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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留守儿童因其与父母分离的不利处境,
 

致使其在适应、
 

发展、
 

行为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问题.
 

其中,
 

攻击性

作为其突出的外化问题严重影响着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为考察留守儿童攻击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采用随

机抽样法在家长和学生知情自愿的前提下,
 

以学校为单位对西南地区的3
 

938名留守儿童进行在线问卷调查.
 

结果

发现:
 

①
 

留守儿童的自尊、
 

生活满意度、
 

心理素质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攻击性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②
 

留守

儿童的自尊、
 

生活满意度、
 

心理素质和攻击性两两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③
 

自尊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留守儿童的攻击

性;
 

④
 

在留守儿童群体中,
 

生活满意度、
 

心理素质均在自尊对攻击性的影响中起单独中介作用,
 

且生活满意度和心

理素质在自尊对攻击性的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启示教育者和监护者,
 

在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中一

方面要注重加强留守儿童自尊的培养,
 

同时还要充分重视其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尤其是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促进

心理素质的提高,
 

从而降低其攻击性,
 

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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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ft-behind
 

children,
 

due
 

to
 

their
 

disadvantaged
 

circumstances
 

resulting
 

from
 

parental
 

sep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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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exhibit
 

varying
 

degrees
 

of
 

issues
 

in
 

adaptatio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Among
 

these,
 

aggres-
sion

 

stands
 

out
 

as
 

a
 

prominent
 

behavioral
 

problem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To
 

inves-
tigate

 

the
 

factors
 

and
 

mechanisms
 

influencing
 

aggression
 

in
 

left-behind
 

children,
 

a
 

random
 

sampling
 

meth-
od

 

was
 

employed,
 

with
 

parental
 

and
 

student
 

informed
 

consent,
 

to
 

conduct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3
 

938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It
 

was
 

found
 

that
 

①
 

Left-behind
 

childrens
 

self-esteem,
 

life
 

satisf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suzhi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non-left-behind
 

children,
 

while
 

agg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②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s
 

self-esteem,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uzhi,
 

and
 

aggression.
 

③
 

Self-esteem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s
 

aggression
 

in
 

left-behind
 

children.
 

④
 

Life
 

satisf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suzhi
 

individually
 

mediate
 

the
 

impact
 

of
 

self-esteem
 

on
 

aggression,
 

and
 

a
 

chain
 

mediation
 

effect
 

exists
 

in
 

the
 

influence
 

of
 

self-esteem
 

on
 

aggres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ducators
 

and
 

caregivers
 

should
 

fo-
cus

 

on
 

cultivating
 

the
 

self-este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hile
 

also
 

pay
 

ample
 

attention
 

to
 

improve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Particularly,
 

there
 

is
 

a
 

need
 

to
 

enhanc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o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suzhi,
 

thereby
 

reducing
 

aggression
 

and
 

promoting
 

their
 

successful
 

soci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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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还有相当人群需要为家庭和生活在外务工,
 

他们不得不选

择离开孩子,
 

使得留守儿童这一群体不断扩大.
 

父母双方或一方跨乡镇街道外出流动半年及以上,
 

留在原

籍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0~17岁儿童即留守儿童[1].
 

据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数据,
 

我国到2020年共

有留守儿童6
 

693万人,
 

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2%.
 

以往研究发现,
 

留守儿童由于长期处于亲子分离的不利

环境中[2],
 

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3],
 

更容易出现违纪、
 

打架、
 

抢劫和偷盗等问题行为[4].
 

因此,
 

有必要探究

留守儿童攻击性的影响因素及内部作用机制.
自尊是个人人格特质中的一个重要成分[5],

 

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可能对攻击性发挥着重

要作用.
 

根据社会联结理论[6],
 

个人与社会联结的弱化会提高不良行为发生的可能.
 

具体来说,
 

自尊水平

高的个体能够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和更少攻击性[7],
 

而个体的低自尊会弱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结[8].
 

研究

发现,
 

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会出现更多的攻击性行为[9].
 

然而,
 

以往研究更多考察大学生、
 

不良社会团体

等群体中二者间关系,
 

鲜有研究关注留守儿童自尊与攻击性的关系.
 

同时,
 

有研究表明,
 

留守儿童表现出

低于一般儿童的自尊水平[10].
 

由此推测留守儿童的低自尊水平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攻击性.
 

因此,
 

基于以往

研究提出假设1:
 

自尊显著负向预测留守儿童攻击性.
根据一般攻击性模型,

 

在考察攻击性时不仅要考虑个体因素,
 

还需考虑情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11].
 

生

活满意度是个体在其领域之上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
 

反映了个体对其所处环境的主观评价[12].
 

个体的高

自尊水平可能会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来说,
 

个体自尊水平越高,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更倾向

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13],
 

对生活的控制感可能有所上升,
 

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
 

而低自尊个体采取消极应

对方式所获得的结果则可能会使其感到不满意.
 

现有研究发现,
 

农村留守儿童自尊与学校生活满意度呈正

相关[14],
 

此外,
 

生活满意度还可能会影响个体后续行为反应.
 

生活满意度较高的个体更易感知到与周围

人、
 

事物的联系,
 

而对生活在不利条件下的个体来说,
 

更容易出现一些反社会行为.
 

有研究发现,
 

在孤儿小

学生群体中,
 

生活满意度与攻击性呈负相关[15],
 

初中生学校生活满意度能负向预测欺凌行为[16].
 

由此推

测,
 

当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低水平时,
 

个体可能会采取攻击行为.
 

据此,
 

提出假设2:
 

生活满意度在

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个体拥有的内在心理素质可能对攻击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心理素质是由张大均及其团队在我国素质教

育背景下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概念,
 

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
 

将外在获得的东西内化成稳定的、
 

基

92第12期   韩宗桥,
 

等:
 

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的关系:
 

生活满意度和心理素质的中介作用



本的、
 

衍生性的,
 

并与人的社会适应行为和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17],
 

包括认知、
 

个性、
 

适应性3
个维度.

 

认知是心理素质的基本成分,
 

个性是心理素质的动力系统,
 

适应性则是两者在社会环境下的综合

反映[18].
 

以往研究发现,
 

心理素质不仅受自尊的影响,
 

同时还可能对攻击性发生作用.
 

具体来说,
 

社会信

息加工模型认为,
 

个体做出攻击行为前需要经过译码、
 

解释等一系列认知过程[19];
 

在个性方面,
 

集体自尊

能够正向预测责任感[20];
 

在适应性方面,
 

留守初中生的心理韧性能够负向预测攻击性[21].
 

但以往研究较少

关注留守儿童群体,
 

在该群体中,
 

伴随自尊提高,
 

儿童的认知能力获得提高,
 

自信、
 

自制力等个性得到完

善,
 

具备更好的适应能力,
 

进而降低攻击性的发生,
 

由此认为心理素质可能起着中介作用.
 

因此,
 

提出假设

3:
 

心理素质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心理素质的结构,

 

个体对生活环境感到满意可能会对心理素质起着积极作用.
 

心理素质与心理

健康关系模型[22]表明,
 

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水平相互作用、
 

动态发展.
 

满意度越高,
 

越可能从容应对压

力事件,
 

情绪调节能力更强;
 

积极情绪可能会提高对社会、
 

学校的责任感;
 

同时儿童倾向于积极处理人

际关系,
 

往往能够获得积极反馈,
 

使其人际适应能力更高,
 

由此认为生活满意度对心理素质可能存在积

极影响.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
 

中学生生活满意度与心理素质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23],
 

与情绪智力呈显著

正相关[24].
 

故推测留守儿童自尊水平越高,
 

对生活和学习环境越感到满意,
 

心理素质发展得到促进,
 

而

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降低其攻击性.
 

自尊水平较低时,
 

他们更容易对生活不满,
 

心理素质有所不足,
 

增

加了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
 

提出假设4:
 

生活满意度、
 

心理素质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之间

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

 

本研究聚焦于考察留守儿童群体自尊与其攻击性的关系及其内部机制,
 

拟以西南地区的在校留

守儿童为研究对象,
 

以自尊为个人因素,
 

同时关注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生活满意度),
 

以及个体内部积

极心理品质(心理素质),
 

尝试揭示留守儿童攻击性产生的作用机制.
 

考虑到留守儿童的性别[25]、
 

居住地和

独生情况[26]可能会对攻击性产生影响,
 

本研究将三者纳入模型进行控制研究.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
 

选择西南地区的中小学生为被试,
 

在家长和孩子知情同意的前提下,
 

以学校为

单位进行在线问卷调查,
 

回收问卷44
 

639份,
 

剔除无效作答问卷(如填错检测试题、
 

规律作答等)后,
 

共获

得39
 

510份有效问卷,
 

有效率为88.5%.
 

其中,
 

小学生23
 

440人(男:
 

51.4%,
 

女:
 

48.6%),
 

初中生8
 

418
人(男:

 

48.9%,
 

女:
 

51.1%),
 

高中生7
 

652人(男:
 

50.4%,
 

女:
 

49.6%);
 

留守儿童3
 

938人(男性:
 

50.5%,
 

女性:
 

49.5%,
 

城市:
 

76.9%,
 

农村:
 

23.1%,
 

独生子女:
 

54.8%),
 

其中,
 

小学生1
 

719人(男:
 

48.9%,
 

女:
 

51.1%),
 

初中生920人(男:
 

45.5%,
 

女:
 

54.5%),
 

高 中 生1
 

299人(男:
 

56.0%,
 

女:
 

44.0%),
 

平均年龄13.11岁(SD=2.69);
 

非留守儿童35
 

572人(男性:
 

50.7%,
 

女性:
 

49.3%,
 

城市:
 

88.0%,
 

农村:
 

22.0%,
 

独生子女:
 

42.3%),
 

平均年龄12.10岁(SD=2.74).
1.2 研究工具

1.2.1 自尊量表

采用罗森伯格(M.
 

Rosenberg,
 

1965)编制并经国内学者修订的中文版自尊量表[27]评定青少年的自我

价值认可和自我接纳程度,
 

共10个条目(本次测验中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7),
 

采用4点计分,
 

“1”表示非常不符合,
 

“4”表示非常符合.
1.2.2 生活满意度问卷

采用 Wang等[28]修订的中文版问卷测量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
 

共5个条目(本次测验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采用7点计分,
 

“1”表示完全不符合,
 

“7”表示完全符合.
1.2.3 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采用潘彦谷等[29]修订的小学生心理素质问卷评定小学生心理素质水平,
 

共27个条目(本次测验中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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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采用5点计分,
 

“1”表示非常不符合,
 

“5”表示非常符合,
 

包含认知、
 

个性和

适应性3个维度,
 

本次测验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3,0.90,0.88.
1.2.4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简化版)

采用胡天强等[30]修订的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评定中学生心理素质水平,
 

共24个条目(本次测验中问卷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包含认知、
 

个性和适应性3个维度(本次测验中3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

数分别为0.93,0.90,0.89),
 

采用5点计分,
 

“1”表示非常不符合,
 

“5”表示非常符合.
1.2.5 Buss-Perry攻击性量表

采用罗贵明[31]修订的攻击性量表评估青少年的攻击性水平,
 

共29个条目(本次测验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采用5点计分,
 

其中,
 

第9、
 

16项为反向记分题,
 

“1”表示完全不符合,
 

“5”表
示完全符合,

 

包含身体攻击、
 

言语攻击、
 

愤怒和敌意4个维度(本次测验中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

别为0.79,0.66,0.77,0.81).
1.3 研究过程与数据处理

所有问卷均采用在线团体测试,
 

在家长和学生知情自愿的前提下,
 

由学校组织并由专业培训后的心理

学研究生组织实施.
 

采用统计软件SPSS
 

25.0对数据进行偏差检验、
 

描述性统计、
 

相关分析;
 

Mplus
 

8.0对

生活满意度、
 

心理素质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结构方程建模.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32],
 

结果显示,
 

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存在11个,
 

最大公因子解释了

29.32%的方差,
 

小于临界值40%,
 

因此可以判断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由于样本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比例不平衡,
 

因此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如表

1所示,
 

发现自尊、
 

心理素质、
 

生活满意度和攻击性水平在留守与非留守上均呈现出显著差异,
 

留守儿童在

自尊、
 

心理素质和生活满意度上的表现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而在攻击性上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留守儿童

在言语攻击维度的表现最强,
 

且在敌意维度上与非留守儿童表现出最大差异.
表1 Mann-Whitney

 

U检验

留守 非留守 Z 渐近显著性(双尾)

自尊 2.90(2.60,
 

3.30) 3.10(2.80,
 

3.60) -21.71 <0.001

生活满意度 4.80(4.00,
 

5.80) 5.40(4.60,
 

6.20) -24.85 <0.001

认知 3.88(3.33,
 

4.38) 4.00(3.67,
 

4.67) -19.96 <0.001

个性 3.78(3.25,
 

4.25) 4.00(3.63,
 

4.63) -22.86 <0.001

适应性 4.00(3.50,
 

4.50) 4.25(3.88,
 

4.78) -24.09 <0.001

心理素质 3.88(3.41,
 

4.30) 4.11(3.71,
 

4.67) -23.83 <0.001

身体攻击 2.11(1.56,
 

2.78) 1.89(1.44,
 

2.56) 13.12 <0.001

言语攻击 2.60(2.00,
 

3.20) 2.60(2.00,
 

3.00) 5.93 <0.001

愤怒 2.29(1.71,
 

3.00) 2.00(1.57,
 

2.57) 15.74 <0.001

敌意 2.50(1.88,
 

3.13) 2.13(1.63,
 

2.88) 18.41 <0.001

攻击性 2.38(1.90,
 

2.90) 2.14(1.72,
 

2.66) 16.91 <0.001

  变量间皮尔逊相关分析如表2所示.
 

结果发现,
 

留守儿童自尊与生活满意度、
 

心理素质总分及各维度

均呈显著正相关,
 

生活满意度与心理素质呈显著正相关,
 

攻击性总分及其各维度与自尊、
 

生活满意度和心

理素质均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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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皮尔逊相关分析

M±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自尊 2.98±0.53 -

2.生活满意度 4.82±1.29 0.51** -

3.认知 3.82±0.77 0.55** 0.52** -

4.个性 3.74±0.78 0.59** 0.57** 0.78** -

5.适应性 3.95±0.72 0.63** 0.60** 0.76** 0.80** -

6.心理素质 3.84±0.70 0.64** 0.61** 0.92** 0.93** 0.92** -

7.身体攻击 2.27±0.81 -0.31**-0.26**-0.26**-0.30**-0.29** -0.31** -

8.言语攻击 2.64±0.83 -0.12**-0.13**-0.10**-0.12**-0.11** -0.12** 0.63** -

9.愤怒 2.37±0.81 -0.41**-0.30**-0.33**-0.36**-0.37** -0.38** 0.73** 0.59** -

10.敌意 2.54±0.89 -0.39**-0.35**-0.24**-0.35**-0.35** -0.33** 0.69** 0.60** 0.70** -

11.攻击性 2.43±0.71 -0.39**-0.32**-0.29**-0.35**-0.35** -0.36** 0.88** 0.76** 0.88** 0.88**

  注:
 

*p<0.05,
 

**p<0.01.

3 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水平的关系:
 

生活满意度与心理素质的链式中介效应

检验

  本研究将性别、
 

居住地和是否为独生子女作为控制变量,
 

以自尊为自变量,
 

攻击性为因变量,
 

检验自

尊对留守儿童攻击性的直接效应.
 

结果显示,
 

模型拟合可接受(χ2/df=44.97,
 

CFI为0.923,
 

TLI为

0.880,
 

RMSEA为0.106,
 

SRMR为0.047);
 

自尊负向预测留守儿童攻击性(β=-0.40,
 

p<0.001).
为进一步探索自尊对留守儿童攻击性的作用机制,

 

将生活满意度与心理素质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进

行分析.
 

结果显示,
 

模型拟合良好(χ2/df=25.95,
 

CFI为0.949,
 

TLI为0.929,
 

RMSEA 为0.080,
 

SRMR为0.051);
 

如图1所示,
 

自尊能够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0.53,
 

p<0.001)和心理素质(β=0.11,
 

p<0.001),
 

负向预测攻击性(β=-0.12,
 

p<0.001);
 

生活满意度正向预测心理素质(β=0.79,
 

p<
0.001),

 

负向预测攻击性(β=-0.36,
 

p<0.001);
 

心理素质负向预测攻击性(β=-0.06,
 

p<0.001).
 

此

外,
 

性别(β=-0.04,
 

p<0.01)、
 

居住地(β=-0.09,
 

p<0.001)和是否为独生子女(β=0.03,
 

p<0.05)均
对攻击性有着显著预测作用.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检验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显示(表3),
 

生活满意度在自尊与留守儿

童攻击性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198,
 

-0.150],
 

中介效应显著;
 

心理素质在其中的中

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11,
 

-0.003],
 

中介效应显著;
 

二者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之间的链式

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43,
 

-0.009],
 

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均不包含0.
 

说明生活满意度与心理

素质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之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
表3 链式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及中介效应值

路径 效应值 效果量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自尊-生活满意度-攻击性 -0.17*** 0.56 -0.198 -0.150

自尊-心理素质-攻击性 -0.01*** 0.02 -0.011 -0.003

自尊-生活满意度-心理素质-攻击性 -0.02*** 0.08 -0.043 -0.009

  注:
 

***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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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之间的中介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
 

留守儿童的自尊能显著负向预测攻击性,
 

高自尊水平能够降低其攻击性.
 

结果与以

往研究一致[33],
 

同时也支持了一般攻击性模型的观点,
 

即作为人格特质成分的低自尊易使个体形成消极知

识结构[34],
 

增加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
 

留守儿童自尊水平较非留守儿童有所不足,
 

对自身容易持有负性评

价,
 

每一次失败都将伴随较高的试错成本,
 

他们面对挑战可能倾向于规避,
 

而攻击行为便可能成为避免风

险、
 

困难的一种方式.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发现,

 

生活满意度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间起中介作用.
 

伴随留守儿童自

尊水平的提高,
 

儿童对学校、
 

家庭生活等环境的满意度也相应提高[35],
 

进而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
 

相反,
 

留守儿童身处不利环境自尊水平较低,
 

对个人的消极评价进一步迁移到生活和学习中,
 

产生不满之感,
 

最

终导致攻击行为或暴力事件的发生.
 

研究结果验证了一般攻击性模型.
 

自尊是个体对自身的整体性积极评

价[36],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与情境相互作用的主观评价,
 

儿童自尊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生活满意度提高,
 

从

而降低攻击性发生的概率.
此外,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了心理素质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间起中介作用.
 

当儿童的自尊水平更高

时,
 

心理素质越好,
 

从而抑制了儿童的攻击性;
 

与之相反,
 

当留守儿童处于低自尊水平,
 

心理素质结构方面

可能存在不足,
 

易引发高攻击性.
 

与以往研究一致,
 

心理素质的提高能够降低攻击行为、
 

问题行为等发

生[37].
 

具体而言,
 

当留守儿童自尊水平提高时,
 

心理素质能够得到发展,
 

有利于形成对攻击的正确认知结

构,
 

个性在社会准则下健康养成,
 

更稳定的情绪或较高的情绪调节能力帮助他们适应不利或变化的环境,
 

进而降低攻击性.
最后,

 

本研究进一步将生活满意度、
 

心理素质纳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发现生活满

意度、
 

心理素质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结果支持了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关系模型.
 

心理素质不仅能够对积极心理健康水平(生活满意度)产生中介作用,
 

留守儿童长期稳定的生活满意度又会

反作用和塑造心理素质.
 

留守儿童自尊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将积极评价迁移到生活中,
 

从而使生活满意度水

平得到提高.
 

留守儿童越是对生活环境感到满意,
 

越倾向于对人、
 

生活事件作积极解释,
 

其社会认知结构

更完善,
 

与社会的联结感更强,
 

责任心更强,
 

且能够良好适应学习或生活等面临的问题.
 

心理素质水平整

体提高,
 

因此攻击性降低.
 

为此,
 

未来促进留守儿童的高质量教育时,
 

需充分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
 

结合以往研究与本研究结果,
 

应合理应用心理素质和生活满意度的双向促进作用,
 

还要充分重视留守儿童

自尊、
 

心理素质等心理品质的培养,
 

从而降低留守儿童的攻击性,
 

促进其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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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个人因素和个人—情境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了自尊对留守儿童攻击性的影响,
 

不仅发现生活

满意度的重要影响,
 

还发现了心理素质在留守儿童自尊与攻击性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解留守儿童攻击性的

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持.
 

虽然在现实条件下难以对留守儿童的家庭进行干预,
 

但学校教育方面可以创造良好

学校氛围,
 

避免人际关系、
 

校园霸凌等问题,
 

从而提高留守儿童的学校生活满意度.
 

若具备对家庭进行干

预的条件,
 

可以采取家校联合、
 

家长培训会等方式加强留守儿童的家庭亲密度,
 

提高留守儿童的家庭生活

满意度;
 

另外还需要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
 

可以考虑设定相关课程,
 

如讲解攻击后果、
 

责任等提

高其认知能力,
 

设计运动项目或比赛培养其健康个性,
 

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在校情况,
 

提高其适应能力和

心理素质水平.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
 

本研究是基于横断数据的分析,
 

难以了解该群体儿童的自尊、
 

心理素

质等个体因素和攻击性的发展变化关系.
 

未来可采取纵向或交叉滞后研究的方法以探索其纵向发展特点和

趋势.
 

其次,
 

本研究各变量均表现出中介效应,
 

且链式中介效应较小.
 

这提示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之

间可能存在其他变量,
 

需要探索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
 

还可以借助大数据和文本分析的技术手段探索更多

变量,
 

从而更加精准地确定对留守儿童攻击性的重要影响因素.

5 结论

(1)
 

留守儿童在自尊、
 

心理素质、
 

生活满意度上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在攻击性上表现出更高的水

平,
 

留守儿童在敌意维度上表现出与非留守儿童最大的差异,
 

并且在言语攻击维度上最强.
(2)

 

留守儿童的自尊、
 

生活满意度、
 

心理素质和攻击性两两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3)

 

自尊对留守儿童的攻击性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
 

即低自尊能够正向预测留守儿童攻击性;
 

自尊能

够分别通过生活满意度、
 

心理素质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留守儿童攻击性.
(4)

 

生活满意度与心理素质在自尊与留守儿童攻击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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