系一次的父

母，其留守儿童子女的心理困难问题要高于两年回家一次，半年联系的

家庭。说明，对于留守儿童子女在自己生活期间存在一个适应过程，在

最开始未适应时需要父母的情感交流，需要父母的鼓励和开导。在适应

过程中，由于一直未得到父母的鼓励和关心，缺失了亲子之间的情感。

到完全适应时，父母额外的关心有效的帮助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

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确实受到与父母

的关心和鼓励有较大关系。但本研究结果也表明，亲子沟通的频率存在

最佳时间、节点，并不是联系越频繁，留守儿童的社会行为越好，这与

亲子之间的沟通时间和频率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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