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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儿童留守现象日益凸显，形成了大量

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由于留守儿童心智尚未成熟且缺乏父母的关爱，他们面临风险和出现偏差行为的

可能性更大。因此，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韧性的提升，对其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学界以往主

要以问题视角研究留守儿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专注于优势视角，社会工作者开始重视留守儿童的

内在潜力和自我发展，努力探索他们的长处，以增强他们的抗逆能力和风险应对技能。通过文献研究对

农村留守儿童的支持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家庭、学校、朋辈群体均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韧性

有着显著影响。因此，建议采取个性化服务，促进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创造支持性

氛围，并组织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以加强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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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acceleration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ntinues, a significant rural-to-urban migration trend 
has emerged, leading to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forming a 
substantial group of left-behind rural children. Due to their immatur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lack of parental care, these children are at greater risk and prone to deviant behaviors. There-
fore, enhancing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rural children is of paramount impor-
tance for their future well-being. While academia has historically focused on a problem-oriented 
perspective when studying left-behind children, a growing number of scholars are now embracing 
an advantageous viewpoint. Social workers are beginning to recognize the inherent potential and 
self-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striving to explore their strengths to bolster their ability 
to withstand adversity and cope with risks. Through a literature review analyzing the factors con-
tributing to support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dividual, family, school, 
and peer groups a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these children. 
Therefore, we recommend adopting personalized services to promote a holistic approach involv-
ing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in nurturing these children, creating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and organizing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ctivities to enhance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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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城镇化进程速度加快，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

壁垒逐渐被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劳动力市场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外出务工人员为城市建

设做出了贡献，但他们的子女由于户籍制度等约束条件，并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这些

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家庭监护和亲情需要，容易出现一系列的心理、生理问题，甚至发生儿

童恶性事件，给他们的社会化进程造成负面影响。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学术界主要关注家庭功能弱化、

社会支持网络缺乏、受教育机会不足等方面。然而，不能仅仅从问题视角看待留守儿童，因为“留守”

只是一种生存状态，过分强调问题可能会忽视留守儿童自身的抗逆力。事实上，留守儿童在成长关键期

与复杂社会环境的“对抗”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的抗逆力可以作为一种“保护性因素”，在与环境

的互动中发挥“防护栏”的保护功效。 
因此，面对留守儿童多样化问题和多层次需求，提升留守儿童心理韧性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处于生理和心理成长发展特殊时期的儿童群体，如果缺乏来自家长、老师、同伴等外部环境的支持，很

容易陷入各种心理问题。儿童不仅是家庭的未来，也是国家的希望，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是亟待关注

的重要社会任务。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力量的一部分，应该运用专业方法及时干预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这对提升留守儿童心理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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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界定 

2.1. 心理韧性 

韧性(resilience，又译为复原力、抗逆力、弹性等，其词源最早可追溯到拉丁文 resilio，意为有弹性

的)源自物理学中描述物体不易折断破裂的性质，后延伸至心理学领域，发展成为一种相关研究。心理韧

性的最早的相关研究源于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研究人员发现部分处于不利环境的儿童在面对挫折与压

力时表现出高度的坚韧性与复原力。目前关于心理韧性的界定有三种：结果性界定，即从结果上定义心

理韧性，认为个体在面对压力和困难面前仍能良好发展并积极适应结果；品质性界定，将其视为个人所

具备的特征是一种能力或品质，即个体能承受高水平压力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过程性描述将心理韧性视

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即在逆境中，个体逐渐适应并展现出坚韧性的动态进化(古寇旭，牟昱睿，

雷紫珺，田肖宜，刘星池，周丽琴，郑凤琼，2023)。综合以上观点，心理弹性强调在经历严重创伤或压

力后，个体能够恢复原有状态，坚韧地承受压力，并在挫折面前实现自我再生。 

2.2. 优势视角 

1989 年，在美国堪萨斯大学的 Weick 等人发表了《社会工作实践的优势视角》一文之后，优势视角

理论(Strength Perspective)由此诞生。作为社会工作理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优势视角专注于个人的内

在资源和能力，将社会工作的干预重点放在个人环境中的优势和资源，而不是问题本身。这种方法鼓励

案主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利用周围的资源和力量来改善他们当前的困境。优势视角理论强调在实际介入

中专注于个性化特质。它认可个体自我成长的动能，关注当事人当前的行动、思考和感受，以及这些是

否帮助他们识别需求。该理论认为不当行为并非心理异常，而是个人“认同失败”导致的不负责任行为。

(史柏年，2014)强调在寻找解决方案时，要充分认识到个体的能力、价值、资源、兴趣及抱负的重要性，

这些因素在帮助个人满足需求和解决问题时扮演着关键角色。社会工作者在评估和介入案件时应帮助案

主建立责任感，发掘他们的优势、潜能和积极发展方向。鼓励案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获得成功经

验和满足感，指导他们在未来做出负责任的选择，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3. 留守儿童心理韧性现状分析 

3.1. 心理特征 

留守儿童处于个体成长发育的关键期。由于与父母分离，他们缺乏必要的情感关怀，在形成思想和

价值观的关键时刻，缺少父母的引导和支持，这可能导致留守儿童发展出两种极端：一种是变得异常坚

强和勇敢，但也容易被忽视；另一种则可能在认知和价值观上产生偏差，心理发展出现问题(孙婉靖，白

慧慧，崔换换，王雨晴，2014)。留守儿童面临的心理挑战主要体现在性格发展上的偏差。这种偏差具体

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深感自卑、孤立。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内心脆弱和畏缩不前的倾向。遭遇挑战和逆

境时，他们往往自我怀疑，感觉无力克服困难，这反映出一种对自身极端缺乏信心的态度。因此，他们

经常情绪低落，内心满是消极情绪，处理事务时缺乏决断力，易于放弃。再者，这些孩子常常陷入焦虑，

部分甚至陷入抑郁。一些孩子因为持续的焦虑和沮丧，选择与外界隔绝，自我封闭。他们对外部世界的

事务缺乏兴趣，不愿主动与人交往。无论是与老师、同学还是家人，他们很少主动沟通，社交能力逐渐

衰退。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负面情绪，并使他们在未来的方向上感到迷茫。 

3.2. 外部支持现状 

在家庭支持现状中，父母由于工作忙碌，难以及时关注留守儿童的学习和心理需求，因此尽管他们

愿意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却往往忽略了精神上的关怀。同时，在学校方面，教师们面对教学压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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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时间和资源关心留守儿童，加之家长对孩子表现的反馈不够积极，导致了教育支持的不足。此外，留

守儿童在同伴间也面临挑战，一些留守儿童因内向和自卑难以与同学交流，导致了他们的社交圈受限，

进一步影响其社交技能和自信心的培养(杨梦莹，2015)。最后，在社区邻里层面，随社会发展，农村由“熟

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乡村间的互助精神减弱，邻里间不再像以前那样互相帮助照顾留守儿

童，互信度也不断下降。 

4. 优势视角下留守儿童支持因素分析 

4.1. 留守儿童内在潜能因素分析 

4.1.1. “留守”状态的正向解读 
在研究身处困境中的留守儿童的心理行为时，一些学者的发现表明，部分孩子不仅不会出现预期的

心理问题，反而会展现出色的适应能力，这表明他们内在可能具备应对挫折的潜力(刘红升，靳小怡，陈

洲，2021)。因此，当农村留守儿童陷入由于父母离乡外出务工而被迫留守的境况时，他们也可能培养出

更强的抗逆能力。当他们积极看待父母外出工作的原因，即为了改善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就能更好地

理解父母的家庭责任和选择。因此，当留守儿童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时，无法像有父母在身边时那样

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可以更理性地考虑家庭成员的各自分工，而不是怨恨，从而减少因缺乏安全感而

带来的困扰。这种正向解读的观点有助于留守儿童在困境中更好地适应和成长。 

4.1.2. 留守儿童自主性较强 
自主性是指个体作为积极的主体，自我决策和自我规划的能力。根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任务，其中儿童需要经历从“自主与羞怯、怀疑”到“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的危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勤奋和主动等优质品质可以推动儿童的人格发展，使其自我管理、

自我控制、自我规划和自我实现的能力增强。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缺席，这为儿童形成自我决策能力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们被迫形成这些能力，因此更容易在集体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取得优势，实现“跃进”

式成长。此外，许多留守儿童被教育帮助自己的(外)祖父母分担家务，这也是对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训练。这种自主性的增强使得留守儿童在面对挑战时更有能力自我决策、自我规划并解决问题。他们学

会了承担责任和独立处理问题，这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2. 留守儿童环境支持因素分析 

4.2.1. 家庭支持 
在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常常怀有对子女的亏欠感，他们希望能够积极协助子女克服成长和

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尽管由于父母的外出务工而无法参与家庭活动，但他们极力鼓励并支持子女积极参

与学校和社区的各类活动，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成长和锻炼机会。尽管工作繁忙，他们仍然保持与子女定

期的视频或语音通话以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令留守儿童感到亲情的陪伴，还表现出父母对子

女的关爱、支持和理解。这些家庭支持要素不仅弥补了亲子互动的缺失，还有助于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

程中培养出更强的抗逆心理。通过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和挑战，留守儿童将逐渐培养出理智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较强的独立性。这些都是有助于留守儿童顺利应对未来生活中的各种挑战的重要素质。 

4.2.2. 社区支持 
农村社区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不仅是地理上的归属，更是其文化认同和价值理念认同的深刻来源。

他们身处乡村社区，与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对于文化和价值理念的认同感也根深蒂固。社区作为

留守儿童生活的共同载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社区作为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与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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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环境，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亲戚和邻里是农村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支持力量，他们的频繁

互动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的不安全感，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有力的支持。在乡村社区中，亲戚和邻里的互

助和关爱是农村留守儿童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持。此外，社区内的文化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也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社区文化可以帮助居民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为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通过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农村留守儿童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在面对

困境时，正确的认知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社区文化中对于困难和挑战

的积极态度，可以帮助儿童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困境，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有助于他们

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好地面对挑战，实现自我价值。 

4.2.3. 朋辈支持 
在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中，朋辈关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良好的朋辈关系不仅可以为儿童提供

正确的行为和价值观榜样，还有助于他们积极地融入社会。研究表明，朋辈群体对个体的发展有着显

著影响，其保护水平占整体发展保护的高达 68.4%。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朋辈支持尤为重要。当

他们面临困境和挑战时，朋辈可以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持。这种支持有助于缓解儿童的情感困扰，使他

们感到自己不孤单，有人可以依靠。朋辈支持还有助于增强儿童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让他们更有勇气

应对生活中的问题。此外，朋辈关系也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朋辈群体可以成为社会

化的平台，通过与同龄人互动，儿童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共享和尊重不同的观点和文化，这种社会

化支持有助于培养儿童的人际交往技能，使他们更能融入社会。在面对人生发展方向不明确时，朋辈

群体也可提供帮助，同龄人之间的交流和分享经验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兴趣和目标，

他们可以从朋辈那里获取建议和指导，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这对留守儿童的未来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5. 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心理韧性提升策略 

在探讨提升留守儿童抗逆力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时，从一个融合社会支持理论和依恋理论的综合视

角出发。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个人所处社会网络中的支持和帮助，包括家庭、朋友、社区等。留守儿童在

面对困境时，需要感受到来自这些网络的支持和帮助，以增强他们的抗逆力。依恋理论则关注个体与主

要照顾者之间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在留守儿童面对困境时能够提供安全感，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

挑战。基于以上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介入留守儿童抗逆力提升的策略包括提供个性化支持、促进亲子沟

通等。个性化支持能够满足留守儿童的特殊需求，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困境。  

5.1. 自我概念：增强个体自我认知 

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认知和评价，它是个体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长期离开父母，缺乏家庭的支持和关注，他们的自我概念往往比较消极，缺乏

自信心和自尊心。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来帮助留守儿童增强自我认知，提高他

们的心理韧性。团体心理辅导是一种以团体为单位的心理咨询方式，它通过创设一个安全、支持性的环

境，让成员之间互相交流、理解和支持，以达到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目的。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

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合适的辅助技术，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并逐步

建立积极的自我概念。同时，社会工作者可以引导留守儿童进行自我探索和反思，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

情绪和行为模式，并引导他们积极思考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严梦圆，夏当英，2022)。还可以通过小组讨论、

角色扮演、分享体验等方式，促进留守儿童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让他们在互相学习和借鉴中不断成长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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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每个留守儿童的个人和家庭情况都不尽相同，他们的心理韧性水平也各有差异。因此，

社会工作者需要先对介入个体进行深入了解，分析他们的心理韧性强度及其特点。然后，采用适当的方

法来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采用个案辅导结合心理咨询的方法，对留守儿童进

行深度辅导。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与服务对象建立起信任的关系，并真诚、耐心地沟通，以

找出他们的问题所在。通过改善他们的心理状况，增强他们的心理韧性。 

5.2. 家庭支持：增强亲情纽带链接 

Cumsiell 和 Epstein 的研究揭示了家庭环境与孩子情感成长的紧密联系。具备有效情绪管理能力的孩

子，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时，往往展现出更强的心理适应性和韧性(江琳琳，王瑞，2019)。实证研

究已经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支持和亲子关系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

一(卢财英，梁伟霞，陈燕，2021)。因此，提高家庭支持和亲子关系的质量对于增强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

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减少，导致亲子关系紧张。因此，社工可以

通过设置定期的电话或者视频通话，建立留守儿童与父母的联系，提高亲子关系的质量。在通话过程中，

社工可以引导留守儿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鼓励他们与父母进行沟通，增强亲子之间的理解和信任。

此外，社工还可以通过开展亲子活动，让留守儿童和父母一起参加，促进亲子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增强

家庭的凝聚力和亲情感。其次，提高看护人的教养质量也是增强留守儿童抗逆力的重要途径。由于留守

儿童通常由祖父母或亲戚照顾，他们的教养方式和态度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社工可以通过开展家庭教育讲座、亲子关系工作坊等方式，提供看护人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沟通技巧，帮

助他们更好地照顾和教育留守儿童。此外，社工还可以通过链接社会资源，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多的教育

和培训机会，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同时，社工还可以通过开展个案工作的方法，针对个别留

守儿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跟进和服务。对于那些亲子关系极差的家庭，社工可以通过与父母和儿童进行

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了解问题的原因和背景，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支持服务，帮助他们建立更加健康

和稳定的家庭关系。 

5.3. 同伴网络：培育朋辈群体支持 

在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同伴网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同伴系统在

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认知和行为模式的形成以及社交能力的培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

家庭处于困境时，同伴系统对留守儿童显得尤为重要，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儿童在困难时刻获得支持

和帮助，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开阔视野，培养积极良好的沟通能力，从而提升他们的乐观感。社工在介入

提升留守儿童心理韧性的过程中，应注重引导他们建立、拓宽自己的同伴网络。这包括帮助他们建立良

好的同伴关系、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促进同伴间的互动和支持等。社工可以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

和方法，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采用认知行为疗法、沟通技巧和情感支持等方法来协助

留守儿童建立积极的朋辈关系。此外，社工还应促使留守儿童参与群体互助和社会参与，以扩展他们的

社交圈子。这可以通过志愿服务、社区参与项目和学校俱乐部等途径实现。通过这些参与活动，留守儿

童可以结识更多的朋辈，拓宽他们的社交网络，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进一步提升心理韧性。 

5.4. 社会支持：构建三位一体支持网络 

支持性的外部条件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在这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扮演关

键的角色，帮助建立一个以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为中心的支持体系。这一支持体系可以涵盖家庭、学校

和社区，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以促进他们的心理韧性建设。首先，社会工作者可以充当

“中间人”的角色，促进留守儿童、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和沟通。建立有效的关系网络对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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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儿童的心理韧性非常重要。社会工作者可以促使这些各方建立紧密联系，共同致力于留守儿童的心理

韧性成长。他们可以建立沟通渠道，促进信息共享，以便更好地了解留守儿童的需求和挑战。其次，社

会工作者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知识，与学校和社区合作，开展家长班或培训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教授家

长现代化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使他们更加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助于家长提高其教育能力，加强

与孩子之间的互动，并及时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社会工作者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充当倡导者和支持者

的角色，为家长提供支持和指导。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向学校、社区和家庭展

示如何提升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他们可以列举成功案例，分享心理韧性的建设方法和策略。这样的案

例可以为各方提供可参考的经验，激励他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支持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同时，社会工

作者还可以与学校和社区合作，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项目，教导留守儿童如何管理情绪、解决问题和建立

社交关系。每个留守儿童都有独特的背景和挑战，因此需要个性化的支持。社会工作者可以进行评估，

了解每个留守儿童的具体需求，并制定适合他们的支持计划。 

6. 结语 

在传统观点中，留守儿童面临着由于父母缺席和祖辈抚养所带来的各种心理发展问题。然而，当我

们从优势视角理论出发，重新审视留守现象，会发现这种情况实际上为儿童提供了独特的成长机遇。众

多研究显示，通过自我概念强化、家庭支持增强、同伴网络建设和社会支持网络构建四个方面，可以有

效地提升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增强他们的自我认知、家庭联系、同伴支持和社会适应能力。使留守儿

童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展现出更强的心理适应性和韧性。在留守儿童的研究中寻找积极资源时，需要个

人、家庭、学校、社会的全方位支持。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应当与学校和家庭建立互动机制，增强相互之

间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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