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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
社交焦虑及认知偏差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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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

1B1S

&和两可社会情境解释问卷儿童版%

B11QhGS

&对
!?D

名小学留守儿童与
#DD

名小学非留守儿童进行测查"探讨小学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的基本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
系!结果发现)%

*

&小学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检出率高于非留守儿童$%

#

&小学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显著高于非留
守儿童$%

!

&小学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H

&小学儿童的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在各个维度上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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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的农

民工涌向城市#在为城市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产
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被滞留在原居住地的
留守儿童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
童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留守儿童这一特殊
群体因早期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亲子之间良
性互动的缺失#致使他们在社会性发展过程中产生
一些具有典型性的发展不良趋向$如今留守儿童问
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但已有的为数
不多的教育和心理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农村留守儿
童一般生活状况*监护人素质*家庭教育中的问题和
缺陷#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等儿童发展的外在

影响因素来了解和分析留守儿童的成长#针对留守
儿童内在特点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对留守儿童的社
交焦虑问题更是少有研究$

在美国#社交焦虑障碍已成为继重度抑郁和酒
精依赖之后的第三大精神障碍$同时#社交焦虑障
碍的共病率很高$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发
现,社交焦虑障碍很少是单独存在的#往往伴随有其
它精神障碍#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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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人除了有社交
焦虑障碍外#还伴随有至少一项其他精神障碍#所以
对社交焦虑症状的早期发现和干预尤为重要(

*

)

$

*EED

年#

S&/-M

和
Z8&&9

构建了社交焦虑障碍认知
模型#为社交焦虑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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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报告指出#高社交焦虑的成人对两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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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事件的解释呈现出认知偏差(

!

)

$另有研究对高社
交焦虑者和低社交焦虑者进行测试#结果表明#与低
社交焦虑者相比#高社交焦虑者更多地将两可社交
情境理解为消极的#并认为情境中包含着危险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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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消极社会事件灾难问卷对
不同焦虑水平的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显示高社交
焦虑个体常从略带消极性质的负性生活事件中获得
严重的灾难性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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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指出#

与低社交焦虑者相比#他们更容易将略带消极性质
的负性生活事件归因为自身的消极特质#或假设事
件会为自己带来持久而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对于积
极的社会事件#高社交焦虑者也会将他们看成是不
那么积极甚至认为其带有否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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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交焦虑并不是从青春期开始#而是可以提前
到小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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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研究主要以成人或青春期
少年为研究对象#专门针对儿童的专项研究还较少#

尤其是对于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更是少有研究$

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
非留守儿童(

E

)

$基于留守儿童独特的家庭背景#父
母一方或双方长期不在身边#年幼儿童可能将父母
的外出归咎为自身的原因#并泛化到其他的生活事
件中去#产生更多的认知偏差+在社会交往过程中#

也容易带着这些歪曲的观念来审视自己和他人#使
自己在正常的社交交往中体验到更多的焦虑和不
适$因此#关注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并探讨社
交焦虑与认知偏差的关系#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具
有现实意义$已有研究往往停留于对留守儿童社交
焦虑现象的表面分析#考察年级性别等不同人口统
计学变量下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缺
乏整体的规律性研究以及与社交焦虑有关的因素的
分析和探讨$鉴于留守儿童自身的特点和已有研究
的不足#本研究从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问题入手#通
过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比较研究#分析现阶
段西部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现状#并初步探讨认知
偏差与社交焦虑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后续的干
预研究提供参考$

二
!

研究方法
!一"被试
在重庆市北碚区和合川县分别随机选取一所小

学#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试#发放问卷
?D)

份#全部
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达
ED'!@J

#其中男
生

!)@

人*占
HE'")J

#女生
!*#

人*占
D)'!)J

$因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
间的差异#因此将被试分为留守儿童组和非留守儿
童组#其中留守儿童包括父母均在外打工和单亲外
出打工的儿童#共

!?D

人#非留守儿童
#DD

人#被试
的年龄分布为

@

至
*H

岁$具体情况如表
*

$

表
*I

被试基本构成
@

岁
E

岁
*)

岁
**

岁
*#

岁
*!

岁
*H

岁总计
留守儿童

*? "H *)H ?! "D !! G !?D

非留守儿童
! !E "@ ?* D? *? # #DD

总计
*E **! *@# *#H *!* HE # ?#)

!!

在本次调查的留守儿童中#父母均外出打工的
占

?#IH"J

#父亲外出打工的占
!!I*DJ

#母亲外出
打工的占

HI!@J

$对代养人的情况调查表明#祖辈
代养占大多数#为

?#IH"J

+单亲看护其次#占
#?I)!J

+父辈代养*自我看护和同辈看护的比率分
别为

@I""J

*

#I*EJ

和
)IDDJ

$代养人的文化程度
整体偏低#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代养人占
?!I@HJ

#初中文化程度的代养人占
#)IDDJ

#中专
或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代养人仅占

*?I)*J

$从代
养人的职业分别来看#大多数为农民#占

?@IHEJ

#

工人占
*@I!?J

#知识分子和干部各占
?ID@J

$

!二"研究工具
*I

儿童社交焦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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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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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量表由
N/X-83/

等人编制(

*)

)

#H@G#HE

#现有国
内通用版本包含

*)

个项目#由害怕否定评价和社交
回避及恐惧两个因子构成$题目采取

!

级评分#得
分越高#说明社交焦虑的情况越严重$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为

)I"?

#两周后重测信度为
)I?"

$

#I

两可社会情境解释问卷儿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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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问卷由
F,:&8- d >/:48K9

在
*E@!

年编
制(

**

)

#主要针对成人#用于测量被试对两可社会情
境的解释是否存在认知偏差$每个情境下都设置三
个有关这个情境的原因解释#三个给定的选项中有
一个为消极解释#另外两个解释都是中性的或一个
为中性解释*一个为积极解释$让被试假想当他处
于给定的情境中时#对三种解释在头脑中出现的可
能排序进行选择$根据消极解释回答的顺序进行评
分#如果被试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为消极解释#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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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次之记
#

分#最后出现记
*

分#得分越高#说明存
在越多的认知偏差$由于原量表主要针对成人#多
数情境不适用于儿童#所以本研究在使用原量表前
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如将&你刚刚开始新工作#老板
就要见你'改为&新学期你担任了班委工作#老师把
你叫到办公室'#并根据实际需求增删了一些项目$

经过开放式问卷和预测#修订后的量表共包含
*)

个
项目#由两个因子构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I"D

#分半信度为
)I"?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

\>Y

检验!

)I@D#

"和
F/-:&8::

球形检验!

T%

)I))*

"

结果显示#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
法#选取特征值大于

*

的两个因素进行正交旋转#结
果显示#两个因素的累积贡献率为

H#ID#J

#各题项
的因子负荷值在

)ID)!

至
)I""D

之间$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问卷两个因素之间为中等程度的相关!

-g

)ID*#

#

T%

)I)*

"#而两个因素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程
度较高#分别为

)I@!D

和
)I@@"

!

T%

)I)*

"#说明修
订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同时#选取儿童
社交焦虑量表的测试结果作为效标#将被试在儿童
社交焦虑量表上的得分按照

!)J

左右的比例划分
为高分组*低分组和普通组#以学生的组别为自变
量#在

B11QhGS

两个维度上的得分为因变量#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

!

#

#

E"!

"

g!EI?!

!

T

%

)I)*

"#且两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的组间效应#说
明该问卷有较高的效标效度$

!三"施测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统一指导语#当场

回收问卷$用
1P11*!')

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处理$

三
!

结果
!一"小学儿童社交焦虑情况
*'

社交焦虑的检出情况
根据已有研究的判定方法#将

>f1A

作为社
交焦虑存在与否的划分标准(

*#

)(

*!

)

#则儿童社交焦虑
量表上得分超过

E'D

分的儿童被界定为存在社交焦
虑$根据这一标准#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检出率为
#H'!@J

#非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检出率为
?'?"J

$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按照这一标准检出的社交焦虑
儿童在社交焦虑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无社交焦虑
儿童!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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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比较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社交焦虑上存在显著

差异#非留守儿童在害怕否定评价和社交回避及恐

惧两个维度以及全量表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留守儿
童!见表

#

"$以儿童的留守情况和年龄为自变量#

社交焦虑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留守情况的主效应显著!

[g#)I)*E

#

T%

)I)*

"#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

[g)'H!@

#

T$

)')D

"#

留守情况与年龄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g)'

!*?

#

T$

)')D

"$在年龄分布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
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见表

!

"#且
*)

岁为社交焦虑状况发生变化的转折
点$

表
#I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比较)

>i1A

*

害怕否定评价社交回避及恐惧 总分
留守儿童

.g!?D H'#@i#'!? #'"Di*'E) "')!i!'H@

非留守儿童
.g#DD !'#)i#')# *'@Di*'D# D')Hi#'"D

:

D'E?

&&

?'!*

&&

"'?)

&&

!!

注,

&T%

)')D

#

&&T%

)')*

#下同$

表
!I

不同年龄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状况的差异比较
)

>i1A

*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

@

岁
"'*!iH'?" ?'))i*')) )'H)

E

岁
"'))i#'@H D'HEi#'E* #'"#

&&

*)

岁
?'@?i!'DE H'?!i#'@*

H'DH

&&

**

岁
?'EHi!'D# D'*Di#'"D !'*?

&&

*#

岁
"'*#i!'D# D'*?i#'") !'H"

&&

*!

岁
"'DDi!'@! H'@@i#'DD #'D#

&

*H

岁
G ?'))i#'@# G

!!

注,因留守儿童中
*H

岁被试为
)

人#所以有缺失值产
生#下同$

!二"小学儿童认知偏差情况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认知偏差上存在显著

差异#非留守儿童在指向自身的认知偏差和指向他
人的认知偏差两个维度以及全量表上的得分均显著
低于留守儿童!见表

H

"$以儿童的留守情况和年龄
为自变量#认知偏差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二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留守情况的主效应显著!

[g

EI)"#

#

T%

)I)*

"#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

[g#I)D"

#

T$

)I)D

"#留守情况与年龄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g*IE")

#

T$

)I)D

"+在年龄分布上#留守儿童与
非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整体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减少
的趋势!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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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I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状况比较)

>i1A

*

指向自身的
认知偏差

指向他人的
认知偏差 总分

留守儿童
.g!?D @'@Di#'H) "'??i#'H!*?'HEiH')H

非留守儿童
.g#DD"'@Di#'!H ?'")i#'))*H'?Ei!'@D

: D'#)

&&

D'*@

&&

D'?*

&&

表
DI

不同年龄留守与非留守儿童认知偏差状况的差异比较
)

>i1A

*

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

@

岁
*"'D?i!'H! *?'!!iH'*? 'D!

E

岁
*?'DDiH')" *?'DEi!'@? G)'H#

*)

岁
*?'?DiH'*E *!'E)i!'H#

H'HE

&&

**

岁
*?'D#iH'!? *H'@)iH'#* #')H

&

*#

岁
*?'H)i!'"E *!'@@i!'*! !'ED

&&

*!

岁
*D'?"iH')" *!'EHiH')H *'!"

*H

岁
G *!'D)iH'ED G

!三"小学儿童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的相关分析
为了考察小学儿童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之间的

关系#分别进行了社交焦虑和认知偏差两个维度之
间的相关分析!见表

?

"$结果显示#害怕否定评价
和社交回避及恐惧两个因子与指向自身的认知偏差
和指向他人的认知偏差两个因子均有不同程度的正
相关$为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认知偏差
得分为自变量#社交焦虑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

9:8

T

K298

"#结果显示#认知偏差能够显著预测社
交焦虑!

;

g)'#!?

#

T%

)')*

"#认知偏差对社交焦虑
的解释率为

@')J

$

表
?I

小学儿童社交焦虑和认知偏差的相关
指向自身的认知偏差指向他人的认知偏差

害怕否定评价
)'#H

&&

)'#H

&&

社交回避及恐惧
)'*E

&&

)'#"

&&

!!

四
!

讨论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检出

率高于非留守儿童#说明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
比非留守儿童更为严重$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
社交焦虑上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明
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同时#小学儿童社交焦虑状况
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这与王良锋等人的研究
结论有相似之处(

*H

)

#并且
*)

岁为社交焦虑状况发

生变化的转折点$这可能与小学儿童自我意识的发
展变化有关#低年级儿童往往高估自我#对自己的评
价多来源于主观的自我评估#随着年龄的增大#自我
意识逐渐增强#在公开场合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

并关注自我表现会给他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这种内
部的关注可能会引发焦虑情绪$有研究显示#小学
儿童升入初中后焦虑水平还会呈现继续上升的态
势(

*D

)(

*?

)

$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认知偏差上存在显著
差异#对于日常生活中一些中性的外部信息#留守儿
童多将其解读为带有消极的含义#其中既包含对自
身的否定也包括对他人的错误认知$留守儿童因父
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幼年时期亲情的缺失使他
们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有些儿童会将父母外出
打工的原因归结为父母不喜欢自己#并在成长的过
程中泛化到其他的生活事件中去#产生更多的认知
偏差$在修订两可社会情境问卷儿童版的过程中曾
进行了开放式问卷调查#很多留守儿童认为同学&不
喜欢我'#&讨厌我'#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我衣服
很脏'#&我家人不在身边#他们专门嘲笑我'$这样
的认知偏差对儿童以后的成长都会带来深远的影
响$但整体来看#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非留守儿童#

他们的认知偏差都呈现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

这说明随着心理发育的逐渐成熟#儿童已经能够渐
渐客观地看待外界事物#正确解读外部信息$

S&/-M

和
Z8&&9

于
*EED

年构建了社交焦虑障碍
认知模型#他们认为当社交焦虑的个体处于一个社
会情境中时#基于自身的早期经验#个体会对自身和
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一系列假设$假设通常可归为
三个范畴,第一#对自己的社会表现有过高的要求+

第二#用特定的方式对自己的表现进行推论而产生
不合理信念+第三#对自身的彻底否定$这样的假设
让高社交焦虑个体认为所处的环境是危险的#从而
导致他们无法产生好的自我表现#并认为一些积极
或中性的社会线索也具有消极含义#这导致了个体
焦虑的产生#焦虑又强化了之前的假设#这样的恶性
循环导致个体焦虑情绪的延续$这一理论模型已经
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高社交焦虑者往往比低社
交焦虑者存在更多的认知偏差$本研究进一步证
实#在小学儿童的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中#害怕否定
评价和社交回避及恐惧两个因子与指向自身的认知
偏差和指向他人的认知偏差两个因子均有不同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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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相关+同时#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认知偏差能
够显著预测社交焦虑$这初步证实了

S&/-M

和
Z8&&9

的社交焦虑障碍认知模型#也说明改变高社
交焦虑者的认知偏差可能是改善其社交焦虑状况#

对其进行干预的有效途径$

五
!

结论
!

*

"小学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检出率为
#HI!@J

#高于非留守儿童的
?'?"J

$

!

#

"小学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社交焦虑状
况上呈现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显著高于
非留守儿童+小学儿童的社交焦虑状况随年龄增长

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

!

"小学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认知偏差状
况上呈现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显著高于
非留守儿童+小学儿童的认知偏差状况随年龄增长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

H

"小学儿童的社交焦虑与认知偏差在各维度
上均呈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认知偏差对社交
焦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初步验证了

S&/-M

和
Z8&&9

的社交焦虑障碍认知模型#说明减少高社交焦虑者
的认知偏差可能有助于改善其社交焦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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