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1 期

JZK publishing 智慧教育

242

曾留守大学生抗逆力提升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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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留守儿童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因父母外出务工而长期处于

留守状态的儿童群体面临着一系列的心理和社会适应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曾留守儿童群体的抗

逆力（Resilience）提升问题。抗逆力是指个体在面对逆境时，能够积极适应并发展出健康应对策略的能力。社

会支持作为增强抗逆力的重要外部因素，对于曾留守大学生群体的心理韧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

对湖南省 13 所高校曾留守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了社会支持的不同维度（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同伴

支持、社会支持）对曾留守大学生抗逆力提升的影响，并探讨了社会支持如何通过情感支持、学业支持和行为支

持等方式促进其抗逆力的提升。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曾留守大学生的抗逆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家庭支持

和学校支持的作用最为显著。最后，本文提出了加强社会支持网络建设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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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

农村父母外出务工，造成大量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

长期处于父母缺席的环境中，面临着学业压力、情感缺

失、社会适应问题等多重困境。虽然随着时间推移，部

分留守儿童顺利进入大学，但由于长期的留守经历，他

们在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方面仍面临一定挑战。抗逆力

（Resilience）作为个体面对逆境时，保持心理健康和

实现发展的能力，对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尤为重要。

曾留守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抗逆力

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而社会支持作为外部资源，在这些

学生的心理韧性提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社会支持理论

认为，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同伴支持和社区支持等外

部支持系统对个体的心理适应、社会适应能力及学业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关于社会支持与曾留守大学生

抗逆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且现有研究主要集中

在家庭支持和学校支持上，忽视了同伴支持和社区支持

的多元化作用。

本研究通过实证数据分析，探讨社会支持对曾留守

大学生抗逆力提升的具体影响，并为相关政策提供理论

依据。

2 抗逆力的理论框架

抗逆力是个体在面对逆境、压力或困境时，通过内

外部资源调整自己的情绪、认知和行为，成功适应环境

并持续发展的能力。Luthar（2006）将抗逆力视为个体

在遭遇压力后能够保持积极应对并从困境中恢复的能

力。抗逆力的形成受内在因素（如个体的性格、情绪调

节能力）和外部因素（如家庭支持、学校支持、社区支

持）共同作用的影响。

根据 Cohen和 Wills（1985）提出的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主要分为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物质支持。情

感支持指通过关心、安慰、理解等方式满足个体的情感

需求；信息支持则是通过提供具体建议、指导帮助个体

解决问题；物质支持则通过实际资源的提供来帮助个体

克服困难。在曾留守大学生群体中，社会支持尤其是情

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对其抗逆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3 曾留守大学生的抗逆力研究

近年来，关于留守儿童及曾留守大学生的研究逐渐

增多。研究表明，曾留守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常常表现

出较高的心理韧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情感上的缺

失、自我价值感低、适应能力差等。因此，研究者提出，

增强这些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家庭和学校支持，

可以有效提升他们的抗逆力。

例如，王丽（2020）研究发现，学校支持对留守儿

童的心理健康和学业成绩有显著影响，尤其在留守学生

面临学业压力时，教师的情感支持和学业辅导能够有效

缓解他们的焦虑感和自卑心理。此外，刘晓梅（2021）

提出，留守儿童的情感支持系统缺失，尤其是父母支持

缺乏，因此同伴和教师支持在促进其心理适应方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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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视的作用。

4 社会支持与抗逆力的关系

社会支持对个体抗逆力的影响已在多项研究中得

到验证。社会支持作为外部资源，能够增强个体的情绪

调节能力、提高其问题解决能力，进而提升其抗逆力。

Hobfoll（1989）提出的资源保存模型认为，社会支持

能够通过提供情感安慰、信息指导和物质帮助等方式，

减少个体的压力感，增强其应对能力。

然而，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家庭和学校支持的研究

上，关于同伴支持和社区支持的研究较为稀缺。特别是

在曾留守大学生群体中，社会支持的多维度效应尚未得

到足够的关注。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的

不同维度（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同伴支持、社区支持）

对曾留守大学生抗逆力的影响，并揭示其作用机制。

5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对象为湖南省 13 所高校的曾

留守大学生，样本数量为 500 名。调查内容包括社会支

持量表（包括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同伴支持、社区支

持）和抗逆力量表，问卷设计依据 Cohen 和 Wills（19

85）关于社会支持的理论框架，结合留守大学生的特点。

数据收集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确保数据

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回收的有效问卷共453 份。同时，

选取了 13 名抗逆力优秀的同学进行访谈。通过对 453

名曾留守大学生的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对象

中男性占 40%，女性占 60%；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地区，

且大部分学生的父母外出务工超过 5年。关于社会支持

的感知，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家庭支持，学校支持较为显

著。

6 曾留守大学生抗逆力的影响因素

6.1 家庭支持的核心作用

家庭支持是影响曾留守大学生抗逆力的最重要因

素。家庭支持包括父母的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和教育指

导。在长期的留守经历中，曾留守大学生普遍缺乏父母

的陪伴和直接指导，这使得父母的情感支持显得尤为重

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对抗逆力的影响最为显著，

父母的关爱和指导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学业压力、情感困

扰及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尤其是情感支持，能够帮助学

生克服孤独感、增强情绪调节能力。虽然许多曾留守大

学生已经步入大学，但由于早期家庭的缺失，他们依然

需要父母提供持续的情感安慰和精神支持。

6.2 学校支持：行政支持、教师支持与同伴支持的

综合作用

学校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行

政支持、教师支持和朋辈支持。研究发现，学校支持对

于曾留守大学生的抗逆力提升也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

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学校作为学生的重要社会化场所，

不仅为学生提供学业支持，还为其提供情感支持和行为

指导。

6.2.1 行政支持

首先，行政支持主要体现在学校的政策支持和资源

配置上。学校应为学生提供便捷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例

如设立专门的心理健康辅导中心，提供学业辅导等资源。

尽管行政支持对抗逆力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为学校内

其他支持系统的有效运行提供了保障。

6.2.2 教师支持

教师支持则更为直接，表现为教师在学业指导、情

感关怀和心理疏导方面的支持。教师通过与学生的互动，

了解学生的需求，并提供及时的帮助。尤其是在学业上，

教师的帮助能够缓解学生的学业压力，提升其学术能力，

并进一步增强抗逆力。

6.2.3 同伴支持

同伴支持在学校支持体系中同样不可忽视，尤其在

同伴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社会适应支持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学生们通过同伴关系获得情感安慰和问题解决的建

议，这对于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和社会适应能力至关重要。

6.4 社区支持的作用

尽管社区支持在本研究中对抗逆力的影响较小，但

它在曾留守大学生的社会适应和生活支持方面仍然发

挥着一定作用。社区支持主要体现在政府和社会组织提

供的各类支持服务，如经济资助、职业指导和社交活动

等。社区的支持能够为曾留守大学生提供额外的物质帮

助和社会资源，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困难或生活上缺乏

支持的学生来说，社区支持能够为其提供重要的补充资

源。

7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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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

政府应出台更多针对曾留守大学生的支持政策，特

别是在教育、心理辅导和社会适应等方面，提供更为充

足的资源支持。

7.1.1心理健康服务的资助

建议政府增加对高校心理健康服务的资助，开展定

期的心理健康普测和辅导服务，以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

扰和学业压力。同时也要在物质生活方面下功夫，深化

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完善教育体

系，扩大对农村教育资源和设施设备的投入。

7.1.2家庭的监护责任的强化

政府要强化家庭的监护责任以及树立积极正确的

家庭教育观念，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再引导子女树立正

确的三观，激发子女对学习的兴趣和对生活的热爱，让

留守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体会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感受

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树立自信心和幸福感，提升抗

逆力水平。

7.1.3 优秀社区文化的建设

政府要积极组织开展优秀社区文化建设，倡导社区

工作人员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当中去，通过大力

宣传、教育引导营造有爱的社区文化氛围，亲密互助的

邻里关系，让留守大学生感受到身边的善良与美好。

7.2 学校层面的支持网络建设

学校应为曾留守大学生提供全面的支持，特别是在

学业辅导和情感关怀方面。学校可以设立专门的学业支

持服务、主题干预、心理辅导等方式，密切关注这一特

殊大学生群体，通过培养大学生对积极情绪的感知力和

体验力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辅导和指导。此外，学校应

鼓励学生之间建立支持小组，通过同伴支持增强学生的

归属感和自信心，为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

护航。

7.2.1 学校文化课外活动的开展

学校可开展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鼓励学生尤其是

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参与，拓宽自己的视野和增强人际关

系往来，在与同学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增加彼此了解，有

利于大学生产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参与感和归属感，也

促进了同伴网络体系的建立健全，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7.2.2 学校辅导员的学业支持

要加强辅导员和老师对学生学业辅导方面的力度，

在课堂上成立学习小组，让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互鉴，

降低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边缘感，同时可以主动关心、帮

助留守经历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

和遇到的困难，让留守大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心与爱护，

同时可以通过加强班级凝聚力和宿舍文化建设，举办各

种形式的集体活动，营造温暖的集体氛围。

7.2.3 学校对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视

学校应该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利用心理咨

询室、心理咨询师等普及推广完成心理咨询，帮助大学

生完成心理疏导，针对留守经历大学生在面对困境时适

应不良的现状，学校应该采取开展有关抗逆力的心理健

康讲座、宣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普及抗逆力的含义以及

如何去提升自己的抗逆力，让大学生知道在面对困难与

挫折的时候如何解决与应对。

7.3 加强家庭与学校的合作

学校和家庭应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机制，定期开展

家长会和沟通活动，增强家校互动。学校可以为家长提

供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和支持留守

学生。家长也应该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的向上发展渠

道，更多的去沟通和了解孩子到底想要什么，他们的人

生目标是什么，并多多给予鼓励而非打压，给他们树立

人生的自信心。

7.4 社区层面的支持加强

社区应加大对曾留守大学生的关注，尤其是在职业

规划、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入等方面。可以通过社区志愿

者活动、职业指导等方式，为曾留守大学生提供更多的

社会支持。朱旭东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认为要推动社

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留守儿

童教育事业之中，振兴乡村经济，增加农村就业机会。

7.4.1 加强留守大学生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打造形式多

样的社区文化活动

社区不仅要做好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支持留守儿童

的成长发展，也要让留守大学生作为社区中的一员，参

与到社区生活中。社区可以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的各种主

题活动并鼓励留守大学生参与到其中来，让他们感受到

社区的温暖与友爱。

7.4.2 对留守大学生进行相应的职业指导与规划

让他们对社区的服务以及未来留守儿童关爱事业

充在父母不在身边亦或父母文化程度低不足以为子女



2025 年 2 卷 1 期 聚知刊出版社

智慧教育 JZK publishing

245

进行未来职业提供建议的情况下，社区可以广纳成功人

士为留守大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与规划建议，

让他们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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