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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重庆市两个区县农村小学4-6年级的留守小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小学生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师生关系量表、同伴关系量表为

研究工具,探讨留守小学生的情绪调节困难与校园人际关系的相关性问题,得到3个结论：1.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能力一般,有待进一步提升；留

守小学生师生关系中等偏上,同伴关系一般。2.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困难、师生关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同伴关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年

级上差异不明显。3.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可以减少与教师的冲突和维持良好的同伴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也能促进情绪调节能力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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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工作,他们的孩子只

能留在农村家庭,并由年长的祖父母或亲戚照顾,因此,在农村地区出现了

一个弱势群体——留守儿童。根据民政部2018年10月31日公布的数据,到

2018年8月底,全国仍有697万留守儿童。如此惊人的数据量使得留守儿童

这一群弱势群体成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现象。重庆市在我国的西部地区,人

均GDP和收入水平中等,城市化进程与发达地区相比缓慢,农村地区的经

济、教育、文化等发展状况都比城镇要差,留守儿童的相关问题较为突出。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所选取的重庆市两个区县154名4-6年级小学生(79男75女)留守小

学生。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信效度在0.7以上的小学生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师生关

系量表、同伴关系量表为研究工具,结合访谈,探究重庆留守小学生情绪调

节困难、校园人际关系的现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发放154份,回收有效

问卷150份,有效率为97.4％。 

2 研究结果 

2.1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困难 

留守小学生的性别、家庭来源、年级对于其绪调节困难各维度的方差

分析可知：在难以意识自身情绪反应维度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在其他维度

差异不明显。 

表1 性别、家庭来源、年级在情绪调节困难各维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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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自身
情绪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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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情绪

F
缺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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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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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留守小学生校园人际关系 

表 2 性别、家庭来源、年级在师生关系各维度上的差异

冲突性 F 亲密性 F 支持性 F 满意性 F

男
2.76±
0.88 20.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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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 17.053

**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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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0.95

15.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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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性别、家庭来源、年级在留守小学生同伴关系上的差异

同伴关系 F

男 2.54±0.33 7.130**

女 2.38±0.42

城市 2.35±0.26 2.257

农村 2.48±0.39
四年级 2.33±0.32 1.30

五年级 2.37±0.37

六年级 2.37±0.39
 

留守小学生的性别、家庭来源、年级在师生以及同伴关系的方差分析

可知：性别在师生以及同伴关系各维度上呈现显著性差异,而年级则只在

留守小学生师生关系上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2.3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困难与校园人际关系的相关分析 

表4 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困难与人际(师生以及同伴)关系的相关分析

情绪调节
困难总分

难以意识

自身情绪
反应

不能接纳自
身情绪反应

缺乏有效情
绪调节策略

难以控制自
身冲动反应

难以实施预
定目标行为

师生关系冲突
性

0.059 0.549** -0.096 -0.015 -0.066 0.008

师生关系亲密

性
0.413

**
-0.117 0.391

**
0.412

**
0.523

**
0.284

**

师生关系支持
性

0.427** -0.130 0.428** 0.432** 0.491** 0.320**

师生关系满意
性

0.427
**

-0.180
**

0.399
**

0.411
**

0.434
**

0.290
**

同伴关系 0.318** 0.518** 0.068 0.295** 0.227** 0.252**  

情绪调节困难总分、不能接纳自身情绪反应、缺乏有效情绪调节策略、

难以控制自身冲动反应、难以实施预定目标行为五个维度均与师生关系中

的支持性、亲密性,满意性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同时,难以意识自身情绪

反应和冲突性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满意性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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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与支持性,亲密性共2项之间并没有相关关系。情绪调节困难总分、

难以意识自身情绪反应、缺乏有效情绪调节策略、难以控制自身冲动反应、

难以实施预定目标行为五项均与同伴关系有着正相关关系；不能接纳自身

情绪反应与同伴关系没有相关关系。 

3 分析与讨论 

3.1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困难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本研究发现,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难度处于中等水平,表明目前留守

小学生整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一般。留守小学生的行为冲动的控制能力不稳

定,容易产生冲动行动,但是对自我情绪的认识能力较高。其原因：第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的经济收入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中国独生子女的数量不断增加。父母始终关注

孩子的愿望和要求,并不受限制地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因此,留守小学生

在对自我情绪调节无果的同时也得不到家长和老师的及时关注和正确引

导,使留守小学生对自身情绪行为的控制和调节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

平；第二,小学阶段属于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个体获得社会自我的

时期,他们可以客观地看待自己,并尝试纠正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所以在

这个阶段,留守小学生对自我情绪的认识能力也在提高。 

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困难总分在性别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从发展心理

学的角度来看,女生的身心发展速度要快于男生,而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儿

童心理发展的社会参照和教育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男生和女生情绪

自我认知发展能力的不平衡,所以女生的情绪自我认知能力与人际交往能

力比男生更高。 

不同年级的留守小学生在缺乏有效情绪调节策略维度呈现出显著性

差异,六年级的留守小学生的情绪调节策略应对能力要显著低于五年级的

留守小学生,分析原因可能是：第一,六年级的留守小学生刚刚开始进入青

春期,生理上的细微变化会影响情绪的变化；第二,六年级的留守小学生面

临升学的压力,会更加关注学习成绩而忽略了调节情绪,大多选择以前的

方法和策略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3.2留守小学生校园人际关系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本研究发现,留守小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关系中等偏上,无论是支持性、

亲密性还是满意性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师生关系相对和谐。从性别比

较,女生的师生关系比男生的师生关系要好,女生在冲突性上的得分低于

男生,并且在其他维度上的得分都高于男生,这说明女生更愿意与老师接

触、沟通,与老师更加亲密。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第一,儿童独立发展中的

性别差异影响了留守小学生师生关系差异,小学生的独立性整体发展存在

显着的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好；第二,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男女之间存

在言语表达的差异。在言语表达的各种特征中,女生比男生更好。在与教

师互动的过程中,女生可以更好地与教师进行言语沟通,男生更多的则会

选择肢体语言来与教师进行沟通,容易产生冲突。 

不同年级的留守小学生在师生关系冲突性维度上呈现显著性差异,且

五年级的留守小学生与老师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比六年级的留守小学生要

大,可能的原因是：第一,五年级的留守小学生在心理上刚刚步入青春期,

此时由于个体年龄阶段的特殊性,易冲动,外界诱惑又很多,可能出现各种

行为问题,情绪调节能力的不足使他们与老师之间的冲突增加；第二,六年

级的留守小学生相对于五年级的留守小学生来说思维和行动上更趋于成

熟,他们能找到跟老师相处的合适方式。 

留守小学生的同伴关系一般。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同伴关系存在显著差

异,女生的同伴关系远比男生好。可能的原因有：第一,在日常活动中,男

生喜欢独立和分散的活动,女生喜欢陪伴和团体活动；第二,女生比男生的

情感更为细腻,可以发现同伴互动中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面对同

伴冲突,大多数女生会采取非面对面的表达方式,如谣言或嫉妒,而大多数

男生会选择打架,侮辱和其他直接攻击性行为。 

3.3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困难与校园人际关系的相关性关系 

本研究发现,随着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可以减少与教师

相处中的冲突性,情绪调节能力高的留守小学生能够与老师相处融洽,能

够在师生关系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增加其关系的亲密度和满意度。对自身

情绪反应意识较差的留守小学生,在与教师相处的过程中无法对自我的情

绪有正确的认识,也无法为教师考虑,导致师生之间的冲突性增加。反之,

对自身情绪反应意识较强的留守小学生,共情能力和同理心较强,能够从

主观角度体验到教师的内心感受,他们可以从教师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

师生之间的满意性、支持性和亲密性就越高。目标管理能力强的留守小学

生,即使在体验到负面情绪时也能够有效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对教师的

要求和行为有更多的理解,师生之间的亲密性更多。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情绪调节能力强的留守小学生更有可能建立和

维持良好的同伴关系,因为学生更愿意把能够调整自己的情绪的人作为自

己的玩伴和队友。留守小学生在生活中较为缺乏家庭、教师、学校的情感

关怀,导致他们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容易出现情绪障碍问题,较多的产生

负性情绪,他们无法意识到自我情绪的反应,同时无法感受到身边同学的

情绪,影响了良好同伴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当留守小学生对自我负面情绪

的悦纳能力提高时,他能够很快的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从而以乐观的态

度与同伴进行交往,更受同伴的欢迎。 

4 结论 

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能力一般,整体情绪调节能力水平不高,有待进

一步改善；留守小学生师生关系整体良好；留守小学生同伴关系一般。 

留守小学生情绪调节困难、师生关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家庭来

源上差异不明显；同伴关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家庭来源和年级上差

异不明显。 

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会可以减少与教师的冲突和维持良好的同伴关

系,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也能促进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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