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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正念教养如何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并深入探讨其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

正念教养量表、亲子关系量表、心理弹性量表以及社会适应量表等工具，对四所小学共309名学生及其

父母进行了问卷测评。研究结果表明：(1) 父母在教养过程中展现的正念水平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

应能力具有显著影响；(2) 亲子亲密度、亲子冲突和心理弹性分别对正念教养与社会适应行为发挥独立

作用；(3) 亲子亲密度、亲子冲突和心理弹性在正念教养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过程中形成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的开展可为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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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mindfulness education on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309 pairs of left be-
hind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n four schools using mindfulness education questionnaire,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scal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level of parental mindfulnes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social adapta-
tion problems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2) parent child intimacy,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 independent mediating roles in mindfulness education and social 
adaptive behavior, respectively; (3) parent child intimacy,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lay a chain mediated role in mindfulness education and social adaptation issue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adaptation issues for left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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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留守儿童(left behind children)是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大环境背景下产生的新一类弱势群体(戴
斌荣，彭美，2021)。2016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机制的意见》明确规定，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若其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则被界定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指的是个体在与

周遭社会环境互动中所展现出的，既包含对外界环境的灵活调整能力，也涵盖了对内在行为的自我调控

水平(戴斌荣，柴江，2011)。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直接陪伴与引导，留守儿童往往展现出保守、寡言、情

绪低落、社交退缩等特征，他们的活力与积极性显著减弱，社会适应能力也随之下降(贾文华，2012)。鉴

于此，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性进行深入探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大量研究表明，家长的养育方式在子女一生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正念教养等养

育方式对儿童的成长具有积极影响(Bluth & Wahler, 2011)。此外，正念水平对幼儿的内在问题具有显著影

响(周晖，陈晓，樊琳琳，2018)。近年来，正念教养在提升幼儿社交适应能力方面的价值逐渐得到广泛关

注。因此，本研究将正念教养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问题的干预措施加以研究。 

1.1. 正念教养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问题 

正念教养(mindful parenting)源自正念(mindfulness)理念，它倡导在日常亲子教育中融入正念原则，意

味着父母需对孩子及其教育行为保持一种有意识、即时且非评判性的关注与觉察(Lippold et al., 2022)。这

种教养方式强调在当下时刻，以一种无偏见的态度，专注于亲子互动及教育过程中的每一细节(卡巴金·麦

拉，卡巴金·乔，2013)。该概念的引入促使人们深思并探究，在扮演父母角色的过程中融入正念可能带

来的积极影响与潜在作用(汪芬，黄宇霞，2011)。它鼓励个体反思如何将正念的理念和实践融入亲子关系，

以期实现更为和谐与有效的家庭教育(陈晓，周晖，王雨吟，2017)，旨在通过非评判性、接纳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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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父母有意识地关注并理解子女的当下情绪，从而进行良性的家庭教育(Lippold et al., 2015; Meppelink et 
al., 2016)。社会适应指个体在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内在的自我调节、管理及学习机制，并结合

对外部环境的反馈与应对，使自身与外部环境保持协调和平衡的动态过程与状态(贾林斌，2008)。 
现有诸多研究证实，正念教养水平与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极大关系。元分析结果表明，正念教

养有利于改善儿童心理功能，降低子女问题行为发生率(Donovan et al., 2022)。研究表明，针对父母的正

念教养干预措施对其身心健康及行为模式展现出正向效应，具体而言，正念教养相关的训练项目能够有

效减轻父母在育儿过程中的压力感受(Ferraioli & Harris, 2013; Singh et al., 2007, 2014; van de Weijer-
Bergsma et al., 2012; van der Oord et al., 2012)，促进父母掌握更为有效的教养行为。我国学者开展的研究

证实，正念教养对学前儿童的问题行为有显著影响(黄鹤，王小英，2024)，对父母的教养压力以及个人冲

动有非常好的干预作用(毋嫘等，2019)。 
目前，正念教养领域研究集中在对普通家庭的父母以及儿童之间的影响，然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这

种特殊群体，鲜有研究关注。相较于正常家庭的儿童，由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教育监管的缺失以及情

绪情感缺乏有效释放渠道，众多农村留守儿童在适应学习生活方面面临挑战，并常常被标签化为“问题

儿童”，这一状况持续存在。基于前期研究成果，本项目旨在进一步探讨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

适应能力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其中的内在作用路径，以期为提升和改善该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提供相

应的干预策略。 

1.2. 亲子关系与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亲子关系是每个人都非常熟悉且直接相关的社会关系之一。是父母及其子女在互动过程中所建立起

来的比较稳固的人际关系，一般包括亲子亲密和亲子冲突两个方面(王美萍，张文新，2007)。对于农村留

守儿童这一特殊的群体，亲子关系极容易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而没能建立。父母随着子女身体与心理

的变化而不断调整适应，才能够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Crittenden, 2013; Koepke & Denissen, 2012; 周玉慧，

2015)。现有研究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模式在幼儿的心理成长及行为表现方面起着关键作用(Mor-
deno et al., 2019)。此外，研究进一步指出，青少年受到父母的影响尤为显著，甚至比幼儿时期的影响更

加深远(Yang et al., 2022)。亲密且温暖的亲子关系能够有效促进孩子的自我调节能力，并在学习及日常生

活中增强适应水平(Kochanska, 2013)。由此可见，亲子关系在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

用(宗爱东，李丹，2005)。研究还发现，家长的养育方式对儿童的成长轨迹产生深远影响。已有文献表明，

正念教养能够协助家长建立更为高效的亲子沟通模式(王云峰，冯维，2006)，同时在亲子互动过程中，正

念教养有助于家长接受并处理潜在的矛盾和冲突(陈颖娇等，2018)。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

亲子关系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心理弹性指的是个体在经历负面生活事件或困境时，能够调整自身情绪与行为，从而更好地适应环

境并融入社会。这一概念被视为衡量个体心理状态的重要标准，对个体的长期发展起到了稳定的支持与

保护作用(Masten, 2001)。尽管学界对于心理弹性的定义存在一定分歧，但普遍认为其核心包括两个关键

层面：一是，个体当前或过去所经历的各种挑战与困境；二是尽管置身于这样的困境之中或之后，个体

仍能维持正向的发展态势(徐礼平，2013)。从心理弹性的视角深入剖析，不难发现，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在

经历“家庭结构不完整、情感支持匮乏、教育资源缺失”等多重逆境后，仍能展现出良好的社会适应能

力，这背后的关键在于他们各自心理弹性保护机制水平的差异(陈文琴，2023)。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方

式对子女的心理弹性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Shuey & Leventhal, 2017)，而在正念养育状态下，父母同孩子

都会以较高的积极情感参与亲子互动，养育者积极情绪促进儿童正向积极的情感体验，提高亲子沟通水

平(Lippold et al., 2015)。基于此，本研究探究其在正念教养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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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也有诸多学者为探究亲子关系对心理弹性的影响提供支持。已有研究显示，父母的亲密

程度与个体的心理弹性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ussell et al., 2021)。根据家庭功能理论，当家庭成

员面对突发状况时，需要通过彼此互动、给予精神支持、增强情感联系、履行家庭责任，并共同应对各

类压力，以此提高个体的复原能力(Desrianty et al., 2021)。此外，研究也揭示了留守儿童与其父母之间的

依恋关系对其心理弹性有着积极促进作用(石绪亮等，2023a，2023b)。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正念教

养如何通过父母与子女的心理弹性，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形成链式调节机制。本研究采用

问卷调查、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大学生群体的正念教养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中的作用。

研究假设如下(见图 1)：(H1)知觉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性具有显著影响；(H2)知觉教养在农村

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H3)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性产生明显调

节效应；(H4)正念教养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提升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assumptions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假设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山东省四所中小学的 309 名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

留守儿童年龄在 7~12 岁之间。 

2.2. 工具 

正念教养问卷。本研究采纳了赵亚萍(2018)编制的正念养育量表中文版(简称 MIPQ)，该量表包含 28
个项目，结构划分为两个核心维度：即对当下的关注与正念管教策略。量表采用四级评分制，其中得分

递增反映了父母正念养育实践的水平提升。在具体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对当下的关注”维度与“正

念管教”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达到 0.88 和 0.89，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而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进一步验证了其高度的信度。 

亲子关系量表。采用 Pianta et al. (1997)提出，并由国内学者张晓等(2008)修订的《父母关系量表》

(CPRS)，从中选取“亲密”与“冲突”两个维度，以评估学龄前儿童父母之间的互动情况。父母需根据

五个等级对自身与子女的关系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亲密程度或冲突水平越显著。其中，“亲密度”

与“冲突”两个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80 和 0.89。 
心理弹性量表。采用胡月琴，甘怡群(2008)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该量表涵盖 27 道题目，

涉及情绪调节、目标专注、家庭支持、积极认知以及人际支持等五个核心维度。评分方式采用五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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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分代表“完全不符合”，5 分表示“完全符合”，各维度得分均与受试者的心理弹性呈正向关系。

该问卷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7，表明其具有较好的信度。 
社会适应性问卷。采用戴斌荣(2019)设计的农村儿童社会适应性评估问卷，涵盖了五个关键领域：学

习调适、认知灵活性、正向情绪调节、人际交往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问卷采用五级评分体系，从“1”
(代表“完全不符合”)至“5”(代表“完全符合”)，所有条目均采取正向计分原则，得分愈高，则意味着

儿童的社会适应性越强。该评估工具的 Cronbach α信度系数为 0.92，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2.3. 研究程序 

使用问卷调查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要求父母被试填写正念教养问卷、亲子关

系问卷，留守儿童被试填写心理弹性问卷与社会适应性问卷。本研究使用 SPSS 24.0 进行数据的描述性

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并借助 Mplus7.4 构建链式中介模型下的结构方程模型，以检验变量间的关系。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哈曼单因子检验，以评估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表明，共提取出 18 个特征

值大于 1 的因子，其中首要因子解释的方差为 26.58%，低于 40%的标准阈值。因此，可判断本研究数据

未受到显著的“方法偏倚”影响。 

3.2.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正念教养与亲子亲密、心理弹性、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水平呈显著

正相关，与亲子冲突呈显著负相关；亲子亲密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水

平呈显著正相关；亲子冲突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与农村留守儿童社

会适应性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之间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5 

1. 正念教养 2.92 0.74 —     

2. 心理弹性 3.01 0.23 0.16** —    

3. 亲子亲密 2.82 1.06 0.43** 0.19** —   

4. 亲子冲突 3.14 1.12 −0.38** −0.27** −0.35** —  

5. 社会适应性 3.13 0.77 0.63** 0.31** 0.47** −0.52** —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以正念教养为自变量，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为因变量，本研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以分析亲

子关系与心理弹性在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中的调节作用，如图 2 所示。研究结果显示，该多重中介模型

的拟合度较高(χ2/df = 1.42, CFI = 0.99, TLI = 0.99, RMSEA = 0.04)。此外，正念教养对亲子亲密关系具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42, p < 0.001)，同时对亲子冲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β = −0.39, p < 0.001)，
并能正向预测心理弹性(β = 0.29, p < 0.001)，正向预测社会适应性(β = 0.37, p < 0.001)；亲子亲密显著正向

预测心理弹性(β = 0.24, p < 0.001)，正向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β = 0.13, p < 0.01)；亲子冲突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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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心理弹性(β = 0.26, p < 0.001)，负向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β = 0.24, p < 0.001)；心理弹性正向

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β = 0.27, p < 0.001)。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model 
图 2. 链式中介模型 

 
本研究采用双变量相关抽样法，经过 2000 次抽样检验，分析了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

力的链式调节效应。根据表 2 所示，在所有路径中，95%置信区间(CI)均未包含 0，表明中介效应均达到

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以下简称“社会

适应”)的调节作用。 
 

Table 2. Path coefficient analysis of the intermediary model 
表 2. 中介模型路径系数分析 

中介路径 效应值(绝对值) 
95%置信区间 

效果量 
下限 上限 

正念教养–亲子亲密–社会适应性 0.052 0.013 0.096 8.16% 

正念教养–心理弹性–社会适应性 0.076 0.041 0.125 11.93% 

正念教养–亲子冲突–社会适应性 0.092 0.055 0.142 14.4% 

正念教养–亲子亲密–心理弹性–社会适应性 0.026 0.013 0.048 4.08% 

正念教养–亲子冲突–心理弹性–社会适应性 0.025 0.013 0.046 3.92% 

4. 讨论 

4.1. 正念教养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前期结果表明，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交适应能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在其

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正念教养在家庭层面带来了诸多正面效应。父母的

教养方式不仅关注儿童的个体行为，还强调他们与他人的互动过程，具体到家庭内部，这种方式主要体

现在亲子之间的互动(舒鉴皓，2016)。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提升正念教养水平能够有效改善其心理状态，

减少焦虑和消极情绪(Dykens et al., 2014)。而从儿童的角度来看，正念教养能够满足其基本心理需求，并

减少可能出现的精神和行为问题(Chen et al., 2022)。这一发现表明，正念教养指导能够帮助农村留守儿童

的父母更清晰地认识自身问题及应对策略，同时提供积极且高效的反馈机制，以促进亲子关系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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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心理弹性、亲子关系在正念教养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假设 2，即亲子关系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已有研究表明，

正念教养能够有效缓解儿童在隐性及显性学习方面的障碍，同时在父母之间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黄鹤，

王小英，2024)。此外，父母间的冲突与儿童的外显行为问题(如多动、攻击等)以及情感困扰(如孤独、抑

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健等，2021；范志宇，吴岩，2020)。亲密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儿童在日

常活动中保持积极的情感状态，同时提升基本社交技能，从而降低问题行为的发生率(Bluth & Wahler, 
2011)。可见，正念教养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也证实了心理弹性在正念教养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之间的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3。生
态系统理论指出，由于家庭是个体成长发展的重要场所，故个体心理品质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家庭的影

响，教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情感温暖型父母对孩子的心理弹性有积极影响，当孩

子体会到家庭的支持与接纳时，会促进孩子的自我认可与适应力的增强(董金华，2020)。同时，正念教养

有助于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积极情绪等方面的适应性，减少社会适应性问题的形成。 
在亲子关系与心理弹性的共同作用下，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性展现出积极影响，同

时验证了假设 4 的合理性。通过正念教养，父母能够构建更加紧密的亲子情感联结，为儿童提供稳定的

情感支持。高水平正念教养的家长更倾向于展现出较强的热情、关爱、清晰的引导以及对孩子的积极鼓

励(Coatsworth et al., 2018)，这些因素有助于优化亲子关系(Lippold et al., 2015)。朱溆湘等人(2015)的研究

表明，亲子关系良好的儿童往往具备更高的心理弹性，且父母之间的亲密程度越高，家庭关系越和谐，

儿童的心理弹性也随之增强。此外，正念教养还能为儿童提供丰富的心理资源，进而提升他们的社会适

应能力。徐礼平等人(2013)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提升儿童的心理弹性对于促进其社会适应性具有重要作用。 

4.3. 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现状，探究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影响，证实

了亲子关系以及心理弹性在正念教养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之间的独立中介以及链式中介作用，为

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提高其社会适应性，促进他们完成社会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及教育启示。首先，探讨

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影响有助于深入探究教养方式对社会适应性的影响，理解其内在

心理机制研究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可以丰富社会适应性研究范畴。目前虽然关于

社会适应性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如对于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因素的研究(Zhao et al., 2023)，
但针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定群体的社会适应性研究尚不完善。通过深入探讨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

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可以进一步丰富社会适应性的研究范畴，补充和完善社会适应结构理论；其次，有

助于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对社会适应性问题进行干预研究发现，父母的正念教养对于儿

童心理健康以及社会适应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已有系统的正念教养课程(Mindful Parenting Pro-
gram, MPP)帮助父母缓解教养压力(戴斌荣，2019)。目前，有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研究大都集

中在对于其心理机制的研究之上，然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干预仍鲜有研究(陈晓等，2017)。
本研究将正念教养课程引入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之中，有助于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

展，对其社会适应性有所干预；最后，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儿童发展心理学学科理论体系，推动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观念的改变。正念教养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养方式，其核心理念与儿童发展心理学中的自我认知、

情绪调节等理论紧密相关(李丹等，2023)。研究表明在家庭环境中，母亲的正念水平越高，其自我调节能

力以及对自我的接纳能力也更强，能够以慈悲的态度对待自己(董宇航，2023)。本研究将正念教养的相关

理论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相结合，丰富了儿童发展心理学理论体系。通过探究正念教养对农村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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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并探究其产生作用的内在心理机制，能够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不

在身边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行为，促进其家庭教育观念的改变(Chainey & Burke, 2021)。 
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拓展。首先，

在研究内容方面，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家庭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影响，而未涉及其他可能对

其社会适应性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例如学校环境、同伴关系、社区支持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事实上，

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性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现象，其发展不仅受到家庭环境的直接影响，

还可能受到学校教育质量、同伴互动模式、社区资源分配以及社会政策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深入探讨学校、社会等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独立及

联合影响，并揭示这些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从而构建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模型；其次，在研究方法

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尽管问卷调查法能够高效地收集大样本数据，并便于进行量化分

析，但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问卷调查法通常难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无法深入探讨个体心

理过程的动态变化。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结合多种研究方法，例如实验法、纵向追踪研究、深度

访谈或观察法等，以弥补单一方法的不足。特别是通过实验法，可以设计干预研究，进一步检验正念教

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最后，本研究尚未深入探讨正念教养对农村留

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干预作用及其潜在机制。正念教养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养方式，可能通过提升父母的

情绪调节能力、改善亲子互动质量、增强儿童的情绪管理和社会技能等途径，间接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

社会适应性发展。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设计基于正念教养的干预实验，系统评估其对农村留守儿童社

会适应性的短期和长期效果，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为实践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5. 结论 

(1) 正念教养能够显著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 
(2) 研究结果表明，亲子关系与心理弹性均在正念教养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影响中发挥了

显著的独立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正念教养能够分别通过优化亲子关系(包括提升亲子亲密性与减少亲子

冲突)以及增强儿童的心理弹性，进而促进其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 
(3) 此外，亲子关系与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同样显著。正念教养不仅能够改善亲子关系(表现为

增加亲子亲密性、降低亲子冲突)，还可进一步增强儿童的心理弹性，从而减少其问题行为，最终有助于

提升其社会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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