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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考察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对自我关怀水平的影响,
 

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作用,
 

采用父母心理控制量

表、
 

应对方式量表和自我关怀量表对3
 

015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
 

①
 

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
 

应对

方式(除忍耐)及自我关怀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②
 

在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自我关怀水平的预测关系中,
 

应对方式存在多重中介效应,
 

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分别通过问题解决、
 

求助、
 

退避、
 

发泄、
 

幻想和忍耐间接预测

自我关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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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
 

且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1-3].
 

该群体自20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存在,
 

民政部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43.6万名,
 

仍为较

庞大的群体.
 

与普通儿童相比,
 

留守儿童因长期与父母分离,
 

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4-6]、
 

人际关系[7]、
 

社会

行为[8-9]等方面的问题.
 

由于留守儿童群体存在缺乏教育引导方针、
 

负面作用已经显现以及持续时间长等

特点[10],
 

一直以来备受政府和民众的关注.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
 

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团聚再

添困难.
 

为缓解亲子无法相见之痛,
 

2021年春节期间,
 

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寒假春节期间父母就地过

年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的通知》,
 

就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进一步体现了

我国对于留守儿童相关问题的重视.
自我关怀这一概念最早由Neff提出[11-12],

 

指的是个体在面对失败、
 

不足或遭受苦难时,
 

自己向自己表

达同情或关怀的能力[13-15].
 

自我关怀包含3个核心成分[15]:
 

①
 

善待自己:
 

以友爱的方式理解自己,
 

而不是

严厉地批评和指责;
 

②
 

共通人性:
 

感受到与他人之间在生命体验上的契合,
 

而不是被自己的痛苦所孤立和

隔离;
 

③
 

静观当下:
 

对我们的体验持以平衡的觉察,
 

而不是忽视或夸大我们的痛苦.
 

自我关怀会促进对自

身健康和幸福的追求,
 

激发改善个人状况的积极主动的行为,
 

降低抑郁、
 

焦虑水平[16-19],
 

有利于个体的健

康发展.
 

自我关怀通常被认为与家庭关系、
 

依恋系统密切相关,
 

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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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有可能以关心和同情的方式看待自己,
 

即自我关怀的水平更高[20-21].
父母的控制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通常包含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22],
 

行为

控制是指父母向子女施加规范、
 

规则、
 

限制以及通过主动询问和观察等方式了解子女的活动;
 

心理控制

则是指父母侵扰子女内心世界、
 

破坏孩子自主性发展的控制,
 

包括诱发内疚、
 

爱的剥夺和施加权威

等[23-24].
 

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与孩子分离,
 

对其行为的控制存在诸多限制,
 

但是为了使其能够在学业、
 

生活等方面表现更佳,
 

父母更可能使用心理控制的策略督促儿童达到更高标准[25],
 

例如告诉孩子,
 

如果

你表现得不好,
 

妈妈就会对你很失望,
 

就不回家看你了.
 

诸如此类的心理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儿童

减少不良行为[26],
 

但更多研究表明,
 

在父母高水平的心理控制下,
 

儿童会更多地表现出焦虑[27-28]、
 

抑

郁[29-30]等负性情绪.
 

自我关怀会降低抑郁、
 

焦虑水平,
 

由此我们推测,
 

父母的心理控制会对个体的自我

关怀水平产生影响.
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31-33],

 

个体的应对方式是个体的稳

定因素与情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34].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
 

家庭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影响最大.
 

因此个

体的应对方式会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不良的教养方式会导致子女采取不合理的应对方式[35-36],
 

而

应对方式的不同则会对个体的抑郁、
 

焦虑水平产生不同影响[37-40].
 

由于应对方式是心理应激过程中的重

要中介因素[41],
 

因此我们推测,
 

在父母心理控制对个体自我关怀水平影响的过程中,
 

个体的应对方式起

到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旨在考察留守儿童父母的心理控制是否会对其自我关怀水平产生影响,
 

以及应对方

式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因素是否会在其中起作用.
 

基于对前人文献的梳理,
 

提出以下假设:
 

①留守儿童父

母心理控制、
 

应对方式与自我关怀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②在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自我关怀水

平影响的过程中,
 

应对方式起到了中介作用.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班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江西、
 

河北、
 

湖北和四川共测得留守儿童3
 

015人,
 

平均年龄为12.66岁

(SD=2.17),
 

其中,
 

留守小学生756人(25.07%),
 

留守中学生2
 

259人(74.93%);
 

男生1
 

597人

(52.97%),
 

女生1
 

400人(46.43%),
 

未报告性别信息18人(0.60%).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心理控制

采用 Wang等[24]编制的中文版父母控制量表中的心理控制分量表测量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
 

该量表

共有18题,
 

包含诱发内疚、
 

爱的剥夺和施加权威3个维度,
 

采用5点评分,
 

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α=0.93,
 

量表得分越高表示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
1.2.2 应对方式

采用黄希庭等[34]编制的应对方式量表测量留守儿童的应对方式.
 

该量表共有30题,
 

包含问题解决、
 

求助、
 

退避、
 

发泄、
 

幻想和忍耐6个维度,
 

采用5点评分,
 

1(从不)~5(总是),
 

α=0.86,
 

维度得分越高表示

采用该应对方式应对压力的频率越高.
1.2.3 自我关怀

采用由Neff[11]编制,
 

后经陈健等[42]修订的中文版的自我关怀量表测量留守儿童的自我关怀水平.
 

该

量表共有12题,
 

包含善待自己、
 

自我批评、
 

共通人性、
 

自我隔离、
 

静观当下和过度沉迷6个维度,
 

采用5点

评分,
 

1(从不)~5(总是),
 

α=0.75,
 

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关怀水平越高.
1.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收集的数据全部由留守儿童自我报告,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故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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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将父母心理控制、
 

应对方式、
 

自我关怀的所有项目一同纳入,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若

抽取出一个主成分或第一个主成分解释方差的比率大于40%,
 

则认为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结

果发现,
 

在未旋转情况下共提取出11个主成分,
 

第一个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17.97%,
 

可以认为本

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1.4 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SPSS
 

22.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采用Hayes开发的PROCESS插件中的

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Bootstrap抽样为5000,
 

设置95%的置信区间[44-45].

2 结 果

2.1 主要变量相关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除忍耐这一应对方式与自我关怀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外,
 

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

制、
 

应对方式和自我关怀之间均显著相关.
 

父母心理控制与应对方式之间为显著正相关,
 

与自我关怀之间

为显著负相关;
 

问题解决、
 

求助和退避与自我关怀之间为显著正相关,
 

发泄和幻想与自我关怀之间为显著

负相关.
 

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父母心理控制、

 

应对方式及自我关怀相关结果

M SD 1 2 3 4 5 6 7 8

1
 

父母心理控制 2.85 0.84 -

2
 

应对方式 问题解决 2.89 0.76 0.12** -

3
 

应对方式 求助 2.55 0.71 0.14** 0.63** -

4
 

应对方式 退避 2.66 0.66 0.19** 0.36** 0.34** -

5
 

应对方式 发泄 2.33 0.73 0.21** 0.25** 0.43** 0.30** -

6
 

应对方式 幻想 2.33 1.00 0.21** 0.11** 0.21** 0.34** 0.36** -

7
 

应对方式 忍耐 2.96 0.89 0.24** 0.29** 0.20** 0.47** 0.23** 0.32** -

8
 

自我关怀 3.09 0.47 -0.16** 0.34** 0.21** 0.08** -0.12** -0.17** -0.03 -

  注:
 

*
 

p<0.05,
 

**
 

p<0.01,
 

***
 

p<0.001,
 

下同.

2.2 应对方式中介作用检验

运用PROCESS插件中的 Model
 

4对本研究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
 

留守儿童父母心

理控制对问题解决、
 

求助、
 

退避、
 

发泄、
 

幻想和忍耐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2,
 

p<0.001;
 

β=0.12,
 

p<0.001;
 

β=0.15,
 

p<0.001;
 

β=0.20,
 

p<0.001;
 

β=0.25,
 

p<0.001;
 

β=0.24,
 

p<0.001),
 

问题解

决、
 

求助和退避对自我关怀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23,
 

p<0.001;
 

β=0.06,
 

p<0.01;
 

β=0.06,
 

p<
0.001),

 

发泄、
 

幻想和忍耐对自我关怀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11,
 

p<0.001;
 

β=-0.06,
 

p<
0.001;

 

β=-0.04,
 

p<0.01).
 

父母心理控制对自我关怀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09,
 

p<0.001).
 

具

体结果见表2.
对6类应对方式的6条中介路径检验结果发现,

 

在父母心理控制对自我关怀的间接预测模型中,
 

问题

解决(间接效应1)、
 

求助(间接效应2)、
 

退避(间接效应3)、
 

发泄(间接效应4)、
 

幻想(间接效应5)和忍耐

(间接效应6)的95%置信区间都不包括0,
 

说明六者的中介作用均显著,
 

即存在多重中介作用,
 

具体路径

为:
 

父母心理控制→问题解决→自我关怀;
 

父母心理控制→求助→自我关怀;
 

父母心理控制→退避→自我

关怀;
 

父母心理控制→发泄→自我关怀;
 

父母心理控制→幻想→自我关怀;
 

父母心理控制→忍耐→自我关

怀.
 

具体见表3与图1.
间接效应比较结果显示,

 

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2差异(C1)、
 

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3差异(C2)、
 

间

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4差异(C3)、
 

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5差异(C4)、
 

间接效应1与间接效应6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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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间接效应2与间接效应4差异(C7)、
 

间接效应2与间接效应5差异(C8)、
 

间接效应2与间接效应6
差异(C9)、

 

间接效应3与间接效应4差异(C10)、
 

间接效应3与间接效应5差异(C11)、
 

间接效应3与间接

效应6差异(C12)、
 

间接效应4与间接效应6差异(C14)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而间接效应2与间接效应3差

异(C6)、
 

间接效应4与间接效应5差异(C13)、
 

间接效应5与间接效应6差异(C15)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
 

问题解决的间接效应显著大于其他应对方式的间接效应.
表2 各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问题解决 父母心理控制 0.13 0.02 28.97*** 0.12*** 5.38
求助 父母心理控制 0.15 0.02 37.17*** 0.12*** 6.10
退避 父母心理控制 0.19 0.04 78.79*** 0.15*** 8.88
发泄 父母心理控制 0.23 0.05 100.93*** 0.20*** 10.05
幻想 父母心理控制 0.21 0.05 98.30*** 0.25*** 9.91
忍耐 父母心理控制 0.23 0.05 115.84*** 0.24*** 10.76

自我关怀 问题解决 0.23*** 11.44
求助 0.06** 2.78
退避 0.06*** 3.45
发泄 -0.11*** -7.20
幻想 -0.06*** -5.82
忍耐 -0.04** -3.27

父母心理控制 0.17 0.03 50.42*** -0.09*** -7.11

表3 应对方式中介作用

间接效应值 Boot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0.005 0.007 -0.019 0.008 5.24
间接效应1 0.027 0.006 0.016 0.038 28.30
间接效应2 0.007 0.003 0.002 0.014 7.34
间接效应3 0.009 0.003 0.004 0.014 9.43
间接效应4 -0.022 0.004 -0.029 -0.015 23.06
间接效应5 -0.016 0.003 -0.023 -0.010 16.77
间接效应6 -0.010 0.003 -0.016 -0.004 10.48

C1 0.019 0.006 0.009 0.033

C2 0.018 0.006 0.007 0.030
C3 0.048 0.007 0.035 0.063

C4 0.043 0.007 0.031 0.057

C5 0.036 0.007 0.024 0.050

C6 -0.001 0.004 -0.009 0.007

C7 0.029 0.005 0.020 0.040

C8 0.023 0.004 0.016 0.033
C9 0.017 0.004 0.009 0.026

C10 0.030 0.005 0.022 0.040

C11 0.025 0.004 0.017 0.035

C12 0.018 0.005 0.010 0.028

C13 -0.006 0.005 -0.016 0.004
C14 -0.012 0.005 -0.021 -0.002

C15 -0.006 0.005 -0.016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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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应对方式多重中介作用

3 讨 论

3.1 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
 

应对方式与自我关怀的关系

本研究针对留守儿童群体,
 

探讨父母心理控制对自我关怀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相

关分析结果发现,
 

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与应对方式之间为显著正相关,
 

与自我关怀水平之间为显著负相

关,
 

这说明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
 

留守儿童采取应对方式的频率越高[32-33],
 

自我关怀水平则越

低[26-29];
 

而问题解决、
 

求助和退避这3种应对方式与自我关怀之间为显著正相关,
 

即采取问题解决、
 

求助

和退避这3种方式的频率越高,
 

自我关怀水平也会越高;
 

而发泄和幻想这2种应对方式与自我关怀间为显

著负相关,
 

说明采取这2种方式的频率越高,
 

自我关怀水平越低[34-37].
 

且由中介分析的结果可知,
 

父母心

理控制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自我关怀,
 

还可以通过应对方式的各个维度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自我关怀水

平.
 

在直接效应方面,
 

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负向预测自我关怀水平,
 

对于成长而言是一个风险因素.
 

留

守儿童的父母因无法长时间陪伴在其身边,
 

不能对子女实施有效的陪伴和管理,
 

容易使留守儿童产生诸多

不适应现象.
 

相比较于近身陪伴和管理,
 

父母通过言语诱发内疚、
 

进行爱的剥夺以及施加权威进行管教则

更为容易,
 

该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留守儿童的不良行为,
 

但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
 

对孩子进

行心理控制会妨碍其自主需求的满足,
 

导致留守儿童无法形成安全、
 

积极的自我意识,
 

对自己有更多的不

满,
 

降低对自我的关怀水平.
 

在间接效应方面,
 

留守儿童自身的应对方式在父母心理控制对自我关怀水平

的影响中起重要作用.
 

个体的应对方式决定着其为应对内外环境的要求以及有关的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

法、
 

手段或策略[46],
 

因此留守儿童在面对父母的心理控制时,
 

若一味采取苛责自己、
 

批评自己的态度和方

式,
 

虽然有可能解决眼下的问题,
 

但不利于自身的长期发展.

3.2 启 示

长期以来,
 

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在我国各项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
 

该群体身体健康状

况已逐渐好转,
 

然而如何在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促进其心理健康的发展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研究发现,

 

自我关怀在解释个体幸福感、
 

抑郁、
 

焦虑及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因此培养

留守儿童的自我关怀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心理的健康发展[47-48].
 

根据本研究结果,
 

可以从父母和

自身2个方面提升自我关怀水平.
 

首先,
 

父母应尽量减少对留守儿童的心理控制,
 

多进行正面管教,
 

给予

孩子足够的尊重.
 

尤其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下,
 

大批量劳动力往农村回流,
 

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得以与

父母长期相处,
 

该情况下更需要父母以良好的方式与儿童建立亲子关系,
 

助力孩子的健康成长.
 

其次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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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儿童自身的角度来看,
 

需要学校、
 

社区等各方力量的引导,
 

帮助该群体提高心理健康素质.
 

如借助各个

学习阶段的心理素质教育教材,
 

结合实际情况,
 

开设相关课程,
 

教会其如何与父母、
 

照料者和自身相处,
 

帮

助留守儿童借助自身和周围力量提高自身心理健康水平.

4 结 论

1)
 

留守儿童父母心理控制、
 

应对方式(除忍耐)及自我关怀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其中,
 

父母心理

控制与应对方式之间为显著正相关,
 

与自我关怀之间为显著负相关;
 

而问题解决、
 

求助和退避与自我关怀

之间为显著正相关,
 

发泄和幻想与自我关怀之间为显著负相关.
2)

 

在父母心理控制对留守儿童自我关怀水平的预测关系中,
 

应对方式存在多重中介效应,
 

留守儿童父

母心理控制分别通过问题解决、
 

求助、
 

退避、
 

发泄、
 

幻想和忍耐间接预测自我关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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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self-compass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their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the
 

role
 

of
 

coping
 

style
 

in
 

it,
 

a
 

total
 

of
 

3
 

015
 

left-behind
 

children
 

were
 

surveyed,
 

using
 

Psychological
 

Control
 

Scale,
 

Coping
 

Style
 

Scale
 

and
 

Self-Compassion
 

Sca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mong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coping
 

style
 

and
 

self-compas-
s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at
 

coping
 

style
 

played
 

a
 

parallel
 

mediation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pa-
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elf-compassio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f
   

left-behind
 

children
 

may
 

indirectly
 

predict
 

the
 

level
 

of
 

their
 

self-compassion
 

through
 

problem-solving,
 

help-seeking,
 

withdrawal,
 

feeling
 

ventilation,
 

fantasy
 

and
 

tolerance.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self-compassion;
 

cop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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