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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调查及机体免疫功能检查!探讨+留守,对于儿童心理状况及免疫

功能的影响&方法
!

选择随机抽样法!抽取
$

所小学及
&

所中学的学生!共
10(

名!将调查儿童根据实际情况分

为留守儿童组与非留守儿童组!其中小学生中留守儿童
&+'

名'非留守儿童
&01

名!初中生中留守儿童
'&%

名'

非留守儿童
'%$

名&对所有儿童进行心理健康问卷调查及免疫功能"

"V+

h

?

淋巴细胞'

"V(

h

?

淋巴细胞'

"V(

h

#

"V+

h

%检测&结果
!

小学生中!留守儿童组的社交焦虑'孤独感得分高于非留守儿童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两组儿童的社会期望及自我意识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初中生中!留守儿童组

的孤独感及社交焦虑得分高于非留守儿童组!自我意识得分低于非留守儿童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儿童的社会期望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留守儿童中!男生社交焦虑'孤独感得分低于

女生!自我意识得分高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男生与女生之间社会期望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留守儿童
"V(

h

#

"V+

h的比值为
$)'b%)(

!非留守儿童的
"V(

h

#

"V+

h的比值为
$).b%)0

!留

守儿童
"V(

h

#

"V+

h的比值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

!

$

%)%.

%&结论
!

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更多!缺

少父母的关怀教育!导致其孤独感'社交焦虑的发生情况比较多!并且其机体免疫功能也较差!应当对其多加

关注&

关键词"免疫功能$

!

心理健康$

!

精神卫生$

!

留守儿童

中图法分类号"

,'1$)0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

%

$$-'(&&-%(

E-4:

C

,+,6@=<-74:G<4:7G,747;,6@:<@70A<G+-B8G+:B?<-4-B+7,+-@:;<-8<6-+==;-<@;-87+6-

AG.%3)

4

'*

+

&

"

#M%A,)*

$

)

&231

4

)5671*6-

(

!=

;

9?')65'9

"

#)*:'*3'=65'96N?'5C!1-

4

81<=#-=

4

'6)8

"

.*V)*

+

"

>?))*D'0$.%&+

"

"?'*)

+

$231

4

)5671*6-

(

!1C')65'9

"

.*V)*

+

"'6

;

"?'*1=1J1C'9'*1#-=

4

'6)8

"

.*V)*

+

"

>?))*D'0$.%%%

"

"?'*)

*

EA,7?487

!

"A

*

<87+9<

!

?4:E38I;:

F

=;8;D88NN89;I4Ni58N;-L8D:EBi4E9D:5B>8E]I78E;=5I;=;6I=EB:776E8

N6E9;:4EL

<

94EB69;:E

F

78E;=5D8=5;DI6>38

<

=EBL4B

<

:776E8N6E9;:4E8Y=7:E=;:4E)F<7G6B,

!

/;4;=54N10(

9D:5B>8EX8>8I8589;8BN>47;X4

C

>:7=>

<

I9D445I=EB4E87:BB58I9D445L

<

>=EB47I=7

C

5:E

F

)?D89D:5B>8E

X8>8B:3:B8B:E;458N;-L8D:EB9D:5B>8E

F

>46

C

=EB6E-58N;-L8D:EB9D:5B>8E

F

>46

C

=994>B:E

F

;4;D8=9;6=5I:;6=;:4E

)

&+'58N;-L8D:EB9D:5B>8E:E

C

>:7=>

<

I9D445=EB&016E-58N;-L8D:EB9D:5B>8E

*

)?D8>8X8>8'&%58N;-L8D:EB9D:5-

B>8E=EB'%$6E-58N;-L8D:EB9D:5B>8E:E

S

6E:4>7:BB58I9D445I;6B8E;I)G8E;=5D8=5;D

`

68I;:4EE=:>8I6>38

<

=EB

:776E454

F

:9=5N6E9;:4E

)

"V+

h

"

"V(

h

"

"V(

h

%

"V+

h

*

X8>894EB69;8BN4>=559D:5B>8E

"

=EB

C

I

<

9D454

F

:9=5I94>8I

=EB:776E8N6E9;:4EI4N58N;-L8D:EB9D:5B>8EX8>8947

C

=>8B:EB:NN8>8E;9=I8I)H<,;:7,

!

#E;D8I6>38

<

4N

C

>:-

7=>

<

I9D445I;6B8E;I

"

;D8I94>8I4NI49:=5=EY:8;

<

=EB54E85:E8II:E;D8E4E-58N;-L8D:EB9D:5B>8E

F

>46

C

X8>8

54X8>;D=E;D4I8:E;D858N;-L8D:EB9D:5B>8E

F

>46

C

"

=EB;D8B:NN8>8E98X=II;=;:I;:9=55

<

I:

F

E:N:9=E;

)

!

$

%)%.

*

)

?D8>8X=IE4I:

F

E:N:9=E;B:NN8>8E98:E;D8I94>8I4NI49:=58Y

C

89;=;:4E=EBI85N-94EI9:46IE8IIL8;X88E;D8;X4

F

>46

C

I

)

!

%

%)%.

*

)#E;D8I6>38

<

4N

S

6E:4>7:BB58I9D445I;6B8E;I

"

;D8I94>8I4N54E85:E8II=EBI49:=5=EY:8;

<

4N

58N;-L8D:EB9D:5B>8EX8>8D:

F

D8>;D=E;D4I84NE4E-58N;-L8D:EB9D:5B>8E

)

!

$

%)%.

*"

=EB;D8I94>8I4NI85N-

=X=>8E8IIX8>854X8>;D=E;D4I84NE4E-58N;-L8D:EB9D:5B>8E

)

!

$

%)%.

*"

=EB;D8B:NN8>8E98:EI49:=58Y

C

89;=-

;:4EI94>8IL8;X88E;D8;X4

F

>46

C

IX=IE4;I;=;:I;:9=55

<

I:

F

E:N:9=E;

)

!

%

%)%.

*

)/74E

F

58N;-L8D:EB9D:5B>8E

"

;D8I94>8I4NI49:=5=EY:8;

<

=EB54E85:E8II4N7=58I;6B8E;IX8>854X8>;D=E;D=;4NN87=58I;6B8E;I

"

=EB;D8

I94>8I4NI85N-94EI9:46IE8IIX8>8D:

F

D8>;D=E;D=;4NN87=58I;6B8E;I

"

X:;DI;=;:I;:9=55

<

I:

F

E:N:9=E;B:NN8>8E98I

)

!

$

%)%.

*

)?D8>8X=IE4I:

F

E:N:9=E;B:NN8>8E98:EI49:=58Y

C

89;=;:4EI94>8L8;X88EL4

<

I=EB

F

:>5I

)

!

%

%)%.

*

)

?D8>=;:44N"V(

h

%

"V+

h

:E58N;-L8D:EB9D:5B>8EX=I$)'b%)(

"

;D8>=;:44N"V(

h

%

"V+

h

:E6E-58N;-L8D:EB9D:5-

B>8EX=I$).b%)0

"

=EB;D8>=;:44N"V(

h

%

"V+

h

:E58N;-L8D:EB9D:5B>8EX=II:

F

E:N:9=E;5

<

54X8>;D=E;D=;:E

6E-58N;-L8D:EB9D:5B>8E

)

!

$

%)%.

*

)I6-8:;,+6-

!

/N;8>:E38I;:

F

=;:4E

"

:;:IN46EB;D=;58N;-L8D:EB9D:5B>8ED=38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H=LG8B"5:E

!

J4387L8>$%&+

!

245)&.

!

J4)$$



74>8

C

I

<

9D454

F

:9=5

C

>4L587I;D=EE4E-58N;-L8D:EB9D:5B>8E

"

5=9R4N

C

=>8E;=59=>88B69=;:4E

"

XD:9D58=BI;4

74>854E85:E8II

"

I49:=5=EY:8;

<

=EB

C

44>:776E8N6E9;:4E)?D8>8N4>8

"

74>8=;;8E;:4EID465BL8

C

=:B;458N;-L8-

D:EB9D:5B>8E)

J<

C

K6?B,

!

58N;-L8D:EB9D:5B>8E

+

!

:776E8N6E9;:4E

+

!

78E;=5D8=5;DI;=;6I

+

!

78E;=5D8=5;D

!!

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儿童首次接触的环

境就是家庭#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

家庭环境的类型不同"儿童的个性也会产生很大差

异'

&

(

#留守儿童因为接受到的家庭关爱$教育及抚养

与正常家庭有差异"所以就造成了一系列相关问题的

产生"在这些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心理健康问

题"属于社会重点关注问题"因为其与我国未来人口

素质密切相关'

$

(

#本文对两所小学及一所中学进行

了有关心理健康的问卷调查以及免疫功能的检测"对

所得数据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
$

所小学及
&

所中学的学生"共
10(

名"其中男
.*1

名"女
(%.

名+

年龄
0

#

&(

岁"平均)

&&).$b$)$&

*岁+小学生
'*$

名"初中生
*&$

名+留守儿童
(1'

名)男
$1$

名"女
$%&

名*"非留守儿童
(+&

名)男
$00

名"女
$%(

名*#留守

儿童的判断标准!父母因为生计外出打工挣钱或者是

有一方外出打工"但是另外一方没有监护能力的儿

童#务工父母)外出*标准!在外务工时间
'

(

个月"并

且在外务工的时候几乎不回家居住#留守儿童中父

母均外出的
((+

名"父亲或母亲外出的
(.

名+非留守

儿童中父母无外出的
$.*

名"父亲或母亲外出的
$$.

名+

10(

名学生中父母双方只有一方外出打工的仅有

$0)0T

"并且大多数为父亲外出打工#小学生中留守

儿童
&+'

名"非留守儿童
&01

名"男
&0+

名"女
&+(

名"

平均年龄)

&%)$'b&)%'

*岁+初中生中留守儿童
'&%

名"非留守儿童
'%$

名"男
'+*

名"女
$$&

名"平均年

龄)

&$)%&b&)(&

*岁#所有调查者均知情同意本

研究#

$)/

!

方法

$)/)$

!

问卷调查
!

对调查儿童进行问卷调查"使用

社会期望量表$自我意识量表$孤独量表$社交焦虑量

表对其自我意识$孤独感$焦虑行为$焦虑认知$焦虑

情感及认可需要进行评定'

'

(

#)

&

*社会期望量表是用

来对儿童认可需要进行评定的"其总分为
(+

分"分数

越高"证明越惧怕不认可'

(

(

#)

$

*自我意识量表能够

显示出儿童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以及环境中自身地位

的认识"也能够表现出儿童的价值观念"其中包含自

我控制$自我教育$自我体验$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

我观察等方面"将标准答案)是或者否*规定出来"选

择是则得
&

分"选择否则不得分"总分越高证明其自

我意识越高'

.

(

#)

'

*孤独量表#小学生使用儿童孤独

量表"该量表将回答分成
.

级进行记录"始终如此是
%

分"一点都没有是
.

分"总分为
&*

#

01

分"分数越高

证明其具有的越强的孤独感+初中生使用孤独量表

)情绪
-

社交*"该量表将陈述分成了
(

级进行评分"很

少如此是
%

分"通常如此是
'

分"分数越高证明其具

有越强的孤独感'

*

(

#)

(

*社交焦虑量表包含因为社交

焦虑所引起的行为$认知以及情感"其将回答分成
'

级进行评分"一直这样是
$

分"有时这样是
&

分"从不

这样是
%

分"分数越高证明其可能性越大'

0

(

#

$)/)/

!

免疫功能检测
!

分别于清晨空腹状态下抽取

调查儿童的外周血"使用流式细胞仪对接受检测的儿

童进行抗体标记)标记
"V(

h

$

"V+

h

"然后计算两者的

比值*

'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

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进行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D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小学生中两组儿童心理健康问卷调查得分比

较
!

在小学生中"留守儿童组的社交焦虑$孤独感得

分高于非留守儿童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两组儿童的社会期望及自我意识得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

!

中学生中两组儿童中心理健康问卷调查得分比

较
!

在初中生中"留守儿童组的孤独感及社交焦虑得

分高于非留守儿童组"自我意识得分低于非留守儿童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儿童的社会

期望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小学生中两组儿童心理健康问卷调查得分比较#

Db=

%分$

组别
*

社会期望 自我意识 孤独感 社交焦虑

非留守儿童组
&01 $1).(b.)+1 .')*0b1)$+ '%)0*b0)$' *)*+b')%&

留守儿童组
&+' '&)%*b')*1 .&).1b&%)00 '1)*+b&%)&& 0)11b$)1'

6 &)%$& &)%0& .)*$0 *)($+

!

%

%)%.

%

%)%.

$

%)%.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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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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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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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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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中学生中两组儿童心理健康问卷调查得分比较#

Db=

%分$

组别
*

社会期望 自我意识 孤独感 社交焦虑

非留守儿童组
'%$ (+)'+b&%)'* (1)+&b1)*( &%)$+b()(* 0)'+b$)+*

留守儿童组
'&% (0).$b1)++ (*).+b1).+ &1)$'b*)*+ &&)&'b')&&

6 &)$(+ *)%%& .)1+& .)*0(

!

%

%)%.

$

%)%.

$

%)%.

$

%)%.

/)'

!

留守儿童男女心理健康问卷调查得分比较
!

留

守儿童中"男生社交焦虑$孤独感得分低于女生"自我

意识得分高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男生与女生之间社会期望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留守儿童男女心理健康问卷调查得分比较#

Db=

%分$

性别
*

社会期望 自我意识 孤独感 社交焦虑

女生
$%& (+)&0b&%)$( (')+(b+)(+ &&)&(b.)*+ +)%0b$)(&

男生
$1$ (+)$'b&$)(& (0)$+b&&)'& &%)(1b*)$( 0).'b')%$

6 &)$(+ &')$$$ &*)$01 &()$'+

!

%

%)%.

$

%)%.

$

%)%.

$

%)%.

/)1

!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免疫功能比较
!

留守儿

童
"V(

h

%

"V+

h的比值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免疫功能比较#

Db=

$

组别
*

"V+

h

?

淋巴细胞)

T

*

"V(

h

?

淋巴细胞)

T

*

"V(

h

%

"V+

h

留守儿童组
(1' &0)'b&)( (.)0b&)+ $)'b%)(

非留守儿童组
(+& &1)*b&)& .&)0b&)1 *).b%)0

6 &.)*$' &()$+0 &.)$$$

!

$

%)%.

$

%)%.

$

%)%.

'

!

讨
!!

论

!!

本文通过对
10(

名学生进行调查"其中有留守儿

童
(1'

名"非留守儿童为
(+&

名#父母双方只有一方

外出打工的仅有
$0)0T

"并且大多数为父亲外出打

工"和之前进行的调查结果相近'

1

(

#在小学生中"留

守儿童组的社交焦虑$孤独感得分高于非留守儿童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儿童的社会期

望及自我意识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在

初中生中"留守儿童组的孤独感及社交焦虑得分高于

非留守儿童组"自我意识得分低于非留守儿童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儿童的社会期望

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进一步证明了留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较非留守儿童差'

&%

(

#留守儿

童孤独感及社交焦虑得分更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

的!)

&

*因为留守儿童的父母或者是父母中的任意一

方在外打工但是另一方没有监护能力"导致他们不能

够很好地与父母进行交流沟通'

&&

(

#有专家认为"对于

一个人人格的发展及形成来说"处于儿童时代的早期

经验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

(

#留

守儿童因为父母长时间不在家"二者之间的关系疏

远"导致消极变化产生"对其心理健康极为不利'

&'-&(

(

#

)

$

*大部分在外打工的父母会因为自己文化水平太

低"不能够很好地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所以对于孩

子的学习具有较高的期望"导致孩子压力过大"造成

孩子产生学习焦虑#)

'

*由于其父母长时间不在身

边"造成孩子心理落差和自卑"与非留守儿童相处时

总感觉/矮一截0"不想要将自己不如他人的那一面表

现出来"所以就容易造成其自信心匮乏"不愿意参加

一些活动"将自己孤立'

&.

(

#有研究表明"在儿童成长

过程中"缺少父亲教育的孩子孤独感要强些"父母都

不在身边对孩子孤独感影响更大'

&*-&0

(

#

从表
'

数据能够看出"留守儿童中男生社交焦

虑$孤独感得分低于女生"自我意识得分高于女生"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男生与女生之间社会

期望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留守儿

童中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要比男生更差一些"这可能

是因为女生与男生相比更加早熟"情感比较细腻"担

忧的情况比较多"并且因为女生比较胆小"所以她们

更加的脆弱$敏感"比较容易被情感左右"对父母的依

赖程度也更大'

&+

(

#所以"女生与男生相比心理健康状

况要更差一些#

此外"本文还对调查的儿童进行了免疫功能的检

测"留守儿童
"V(

h

%

"V+

h的比值为
$)'b%)(

"非留

守儿童的
"V(

h

%

"V+

h的比值为
$).b%)0

"留守儿童

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

!

$

%)%.

*"说明留守儿童的免

疫功能与非留守儿童相比要稍差一些#因此"留守儿

童不仅在心理健康方面容易出现问题"其免疫功能也

会受到影响'

&1-$%

(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

注"减轻其心理健康及免疫功能方面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

比心理问题较多"缺少父母的关怀教育"导致其孤独

感$社交焦虑的发生情况比较多"并且其机体免疫功

能也较差"应当对其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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