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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通过实验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以乡村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进行体育夏令营对留

守儿童心理弹性影响的调查探究。使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量表》对乡村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体育夏令营对留

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干预效果；实验表明体育夏令营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心理弹性对比具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在体育夏

令营前后的心理弹性对比也具有显著性差异；证明体育夏令营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及其各个因子都有正向的积极影响。文章

为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意义，为日后体育夏令营团队的实践提供依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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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ect of summer sports camps o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Shuyang County, Suqian City, Jiangsu Province through experimental methods, questionnaire method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Using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al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ports summer camps o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ports summer camp,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sports summer camps. It is proved that sports summer camp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ir various factors.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nd provides basis and thinking for the future practice of sports summer camp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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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体育美育浸润行动

计划的通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以培养学生强健体魄和审美人文素养为核心，

充分发挥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为中小学体育美育均衡发展

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引导高校师生强化服务社会意识，提

升服务社会能力，以公益之心哺人育人。本研究以体育夏

令营方式推动体育艺术助力乡村振兴。乡村留守儿童作为

青少年中的弱势群体,拥有良好的心理弹性是其健康成长、

适应社会的基本要素。南京体育学院实践团队在江苏省宿

迁市进行了武术、街舞、健美操、啦啦操等项目教学活动

为基础的体育夏令营，为乡村留守儿童带来了新的体育项

目体验。近年研究发现儿童心理弹性水平可通过干预实现

改善，于是文章基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量表》测量

此次参加体育夏令营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对比乡村

留守儿童在参加体育夏令营前后的心理弹性数据，分析体

育夏令营对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心理弹性相关研究 

心理弹性( resilience)是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

悲剧、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它意味着

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反弹能力
[1]
。可将心理弹性界定为

主体对外界变化了的环境的心理及行为上的反应状态。该

状态是一种动态形式，有其伸缩空间，它随着环境变化而

变化，并在变化中达到对环境的动态调控和适应。经研究，

心理弹性的高低，可通过后天的训练进行调节提高，并且

接受训练的年龄越低越有利于心理弹性发展。国内外对心

理弹性研究相对重视，有关心理弹性的量表大多都针对于

某一群体（青少年、经历重大灾难、吸毒人员、留守儿童

等），研究范围大多是某一群体心理弹性的现状及相关性

研究、应对方式分析、干预效果分析等。从 Kumpfer 心理

弹性模型研究基础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内、外保护性因素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C913&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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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理弹性的影响作用，我们应深入探讨内部因素对外部

因素以及与心理弹性之间的中介调节作用。这将是“心理

弹性”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
[2]
。 

1.2 留守儿童心理相关研究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

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主要分

为这四部分监护：单亲监护、隔代监护、上辈亲戚监护、

同辈监护。由于长期的家庭缺失，乡村留守儿童成长过程

中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缺乏同父母沟通交流的机会,而

其他的监护人又替代不了父母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亲情温暖

和关爱,使得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

目前国内外对留守儿童心理研究集中于其心理救助策略、高

效识别、干预实践、教育现状研究等。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相

关研究有现状与趋势、影响因素及对策及干预实验等。 

1.3 体育与心理弹性相关研究 

夏令营是指利用暑假时间开展的，以体育项目技能培

训为主要内容，集中组织举办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及相关活

动。梁红迪通过实验得出足球训练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

有很多积极影响，不仅心理健康有正影响，学习成绩方面也

有不同程度进步
[3]
。杨姣等人考察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精神幸

福感的影响以及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结果中体育锻炼与心

理弹性呈正相关，说明体育锻炼可直接对老年人精神幸福感

产生影响,还通过心理弹性对精神幸福感起间接作用
[4]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文章以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弹

性影响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实验法 

（1）实验对象 

江苏省宿迁市乡村留守儿童。 

（2）实验分组 

参与实验的乡村留守儿童共 68 人，其中参加体育夏

令营的 34 人为实验组，不参加的 34 人为对照组。另外，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真实有效性，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以及

课程教学都需由本人亲自完成。 

（3）前测数据 

表 1  体育夏令营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心理弹性差异分析 

变量 
实验组 对照组 差异检验值 显著性 

n=34 n=34 T P 

自立自强 2.29±0.99 2.25±0.85 0.131 0.219 

社会能力 2.25±0.97 2.27±0.84 -0.08 0.324 

社会兴趣 2.21±1.07 2.18±0.86 0.124 0.214 

自我效能 1.97±0.661 2.02±0.767 -0.305 0.43 

总分 8.72±0.92 8.72±0.83 -0.13 0.296 

注：P＞0.05，说明差异不显著；P＜0.05*，说明差异显著。 

表 1 是在实验前，对参与实验的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弹

性测量数据进行显著性结果分析。数据显示，实验前的实

验组和对照组留守儿童之间心理弹性无显著性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4 个因子 P 值均大于 0.05，且心理弹性总分 

P 值为 0.296，P＞0.05。 

（4）实验目的 

以体育夏令营为实验干预的方式，通过实验组与对照

组乡村留守儿童实验前后心理弹性测试结果，从而分析体

育夏令营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趋势。 

（5）实验时间 

实验从 2021 年 7 月 19 日开始至 2021 年 7 月 29 日，

10 天，每天 4 节课，每节 50分钟，共 40 节。 

（6）实验内容 

此次体育夏令营为乡村留守儿童带来新的体育项目

体验与感受夏令营乐趣的同时，帮助他们在自我认知、团

队意识、沟通表达、环境适应、情绪调控等方面取得进步。

了解与发现乡村留守儿童心理方面的所需所缺，采取针对

性帮扶。体育夏令营为期 10 天，进行武术、街舞、健美

操、啦啦操 4 个项目的学习活动，参与体育夏令营的乡村

留守儿童均为零基础，之前没有参加过体育夏令营且没有

接触过此类体育项目。志愿者老师循序渐进并带有目的性

的开展教学，从项目特点、动作要求、基本理论知识、技

术技巧等方面教授，本着全面、科学、专业的要求设计安

排体育夏令营课程。体育夏令营最后一天，举行汇报演出

活动，展示此次夏令营学习到的内容。给予参与体育夏令

营的乡村留守儿童走上舞台展示自我的机会，培养他们

“自立自强、社会能力、社会兴趣、自我效能”等影响乡

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因素。 

2.2.2 问卷调查法 

（1）测量工具 

文章采用李宏翰（2011）编制《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

性量表》为本研究的测量研究工具。该量表评估的探索性

因素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自强自立、社会能力、社会

兴趣、自我效能”。该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83,各

因子的α系数为 0.63～0.75，信效度合格，符合心理测

量学的要求
[13]

。 

问卷发放与回收 

本研究在体育夏令营前后共发放 140 份问卷，问卷回

收率 100%，问卷回收有效率 97%，即参与本研究问卷调查

的有效人数为 68 人，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见表 2。 

表 2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问卷》发放与回收统计表 

评估时间 发放问卷数 收回问卷数 有效问卷数 

体育夏令营前 70 份 70 份 68 份 

体育夏令营后 70 份 70 份 68 份 

总计 140份 140份 13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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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数理统计法 

运用 SPSS 22.0、Excel 通过对数据统计，使用平均

数±标准差（x±S）表示结果，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

析两次问卷调查《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问卷》的数据，

便于探究体育夏令营对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影响。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夏令营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心理弹性数据分析 

表 3  体育夏令营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心理弹性差异分析 

变量 
实验组 对照组 差异检验值 显著性 

n=34 n=34 T P 

自立自强 3.34±0.91 2.25±0.98 4.7 0.047* 

社会能力 3.26±1.044 2.22±0.93 4.329 0.122 

社会兴趣 2.97±1.02 2.18±1.37 3.149 0.026* 

自我效能 2.69±0.969 1.94±0.581 3.868 0.000*** 

总分 12.26±0.98 8.59±0.96 4.01 0.048* 

注：P＜0.05*说明差异显著；P＜0.01**说明差异非

常显著；P＜0.001***说明差异极其显著。表 3 是体育夏

令营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心理弹性差异分析，运用

spss22.0 软件中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参与实验的乡村

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测量数据进行显著性结果分析。数据显

示，社会能力因子不具有显著性差异，自立自强、社会兴

趣 2 个因子具有显著性差异，自我效能因子差异极其显著，

心理弹性总分具有显著性差异。 

 

图 1  体育夏令营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心理弹性数据统计 

从上表 3 分析可知，本来从表 1 得知并未有显著性差

异的两组数据，在实验干预后出现了差异，图 1 实验组每

项因子变量的数据都明显比对照组数据高，并且实验组心

理弹性总分与对照组心理弹性总分比较，实验组心理弹性

分数明显更高。 

3.1.1 体育夏令营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心理弹性分析 

体育夏令营后，对照组心理弹性平均分下降 0.13 分，

实验组心理弹性平均分比对照组高出 3.67 分，心理弹性

分数越高，说明心理弹性越好，对生活的信心，遇事的承

受能力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知等心理健康越好
［5］

。对照组

心理弹性呈下降趋势，有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不

理想的情况下，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不高，目睹实验组乡

村留守儿童参与实验感受快乐，其心理会有羡慕、失落等

情绪出现，或者对照组乡村留守儿童在此期间发生了对其

心理弹性起到了消极影响的事情
[6]
。那么实验组的心理弹

性呈上升趋势，是实验干预的结果，参与有规律体育锻炼

可以有效改善个体的心理弹性。 

3.1.2 体育夏令营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自立自强因子

分析 

自立自强因子是指某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坚韧

不拔、自信且自强不息
［13］

。从图表可知，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自立自强因子在实验前并无显著性，对照组实验前后

的自立自强因子均分并也无变化，而实验干预后的实验组

自立自强因子为 3.34±0.91，对照组自立自强因子为 2.25

±0.98，独立样本 T 检验（P=0.047，P＜0.05）呈显著性。

说明体育夏令营干预使两组数据产生差异性，实验组儿童在

实验干预过程中有对自立自强因子的积极影响。 

3.1.3 体育夏令营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社会能力因子

分析 

社会能力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够完成事情的总体评价

和积极态度以及社会技能的掌握情况
[13]

。在实验前后，实

验组与对照组的社会能力因子都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并无

统计学意义。但观察图表可知，实验前实验组社会能力因

子为 2.25±0.97，对照组社会能力因子 2.27±0.84，实

验组社会能力因子平均分比对照组低 0.02 分；实验后实

验组社会能力因子为 3.26±1.044，对照组社会能力因子

2.22±0.93，实验组社会能力因子平均分比对照组高

1.04 分。说明实验后，实验组的该因子呈正向变化，体

育夏令营对社会能力因子是有积极影响的。 

3.1.4 体育夏令营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社会兴趣因子

分析 

社会兴趣因子代表具有某种兴趣爱好,对各种社会活

动积极参与的情况
［13］

。实验前实验组社会兴趣因子为

2.21±1.07，对照组社会兴趣因子 2.18±0.86，独立样

本 T 检验（P=0.43，P＞0.05）不具有显著性，且实验组

社会兴趣因子平均分比对照组低 0.07 分；实验后实验组

社会兴趣因子为 2.97±1.02，对照组社会兴趣因子 2.18

±1.37，独立样本 T 检验（P=0.026，P＜0.05）呈显著

性，且实验组社会兴趣因子平均分比对照组高 0.79 分。

说明体育夏令营使实验组儿童社会兴趣因子呈正向积极

变化，对照组则无变化。 

3.1.5 体育夏令营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自我效能因子

分析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有能力

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
［13］

。从图表可知，实

验组与对照组的自我效能因子在实验前并无显著性，对照

组实验前的自我效能因子均分比实验后高 0.08 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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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的实验组自我效能因子为 2.69±0.969，对照组自

我效能因子为 1.94±0.581，独立样本 T 检验（P=0.000，

P＜0.001）呈极其显著性，且对照组比实验组低 0.75 分。

说明通过实验干预，实验组乡村留守儿童的自我效能因子

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变化趋势。 

3.2 实验组体育夏令营前后心理弹性数据分析 

表 4  实验组体育夏令营前后心理弹性差异分析 

变量 
体育夏令营前 体育夏令营后 差异检验值 显著性 

n=34 n=34 T P 

自立自强 2.29±0.995 3.34±0.914 4.5 0.041* 

社会能力 2.25±0.97 3.26±1.044 4.126 0.13 

社会兴趣 2.21±1.07 2.97±1.01 2.977 0.027* 

自我效能 1.97±0.661 2.69±0.97 -3.5 0.000*** 

总分 8.72±0.92 12.26±0.98 2.025 0.049* 

注：P＜0.05*说明差异显著；P＜0.01**说明差异非常显著；P

＜0.001***说明差异极其显著。表 4 是参与体育夏令营的乡村留守

儿童在实验前后的心理弹性差异分析，运用 spss22.0 软件中的独立

样本 T 检验进行显著性结果分析。数据显示社会能力因子不具有显

著性差异，自立自强、社会兴趣 2 个因子具有显著性差异，自我效

能因子差异极其显著，心理弹性总分具有显著性差异。 

 
图 2  实验组实验前后心理弹性数据统计 

观察图 2 可知实验组实验前后心理弹性数据对比，自

立自强、社会能力、社会兴趣、自我效能 4 个因子平均分

数都有明显的提升，自立自强因子提高 1.05 分、社会能

力因子提高 1.01 分、社会兴趣因子提高 0.76 分、自我效

能因子提高 0.72 分、心理弹性总分提高 3.54 分。 

3.2.1 实验组体育夏令营前后心理弹性分析 

通过对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实验研究，发现乡村

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可塑性很高，在体育夏令营短短 10

天内，就可以使其心理弹性有显著性的提高。实验前心理

弹性初测结果并不是很理想，实验过程中志愿者老师也可

以感受到孩子们对体育的热情、对新鲜事物的渴望，但孩

子们长期的家庭缺失，会使其大多数都有外表独立懂事、

内心自卑敏感的状态，遇事不沟通，无法正确吐露心声
［3］

。

长此以往，没有合理的沟通与排解方式，孩子们可能会以

偏激的方式排解心事，隐患无穷。通过数据证明了体育夏

令营以体育为手段对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积极影响，

体育夏令营可促进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 

3.2.2 实验组体育夏令营前后自立自强因子分析 

体育夏令营前实验组自立自强因子为 2.29±0.995，

实验后为 3.34±0.914，独立样本 T 检验（P=0.041，P

＜0.05）具有显著性，实验前后心理弹性提高 1.05 分。

在实验期间，志愿者老师会有意培养他们的自立自强因子，

Masten 认为心理弹性是个体在遭遇逆境和一些压力后,

还能表现出积极的适应性结果
［6］

。所以在过程中，志愿者

老师们会设置问题并交给学生处理，锻炼他们面对难题却

不惧难题的能力，培养他们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精神。

孩子们会不时的出现情绪低落或消极情况，但体育本就磨

炼心智，与不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学生相比，经常参与体

育锻炼的学生具有更好的心理弹性
[7]
。面对压力和困难的

自我调节，是孩子们心理弹性水平提升，抗压能力增强，

培养自立自强意识的关键环节。 

3.2.3 实验组体育夏令营前后社会能力因子分析 

体育夏令营前实验组社会能力因子为 2.25±0.97，

实验后为 3.26±1.044，独立样本 T 检验（P=0.13，P＞

0.05）不具有显著性，实验前后心理弹性提高 1.01 分。

虽有正向发展趋势，但却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明显差异性，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总结有以下几点：（1）体育夏令营干

预时间较短，短时间内只能对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中社

会能力因子分数有所提升，但其影响并没有明显差异。（2）

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因长期的从小缺失家庭关爱与沟

通，会否定自己的能力，在体育夏令营中即使有改善，根

深蒂固的想法也不会很快改变，这可能是导致此因子实验

结果不具显著性的原因之一。（3）乡村留守儿童生活环境

约束他们的社会技能掌握情况，体育夏令营为他们带去新

的体育项目体验，在 10 天内肯定会有所进步但因基础环

境情况，留守儿童们的社会技能掌握情况可能会影响实验

显著性。 

3.2.4 实验组体育夏令营前后社会兴趣因子分析 

体育夏令营前实验组社会兴趣因子为 2.21±1.07，

实验后为 2.97±1.01，独立样本 T 检验（P=0.027，P＜

0.05）具有显著性，实验前后心理弹性提高 0.76 分。体

育运动可以有效的改善个体的心理弹性
［8］

。Lipowski 研

究说明参加运动的青少年比起未参加的青少年，心理弹性

会更高
[9]
。因为基本所有运动参与时都会接触人群，在实

验干预期间，体育夏令营的 4 项活动都是集体性、团队性

的体育项目，比起留守在家，孩子们在体育夏令营学习体

育项目的同时，会不自觉的融入集体，比如各个班级中的

分组练习；队员之间的组织与配合；偶尔的比赛较量等都

是在培养孩子们的社会兴趣，让他们感受参加集体活动的

快乐，也让他们体会到沟通与表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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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实验组体育夏令营前后自我效能因子分析 

体育夏令营前实验组自我效能因子为 1.97±0.661，

实验后为 2.69±0.97，独立样本 T 检验（P=0.000，P＜

0.001）差异极其显著，实验前后心理弹性提高 0.72 分。

体育运动通过心理弹性的路径，可以影响个体的自我效能

等方面
［10］

。在体育夏令营活动中对于没接触的难度动作

或体育项目，不敢挑战自己，也不敢勇于尝试，但在他人

鼓励与榜样激励的情况下，大多数孩子还是会突破自己，

提高自我认知能力。体育夏令营的开展时间短，目标任务

多，这要求孩子们对于新集体、新事物、新环境需要快速

适应。尤其是汇报表演，其中舞台场地的适应、晚会上下

场和战胜上台表演的紧张情绪等有效的以实践锻炼其自

我效能；建立面对舞台，有良好的表现力与展现力，调整

紧张情绪、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努力的完成体育形式的

表演是提升自我效能最实在的方式。而没有参加体育夏令

营的乡村留守儿童，可能因观看了参加体育夏令营乡村留

守儿童的表演，内心产生冲击或思考，从而影响自我效能

因子的下降。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体育夏令营干预后的组间与组内对比均具有显

著性差异；说明体育夏令营对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具有

影响。 

（2）参加体育夏令营的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水平

及各因子数据明显提高，说明体育夏令营对乡村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 

（3）利用了 10 天时间就可以使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弹

性有显著性的正向提高，说明乡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可

塑性较高，此类体育夏令营有实践意义。 

4.2 建议 

（1）文章发现体育夏令营是关注乡村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的有利方式。建议更多相关领域学者可以发现更多影

响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的途径，提升我国乡村留守儿童

心理弹性水平。 

（2）建议相关部门可以提出相关政策给予支持，每

年增设体育夏令营活动，每年用不长的时间，完成改善乡

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大事。 

（3）提倡建立相关机构，创建专业的体育夏令营活

动策划团队，为我国各地区、各人群提供科学专业且具有

针对性的体育夏令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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