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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 
——兼论自尊的中介效应 

陈锋菊，罗旭芳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基于M镇 341名农村留守儿童和 74名非留守儿童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家庭功能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行为

的影响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与非留守儿童比较，双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普遍较差、自尊水平较低、

问题行为较多，单留守儿童家庭中成员的角色模糊、沟通状况较差；家庭功能各维度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呈显著

负相关，其中，行为控制维度对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自尊在此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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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among rural children  

left behind: On mediation of self-esteem 

CHEN Fengju, LUO Xufa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ediation of self-estee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among children left behind by parents in rural area, family function scale, self esteem scale,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 questionnaire were administered by 341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72 non-left-behind children in Hunan 
provinc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follows: Comparing with the non left-behind children, two-parent-absent-children 
scored lower on family function dimensions, self-esteem and higher on problem behaviors, and one-parent-absent- 
children also scored lower on the dimensions of role and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family functio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blem behaviors; self-esteem 
complete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behavior control predicting on the behavior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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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以下简称“留守儿童”)
问题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大量质性研究和

定量分析显示，留守儿童多有不遵守校纪校规，不

听从监护人管教，常出现偷盗、抽烟、酗酒、赌博

及抢劫等行为，有些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与

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有更多的违法违纪行为

                                                        
收稿日期：2015－12－11 
基金项目：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科研课题(XYS11S27) 
作者简介：陈锋菊(1973—)，女，湖南桑植人，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 
 

和问题行为[1-4]。 
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相对突出，可能与其家庭

功能的缺陷有关。McMaster的家庭功能模式理论认
为，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的生理、心理和

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为

实现这些基本功能，家庭系统必须完成一系列任务

以促进家庭及其成员的发展。实现家庭基本功能和

完成基本任务的能力主要表现在问题解决、沟通、

角色、情感介入、情感反应、行为控制等方面[5]。

就留守儿童而言，他们的生活相对缺少父母的亲情

关爱，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度低，家庭应对突发性事

件的能力差，祖孙间缺少沟通，祖辈监管不力，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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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监护人对儿童教育缺乏耐心、严厉惩罚较多等，

说明留守儿童的家庭功能明显存在某些不足[6]。有

学者认为，家庭在运作过程中如果没能实现其基本

功能，就很容易导致家庭成员出现各种问题[7]。众

多研究表明：家庭功能的每个方面均与青少年问题

行为呈显著相关，其中情感介入、问题解决、角色

等维度对青少年问题行为有即时预测作用[8]；前测

家庭功能对后测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1]。这说

明家庭功能发挥越好，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越少。 
根据人类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理论，家庭是个

体必须直接面对的微系统中的一个环境因素。家庭

功能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并非一定是直接的，

可能要通过个体内部因素作为中介而发挥作用[9]。

自尊是个体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言行、维护一定荣

誉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自我意识倾向，是一个人尊重

需要的反映；作为起中介作用的个性变量，自尊对

儿童的情感、动机、社会适应性行为、认知以及品

德的发展与教育都具有重要作用[10]。家庭功能中的

问题解决、沟通、角色对儿童自尊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8]；在控制家庭功能、父母婚姻状况的作用

后，自尊对儿童问题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11]。据此

推断，家庭功能可通过自尊进而影响问题行为，即

自尊在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之间可能起中介作用。

笔者拟重点分析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对问题行为的

影响及其自尊的中介作用，以期探寻影响留守儿童

问题行为的家庭功能因素，并为有针对性的预防干

预提供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分析工具 

采用整群取样法从湖南省安化县M镇1所农村
中学和 2所农村小学中选取 10个班学生进行调查，
发放问卷 436份，回收到有效问卷 415份，其中双
亲外出务工儿童(简称“双留守”)174人，单亲外出
务工儿童(简称“单留守”)167人，双亲均未外出务

工的儿童(简称“非留守”)74人；男生 198人，女
生 213人，性别信息缺失 4人；小学生 252人，初
中生 163人。 
分析工具分别是： 
（1）家庭功能评定。采用由 Epstein等人设计

编制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12]，含 60 个项目，从问
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

控制和总体功能共 7 个方面评定家庭功能。采用 4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像我家”，4 代表“很像
我家”。维度分数越高，代表相关的家庭功能越好。

该量表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在 0.65～0.82 之
间。 
（2）自尊量表。由 Rosenberg 编制[12]，共 10

题，采用 5 点计分，从 1“非常符合”到 5“很不
符合”。将正向题反向计分后与其他题求平均分，

分数越高，代表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4。 
（3）问题行为问卷。选自范兴华编制的留守

儿童外倾问题行为问卷[6]。该问卷以方晓义等编制

的青少年外倾问题行为问卷为基础，结合以往相关

文献以及对留守儿童的访谈结果修编而成，共 11
个项目，涵盖撒谎、打架、考试作弊、网吧上网、

脏话辱骂、窃取财物、恶作剧、恐吓他人等具体行

为。采用 4点计分，1为“从未”，4为“经常”，
均分越高，说明问题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

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79。 

三、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1．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 
将儿童类型分为“双留守”、“单留守”、“非

留守”3组，以“问题解决”、“沟通”、“角色”
等为结果变量进行MANOVA分析，结果见表1。 

表 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研究变量上的得分比较 

儿童类型 问题解决 沟通 角色 情感反应 情感介入 行为控制 自尊 问题行为 

双留守① 2.54±0.54 2.59±0.38 2.68±0.35 2.52±0.41 2.76±0.50 2.69±0.37 3.33±0.46 1.88±0.49 

单留守② 2.61±0.56 2.64±0.41 2.78±0.32 2.62±0.48 2.86±0.55 2.78±0.40 3.45±0.52 1.82±0.50 

非留守③ 2.76±0.56 2.88±0.49 2.90±0.32 2.70±0.44 2.96±0.53 2.85±0.35 3.54±0.58 1.70±0.43 

F 2.92+ 10.37** 8.88** 5.42* 3.09* 4.01* 4.79** 2.87+ 

事后比较 <① ③ ①、 <② ③ < <① ② ③ <① ③ <① ③ <① ③ <① ③ >① ③ 

注：+ p<0.08,*p<0.05,**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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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显示，儿童类型 (Wilks,λ=0.86, F=2.97, 

p<0.01)的主效应显著。进一步进行的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儿童类型在所有研究变量上的得分差

异均显著。事后检验表明，双留守儿童在家庭功能

各维度以及自尊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问

题行为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单留守儿童在

家庭沟通、家庭角色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

童。由此可见，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双留守儿童家

庭功能各方面普遍较差、自尊低、问题行为多，单

留守儿童家庭的沟通、角色较差。 
 

2．留守儿童研究变量的相关性 
由于单、双留守儿童在研究变量上的差异很少，

因此，将其合并为一类再进行分析。Pearson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表2), 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中的角色、情
感介入、行为控制维度与问题行为呈低度负相关，

家庭功能各维度与自尊均呈正相关，自尊与问题行

为呈负相关，上述相关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此外，

性别与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男性留守儿童的问

题行为显著多于女性留守儿童，因而后续分析将控

制性别的作用；学龄段、留守类型与问题行为的相

关不显著，故学龄段与留守类型不再参与分析。 

表 2 留守儿童研究变量的相关性 

 性别 1 2 3 4 5 6 7 8 9 

1学龄段 -0.07          

2留守类型 0.11 -0.09         

3问题解决 -0.02 0.06 -0.06        

4沟通 -0.04 0.02 -0.07 0.23**       

5角色 -0.08 -0.03 -0.12* -0.06 0.20**      

6情感反应 -0.04 0.06 -0.11 0.03 0.26** 0.27**     

7情感介入 -0.11* 0.06 -0.10 -0.22** 0.06 0.33** 0.30**    

8行为控制 -0.01 0.04 -0.10 0.08 0.21** 0.29** 0.16** 0.18**   

9自尊 -0.13 -0.05 -0.15** 0.12* 0.12* 0.17** 0.14* 0.13* 0.25**  

10问题行为 0.33* 0.02 0.06 -0.08 -0.11 -0.15* -0.05 -0.17** -0.19** -0.25** 

 
3．自尊的中介效用 
Baron 和 Kenny认为，中介作用要满足三个条

件[13]：1)预测变量对中介变量的预测用显著；2)预
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3)预测变量、
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一起进行回归时，中介变量的

预测作用显著，同时，预测变量的预测作用不再显

著，此为完全中介效应；如果预测作用依然显著且

数值减弱，则为部分中介效应。 

基于相关分析结果，以性别为第一层预测变

量，以角色、情感介入、行为控制为第二层预测变

量，以自尊为第三层预测变量，以问题行为为结果

变量进行Enter回归分析，以考察在控制性别的作用
后家庭功能对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以及自尊的中

介作用。表3显示，控制了性别的作用后(β=0.31, 
p<0.01)，仅行为控制(β=-0.13，p<0.05)对问题行为
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这说明家庭的行为控制能力

越弱，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就越多，此结果与儿童 

表 3 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对家庭功能的回归分析以及自尊的中介效用 
问题行为 自尊 

模型 预测变量 
b β t b β t 

1 性别  0.32  0.33 5.55** -0.11 -0.11 -1.85+ 
2 性别  0.31  0.31 5.40** -0.10 -0.10 -1.68 
 角色 -0.04 -0.03 -0.45  0.11  0.07 1.09 
 情感介入 -0.07 -0.08 -1.21  0.05  0.05 0.84 
 行为控制 -0.17 -0.13 -2.14*  0.29  0.23 3.64** 

3 性别  0.29 0.29 5.13**    
 角色 -0.02 -0.02 -0.25    
 情感介入 -0.06 -0.06 -1.05    
 行为控制 -0.11 -0.09 -1.44    
 自尊 -0.21 -0.21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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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无关。当自尊进入方程后，自尊(β=-0.21，p<0.01)
对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行为控制

(β=-0.09，p>0.05)的负向预测作用不再显著。此外，
当角色、情感介入、行为控制三维度一起对自尊进

行预测时，仅行为控制(β=0.23，p<0.01)的正向预测
作用显著。 
综合上述结果并依据Baron和Kenny关于中介

作用的论述可知，自尊在行为控制对问题行为的预

测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即家庭的行为控制通

过提升留守儿童的自尊进而降低其问题行为水平。 

四、结论及建议 

与非留守儿童比较，双留守儿童家庭功能的各方

面普遍较差，单留守儿童家庭中成员的角色模糊、沟

通状况较差；此外，双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较低，问

题行为较多。这说明，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处境不利

的对象主要是双留守儿童，不利范围涉及到家庭抚养

环境以及个人心理与行为适应诸方面。这些结果与范

兴华等的研究结果一致[6,14]。 
在控制性别的作用后，家庭功能中的行为控制

维度对留守儿童问题行为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说

明家庭的行为控制能力越差，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

就越多。家庭在运作过程中如果没能实现其各项基

本功能，就很容易导致家庭成员出现各种临床问题
[7]。本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该观点。值得注意

的是，行为控制对问题行为的预测系数较低，提示

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还很多，有待进一步

探讨。 
此外，在家庭功能的行为控制维度对留守儿童

问题行为的预测关系中，自尊起完全中介作用，表

明行为控制可通过提升儿童自尊来降低其问题行为

水平。这可能是因为，行为控制维度反映的是家庭

对儿童日常行为的要求和原则，适度的行为控制有

利于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观念，为儿童

赢得他人的认可、尊重以及自我价值感的提升奠定

了基础；自尊的提升则有助于增强儿童的自我约束

力，进而减少了问题行为。另有研究显示，自我控

制能力在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关系上起中

介作用[9]。综上可知，弱化了的家庭功能可能通过降

低留守儿童的自尊与自我控制这两个自我意识因素

的水平进而引发其问题行为。这一结论为减少留守

儿童的问题行为提供了干预视角：一方面要努力提

升儿童的自尊水平，并培养儿童良好的自我控制能

力；另一方面要全方位改善其家庭功能，特别要注

重发挥家庭对儿童行为的适度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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