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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留守儿童”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特别是对其心理问题的关注，具体表现为自卑心理、孤

僻心理与人际交往障碍、性格与认知行为偏差和逆反心理严重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尤其被放大在校园生

活中。众多学校对此类问题都疏忽大意，忽视了留守儿童这一类特殊群体。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助人服

务活动，其方法、介入模式对学校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促进作用。本文针对留守儿童在学

校受到的心理教育和其产生的伦理困境进行案例分析，并对其提出了解决方案和优化策略，这不仅完善

了学校心理教育体系，还保护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促进身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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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left-behind children” problem has been concerned by all walks of life, especially 
the attention to thei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as inferiority complex, with-
drawn psychology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personality and cognitive beha-
vior deviation and serious reverse psychology, and these problems are particularly amplifi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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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life. Many schools are negligent to such problems, ignoring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s a 
special group. For social work as a professional helping service activity, its methods and interven-
tion mode have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the solu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schoo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se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the ethical dilemmas they produce,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school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protects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ody and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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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留守儿童指的是，由于家庭客观因素，导致父母双方不能够长期与其一起生活的年龄不满 18 岁的公

民。随着城市化和商业中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城市儿童成为留守儿童，他们面对生活和学习

上的困难缺乏相应的鼓励和支持，对待不法侵害和压迫缺少相关的法制教育和权益保障，这不仅会影响

留守儿童的生理成长，还会影响其健康心理的塑造。义务教育时期正是儿童成长发育的重要阶段，但是

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没办法获得正确的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塑造。不仅如此，长期缺乏父母的情

感关怀，也会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相关的心理问题和应激反应，这会阻碍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在认识

事情和价值判断上产生偏移，不利于留守儿童自身价值观的塑造 [1]。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和重视留守儿

童这一特殊群体，完善家庭和学校的政策管理体制，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和教育现状，这有助于促进整个

社会和谐稳定。另外，我们还需要对不同年龄段的留守儿童进行深入分析，充分了解不同阶段留守儿童

心理发展的特点并进行正确引导，促进健康发展。学校教育则在这个环节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由于我

国现阶段缺乏专业的学校社会工作者和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混乱的情况，普通的学校老师不能够对存

在问题的留守儿童进行有效的社会支持和价值塑造，这导致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留守儿童心理教育的时候

存在着许多伦理困境。 
学校在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很多地区，留守儿童在学校面临着校

园暴力，学生排挤和老师冷落的情况，这大大加剧了留守儿童的行为偏差和心理自卑感 [2]。本研究通过

对不同阶段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切入，对其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了解现阶段留守儿童的

伦理困境，并提出解决方案和优化策略，这不仅完善了学校心理教育体系，还保护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这也会为周边地区留守儿童问题提供参考模板和解决方法，促进学校留守儿

童心理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为学校社会工作者提供案例参考，促进社会工作在学校领域的嵌入和发展。 

2. 国内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现状 

2.1. 城市留守儿童心理的研究 

城市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在身体发展、心理塑造、学习生活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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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测评上，非留守儿童的表现和得分都远远优于留守儿童，尤其是在心理塑造方面，两个群体的呈现

很大的差距 [3]。在对不同年龄段留守儿童进行测评的时候，高年级的留守儿童会比中低年级留守儿童存

在更多的学习焦虑和生活压力。在不同性别留守儿童的测评中，女生在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高于男生 [4]。
在留守儿童持续时间的测评中，留守时间越长的儿童存在的心理和生理问题越多，普遍会出现孤独感和

自卑感的情绪。因此城市留守儿童需要从家庭层面和学校层面进行深入，在学习生活和身心发展上采取

措施，促进城市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 

2.2.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的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大部分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因为缺少父母双方的关心和爱护，导致农村留

守儿童内心有着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 [5]。另外由于父母远离家庭，其他家庭成员难以对留守儿童起到

相关的监护效果，这会导致部分留守儿童在生活和学习上存在困难，尤其是学习教育方面，大部分农村

留守儿童需要在放学后帮助家庭处理其他生活琐事，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责任，缺少相应的空闲时间去

完成学校的学习任务，这也导致了学校老师对留守儿童产生了不爱学习的刻板印象 [6]。而学校教育是对

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和行为矫正的重要渠道，因此完善留守儿童学校心理教育体系是十分有必要的。 

3. 留守儿童学校心理教育的必要性 

3.1. 重塑留守儿童自信心和价值观 

儿童是发展的人，但是留守儿童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遭到各种方面的歧视和冷漠，这不仅限制了他

们能力的发展，也容易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伤害，让他们失去信心，陷入自我怀疑的伦理困境 [7]。并且，

留守儿童由于缺少专业的安全教育与心理支持，在面对霸凌和诱拐情况会选择顺从和模仿。而学校心理

教育，则是帮助留守儿童获取社会支持和认可的重要方式 [8]。它不仅可以提供相关的心理辅导，还能够

帮助留守儿童重新树立自信心和价值观。 

3.2. 规范留守儿童道德品行 

由于父母常年不能在留守儿童身边进行陪伴，父母会对孩子产生愧疚的心理，这会导致父母尽可能

在其他层面满足孩子的需求，以此弥补精神陪伴上的亏欠。但是没有底线地满足需求使部分留守儿童养

成了蛮横无理和挥霍浪费等不良习惯 [9]。另外，由于父母常年处于外地，大多数的留守儿童监护人都是

亲戚和祖辈，他们对待留守儿童不会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认真负责，对待孩子的过错，不一定会采取恰

当的教育方式，这会导致留守儿童出现道德品行的失范，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3. 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协调发展 

留守儿童现阶段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们会在学习和生活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在人际交往

的时候，由于缺少父母的支持和同学的排挤，会出现自卑的心理；在课程学习上，由于缺少家庭监督和

正确引导，会导致部分留守儿童出现厌学和学习压力较大的情况；在家庭生活上，由于缺少父母的关心

和爱护，部分留守儿童会出现偏激和仇视社会的情况。但是这些问题，父母远在他乡并不能兼顾和处理，

亲戚和祖辈仅仅只能在生活基本需求上进行满足，没有办法深入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不能帮助留守儿

童解决心理上的困难。这就使留守儿童内心的想法不能宣泄，引起许多的心理问题甚至是心理疾病。如

何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10]。在家庭教育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学校

心理教育则是另一个解决方式，社会工作者会对存在心理问题的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分析，充分了解他们

的家庭情况和心理状态，帮助他们诉说内心世界，促进心理和生理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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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留守儿童学校心理教育存在的问题 

4.1. 学校层面统筹不足 

学校教育在儿童教育中扮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现阶段的留守儿童学校心理教育存在一定的问题，

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学校领导对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心理教育问题不够重视，二是基层老师在处理留

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时候没有严格落实方式方法 [11]。另外学校在单独留守儿童的问题上，缺乏相应的资源

调配，对留守儿童缺少关怀和相应的心理咨询师和辅导师，把留守儿童同化成一般儿童来管理和教育。 

4.2. 师生层面缺乏关怀 

学校心理教育在儿童身心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不同于家庭心理教育，必须父母双方在

身边。所以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学校心理教育是影响他们品格塑造和心理发展的重要途径 [12]。留守儿童

在心理发展上会存在许多问题，学校心理教育需要给予他们心理上的疏导和认知上的重塑，尤其是在亲

子关怀缺失的问题上，学校就会通过教师去对留守儿童进行辅导和帮助。然而，现阶段的学校老师都忙

于应付学校的应试教育和教育考核，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存在一定心理问题的留守儿童，而且留守儿

童大多成绩不如非留守儿童，不会吸引到老师的关注，反而会引起老师的反感和厌恶，对他们放任自流。

部分留守儿童还会存在一些道德行为失范，比如撒谎和逃学等情况，消耗了教师对留守儿童的信任感。

在部分农村学校很少会专门开设学校心理课程，并聘请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和专业社工，哪怕在城市学

校也很少对特殊群体进行学校心理辅导等教育 [13]。并且学校教师在面对留守儿童时缺少相应的耐心和细

心，没有关注到他们的更深层面。并且缺少相关的留守儿童心理和行为知识，在面对留守儿童伦理困境

时无可奈何。 

4.3. 缺少政府和社会层面的支持 

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相关政府部门未能构建起有效的社会关怀系统。此外，他们并未有效地

调动社会的资源来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广泛的支持和关注。同时，留守儿童在社会中也会遭受某些不公平

对待，例如被其他孩子无端欺凌、老师对其心理发展忽视等问题，这会导致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受到损害。 
在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教育和管理时，社会力量的参与是学校心理教育工作的一个关键补充 [14]。然

而，由于社会心理辅导人员的专业工作理念不够全面，缺少相关的方式方法，工作效率低下，并且缺乏

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社会力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5. 优化的对策与建议 

5.1. 在关怀视角下认识留守儿童 

帮助老师和学校重新认识留守儿童，对学校老师进行培训和教导，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丰富面对

留守儿童心理困境时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重视并发掘留守儿童的成长潜力，视之为伙伴而非被动的对

象，积极靠近他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保持联系，提供更充足的时间来交流互动，特别注重他们的品行

进步及心灵满足感 [15]。对于他们在生活上的困扰应尽力帮忙处理，甚至特殊关照，使他们感受到你的真

诚友谊，乐于与你分享内心的困惑、不满和伤痛；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各种轻松愉快的场景，例如一同

歌唱、玩耍或工作，这是最佳的建立关系和对话的机会。学校也应该设置专门的心理辅导课程，根据留

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指导他们顺利度过人生的转折点。此外，学校还需设立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和

学校社会工作者，协同其他教职员工，为留守儿童和其他特殊群体出现的心理问题和潜在心理问题提供

辅导，促进身心全面发展。同时，也可以引入诸如安全知识、法律常识等相关课程，作为弥补因父母不

在身边导致的亲情缺失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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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个案工作方法的干预 

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者利用专业方法和知识，对存在困境的特殊群体及家庭提供心理上的辅导和物

质生活上的帮助，再通过链接资源和重建社会支持网络帮助他们挖掘潜能和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

生活质量。尤其是在学校场域，学校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特殊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个案工作可

以有效地了解不同留守儿童的特性问题和不同的困境因素，可以有效契合他们的心理想法，更容易构建

交流和沟通的桥梁 [16]。在社会工作者实施个案工作的时候，其目标不仅在于推动他们的身体健康成长，

还需纠正他们错误的生活方式、培养新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预防并治疗常见的心理疾病，促进其身心

协调发展。同时，我们必须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建设工作。这包含了他们的自我发展教育(例如自我观

察、自我认同与自我敞开)，认知技能的教育(理解他人的视角、维持积极的生活态度与自我觉醒等等)，
行为教育的部分，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如同理心、交流技巧、融入群体并正确处理矛盾等等)。值得注意

的是，孩子们的身体和心灵的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掌握这些规律有助于提升他们在面对心理困境时

的抗压能力。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运用个案研究方法，让他们能够自主检测、控制和调整情绪，以科学

的方式看待自身。 

5.3. 小组工作方法的干预 

小组工作方法作为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之一，它主要通过社会工作者对案主进行筛选，选取出有共

同特性的案主构建成一个新的小组群体，并通过有目的的小组活动来帮助案主解决伦理困境和问题，提

高小组之间的集体荣誉感和人际交往，帮助他们处理个人、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而留守

儿童就是一个现成的小组群体，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小组活动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方式，改变留守儿童的

行为，帮助他们恢复与发展社会功能，从而获得个人和群体的共同成长。小组工作方法还会让留守儿童

在小组活动和小组讨论中感受到认同感和自我成就感，并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想法并对所遇到的事情做

出反应，这有助于孩子独立性的培养和自主意识的养成。在进行小组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建

立起紧密相关的社交网络以便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理解彼此的需求并在必要时提供支持。同样，我们也

需要关注留守儿童父母的需求，纠正他们陈旧的教育观念，提高他们与留守儿童的联系频率，形成“父

母–学校–社会工作者”的有效联动体系。 

5.4. 社会及社会政策工作方法的干预 

留守儿童学校心理教育缺失这一社会现象，仅靠个别社会工作者和学校的力量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的 [17]。我们必须向社会呼吁并寻求来自相关部门的支持来援助那些经济困难的留守儿童和特殊群体。通

过利用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激发社会群体的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去关心身边的留守儿童和特

殊群体，这还能促进资源的合理化链接，提高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此同时，还需进一步强化社会非

营利性组织和社会福利的支持功能，以便创建出一套高效率的服务网络为这类特殊群体提供必要的支援

和服务。 

6. 结论 

综观所述，留守儿童作为一个学校心理教育中的特殊群体，很容易被忽略和歧视，因此我们要增加

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度程度，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得搪塞掩责，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问

题进行排解，防止他们陷入孤立无援的伦理困境，另外要加强社会工作者与学校的相互配合，赋权增能，

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优势帮助留守儿童解决自身遇到的伦理困境。另外，从社会工作视角介入留

守儿童学校心理教育可以有效缓解学校教师的责任和压力，社会工作开展的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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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不同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个案社会工作能够帮助留守儿童满足个人的不同需求。

其次，小组社会工作可以帮助留守儿童解决存在的共性问题，比如培养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和学习互助。

最后，社区社会工作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自身在社会的适应力，从而对他们的身心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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