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基于4个省份15所中小学的调查数据，探讨亲子分离对儿

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较早经历亲子分离的儿

童，其社会情感能力低于那些较晚经历亲子分离的儿童。亲子分离对儿童

自我意识、自我管理以及人际交往技能的发展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异质性结

果显示，亲子分离对小学生的负面影响强于初中生，对农村儿童的负面影响

强于城镇儿童。中介机制检验显示，亲子分离不利于家庭关系和校园人际关

系的构建，从而会间接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获得。因此，应将学前教

育纳入随迁子女教育保障体系中，减少亲子分离，构建良好的家庭关系和

友善的校园氛围，发挥家校合力，提升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

【关键词】 社会情感能力 亲子分离 早期儿童发展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人口大规模、持续性的流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

大量的留守儿童。根据《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留守儿童规

模达到4177万人，城镇留守儿童为2516万人［1］。近年来，外出务工群体数量有扩大化、年轻

化的趋向［2］，一些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隔代抚养的情况屡见不鲜。从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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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是人的一生中可塑性最强的阶段，也是个体成长和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儿童成长“敏感

期”面临亲子分离会造成其亲情缺失和心灵失落，很容易沉溺于网络以及与不良同伴的过度交往

而荒废学业［3］，增加了留守儿童人力资本发展滞后的风险［4］。虽然我国流动儿童教育政策正从

“两为主”向“两纳入”转型，流动儿童在城市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5］，然而相

较于流动儿童受教育权的获得，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水平依然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其情绪调节和人

际交往能力尤为欠缺［6］，这是由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不足导致的。研究显示，儿童社会情感

能力的发展始于婴儿期［7］，过早的亲子分离使得儿童社会情感能力问题凸显，亟需引起重视。

目前学界关于亲子分离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对象多为农村

儿童［8］，鲜少将亲子分离作为一般变量考虑。此外，已有研究内容聚焦分析父母外出务工对儿

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9］，缺乏对亲子分离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关系的研究。由于家

庭、学校是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重要场域，二者的作用不可相互替代。亲子分离的家

庭教育主体缺位和功能弱化使得学校成为留守儿童最为关键的社会支持系统。因此，有必要将

学校与家庭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打开亲子分离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黑箱”。本研

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探究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以期基于实证

结果围绕学校管理和家庭支持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助力留守儿童成长发展提供支撑。

家庭关系

亲子分离

校园人际关系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图1 亲子分离、家庭关系、校园人际关系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假设模型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家庭资本的概念源于社会资本理论。根据布迪厄（Bourdieu）对于资本的界定可以将家庭

资本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三种类型［10］。其中，家庭经济资本是指

家庭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比如房产、收入、存款等。家庭文化资本是指家庭及其成员拥有的知

识、技能、价值观等，而相较于其他形式的资本，家庭文化资本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潜移默化地

影响儿童的能力发展。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用于评价父母与子女之

间的关系质量。

家庭资本理论尤为强调父母在家庭中的角色对子女发展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父母双方

通过家庭明确分工来实现家庭抚养功能［11］。具体而言，父母对角色分工、教育、时间和其他资

源进行理性分配，为子女提供成长和学习的环境。父母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选择在家陪伴子

女，这种分工模式有助于家庭经济资本的获得，从而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和社会地位［12］。然

而，父母的分工给子女提供的资源不仅包括经济支持，还包括情感支持、教育指导和社会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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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即使只有一方外出务工也会削弱家庭内的互动和沟通，减少父母对儿童的直接教育和情感

支持［13］。我国家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文化的影响，父亲迫于生计

外出务工选择高时间投入的工作，母亲留守在家除了要照顾子女，还有其他家庭活动需要处理，

这会挤压对子女的指导和时间投入。与此同时，还会影响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程度，降低家校

合作的效果［14］。由此可知，父母外出务工虽然给予家庭更多的经济资本，但是却削弱了家庭文

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产生负向影响［15］。值得注意的是，受困于生计

和养育成本，母亲外出务工趋势愈发明显，祖辈隔代抚养现象逐渐增多［16］。隔代抚养虽然从某种

程度上弥补了父母角色的缺位，但是该替代功能有限，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学业成就、亲子关系

产生多维度和长期性的损害［17］。与此同时，还会对其自我控制能力产生负向影响［18］，降低儿童的

自信心以及与人沟通交流的意愿［19］。这些都是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

亲子分离很可能会约束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根据上述理论观点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社会建构理论强调人所能获得的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于相互关系中。肯尼

斯·格根（Kenneth J. Gergen）在此基础上提出关系性存在理论，强调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个体的

存在和身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互动中建构而来［20］。情感只有在特定的关系中，通过共同行动

才得以重构和理解，社会情感能力本质上是关系的社会性建构能力［21］。家庭作为儿童生存和

发展的主要场所，培养其社会情感能力离不开与家庭成员的互动。家庭关系是人们在家庭生

活中建立的各种关系网络，涉及亲属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多种情感和社会关系。稳定

和健康的家庭关系意味着家庭成员往往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和适应社会生

活，这对于子女的成长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体现在非认知能力方面［22］。父母外出务

工虽然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资本，但是却往往以牺牲情感资源为代价，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

系。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长期异地分居会带来家庭纽带松弛［23］，扰乱原有的家庭结构，影响

夫妻关系，造成亲子关系淡漠［24］，这使得家庭功能的示范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家庭文化资本难

以发挥，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发展。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大脑发育与生命早期和父母的互动

经历密切相关［25］。发生在儿童成长早期尤其是幼时的亲子分离经历会造成儿童在与周围互动

的过程中缺乏可依恋的亲密关系，产生被迫分离的创伤记忆，可能导致其形成敏感、自卑的人格

及交往障碍等［26］，阻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这意味着亲子分离很可能会通过影响家庭

关系进而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家庭关系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学校作为儿童成长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场所，与教师、同伴的校园人际互动是影响儿童社会

情感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27］。具体而言，积极的师生关系为学生营造一个友爱的校园氛围，促

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而消极的师生关系则会降低学生与教师互动的意愿，甚至引发各

种问题行为［28］。同伴是儿童在校园环境中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互动对象，通过与同伴的互

动，儿童学习理解和表达情绪，学会建立人际关系，这对于其社会化发展大有裨益。研究也证

实，亲密的同伴交往会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影响［29］。而父母外出，留守儿童所

能获得的情感关怀较少，性格更为敏感、内向、多疑，经常产生校园人际关系紧张问题［30］，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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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伴和老师之间的关系互动。学校作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域，校园人际关系很可能是亲子

分离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中间传导机制。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校园人际关系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设计的调查问卷分别在河南省、湖北省、山东省及江苏省4个省份的15所中小学发放，

针对研究目标对象，所选地区均为经济发展程度较为普通的农村和县镇，父母外出务工现象

较多①。由于问卷中设置的问题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故而将调查对象设置为

5－9年级的学生。问卷调查首先根据便利抽样原则确定样本所在地，再采用重点抽样法确定

被调查学校，最后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择，通过调查人员在班级发放纸质问

卷，学生填写完成后现场回收。调查员在征得学校和监护人的同意下发放问卷。本次共发放纸

质问卷2372份，最终回收到的有效问卷数量为1903份，有效回收率为80.23%。其中男生1005

名，占比为52.81%，女生898名，占比为47.19%；一般儿童930名，占比为48.87%，有过亲子分离

经历的儿童973名，占比为51.13%；小学生1066名，占比为56.02%，初中生837名，占比为43.98%。

城镇样本618名，占比为32.48%，农村样本1285名，占比为67.52%。样本分布相对均衡。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社会情感能力。本研究依据美国学术、社会与情感学习协作组（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Social，and Emotional Learning）（简称CASEL）的框架将社会情感能力划分为自我

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交往技能及负责任的决策5个维度［31］，共设置27个问题，问题

选项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赋值为1－5。量表整体信度系数为 0.908，各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克郎巴哈系数）值位于0.617－0.810之间，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信度。验

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的结构拟合系数（X2 /df=5.575，CFI=0.907，RMSEA=0.049，

TLI=0.896）符合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拟合标准，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能够支撑本

研究，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社会情感能力指标的详细信息

社会情感能力

自我意识

描述

学生能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

知，对于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都能正确看待，能够准确识

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测量题项

1.在团队合作时，我会做好属于自己的任务。

2.在讲述自己的优秀事迹时，我并不吹嘘。

3.别人表达观点时，我会认真倾听。

4.当我需要帮助时，我会主动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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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社会情感能力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交往技能

负责任的决策

描述

具有自我掌控情绪的能力，

具备缓解压力的能力以及感

到有动力去完成个人/集体

目标。

了解他人的观点和看法，对

他人的遭遇会表示同情，预

测他人的感受和反应，学会

尊重他人。

与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建立有

效关系的能力。

在做出选择时，会评估各种

行动对个人、社会和集体福

祉的益处和后果，并学会正

确使用解决策略等。

测量题项

1.当别人指出我的错误时，我会冷静面对。

2.当和别人意见不同时，我会尝试寻找办法妥善解决。

3.当别人打扰我时，我会保持冷静。

4.我做事时不打扰别人。

5.当我被嘲笑时，我会保持冷静。

1.当别人伤心时，我也会感到难过。

2.我试图让别人感觉更好。

3.当别人感到难过时，我会主动关心他。

4.当别人没被善待时，我会替他们说话、发声。

5.我会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

6.当我的朋友遇到问题时，我会帮助他们。

1.我很容易交到朋友。

2.当别人做我喜欢的事情时我会主动请求加入他们。

3.我能和其他小朋友和睦相处。

4.我会请求他人与我一起合作。

5.我会按照顺序依次和他人交流。

6.我和同学们合作得很好。

1.对于正确的事，别人不说我也会去做。

2.在行动之前，我会反复思考。

3.我信守承诺，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尽力做好。

4.我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人。

5.我按时做作业，不喜欢拖拉。

6.当我犯错时我会主动承认。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亲子分离。本研究中考察的亲子分离的儿童指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双方曾经有

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问卷中通

过“你的父母是否有过在外地长期务工而与你分开的经历？（连续超过6个月以上）”来呈现。研

究发现，样本中共有51.13%的学生具有亲子分离经历。本研究也对儿童与父母的初始分离时

间进行了调研，发现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的起始平均年龄为5岁。

表2 分离起始时间分布

年龄段

数量

百分比（%）

0－3岁

317

33.30

4－6岁

327

34.35

7－9岁

196

20.59

10－12岁

107

11.24

13－15岁

5

0.53

总计

95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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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结果可知，除去部分缺失值，在所调研的样本中，儿童0－3岁时父母选择外出务工

（至少有一方外出）占比为33.30%，儿童4－6岁时父母选择外出务工的占比为34.35%，儿童在

婴幼儿和学前教育阶段父母选择外出务工导致与子女分离的比例达到了67.65%。儿童亲子分

离的起始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儿童发展早期，这也是儿童成长发展的关键期。

3. 控制变量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成长发展受到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影响。为了尽可能减少其他变

量干扰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影响的估计结果，本研究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学校

特征的变量都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在个体特征方面，变量主要为性别、年级、寄宿

与否、班干部经历［32］。在家庭特征层面，将家庭常住所在地兄弟姐妹数量、家庭经济状况［33］、

父亲学历、母亲学历［34］等纳入控制变量中。学校环境的安全程度、学校氛围［35］作为学校层面

的主要控制变量。

4.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家庭关系和校园人际关系。本研究中的家庭关系主要包含父母关系、亲子关

系；校园人际关系主要包含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其中，家庭关系主要是通过问卷“你父母的

关系情况”“与父亲关系情况”“与母亲关系情况”等问题来体现；校园人际关系通过问卷“你与

老师关系”“你与同学关系”中的问题来体现。问题选项由“非常紧张”到“非常好”依次赋值为

1－5。家庭关系和校园人际关系的问题均通过学生主观评价来体现。

表3 各个变量说明

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

社会情感能力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交往技能

负责任的决策

亲子分离

家庭关系

校园人际关系

性别

年级

是否寄宿

变量说明

由量表中的27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由量表中的4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由量表中的5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由量表中的6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由量表中的6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由量表中的6个题项加总后取均值。

无=0；有=1

父母关系：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好。

与父亲关系：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好。

与母亲关系：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好。

师生关系：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好。

同伴关系：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关系越好。

男=0；女=1

小学=0；初中=1

否=0；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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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控制变量

变量

班干部经历

家庭常住所在地

兄弟姐妹数量

家庭经济状况

父亲受教育程度

母亲受教育程度

学校环境的安全程度

学校氛围

变量说明

否=0；是=1

城镇=0；农村=1

独生子女=1；1个=2；2个=3；3个及以上=4

低保户（建档立卡）=1；比较贫困=2；中等=3；比较富裕=4；非常富裕=5

初中及以下=1；职业中学或高中=2；大专=3；本科=4；硕士及以上=5

初中及以下=1；职业中学或高中=2；大专=3；本科=4；硕士及以上=5

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学校环境越安全。

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学生的学校氛围越好。

四、研究发现

（一）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样本中有过亲子分离的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均值低于一般儿童。总体而言，

女童的社会情感能力水平要高于男童①，女生的自我意识、社会意识、负责任的决策均值都高于

男生，然而在自我管理、人际交往技能方面男生要强于女生。低年级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以及

各维度的均值反而高于高年级学生，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下沉式”发展。样

本中城镇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均值也要高于农村中小学生，表明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在城

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表4 调查样本人口学以及社会情感能力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类别

男

女

小学

初中

城镇

农村

经历过
亲子分离

没有经历过
亲子分离

人数（%）

1005（52.8）

898（47.2）

1066（56）

837（44）

618（32.5）

1285（67.5）

973（51.1）

930（48.9）

社会情感能力
（总）

3.861

3.903

3.954

3.787

3.92

3.862

3.843

3.919

自我意识

4.067

4.163

4.181

4.025

4.164

4.087

4.065

4.162

自我管理

3.79

3.781

3.88

3.667

3.801

3.779

3.734

3.841

社会意识

3.725

3.858

3.845

3.715

3.844

3.761

3.765

3.812

人际交往
技能

3.825

3.753

3.87

3.691

3.874

3.751

3.744

3.841

负责任的
决策

3.953

4.025

4.0571

3.898

3.978

3.992

3.966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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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结果显示，具有亲子分离经历的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均值低于一般儿童，并且在儿童

发展早期家长外出务工的比例更高。那么儿童处于亲子分离的不同初始时间，其社会情感能力发

展是否存在差异呢？研究首先借助独立样本ｔ检验，将亲子分离分为早期和晚期，以学龄儿童年龄

作为临界点，以“效应量”指标Cohen's d作为差异存在的判别依据，d>0.2代表有实质性差异，应予以

关注［36］。结果显示，起始分离时间在0－6岁的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平均得分为3.802，低于在6

岁以上面临亲子分离儿童的平均得分3.911，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t=2.886，p<0.001，d=0.203）。

这表明经历早期亲子分离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低于那些经历晚期（大于6岁）亲子分

离的儿童。此外，自我意识、自我管理两个指标的 d值均大于0.2，这表明自我意识、自我管理是

不同分离时间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差距的重点，有必要给予关注。

表5 不同年龄段亲子分离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差异分析

社会情感能力（总）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交往技能

负责任的决策

注：***p＜0.01，**p＜0.05，*p＜0.1，其中数值都为各维度均值。

较早经历亲子分离
（0－6岁）

3.802

3.996

3.674

3.742

3.708

3.932

较晚经历亲子分离
（大于6岁）

3.911

4.144

3.853

3.840

3.837

3.966

t检验

2.886***

2.906***

3.223***

1.905*

2.338**

1.319

Cohen's d

0.203

0.207

0.226

0.132

0.165

0.093

（二）基准回归结果：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

以OLS为基准估计模型，初步判断经历亲子分离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在各组

比较中依次设定如下模型：

Yi =α + βXi + γCi + ε （1）

其中，Yi表示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分别为学生总体的社会情感能力及其各个维度（包括自

我认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以及负责任的决策），Xi表示是否有亲子分离经历的虚拟

变量，Ci表示控制变量，ε是随机误差项。

通过OLS基准回归模型初步检验亲子分离经历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由表6可知，

在控制学生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学校特征的情况下，亲子分离对儿童的自我意识、自我管

理、人际交往、负责任的决策等能力都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控制变量中性别、年级、班干部经历、家庭常住所在地、学校因素对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

力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女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表现要强于男生；与初中生相比，小学生的社会

情感能力水平反而更高，这说明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并未随着年龄呈现自然稳步上升趋势；具

有班干部经历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要优于没有该经历的学生；城镇样本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显

著高于农村学生；由学校特征变量结果可知，安全的学校环境、良好的学校氛围都对中小学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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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情感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表6 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预测效应分析

变量名

亲子分离

性别

年级

寄宿

班干部经历

家庭常住所在地

兄弟姐妹数量

家庭经济状况

父亲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职业中学或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母亲受教育程度（参照组：初中及以下）

职业中学或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安全的学校环境

学校氛围

常数

R2

注：***p＜0.01，**p＜0.05，*p＜0.1，数值均为回归系数。

社会情感能力
（总）

－0.077***

0.066***

－0.092***

0.035

0.207***

－0.054*

－0.018

0.017

0.031

0.024

－0.025

0.039

0.079

0.074

0.097***

0.157***

2.896***

0.232***

自我意识

－0.098***

0.118***

－0.093***

0.032

0.179***

－0.086**

－0.017

－0.003

－0.001

0.01

0.017

0.028

0.066

0.091

0.113***

0.131***

3.245***

0.155***

自我管理

－0.124***

0.02

－0.138***

0.067*

0.132***

－0.057

－0.025

－0.009

0.009

0.015

－0.059

0.089**

0.039

0.046

0.127***

0.148***

2.895***

0.140***

社会意识

－0.039

0.151***

－0.072**

0.05

0.235***

－0.083**

－0.019

0.031

0.041

－0.005

0.015

－0.009

0.056

0.052

0.076***

0.153***

2.807***

0.142***

人际交往技能

－0.083**

－0.041

－0.08**

－0.044

0.247***

－0.058

－0.013

0.046*

0.077*

0.076

－0.036

0.053

0.101

0.145

0.092***

0.180***

2.679***

0.169***

负责任的决策

－0.057*

0.092***

－0.085***

0.076**

0.219***

0.004

－0.015

0.007

0.016

0.017

－0.055

0.038

0.125*

0.039

0.086***

0.163***

2.97***

0.162***

（三）进一步实证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

由于父母外出务工与子女分离本身存在由样本选择性偏差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引起

估计偏误。当存在“选择偏差”时，若依可测变量选择假设成立，则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

方法缓解自选择问题［37］。

1. 估计模型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模型建构，首先通过logit模型得到满足留守的条件概率，即“倾向得

分”，如公式（2）所示。

P（Xi）= Pr（Di = 1｜Xi）= exp（βXi）/［1 + exp（βXi）］ （2）

其中，Xi表示影响父母外出务工，与子女分离的变量矩阵，Di＝1表示父母至少一方选择外

·· 119



出务工出现亲子分离，Di＝0表示父母都选择不外出务工。

2. 样本匹配效果

条件独立假定和共同支撑假定的验证。本文以最近邻匹配（k=4）为例，通过对数据样本的

平衡性检验来验证条件独立假定，从而检验PSM的有效性。理论上匹配后控制变量的标准偏

差绝对值应小于10％，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见图2），各协变量的标准偏差均小于10%，可见

其匹配结果较好，有效减少了实验组（亲子分离）和控制组（一般儿童）的偏差，较好地控制了

内生性误差。共同支撑假设检验控制组和处理组在多大程度上存在重叠区域，以保证匹配效

果。图3呈现的是共同支撑假设的检验结果，在倾向得分的大部分取值上实验组与控制组均有

共同支撑，可匹配范围较广，共同支撑假设成立。

-20 0 20 40

Unmatched
Matched

Standardized % bias across covariates

.2 .3 .4 .5 .6 .7
Propensity Score

Treated: On support

Untreated: Off support Untreated: On support

Treated: Off support

图3 共同支撑假设检验图2 最近邻匹配（k=4）匹配前后

控制变量标准偏差对比

注：由于三种匹配方法结果相似，因此仅以最近邻匹配法为例分析样本匹配效果。匹配后

的“控制组”人数为924，“实验组”人数为971。

3. ATT效应

在条件独立和共同支撑假设都成立的基础上，本研究以最近邻匹配（k=4）、半径（卡尺）匹

配和核匹配三种主流的匹配机制估计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增强实证结果稳

健性。研究重点关注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for the treated，ATT），即是否

经历亲子分离能够为接受者带来多大程度社会情感能力的变化。具体估计结果见表7。

ATT = E（Y1i｜Di = 1，P）- E（Y0i｜Di = 0，P） （3）

表7 基于不同匹配方法的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最近邻匹配（k=4）

半径（卡尺）匹配

核匹配

注：***ｐ＜0.01，**ｐ＜0.05，*ｐ＜0.1。

社会情感能力

－0.071**

－0.059*

－0.066**

自我意识

－0.062*

－0.073*

－0.080**

自我管理

－0.108***

－0.098***

－0.106***

社会意识

－0.029

－0.023

－0.032

人际交往技能

－0.103**

－0.091**

－0.070*

负责任的决策

－0.057

－0.025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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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给出的结果看，实验组的社会情感能力以及各维度数值都低于控制组。儿童的

社会情感能力在最近邻匹配（k=4）、半径（卡尺）匹配、核匹配三种匹配策略下的平均处理

效应估计系数都显著，估计系数分别为－0.071、－0.059、－0.066。具有亲子分离经历儿童

的社会情感能力要低于一般儿童，和基准回归结果（结果详见表6）比较接近，证实估计结

果可靠，验证研究假设1。研究发现，父母陪伴不仅影响安全型亲子依恋关系的形成，还会

通过情绪传染、社会参照和模仿、父母支持性反馈等影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38］。

但在亲子分离的情况下，父母既难以为子女提供示范，也难以通过亲子互动促进子代社会

情感能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分离经历还会造成儿童缺乏自控能力和人际交往技

能，易引发人际关系紧张，因为冲突行为是他们应对分离形成的一种防御机制，这种模

式通常会贯穿儿童整个生命周期。然而，并非所有个体在处境不利时都会对其社会情感

能力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尽管亲子分离增加了留守儿童的不安全感，他们更伤心、孤独，但

与此同时，他们也更懂得共情，具有更多的同理心。本研究亦显示，亲子分离并未影响儿

童的社会意识和负责任决策的能力。

（四）亲子分离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年级的分样本可知，亲子分离对小学阶段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的消

极影响，对初中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整体效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只对其中的自我意识有显

著的消极影响。亲子依恋理论认为，亲子依恋是父母和子女之间最重要的情感联结，这种

联结的建构依赖于儿童早期亲子互动体验与感知［39］，依恋对个体的影响会贯穿其一生。当

孩童过早缺乏陪伴时，会感到安全感丧失，易引发负面情绪，对神经系统引发不良反应［40］。

这种情感依赖以及所产生的生理反应会持续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并在儿童早期

尤为突出。随着儿童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以及身心的逐渐成熟，他们逐渐能够体谅外出务

工的父母，使得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产生的消极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部

分消解。

表8 亲子分离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的年级差异

变量

社会情感能力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交往技能

负责任的决策

社会情感能力

小学

初中

最近邻匹配（k=4）

－0.104***

－0.068

－0.16***

－0.083*

－0.15***

－0.058

－0.038

半径（卡尺）匹配

－0.098***

－0.062

－0.171***

－0.067***

－0.146***

－0.042

－0.039

核匹配

－0.084***

－0.066

－0.143***

－0.052

－0.123***

－0.038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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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交往技能

负责任的决策

注：***ｐ＜0.01，**ｐ＜0.05，*ｐ＜0.1。

最近邻匹配（k=4）

－0.095*

－0.032

－0.005

－0.028

－0.048

半径（卡尺）匹配

－0.088

－0.04

－0.006

－0.048

－0.030

核匹配

－0.090**

－0.061

－0.005

－0.025

－0.050

结果显示，对城镇地区的儿童而言，亲子分离的长期效应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之相

比，亲子分离对农村地区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以及其中的自我管理、人际交往技能均具有

显著的消极影响。一般而言，城镇地区就业机会较多，亲子分离的空间距离较短，父母回家

陪伴子女的成本较低，在收入效应增加的同时，分离的负效应相对较小，从而使亲子分离对

子代社会情感能力的不利影响被缩小。

表9 亲子分离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的城乡差异

变量

社会情感能力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交往技能

负责任的决策

社会情感能力

自我意识

自我管理

社会意识

人际交往技能

负责任的决策

注：***ｐ＜0.01，**ｐ＜0.05，*ｐ＜0.1。

最近邻匹配（k=4）

－0.043

－0.050

－0.158***

0.018

－0.031

－0.02

农村

－0.067*

－0.042

－0.085*

－0.043

－0.110**

－0.048

城镇

半径（卡尺）匹配

－0.051

－0.06

－0.156*

0.015

－0.033

－0.040

－0.081**

－0.035

－0.12**

－0.074

－0.12**

－0.035

核匹配

－0.068

－0.09

－0.148**

0.033

－0.073

－0.085

－0.064**

－0.08**

－0.095**

－0.04

－0.079*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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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关系与校园人际关系的中介机制检验

为了识别家庭关系和校园人际关系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影响中的作用，本研究

参考温忠麟与叶宝娟关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的方法和步骤［41］，构建如下模型：

SEC = cX +e1 （4）

RELi = aiX +e2 （5）

SEC = c'X + biRELi + e3 （6）

（4）－（6）式中，SEC代表中小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X表示是否有亲子分离经历，RELi表

示各类家庭关系和学校关系等中介变量，e1、e2、e3为随机误差项。（4）式的系数c为亲子分离对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影响的总效应。（5）式中的ai为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6）式中的系数bi是在

控制是否经历亲子分离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效应；系数c'是在控

制家庭关系、校园人际关系变量的影响后，亲子分离经历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效应。

最后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1000次抽样，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和置信区间

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见表10）。

表10 中介效应路径模型的分析结果

路径

亲子分离→父母关系
→社会情感能力

亲子分离→与父亲关
系→社会情感能力

亲子分离→与母亲关
系→社会情感能力

亲子分离→师生关系
→社会情感能力

亲子分离→同伴关系
→社会情感能力

注：***p＜0.01，**p＜0.05，*p＜0.1。

亲子分离对
家庭关系或
校园人际关
系的影响效
应（系数ai）

－0.351***

－0.164***

－0.157***

－0.055

－0.168***

家庭关系或校
园人际关系对
社会情感能力
的影响效应
（系数bi）

0.056***

0.111***

0.145***

0.223***

0.061***

直接效应
（系数c'）

－0.057***

－0.059***

－0.054***

－0.065***

－0.067***

中介效应
系数

－0.02***

－0.018***

－0.023***

－0.012

－0.01***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

－0.029

－0.028

－0.035

－0.032

－0.018

－0.011

－0.008

－0.011

0.008

－0.003

第一，通过OLS模型（见表6）估计亲子分离影响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总效应c，得到系

数c的估计值为－0.077，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可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第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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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介检验方法得出家庭关系中父母关系、与父亲关系、与母亲关系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

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2、－0.018、－0.023，中

介效应占比依次为25.97%、23.38%、29.87%，验证假设2和假设3。

人际关系中的同伴关系在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

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01，中介效应占比为12.99%；师生关系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亲子

分离对师生关系的影响效应影响系数不显著，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进

行检验。结果显示，师生关系的中介效应仍不显著。这说明，亲子分离并未影响儿童良好

师生关系的建立，家庭系统和学校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父母的缺位不利于儿童拥有良好

的家庭关系，但是并不影响其获得教师的关怀和支持。根据家庭关系、校园人际关系对社

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效应系数可知，良好的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都对儿

童社会情感能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相关实践经验以及实证证据表明，青少年时期的环境因素对于儿童技能的发展有着

重要影响。本文利用 1903 份有效调查数据，考察了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

响。为克服可观测变量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偏误，本文采用PSM方法对OLS模型进行了重

新估计，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亲子分离初始时间不同的儿童其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经历早期（0－6岁）

亲子分离的儿童其社会情感能力水平要低于那些亲子分离时间较晚（大于6岁）的儿童。这

与学术界已有研究结果较为一致［42］。早期是儿童心理和情感发展的关键期，儿童在该阶

段渴望来自父母的安全感和依恋。这种关系在早期被阻断，儿童可能会经历强烈的分离

焦虑，甚至产生亲子之间的信任危机、情绪调节困难以及难以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而在

儿童发展晚期，对父母的依恋和安全感已经建立，此时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

育的消极影响反而会减少。因此亟需重视儿童早期亲子分离现象。

研究还发现，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这与王烨晖、辛涛等人

研究发现较为一致［43］。家庭资本理论认为，父母双亲组成的家庭可以将养育功能最大化，

而父母照料缺失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最大伤害之一［44］。父母外出务工虽然给予儿童

经济资本支持，然而却以疏离的亲子关系为代价，降低了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

阻碍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通过异质性结果发现，亲子分离对小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消

极影响要显著强于初中生，这与陈欢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45］。这表明，亲子依恋对儿童的

消极影响在儿童早期尤为突出。随着儿童逐年的身心成长，他们能够体谅父母的辛苦付

出，并且通过在校园所获得的人际支持，使得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产生的负向影

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部分消解。异质性检验结果还显示，城乡不同样本群体中亲子分

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亲子分离经历对农村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消

极影响大于城镇儿童。从家庭资本视角出发，城镇儿童的家庭资本总体而言要比农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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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更丰富。城镇环境提供了比农村更为丰富的社交机会和多元化的人际互动，这有助于

提升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家庭资本的差异是城乡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不平

衡的重要原因。

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是亲子分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造成消极影

响的中介变量。本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关系与校园人际关系可以有效增强中小学生的社

会情感能力。父母外出务工导致亲子疏离，降低了亲子依恋的质量，也降低了家庭关系的

亲密度，这让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缺乏家庭情感支持。有研究指出，留守儿童所处的

不良家庭环境会对其自控力造成不良影响［46］。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同伴能够

给儿童提供更多情感支持［47］，弥补因父母不在身边而缺失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使他们体验

到更多积极愉悦的情绪，这有利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然而，过早的亲子分离易造

成其性格敏感、内向，不善于社交以及缺乏同伴支持，这也导致其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受限。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建立完善的托幼一体化教育保障体系。本研究团队通过对外出务工年轻父母的

访谈发现，作为父母并不忍心把幼儿留守在家，但是由于城镇地区托育和学前教育高额的

费用，使其难以承受。目前我国相关政策践行较好地解决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随迁子

女“有学上”的问题。本次调研发现，父母外出务工的时间点主要集中在0－6岁，过早的

亲子分离不利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这会阻碍其后期人力资本的积累，扩大了不同

群体儿童发展的差异。因此，应从宏观层面要求人口主要流入城市科学地预测学前教育

的需求量，逐渐建立适应随迁子女发展的3－6岁的普惠性的学前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市

场应提供更多的0－3岁的托育服务，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让外出务工的父母尽量把

子女都带在身边。

第二，注重营造良好的家庭关系。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关系对于儿童社会情感能力

的培养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方都要重视和子女建立亲密关系并且维护

良好的夫妻关系，为孩子社会情感能力的培育营造良好的家庭关系氛围。即使父母外出务

工也要注重跟子女的线上互动，尽量减少外出务工对家庭关系的一些不利影响。此外，应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大力推广科学的学前教育和家庭教育理念，建立

学校、社区和家庭合作育人的机制。通过定期组织家长参与相关培训等方式，帮助家长了

解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困惑和问题，增强育人合力，提高父母的亲职责任意识，尽量减少把

儿童时期的子女单独留在家乡生活的情况。

第三，学校应注重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步提升，相反可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因此，应根据儿童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其社会情感能力

进行有规律的培养，这对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更为重要。具体而言，中小学校应开设社会与情感

技能学习课程，通过课堂教学、团体讨论、角色扮演、游戏活动和项目学习等方式使学生学习并

掌握社交情感技能。与此同时，教师应加强班级建设，营造和谐、友爱的校园氛围，为良好的师

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提供环境支持。此外，教师可以通过更多的行为方式，例如，更加关注儿童的

情绪变化、表扬或提问等方式，提升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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