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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感知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业表现
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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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识别出 8324 个农村留守儿童和非

留守儿童，采用 OLS回归模型，以非留守儿童为参照，先分析压力感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

的影响，再检验其稳健性、分析其异质性，最后揭示教师支持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

究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明显更差、心理压力明显更大；压力感知

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显著负向影响有别于非留守儿童，学业压力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

影响更小，而心理压力的影响更大，且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压力感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

的影响因家庭收入水平差异和父母文化水平差异而存在异质性，家庭收入水平不高者和父

母文化水平低下者的学业表现更容易受压力感知的负向影响；教师支持在压力感知对留守

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中未发挥调节作用，但却显著弱化了心理压力对非留守儿童学业表现

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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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和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衍生出一个规

模庞大的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近年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在逐渐缩小，截至“十三五”

末，全国共有 643.6万农村留守儿童，较“十三五”初期下降了 28.6%[1]。由于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受到

“农村”和“留守”双重符号的制约，农村留守儿童仍然面临教育资源缺乏和教育质量低下等教育不公

问题。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家庭成员结构变化和教育功能弱化使留守儿童面临的学业表现问题更为

突出。《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指出，67.8%的留守儿童有“学业成绩明显退步”的经历，比例

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据预测，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于 2030年可能达到 3.5
亿人[2]。在此背景下，欲提升农村教育质量、促进城乡教育公平，需重点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表

现问题。

由于成长环境比较特殊，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发展或面临更多的压力。教育是个体实现全面发

展的途径、实现社会分层的手段、实现社会流动的阶梯、实现社会公平的工具。然而，教育资源不足、

升学机会有限、家庭教育主体缺位、学校教育质量不高使留守儿童背负更大的学业压力；由于父母外

出务工，倾诉对象减少，亲子分居两地，交流沟通受阻，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心理压力。这些压力可

能诱发消极的学业态度与行为，进而影响学业表现。那么，农村留守儿童的压力感知与学业表现之

间关系如何，理应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亲子分离后家庭教育主体缺位和功能弱化使教师支持成为农村留守儿童最关键的社会支持。

当留守儿童陷入学业和心理困境时，要想走出困境，向教师寻求支持应是其最常选择的渠道[3]，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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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亲辈和留守祖辈相比，教师支持更能保障其学业发展。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的意见》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留守儿童集中学校教师的专题培训，提高其留守儿童关爱照料能

力。从教师支持角度考察压力感知与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关系，既是保障留守儿童学业发展的基本

要求，也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务实之举。

因此，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以非留守儿童为参照，先重点揭示压力感

知与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关系，再检验教师支持在上述关系中的作用，以期拓展和丰富相关研究的

视角和内容，为政府完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政策、促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现状研究主要集中于群体间和群体内差异比较，

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传统观点基于Olson的家庭功能理论[4]提出，认为父母可通过影响家庭功能的

实现来影响子女的学业发展，家庭功能的实现过程越顺畅，子女的学业发展状况越好；在留守家庭

中，父母缺位引致的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留守子女的学业发展。该观点被国内学

者认同和验证：因缺乏父母关怀和学业指导，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学习成绩下降、逃学、厌学和辍学

问题[5]；父母外出会对子女学业表现产生负面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差于非留守儿童[6⁃8]。与传统

观点相反，持父母外出会对子女学业表现产生正面影响的观点认为，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好于非留

守儿童[9⁃10]。这种观点呼应了国际移民对留守子女学业的影响研究：家庭信贷约束是影响父母对子女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关键因素，国际移民汇款的增加能缓解家庭预算约束、增加教育投资，从而优化

留守子女的教育成果[11⁃12]。第三种观点认为，相比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没有必然的优势

和劣势，但从性别、年龄、民族和地区的视角看却存在显著的群体内差异[13⁃14]。

作为一种反映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相互作用的心理变量，压力感知应被纳入农村留守儿童学业

表现的研究中。一般压力理论认为，压力来自未达到期望的目标、失去正向的刺激和面对负向的刺

激[15]。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是其主要的压力源。已有研究发现，与非留守儿

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学业压力更大[16]、孤独感更强[17]、抑郁度更高[18]、安全感更弱[19]、自卑感更强[20]。关

于压力感知与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关系，国内外研究的结论可谓“小同大异”。关于学业压力与学业

表现的关系，已有研究基本形成了“负相关”的共识性结论，且这种负性关系存在年级、地区和独生子

女视角下的群体内差异[21⁃26]。但是，关于心理压力与学业表现的关系，已有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差异，

大体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持“负相关”立场，认为心理压力对学业表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因年级

和性别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27⁃30]。第二类持“不相关”立场，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心理压力显著影响学

业表现[31]。第三类持“双刃剑”立场，认为心理压力对学业表现兼有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适度的心理

压力有利于优化学业表现，过度的心理压力可能使学业表现变差[32]。

近年来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对压力感知与学业表现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启示。积极心理学提倡

研究积极心理品质，积极心理品质是个体可以发掘的潜能，充分挖掘个体积极能量可以促进个体自

我发展。Park等将积极心理品质分为两个维度：正性的利己特征和积极的人际关系[33]。前者特指积

极的心理资本，如韧性、幸福感和效能感。后者指在需要帮助时能够得到他人的支持，如教师支持。

前者已被国内外学者纳入压力感知与学业表现的关系研究：学业韧性在压力感知与中学生学业表现

之间起调节作用[23]；学校幸福感是中学生学业表现的保护因素，高学校幸福感能减弱压力感知的消极

影响，从而减少学业表现遭受的消极连锁反应[34]；自我效能感能够调节压力感知对学业成绩的负向影

响[35]。后者在压力感知与学业表现的关系中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什么作用尚不明晰。

综上，学界已经围绕留守儿童学业表现问题开展诸多有益探讨，但也存在不足。首先，留守儿童

与非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和压力感知是否存在差异、存在何种差异尚无定论。其次，尽管学业压力

与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关系研究结论近乎一致，但是心理压力与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关系研究结论

却争议颇多。再次，压力感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异质性研究仅停留在儿童特征视角，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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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特征视角的探讨。最后，积极的人际关系在压力感知与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关系中起何作用尚

不明朗。

对此，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展开实证分析：一是比较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压力感知和学业表

现的现状差异；二是从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视角考察其与两类儿童学业表现的关系；三是从家庭收

入水平和父母文化水平视角揭示压力感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异质性；四是检验教师支持在

压力感知影响两类儿童学业表现中的作用机制。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执行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基线数据。

CEPS基线数据以七年级和九年级在校生为调查对象，以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与流动人口比例为分

层变量，采用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经过四个抽样阶段，从全国 28个县级单

位随机选取 112所学校的 438个班级，涉及 10279名七年级学生和 9208名九年级学生。根据学生户

口类型、户口登记地、是否与父母同住，共筛选出 2463名农村留守儿童和 5861名非留守儿童，其基本

特征如表1所示。

2.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学业表现。以数据库中标

准化后的语、数、外成绩为基础，选三科成绩的均

值作为学业表现的代理指标。表 2显示，留守儿

童和非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均值差异显著：与非

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明显更差。

（2）核心解释变量：压力感知。感知的学业

压力通过 3个方面的问题来测量：你现在学数学、

语文、英语感觉吃力吗？感知的心理压力通过 7
个方面的问题来测量：在过去七天内，你是否感

到沮丧、消沉得不能集中精力做事、不快乐、悲伤

和难过、紧张、担心过度、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会

发生？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为连续变量，并参

考相关研究[36]将其转化为取值范围为 1~100 的

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越

大。表 2显示，留守儿童的学业压力与非留守儿

童无显著差异，但心理压力却明显更大。

（3）控制变量。由于家庭规模扩大会减少子

女教育投入，使独生子女学业表现优于非独生子

女[37]，自我教育期望越高的儿童学习动机越强，

自觉投入学习中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学业表现更

佳[2]，参加兴趣班可提高留守儿童成绩，缩小与参

照组的差距[38]，隔代抚养经历对儿童学业表现有

不利影响[39]，所以本文除控制儿童性别、年龄、民

族外，还控制了独生子女、自我教育期望、参加兴

趣班和隔代抚养经历。由于领取低保的家庭会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来提升儿童学业表现[40]，父母教育

期望越高，越关注儿童学业，给儿童的教育机会越多，从而改善其学业表现[41]，父母文化水平越高，越

能给儿童有效的学业指导，儿童的学业表现也越好[41]，所以本文控制了领取低保、父母教育期望和父

表1　样本特征

变量

性别

年龄

民族

独生子女

参加兴趣班

领取低保

隔代抚养经历

学校性质

学校所在地区

所处地区类型

特征

男

女

[12,18]

汉族

少数民族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有

无

公立学校

民办学校

市/县城的中
心城区

边缘城区及城
乡结合部

乡镇农村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农村留守儿童

1322（53.7）
1141（46.3）

14.739 a

2168（88.0）
295（12.0）

524（21.3）
1939（78.7）

720（29.2）
1743（70.8）

552（24.0）
1753（76.0）
975（39.6）

1488（60.4）

2139（86.9）
324（13.1）

359（14.6）

584（23.7）

1520（61.7）

628（25.5）
1098（44.6）
737（29.9）

农村非留守儿童

2968（50.6）
2893（49.4）

14.671 b

5362（91.5）
499（8.5）

1700（29.0）
4161（71.0）

2067（35.3）
3794（64.7）

660（12.0）
4876（88.0）
1011（17.2）
4850（82.8）

5361（91.5）
500（8.5）

1160（19.8）

1499（25.6）

3202（54.6）

2995（51.1）
1815（31.0）
1051（17.9）

注：右侧两列小括号外为样本量，小括号内为百分比，单位为%；

a和b为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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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文化水平。由于学校性质和所在地区不同，教育资源和班级规模各异，生均资源不同，进而影响其

学业表现，所以本文还控制了学校性质和所在地区类型。地区特征主要是样本所处地区。

相关变量的定义及赋值见表3。

3.分析方法

一是采用OLS回归模型分析压力感知对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二是采

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三是从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文化水平角度考察压力感知对

农村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异质性。四是揭示教师支持在压力感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

儿童学业表现中的调节作用。上述分析均通过Stata16.0来完成。

三、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分析

表 4分析了压力感知对农村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及其群体间差异。模型 1、2、3分别是全样本、

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的估计结果。

模型 1的结果显示，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对农村儿童的学业表现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

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是农村儿童学业表现的危险因素，儿童感知到的压力越大，学业表现越差。可

能的解释是，监护人文化水平有限、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家庭经济状况较差使儿童遭遇“通过教育实

现阶级跃升”和“辍学外出打工”的两难境地，进而引发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对学业表现产生不利

影响。

表2　主变量差异分析（均值）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学业表现

学业压力

心理压力

农村留守儿童

70.443
30.142
30.152

农村非留守儿童

71.421
30.134
29.989

T检验

-2.805***

0.344
7.460***

注：***代表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表3　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名称

学业表现

学业压力

心理压力

性别

年龄

民族

独生子女

自我教育期望

参加兴趣班

隔代抚养经历

领取低保

父母教育期望

父母文化水平

学校性质

学校所在地区类型

样本所处地区

变量定义及赋值

标准化语、数、外成绩均值

学业压力得分

心理压力得分

男=0；女=1
调查对象为七年级和九年级在校生，年龄为12~18岁

少数民族=0；汉族=1
否=0；是=1
无所谓/现在就不要念了=1；初中=2；中专/技校=3；职业高中=4；普通高中=5；大学

专科=6；大学本科=7；研究生=8；博士=9
否=0；是=1
无=0；有=1
否=0；是=1
无所谓/现在就不要念了=1；初中=2；中专/技校=3；职业高中=4；普通高中=5；大学

专科=6；大学本科=7；研究生=8；博士=9
未受过教育=1；小学=2；初中=3；中专/技校=4；职业高中=5；普通高中=6；大学专

科=7；大学本科=8；研究生及以上=9
公立=1；民办=2
市/县城中心城区=1；边缘城区及城乡结合部=2；乡镇农村=3
东部地区=1；中部地区=2；西部地区=3

均值

71.131
30.137
30.038
0.515

14.691
0.905
0.267

6.383

0.665
0.239
0.146

6.205

3.646

1.099
2.385
1.780

标准差

14.513
0.955
0.912
0.500
1.273
0.294
0.443

2.007

0.472
0.426
0.353

1.858

1.492

0.299
0.776
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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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2和 3的结果显示，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负向影响存

在差异，学业压力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更小，心理压力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更大。究

其原因，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更渴望亲情，更理解父母艰辛，会通过努力学习换得父母的关

心和安心。所以，他们即使面临与非留守儿童同样的学业压力，也会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以使学业表

现更理想，从而缓冲了学业压力对学业表现的部分负向影响。同时，父母缺位和亲情缺失可能使留

守儿童心理情感不健全，心理健康和性格有偏差，感知的心理压力更大；隔代抚养人因文化水平偏

低、思想观念陈旧，难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帮扶；农村学校由于师资紧张、教师由于意识不强或精力

有限，对留守儿童关心和关爱不足，使其心理压力无法得以舒缓，学业表现受到的负向影响更多。

2.稳健性检验

参考已有研究使用儿童的自我评价[42]和长辈对儿童成绩的评价[43]来测度儿童学业表现的做法，

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将被解释变量学业表现替换为儿童自我评价和父母对儿童成绩

的评价。

表 5的结果显示，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对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自我评价和父母评

价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学业压力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负向影响小于非留守儿童，而心理压力对

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负向影响大于非留守儿童。这与基准回归分析结果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

稳健。

表4　压力感知对农村儿童学业表现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压力感知

学业压力

心理压力

控制变量

儿童特征

性别

年龄

汉族

独生子女

自我教育期望

参加兴趣班

有隔代抚养经历

家庭特征

领取低保

父母教育期望

父母文化水平

学校特征

公立学校

边缘城区及城乡结合部

乡镇农村

地区特征

东部

西部

常数项

N

R2

全样本

（模型1）

-3.519***(0.151)
-1.384***(0.154)

2.864***(0.282)
0.501***(0.114)

-2.157***(0.552)
-0.093(0.333)
1.821***(0.089)

-1.506***(0.300)
0.888***(0.324)

-1.352***(0.398)
1.069***(0.095)
0.173*(0.096)

-0.673(0.498)
-1.204***(0.442)
-0.424(0.383)

1.981***(0.326)
-1.399***(0.431)
192.657***(6.819)

8324
0.267

留守儿童

（模型2）

-3.443***(0.270)
-1.437***(0.280)

2.269***(0.515)
0.340*(0.202)

-4.581***(0.993)
-0.086(0.653)
1.900***(0.154)

-1.194**(0.564)
1.018*(0.522)

-0.961(0.616)
0.779***(0.163)
0.096(0.183)

-1.317(0.828)
-0.038(0.889)
-0.134(0.760)

1.895***(0.656)
-2.830***(0.714)

198.950***(12.512)
2463
0.256

非留守儿童

（模型3）

-3.548***(0.183)
-1.358***(0.185)

3.139***(0.338)
0.538***(0.137)
-0.819(0.671)
-0.094(0.388)
1.766***(0.110)

-1.672***(0.354)
0.951**(0.432)

-1.583***(0.525)
1.223***(0.117)
0.215*(0.113)

-0.063(0.632)
-1.630***(0.510)
-0.430(0.446)

2.078***(0.388)
-0.613(0.545)

189.323***(8.136)
5861
0.274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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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异质性分析

农村家庭中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对留守儿

童学业表现有重要影响[44]。这意味着，压力感知

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可能存在家庭收入

水平和父母文化水平上的异质性。

（1）家庭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CEPS 家长

问卷中测量家庭收入水平的问题是“您家的收入

水平跟您社区周围人比属于？”原选项为 1=低，2
=比较低，3=不高不低，4=比较高，5=高，将 1
和 2 合并为较低，将 4 和 5 合并为较高，3 保持不

变，据此将留守儿童分为三类：家庭收入水平较

低、中等和较高。分组回归结果见表6。
模型 1~3 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中，学业压力

和心理压力对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者和中等者的

学业表现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家庭收入水平较高者的学业表现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收入水

平较高的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可能较多，家庭经济优势转换为子女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优势，

进而缓冲了压力感知对子女学业表现的负向影响。

（2）父母文化水平异质性分析。根据父母文

化水平将留守儿童分为三类：父母文化水平初中

及以下、初中以上高中以下和高中及以上。分组

回归结果见表7。
模型 1~3 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中，学业压力

和心理压力对父母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者、父母

初中以上高中以下文化水平者的学业表现均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父母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者

的学业表现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相比文化资

本较贫乏的家庭，文化资本较丰富的家庭中家长

的文化水平较高，教育理念较先进，教育方式较

科学，能更好地为子女排忧纾困，能更有效地为

表5　压力感知对农村儿童学业表现的回归分析结果：稳健性检验

变量

学业压力

心理压力

常数项

控制变量

N

R2

留守儿童

自我评价

（模型1）

-9.185***

(0.602)

-5.073***

(0.633)

49.333***

(3.072)

控制

2463

0.120

父母评价

（模型2）

-6.633***

(0.575)

-4.598***

(0.604)

39.491***

(2.934)

控制

2463

0.097

非留守儿童

自我评价

（模型3）

-9.565***

(0.407)

-4.460***

(0.416)

48.360***

(1.988)

控制

5861

0.121

父母评价

（模型4）

-7.938***

(0.382)

-4.179***

(0.391)

42.076***

(1.867)

控制

5861

0.107

注：因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未呈现。后同。

表6　压力感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影响的

家庭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

变量

学业压力

心理压力

常数项

控制变量

N

R2

家庭收入水平
较低

（模型1）
-3.428***

(0.429)
-1.655***

(0.434)
205.192***

(19.373)
控制

1037
0.234

家庭收入水平
中等

（模型2）
-3.641***

(0.377)
-1.353***

(0.401)
202.810***

(17.879)
控制

1259
0.283

家庭收入水平
较高

（模型3）
-1.030
(1.763)
1.981

(1.848)
11.453

(88.205)
控制

64
0.334

表7　压力感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影响的

父母文化水平异质性分析

变量

学业压力

心理压力

常数项

控制变量

N

R2

初中及以下

（模型1）
-3.597***

(0.315)
-1.171***

(0.324)
196.793***

(14.353)
控制

1878
0.257

初中以上高中以下

（模型2）
-3.199***

(0.563)
-2.477***

(0.594)
218.013***

(26.892)
控制

534
0.270

高中及以上

（模型3）
-1.687
(1.747)
-2.274
(1.647)

185.546**

(82.379)
控制

48
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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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答疑解惑，进而缓冲了压力感知对子女学业表现的负向影响。

综上，压力感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文化水平异质性，家庭收入水

平不高、父母文化水平高中以下的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更容易受到压力感知的负向影响。

4.影响机制分析

经验证据表明，教师支持能够缓冲不利因素

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负面影响。参照已有研

究方法[45]，采用分层回归模型检验教师支持在压

力感知负向影响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学业表

现中的效应。CEPS学生问卷中测量教师支持的

问题为“数学、语文、英语老师是否在课堂上常常

注意或经常提问你？”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加入学

业压力与教师支持的交互项、心理压力与教师支

持的交互项。为防止模型中加入交互项后导致

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变化，将核心解释变量和调

节变量去中心化。调节机制的估计结果见表8。
模型 1的结果显示，学业压力与教师支持的

交互项、心理压力与教师支持的交互项对留守儿

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教师支持在

压力感知影响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过程中没有

发挥调节作用。可能的解释是，亲情缺失和家庭

教育功能弱化对留守儿童产生的消极影响较大，

教师未能代替父母在其学业和心理方面发挥明显的积极作用，也说明农村教师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

支持还有待加强。

模型 2的结果显示，教师支持显著弱化了心理压力对非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负向影响，未显著弱

化学业压力对非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负向影响。究其原因，非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陪伴在他们身

边，能够及时给予学业监督和指导，使其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在学业压力对学业表现的影响中未起到

显著的调节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CEPS基线数据分析了压力感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从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

文化水平角度考察了压力感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异质性，并揭示了教师支持在压力感知影

响留守儿童学业表现中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明显差于非留守儿童。这与传统观点相一致，说明父母外出务

工后家庭结构受损和教育功能弱化迫使留守儿童处于相对劣势之中，进而危及其学业表现。

第二，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压力明显更大，学业压力无显著差异。该结论呼

应和丰富了已有相关研究，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水平滞后、教育资源不足和教资素质欠佳使两类儿童

面临一定的学业压力；父母外出务工、亲子分居两地、身心加速发育使留守儿童缺乏倾诉对象，承受

更大的心理压力。

第三，压力感知对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学业表现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学业压力对留守

儿童学业表现的负向影响小于非留守儿童，心理压力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负向影响大于非留守儿

童。该结论坚定了心理压力与学业表现“负相关”的立场，佐证了学业压力与学业表现“负相关”的共

识性结论，补充了压力感知对学业表现影响的群体间差异研究。

表8　压力感知影响农村儿童学业表现的机制：

教师支持的调节作用

变量

学业压力

心理压力

教师支持

学业压力×教师支持

心理压力×教师支持

常数项

控制变量

N

R2

留守儿童

（模型1）
-3.456***

(0.273)
-1.449***

(0.294)
-0.222
(0.272)
0.298

(0.240)
0.164

(0.258)
206.413***

(16.403)
控制

2463
0.257

非留守儿童

（模型2）
-3.531***

(0.185)
-1.320***

(0.188)
0.150

(0.177)
-0.139
(0.160)
0.329*

(0.168)
183.268***

(10.848)
控制

5861
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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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压力感知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文化水平上的异质

性。留守儿童中，家庭相对收入水平中等及以下、父母文化水平高中以下的学业表现更容易受到压

力感知的负向影响。这将压力感知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影响的群体内差异研究从儿童特征的视角

拓展至家庭特征的视角，丰富了压力感知与学业表现的关系研究。

第五，教师支持在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学业表现中未发挥调节作用，但却显

著弱化了心理压力对非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负向影响。这揭示了积极的人际关系在压力感知影响

学业表现中的机制差异，丰富了积极心理品质在上述影响中的机制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压力感知与

学业表现的关系研究。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重视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差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以及家庭可建立

留守儿童学业档案，以掌握学业发展、识别帮扶对象；城乡离退休教师、社会工作者、实习大学生等联

合成立留守儿童学业帮扶团队，针对帮扶对象的薄弱学科，定期开展课外辅导，加强学业指导。

第二，重视学业压力和心理压力对留守儿童学业表现的负面影响。监护人、教育工作者、心理

咨询师应关注留守儿童的压力状态，引导和帮助其以正确的方式纾解压力，消减压力对学业表现的

不利影响。

第三，重点关注和帮助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文化水平较低的留守儿童。农村经济脱贫后政府

应出台和完善面向相对贫困留守家庭的专项帮扶政策，通过多措并举，改善经济状况；相关部门应

联合专业机构和人员对农村父母“扶智”，通过宣传教育和知识技能培训，提高其文化水平，转变其

教育观念，调适其教育方式。

第四，加强乡村教师关爱留守儿童的能力建设。将留守儿童关爱课程纳入教师培养内容，将留

守儿童关爱活动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引导和激励教师通过关心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给予留守儿童学

业指导来优化留守儿童学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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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tress Perception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LIU Hongsheng， ZHAN Lulu

Abstract Using the baseline data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this paper identi⁃
fied 8324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LBC）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NLBC）. Using OLS regression 
models with non-left-behind children as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study first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per⁃
ceived stress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LBC， examines its robustness and heterogeneity， and fi⁃
nally reveal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cher’s support in the aforementioned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to NLBC， LBC exihibit significantly poore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experience 
higher level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s of perceived stres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differs between LBC and NLBC； academic stress has smaller effect on the academic perfor⁃
mance of LBC， while psychological stress has a larger effect， and both effects pass robustness test. The 
impacts of perceived stress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LBC are heterogeneous due to variations in 
family income and parental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d perceived stress tends to negatively affect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hose with low family income and low parental education. Teacher’s support 
does not play a regulating role in the impacts of perceived stres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LBC， but it 
significantly mitigate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NLBC.

Key words perceived stres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cademic performance； teacher’s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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