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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负性情绪面孔注意偏向方面的差异。采用点探测范式，选

取68名小学生(其中留守儿童30人，非留守儿童38人)为被试，以面孔图片为刺激材料，比较两组儿童对

负性情绪面孔和中性面孔图片的注意偏向。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组对负性情绪面孔图片的注意偏向值显

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组，而两组在性别、父母文化水平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留守儿童更倾向于注

意负性情绪信息，与抑郁倾向相关的注意偏向特点一致。然而，由于样本数量有限，结果的推广性有待

进一步检验。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留守儿童注意偏向与抑郁的关系提供了初步证据，有助于为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的干预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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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in attentional bias for negative emotional facial 
expressions betwee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Using the dot-probe 
paradigm and with 68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s participants (30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38 
non-left-behind children), the study compared the attentional biases of the two groups towards 
negative and neutral facial expression picture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attentional bias towards negative emotional facial pictures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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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non-left-behind children,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gender or parental education level. This suggests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te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negative emotional inform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attentional bias cha-
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sample size, the generaliza-
bility of the results requires further validation. Overall, the study provides preliminary evidence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entional bias and depression in left-behind children,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ventions for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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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的阶段性问题，其特殊的家庭经

验和成长历程，尤其是缺乏父母照顾这一严重问题，使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心理健康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

关注。此前已有研究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各种心理或者行为问题，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方面

不如非留守儿童[1]。赵景欣(2013)在研究中发现，留守儿童在自信心、人际关系交往方面存在问题，而

且留守儿童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是对同伴的拒绝与攻击性行为、孤独感和学业违纪呈现正相关[2]。王东宇

(2006)研究了遗留儿童存在的突出心理问题，发现他们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偏执、敏感性、焦虑、孤独、

人际紧张等[3]。 
在农村留守儿童与正常儿童的对比研究中，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水平显著

高于农村的正常儿童。例如俞大维(2000)在研究中发现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有更高的抑郁体验[4]；杨

娅娟等(2010)检测了安徽省留守儿童的抑郁症状，发现留守儿童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15.8%，高于非留守

儿童的 10.9% [5]。 
儿童抑郁是儿童和青少年中常见的情感症状，主要表现为抑郁症。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就

有很大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抑郁症状[6]。而抑郁问题在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中较为常见[7]。Beck (1991)强调

认知过程在抑郁形成中起关键作用，认为个体对事物的错误和扭曲认识导致抑郁产生[8]。他提出的认知

易感理论指出，一些人更容易产生抑郁，因为他们具有认知易感性，表现为一些功能失调的观念，如过

于僵化的自我观念、完美主义、对他人过高期待等。这些观念源自童年早期经验，具有绝对化和契约性

特点，可能启动个体的自我消极图式，使个体倾向于采用消极、歪曲的认知方式看待事物。消极的自我

图式是一种易感因素，最终导致抑郁症状。这些抑郁症状又会导致消极观念增多，形成一种螺旋上升的

趋势。 
注意偏向在抑郁症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大量实验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普遍表现出注意偏向。具体而

言，注意偏向是指在加工特定刺激时，个体表现出定向性的注意加速、注意回避和注意解除困难。研究

不仅关注注意偏向的表现特征，还探索了相关的脑神经反应。此外，有专家尝试通过干预手段改善抑郁

症患者的注意偏向。由于注意是认知过程的第一步，注意偏向在面对负性信息时被视为抑郁症发生、发

展和持续的关键认知因素。研究表明，对负性信息的认知加工偏向是抑郁发生、发展与维持的核心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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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而且抑郁患者总是偏向于注意和加工与其心境一致的负性情绪信息，从而导致抑郁症状[9]。研究

表明当留守儿童的情绪背景与识别效价一致时，由于情绪一致性效应，会对面孔图片的识别产生促进作

用。例如，Hietanen (2013)发现，诱发留守儿童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后，呈现不同效价的面部表情，结果出

现情绪一致性效应[10]。通过对留守儿童抑郁及注意偏向的调查，分析抑郁症状与注意偏向的关联，对于

控制留守儿童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例如，Macleod 
(2002)发现，具有更高的抑郁水平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对负性词语产生反应[11]。之后也有实验证明改变对

于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可以显著改变抑郁个体的抑郁症状[9]。 
抑郁情绪是人类普遍的消极情绪。抑郁往往情绪低落、心境消极、思维迟缓。它通常与不顺利的

情况和事物有关。当严重的抑郁症状长此以往就会对心理健康造成极大威胁，严重者甚至换上抑郁症。

二十世纪以来，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体验抑郁情绪。而留守儿童的抑郁问题更严重，四到六年级儿童正

处于心理和生理都巨大变故的时期，又远离父母，缺少父母的支持和关爱。那么，在这些留守儿童的

平时生活学习中，不同抑郁水平的留守儿童面对消极的情绪信息，他们的反应如何？是否存在不同注

意偏向特点？本研究重在探索抑郁水平不同的留守儿童对负性情绪注意偏向特点。这于指导留守儿童

社会保障系统的建构非常重要，并且有助于为临床上情绪方面出现抑郁症状的留守儿童的认知疗法提

供依据。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咨询和治疗非常重要，更有利于促进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良好的人格发

展。 

2. 研究目的 

以小学生为实验对象，探究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对负性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是否有差异。 

3.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对于某一小学的某一班级的 70 名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实验。根据实验前的调查

研究结果筛选出正式被试 68 人，其中女生 35 人，男生 33 人，平均年龄 11.6 岁；其中留守儿童 30 人，

女生 13 人，男生 17 人；非留守儿童 38 人，女生 12 人，男生 16 人。两组被试在性别与年龄上没有显

著差异。 
此研究中，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年龄或者父母受教育水平上没有差异 

4. 研究工具 

4.1. 研究材料 

目前关于个体注意偏向的研究多采用文字或图片等刺激材料。但是，文字材料主要依赖于它的象征

意义，需要人的言语系统对其进行加工，刺激程度相对较低，生态学效度也较低[12]。因此，本研究采用

更加直观并且可以测到最初反应的情绪图片为刺激材料。根据愉悦度、唤醒度等方面从罗跃嘉(2005)等人

编制的中国情绪图片系统中选取负性(悲伤)和中性情绪图片各 12 张面孔[13]。其中男性和女性各 6 张，

平衡不同情绪面孔的性别。采用 Eprime2.0 软件编制实验程序。 

4.2. 研究范式 

研究注意偏向的常用实验范式有：快速序列视觉呈现任务范式、点测验范式、Stroop 实验范式、

视觉搜索范式、空间线索范式等。点测验常用来研究个体如何将自身的注意资源进行分配的。点测验

范式是在呈现刺激线索之后随机呈现一个探测信号，在设定好的时间内，被试根据要求对探测信号进

行反应判断，从而使个体产生对情绪刺激的注意偏向。因此该范式适用于对情绪性刺激认知加工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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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偏向研究。 
最开始会在屏幕中心出现一个黑色的注视点“+”，要求被试注视注视点，注视点呈现时间为 500 ms。

当注视点消失后，在屏幕两侧会对称出现一对负性和中性情绪图片，情绪图片呈现时间为 1500 ms。当情

绪图片呈现完毕后，在某一情绪图片出现的位置之后在同样位置呈现一个向上或者向下的黑色箭头。本

实验要求被试对箭头的方向做出判断，如果箭头向上，被试就按“F”键；如果箭头向下，被试就按“J”
键。此实验要求被试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尽可能快地对箭头作出反应。被试做出反应后，将会出现 1000 
ms 空屏。本次实验试次的空屏结束后将会接着出现下一个实验试次。 

4.3. 研究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儿童类型为自变量。被试对箭头方向做出按键反应的反应时作为此次

实验设计的因变量。 

4.4. 研究过程 

使用 E-prime2.0 心理实验专业软件来编制本次实验研究程序，实验在 14 英寸的电脑上进行，采用计

算机操作系统为 WindowsXP。被试坐在距离电脑屏幕 50 cm 的地方。本实验中主试和被试进行一对一实

验，全程无干扰。被试的正确率和反应时将会被电脑软件自动记录。 
实验开始前主试首先向被试简单介绍实验步骤和实验情况。要求被试认真阅读指导语，按照指导语

要求先进行练习。在练习阶段，电脑屏幕上会自动呈现 4 对情绪面孔(与正式施测时所使用的情绪面孔不

同)。为平衡性别，其中选取两对女性面孔图片，两对男性面孔图片。为平衡情绪图片所在左右位置、箭

头方向、和箭头所在位置，每对图片呈现 4 次。一共进行 16 次练习。当被试对每一个试次进行按键反应

之后，屏幕上会呈现反馈界面，此反馈的呈现时间为 1000 ms。告诉被试的按键反应是否正确。直到被试

16 个试次全部按键正确，才开始进行正式阶段。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不会被记录。 
在正式阶段，选取 6 对负性情绪图片和中性情绪图片。为平衡性别，男女各 3 对。每对负性和中性

情绪图片面孔相对应，即选取同一个人的中性和负性情绪面孔作为每一个试次负性情绪图片和中性情绪

图片。为平衡探测点位置、箭头方向情绪图片所在位置，6 对情绪图片共进行 2 个 block 共 96 个 trial。
被试按照指导语要求进行实验，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将全部会被记录在电脑上。 

5. 统计处理 

首先使用 E-prime 对数据进行合并，然后使用 Excel 对数据进行转化和相对应处理。 
首先对于实验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删除在进行点测验范式时，被试按键反应错误或者没有进行按

键反应的试次[14]，然后清除被试的按键反应时小于 200 ms 的试次和被试的按键反应大于 1200 ms 的
试次[15]。 

年龄、性别无显著差异，p 均大于 0.05。完成对 E-prime 数据初步分合并整理转化和处理后，使用

SPSS26.0 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根据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的得分筛选被试，将被试按照抑郁得分将被试

分为两组，分别为高抑郁水平组(n = 34)和低抑郁水平组(n = 34)。其中高抑郁水平组 CDI 得分 44~71 分，

平均 53.9 ± 7.3 分；低抑郁水平组 CDI 得分 27~43 分，平均 36.5 ± 4.5 分，两组 CDI 得分有显著差异，p
小于 0.01；年龄、性别无显著差异，p 均大于 0.05。 

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表 1，从中可以看出注意偏向值在留守儿童与否方面存在

差异(t = 4.595, p < 0.05)。 
注意偏向值在性别、父亲的文化水平、母亲的文化水平家庭收入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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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data difference comparison 
表 1. 人口学资料差异比较 

项目  注意偏向值 t/F p (组间差异) 

性别 
男(n = 33) 7.80 ± 60.90 0.02 0.888 
女(n = 35) 9.61 ± 57.35   

留守与否 
留守(n = 30) 25.36 ± 51.94 4.595 0.036 

非留守(n = 38) −4.56 ± 60.92   

父亲的文化水平 

初中以下(n = 13) 27.99 ± 73.12 0.768 0.516 

初中(n = 30) 5.29 ± 53.93   

高中(n = 19) −2.2982 ± 58.85   

高中以上(n = 6) 18.07 ± 48.33   

母亲的文化水平 

初中以下(n = 15) 6.45 ± 54.90 0.301 0.824 

初中(n = 33) 15.17 ± 59.55   

高中(n = 16) 0.40 ± 66.63   

高中以上(n = 4) −4.07 ± 41.22   

家庭收入(元) 

3000 以下(n = 4) 41.96 ± 45.74 0.778 0.510 

3000~6000(n = 21) 16.59 ± 63.80   

6000~9000(n = 14) 0.41 ± 58.42   

9000 以上(n = 9) 6.35 ± 17.53   

 
对于被试的反应时进行 2 (被试抑郁水平：高抑郁水平组，低抑郁水平组) × 2 (探测点的位置：与负

性情绪面孔位置同侧、与负性情绪面孔位置不同侧)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得到结果如表 2 和表 3。 
 
Table 2. Average response tim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high and low depression level groups to probe point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表 2. 高、低抑郁水平组对不同位置的探测点反应时的平均值和标准 

位置 
高抑郁水平组 低抑郁水平组 

平均值(ms) 标准差 平均值(ms) 标准差 

探测点同侧 544.055 71.983 733.223 120.009 

探测点异侧 691.429 85.519 717.910 131.074 

 
Table 3.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of response times to probe points in different positions between high and low depres-
sion level groups 
表 3. 高低抑郁水平组对不同位置的探测点反应时的方差分析结果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η2 

探测点位置 156960.573 1 156960.573 284.306 <0.01 0.802 

探测点位置 × 儿童抑郁水平 238203.377 1 238203.377 431.463 <0.01 0.860 

误差(探测点位置) 38645.841 70 55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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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被试抑郁水平主效应显著，F(1,70) = 19.402，η2 = 0.217，
p < 0.01。从表 3 可以看出，探测点位置的主效应非常显著，F(1,70) = 284.306，η2 = 0.802，p < 0.01。而

且抑郁水平和探测点位置主效应非常显著，F(1,70) = 238203.377，η2 = 0.860，p < 0.01。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可以证明，在高抑郁水平的被试中，悲伤面孔情绪图片与探测点位置在同侧时被试的按键反

应时比悲伤情绪面孔情绪图片与探测点位置不在同侧时的按键反应时显著要低，t(35) = −25.180，p < 0.01；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低抑郁水平的被试中，悲伤情绪面孔情绪图片与探测点位置在同侧时与悲伤面孔情

绪图片与探测点位置不在同侧时，被试对于探测点的按键反应没有显著差异，t(35) = 2.942，p = 0.06。 
从以上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配对样本 t 检验可以得出结论，较高抑郁水平留守儿童对于负性

面孔情绪信息有更为显著的注意偏向。 
接着对高低抑郁组留守儿童的注意偏向值(注意偏向值为探测点与负性情绪面孔图片不同侧的反应

时减去探测点与负性情绪面孔图片同侧的反应时)做独立样本 t 检验，得出结果 F = 2.848，t = 20.772，p < 
0.01。由此得出结论抑郁水平不同的留守儿童负性注意偏向不同。 

6. 讨论 

此研究通过对留守儿童在注意偏向方面的调查与实验发现，留守儿童更多表现出对负性情绪信息的

注意偏向。此结果与之前的关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根据情绪一致性理论，当人们处于某种情绪状态时，倾向于选择和加工与该情绪相一致的信息。之

前有大量研究认为留守儿童比起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相对不高，抑郁、焦虑水平普遍偏高。留守

儿童有更加普遍的抑郁倾向，也就会对负性情绪信息有更多注意偏向。 
本研究结果发现抑郁水平高的留守儿童有更明显的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这与以往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抑郁水平不同的留守儿童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特点主要是：抑郁水平高的留守儿童对

于负性情绪信息的加工更快，明显有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注意偏向与抑郁的研究热度居高不下。

之前的研究通常认为对负性信息的认知加工偏向是抑郁发生、发展与维持的核心认知因素之一，抑郁患

者总是偏向于注意和加工与其心境一致的负性情绪信息，从而导致抑郁症状。情绪的一致性理论也认为，

处于负性情绪的个体，会优先注意负性信息[16]。而且负性信息会加强对于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即促进

负性刺激捕获注意的偏向[17]。抑郁水平高的留守儿童处于负性情绪之中，会优先注意负性信息，对于负

性信息的注意会出现明显的对于负性刺激的注意偏向。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抑郁水平高的留守儿童对负

性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显著。 

7.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有很多，首先因为时间和条件限制，选取的样本数量太少，研究的可推广性需要

进一步检验。鉴于我们的研究是在来自一所农村小学的留守儿童样本中进行的，这些发现的概括性是有

限的。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招募一个更多样化的被试样本，并进一步比较构建的模型。 
其次，本研究选取的留守儿童在 9 到 13 岁之间，没有考虑年龄偏大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今后需要

进一步探讨。我们强调了四到六年级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和注意偏向，但我们没有检查青少年发育阶段

(即青春期)对留守儿童抑郁状况以及相关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研究青春期留守儿

童抑郁状况及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加深我们对这一年龄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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