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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社交焦虑与正念水平及述情障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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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大学新生留守经历、社交焦虑、正念水平及述情障碍的关系。方法：选取广东省某医科大学大一新生2 341

名（有留守经历者723名，无留守经历者1 618名），采用自编人口学及留守经历相关问卷、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述情障

碍量表（TAS-20）、社交焦虑量表（IAS）进行调查，采用AMOS 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TAS-20得

分、IAS得分均高于无留守经历大学新生，MAAS得分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新生（P＜0.01）。大学新生MAAS得分与TAS-20

得分和 IAS得分呈负相关关系（r=-0.647，r=-0.350，P＜0.01）。TAS-20得分与 IAS得分呈正相关关系（r=0.338，P＜0.01）。留

守经历对社交焦虑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留守经历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受正念水平（效应值为0.022，占总效应的44%）、述情障碍

（效应值为0.009，占总效应的18%）以及正念水平和述情障碍的链式中介效应（效应值为0.019，占总效应的38%）的间接效应

影响。 结论：留守经历可能通过正念水平、述情障碍的中介作用，以及正念水平和述情障碍的链式中介作用对社交焦虑产生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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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eft-behind experience, social anxiety, mindfulness le-

vel and alexithymia of college freshmen. Methods: A total of 2,341 freshmen (723 with stay-behind experience

and 1,618 without stay-behind experience) were selected from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using self-designed demographic and stay-behind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Mindful-

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 Alexithymia Scale (TAS-20) and Social Anxiety Scale (IAS). AMOS

24.0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sults: The scores of TAS-20 and IAS of freshmen

with stay-behind experience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freshmen without stay-behind experience, and the score of

MAA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freshmen without stay- behind experience (P＜0.01). MAAS score of freshme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S-20 score and IAS score (r=-0.647, r=-0.350, P＜0.01). TAS-20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AS score (r=0.338, P＜0.01). The direct effe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social an-

xiety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social anxiety was affected by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mindfulness level (effect size: 0.022, effect ratio: 44% ), alexithymia (effect size: 0.009, effect

ratio: 18%),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mindfulness level and alexithymia (effect size: 0.019, ef-

fect ratio: 38%). Conclusion: Left-behind experience may influence social anxie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indfulness level, alexithymia,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mindfulness level and alexithy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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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处于一个由中学生向大学生角色转

换的阶段，面临新校园、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挑

战。既往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群体心理问

题的检出率显著高于其他群体[1]。大学新生是一个

高焦虑群体[2]，社交焦虑是最常见的表现形式[3]。有

留守经历的大学新生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如

何促进该群体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值得关注。

近年来，正念引起了心理治疗实践和研究的广

泛关注[4]。一方面，有留守经历会对大学生正念水

平产生影响，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正念水平低于无留

守经历大学生；另一方面，正念水平与个体社交焦

虑水平相关，正念水平高的个体更不容易发展出社

交焦虑[5]。此外，正念水平可能与个体述情障碍有

关，正念水平越高的个体述情障碍水平越低[6]。其

中述情障碍是指对情绪变化的领悟力较差，不能意

识到自己或他人的情感体验，表现为不能适当地识

别和表达情绪[7]。有研究发现，述情障碍可能是导

致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因此，留守经历、社交焦

虑、正念水平及述情障碍可能存在一定相关关系。

本研究以大学新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大学新生留守

经历、社交焦虑、正念水平、述情障碍四者之间的关

系，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新生的社交焦虑干预工作

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界定为在

18岁前，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工作时间达半年及以

上，将其留在生源地由父母一方或其他亲人照顾，

目前就读大学一年级者。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

取广东省某医科大学全体大一新生进行测量，该方

案已通过学校伦理委员会审核，共有 2 953名学生

参与并给予了口头知情同意。参与者被要求在规

定的时间内在学校机房完成一份在线调查问卷。

问卷回收后对问卷进行筛选，剔除填写不完整或回

答存在明显逻辑矛盾的问卷，有效问卷2 633份，有

效应答率为89.16%。剔除有流动经历（跟随父母一

起外出打工）的大学生后，最终有2 341名大学生的

数据纳入本研究，平均年龄（18.29±0.83）岁。其中

男生 909名（38.82%），女生 1 432名（61.17%）；有留

守经历者 723 名（30.88%），无留守经历者 1 618 名

（69.12%）。

1.2 调查工具

1.2.1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

ness scale, MAAS）[8] 用于测量基于当前注意和觉

知概念的正念水平的量表，是单维度结构，共 15个

条目，涉及个体认知、情绪、生理等方面。采用1（几

乎总是）～6（几乎从不）级计分，分数越高，代表正

念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2。

1.2.2 述情障碍量表（the 20- item toronto alexi-

thymia scale, TAS-20）[9] 述情障碍量表共 20个条

目，包含3个因子结构：f1：情绪识别困难；f2：情绪描

述困难；f3：外向型思维。采用1（很不同意）～5（很

同意）级计分，分数越高代表述情障碍水平越高。

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9。

1.2.3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交往焦虑量表共 15个条目，采用 1（完全不

符合）～5（完全符合）级计分，分数越高代表社交焦

虑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3。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通过在线电子问卷，利用 SPSS 20.0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采

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探索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群

体正念水平、述情障碍和社交焦虑之间的相关性。

使用AMOS24.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正念水平

和述情障碍在留守经历和社交焦虑关系中的作用，

并使用重复抽样5 000次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

效应的检验及置信区间（CI）的估计，以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有无留守经历大学新生各量表得分比较

年龄、性别构成在是否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间

无显著差异（P＞0.05）。有无留守经历大学新生的

正念水平、述情障碍水平及社交焦虑水平得分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有留守经

历大学新生正念水平得分低于无留守经历大学新

生，在述情障碍总分及各个维度的得分以及社交焦

虑得分上，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均高于无留守经历

大学新生（均P＜0.01），见表1。

2.2 大学新生的正念水平、述情障碍和社交焦虑的

相关分析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表明，在大学新生群体

中，正念水平与社交焦虑及述情障碍各个维度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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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负相关关系（P＜0.01），社交焦虑与述情障碍各

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见表2。

2.3 正念水平、述情障碍对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社

交焦虑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

以留守经历为自变量，社交焦虑为因变量，正

念水平及述情障碍为中介变量，在全体大学新生中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模型拟合度良好，模型拟合度

指数：χ2/df=6.291，P=0.000，比较拟合指数（CFI）=

0.992，非归准适配指数（TLI）=0.981，拟合优度指数

（GFI）=0.995，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48。

结构方程模型图，见图1。

2.4 正念水平和述情障碍在留守经历与社交焦虑

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分析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在全部大学

新生原始数据中，随机重复抽取5 000次，计算95%

CI，结果表明，留守经历→正念水平→述情障碍→
社交焦虑路径的Bootstrap 95%CI为0.012~0.029，不

包含0，链式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19，链

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8%，见表3。

各个变量之间关系，*P＜0.05；***P＜0.001。

图1 述情障碍和正念水平在留守经历与社交焦虑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变量

男性，n（%）

年龄/岁，x̄ ± s
正念水平总分/分，x̄ ± s
述情障碍总分/分，x̄ ± s
情绪识别困难/分，x̄ ± s
情绪描述困难/分，x̄ ± s
外向型思维/分，x̄ ± s
社交焦虑总分/分，x̄ ± s

全体
（n=2 341）
909（38.82）
18.3±0.8
67.6±11.2
45.8±9.3
15.3±4.5
12.2±3.2
18.3±3.5
40.8±9.8

有留守
（n=723）
279（38.59）
18.3±0.9
65.6±10.8
47.4±8.8
16.0±1.3
12.8±3.1
18.7±3.4
42.0±9.3

无留守
（n=1 618）
630（38.94）
18.3±0.8
68.5±11.3
45.1±9.4
15.0±4.5
12.0±3.2
18.2±3.5
40.2±10.0

t/χ2

1.817
0.025

-5.83
5.67
4.94
5.59
3.22
4.10

P

＞0.05
＞0.05
＜0.001
＜0.001
＜0.001
＜0.001
＜0.01
＜0.001

表1 有无留守经历大学新生人口学变量和各个量表得分比较

变量

正念水平总分

述情障碍总分

情绪识别困难

情绪描述困难

外向型思维

社交焦虑总分

述情障碍总分

-0.647*
情绪识别困难

-0.622*

0.895*

情绪描述困难

-0.577*

0.859*

0.740*

外向型思维

-0.391*

0.721*

0.416*

0.417*

社交焦虑总分

-0.350*

0.338*

0.294*

0.324*

0.224*

表2 全体大学新生正念水平、述情障碍和社交焦虑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r，n=2 341

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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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研究表明，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正念水平得分

显著低于留守经历大学新生，有留守经历的大学新

生在成长过程中会面对很多负性情绪，如孤独、焦

虑、自卑等[10]。这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缺乏父母对其

情绪和状态的镜映与引导[11]，使他们对于自身的状

态无法形成清晰的觉知，因此正念水平较低。

本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的述情障碍

水平高于无留守经历大学新生，这与以往研究[12]结

论一致，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在成长过程中，缺少

父母陪伴，不良的依恋方式[13]，面对生活中的不良情

绪，无法与亲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表达，容易采取

压抑情绪的应对策略[14]，因而个体会逐渐难以识别

自身的情绪，难以清晰地描述和表达自身的情感。

有留守经历的大学新生社交焦虑得分高于无留守

经历新生，与以往的研究[15-17]结果一致，说明留守经

历对情绪的影响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亲子关系

的缺失会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在心理发展的关键时

期产生被抛弃感，对人际交往没有安全感，且这些

消极感觉越强烈，成年后对人际交往的满意度越

低。儿童时期的情感虐待[17]和忽视问题[18]都有可能

导致日后出现社交焦虑。本研究对大学新生正念

水平、述情障碍及社交焦虑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

现正念水平与述情障碍水平、社交焦虑水平呈负相

关关系，这与以往的研究[19-20]结果一致。

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留守经历对大学新生的社

交焦虑无直接作用，说明留守经历对社交焦虑的影

响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正念水平在留守经历和

述情障碍间起着中介作用，说明有留守经历的大学

新生正念水平更低，在面对社会交往时，会采用更

消极被动的策略去应对，比如拒绝、回避、自我责备

等[21]，从而可能产生社交焦虑。同时，述情障碍在留

守经历和社交焦虑间起中介作用，有留守经历大学

新生往往关注于自身的情绪体验，忽视与他人的交

往及情感交流，难以找到恰当的语言与人沟通，从

而增加社交焦虑风险。此外，正念水平与述情障碍

在留守经历和社交焦虑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高正

念水平可提高个人的识别和描述自己感受的能力，

从而拥有更好的情绪表达能力[22]，能避免因情绪表

达不当，如不恰当的言语和行为在社交过程中产生

冲突[23]，进而降低社交焦虑的风险。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自我报告留

守经历可能存在报告偏移和回忆偏移；其次，本研

究采用横断面研究对留守经历、正念水平、述情障

碍以及社交焦虑进行了初步探索，未来应通过实验

干预法探索四者的因果关联。最后，本研究对象来

自于一所高校，且未进行社交焦虑障碍的的严格诊

断或者访谈，仅使用量表测量，结果外推可能受到

限制，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扩大研究对象范围并纳入

临床样本进行验证。

综上所述，留守经历可能通过正念水平和述情

障碍的中介作用的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这为高校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思路。教育工作者应该

加强对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这一人群的关注，积极

探索如何提高其正念水平、降低述情障碍，从而缓

解有留守经历大学新生的社交焦虑，使他们在走向

社会的关键过渡时期维持良好的身心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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