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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一直存在争论，不同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研究

的方法、地区和时间都影响着最终的结论，而留守经历给儿童的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

给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让留守儿童更加独立、形成优良品质，应以动态的眼

光看待留守经历的影响。针对有留守经历的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所提供的心理服务，其根本目的是引导儿

童减少留守经历带来的消极影响，增强积极影响。在服务中应正视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分化，重视心理问

题个体性。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网络心理咨询依托于其自身的特点，既可以适应留守儿童

的现实情况又可以兼顾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性，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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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been debated, with different studies showing m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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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rough the combing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method, region and time of 
the study all affect the final conclusion. And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is twofold: on the one hand, i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n the other hand, it makes left-behind children more independent and forms good 
qualities. The impact of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left behind should be viewed in a dynamic ligh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psychological services for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children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s is to guide children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eft-behind ex-
periences and enhance their positive impact. In the course of services, the division within the 
group of left-behind children should be squarely facilitated,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individuality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onlin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relies on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howing great advantages, which 
can not only adapt to the reali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dividuali-
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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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

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由于缺少父母

陪伴和所在地生活、教育资源的不足，留守儿童的成长往往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问题首当其冲。 
为解决问题，绘画疗法(宗传玉，2020)、团体心理辅导(兰燕灵等，2009)、音乐干预(王琳琳，2012)

和运动干预(崔高峰等，2021；辛委委，2021；张高华，朱德林，2019)等面向群体的应对措施被提出并运

用于实践，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留守儿童

很难获得针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心理咨询恰好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现实情况，对于个体有针对性

地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2.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争论 

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进行对比，但得到的结果

不尽相同。 

2.1. 留守儿童整体心理健康水平较低，“污名化”带来了消极影响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状况上具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存在着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行

为问题。使用 MHT 量表进行调查的研究结发现，留守儿童在对人焦虑、学习焦虑、孤独倾向、恐怖倾

向、身体症状、自责倾向、冲动倾向、过敏倾向等症状因子得分上与非留守儿童的得分有显著差异(林细

华等，2010；刘霞等，2013；王娟等，2014；李福轮等，2017；陶婧等，2021)且在学习焦虑和对人焦虑

因子上处于较高水平(李福轮等，2017)。使用 SCL-90 量表进行调查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躯体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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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九个维度上得分均高于非留守儿童

(李宝峰，2005；王锋生等，2010；王玮等，2014)。另外一些研究指出，留守儿童在快乐感、生活满意度

和亲社会行为上都低于非留守儿童(王鑫强等，2018)，在强迫、焦虑、抑郁、偏执、人际关系紧张和敏感

等心理症状的检出率偏高(王东宇，林宏，2003)，自尊低而孤独感强(范兴华等，2009)，容易出现认知偏

差、情绪消极、行为障碍、人格障碍、人际关系障碍、适应障碍(戴斌荣，2012)和个性发展问题，甚至违

法犯罪行为(黄爱玲，2004)。除此之外，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较差，情绪行为问题也更为明显(戴斌荣等，

2022)。以上这些结论都说明了留守儿童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差，留守儿童的留守经历这些心理问题会

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产生消极影响。 
除了留守儿童自身存在的一些心理症状会对留守儿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污名化”也成为了阻碍

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些媒体的放大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低”被扩大化报道，

社会、学校、家庭和留守儿童自身都受到这些报道的影响。社会制度性的排斥、隐蔽性的社会歧视，污

名化的刻板印象加剧了对留守儿童社会偏见的形成，除了他人的歧视，留守儿童本身也可能发生污名的

自我实践，最后成为真正的“问题儿童”(董辉，张凤莹，2017)。这些来自他人和自我的消极评价，无疑

是对留守儿童的又一次伤害，影响着留守儿童的成长。 

2.2.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与非留守儿童不存在差异，在某些方面优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并未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不

是一直处在一个消极的状态，许多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没有显著差异(陈
惠惠等，2011；刘静等，2014；邬志辉，李静美，2015；韩黎等，2019)。高明月的研究发现，父母外出

务工对留守儿童的抑郁、咨询、生活幸福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高明月，2019)；贺小华等人采用 MHT
量表对江西 4 所中小学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除了学习焦虑以外，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处于正

常范围之内(贺小华等，2009)；尹新瑞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身心发展状况良好，大部分留守儿童具有较

强的自我控制和学习能力(尹新瑞，2019)；高永金等人的研究发现，初中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整体发

展状况良好，呈现积极向上的趋势(高永金等，2020)；常青等人发现，与父母分离增强了留守儿童的独立

性,他们处理事情的速度和节奏比一般儿童更快、更高(常青，夏绪仁，2008)。这些研究结果向我们展示

着留守儿童的积极的一面，也证明了“留守儿童”并不是“问题儿童”的代名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水平处在正常水平，与非留守儿童并没有太大差异，甚至在某些方面要优于非留守儿童。 

2.3. 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 

关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结果出现两极化的结果的原因，张楠提出不少研究都是在“问题

范式”下进行的，一些问题被扩大化了(张楠，2014)。从依恋角度出发，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在成长中更

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问题范式”下的研究将“更容易”扩大成了“一定”，直接将留守儿童看作“问

题儿童”，其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的存在，因此得到的结论只是有或无的答案。

留守儿童在其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没有被看到。随后，在进行原因研究的时候又将留守儿童所存

在的成长、发展问题都与留守经历相联系，忽略了留守儿童群体内部的分化，也忽略了除了留守以外的

其他因素(张楠，2014)。留守儿童的留守经历确实会让他们缺少父母陪伴，但这样的“分离效应”所带来

的消极影响，也可以由“收入效应”抵消(吴培材，2020)，即家庭的经济水平的提升，让留守儿童的生活、

教育资源和心理资源都能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的留守儿童成长的周围环境不同，心理健康水平开始就存在差异。后来随着政

府、社会、学校以及家长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大量干预措施被提出并实施，留守儿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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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水平总体上得到了提升。但每个区域的执行力有所不同，获得的效果也有差异，如中部地区和东部

地区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改善速度就要快于西部地区(喜悦等，2021)。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

究，在不同的时间、区域和年段进行，所得的数据具有阶段性和区域性，结论自然是不同的。 
综上可得，研究目的会对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忽略其他可能影响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也会对

结果产生影响。除此之外，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不同时间、地区都有所不同，其所处的环境也一

直在发生变化，甚至连留守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留守儿童不断在“留守”“流动”和“非留守”

之间转变，我们应以一个动态的视角去看待留守儿童(马萍，2021)。另外，留守儿童群体内部的分化也不

应被忽视，个体成长的需求和面临的问题具有差异性。即留守儿童不论是个体之间还是群体之间，都存

在着独特性，那么除了前文提到的面向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措施以外，还需要其他更有针对性的

干预措施同时进行。 

3. 留守儿童网络心理咨询的优势与困境 

3.1. 留守儿童网络心理咨询的优势 

1) 咨询过程保密性强，来访环境安全、自由，留守儿童更容易自我暴露 
网络心理咨询以网络为媒介，匿名进行咨询。匿名咨询对来访者来说可以不用对咨询师提供自己真

实的身份资料，增加了咨询的掩蔽性，保密性大大增加。暴露真实身份的可能性降低了，对来访者来说

咨询环境会更加安全、自由，极大地削弱了求助者的羞耻感、自我表达的恐惧感和交流的不适感(崔丽霞

等，2010)，面对面时难以启齿的内容或许就得以表露。 
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更为内向、沉着、安静，不轻易表露内心的想法和情感(常青，夏绪仁，

2008)，更害怕自己的内心暴露人前，对安全、自由的环境要求也就更高。网络咨询的空间距离和匿名方

式，让留守儿童不必担心咨询师会在自己的生活场景暴露自己的“秘密”，不用担心被其他人发现，对

其来说安全性提高了，更容易营造一个安心、任意陈述的环境，助力咨询师收集资料的过程，对咨询产

生积极影响。 
2) 咨询形式多样，突破了时空限制，留守儿童拥有更多选择，减少了咨询费用 
网络咨询采用邮件、专栏、在线聊天或视频聊天等方式进行，只要有电子设备就可以进行咨询，突

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留守儿童大多数都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由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监护，监护人无暇长时间陪伴孩子

进行心理咨询，要求其定期到远离生活地的咨询室进行咨询无疑是不现实的。但就目前国内心理咨询的

发展来说，在留守儿童生活的区域，执业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很少，大部分留守儿童无法就近接受心理咨

询服务。网络心理咨询的便捷性使留守儿童随时都可以在合适的地点进行咨询，直接解决了当地专业心

理咨询师供应不足这一问题。 
网络心理咨询对时空限制的跨越还让留守儿童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咨询师。一些时候，为了能够

与自己认同的咨询师进行咨询，来访者需要专门到其他城市进行咨询。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去异地进行

咨询意味着更高的花费，对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留在相对近的咨询室，咨询效果可能不理想，从而

丧失对咨询的信心。另外，在当地直接进行咨询可以节省异地咨询的路费和食宿费，减轻了留守儿童家

庭的经济压力，同时也保证了咨询的持续进行。 
3) 咨询资料储存便利，咨询师回溯快速、高效 
网络心理咨询以网络为媒介，网络的容量是巨大的，可以直接记录下咨询的全过程，内容准确而详

尽。线下的咨询方式在进行咨询过程记录时，需要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录音或是在咨询后通过回忆对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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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内容进行整理、记录，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且记录的内容还存在不准确和不完整的可能性。而网络心

理咨询直接对全过程进行记录，出现遗漏的可能更小，在咨询师需要查询过往咨询资料时也可以迅速检

索到结果，更加地方便、快捷。 
留守儿童人数众多，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量也极大，更为方便的资料储存方式可以再增加资料完

整度的情况下，提高了咨询师的效率。 

3.2. 留守儿童网络心理咨询的困境 

1) 缺乏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我国现在记录在案的咨询师持证的心理咨询师约 90 万人(陈祉妍等，2016)，但从业的咨询师人数不

足 1/10 (张黎黎等，2010)，心理咨询师的数量严重不足。另外，心理咨询师的培养缺乏统一的标准，市

场准入也缺乏统一的准入条件，在 2017 年心理咨询师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后，人社部也不再组织心理

咨询师国家统考，很难对现在正在提供咨询服务的心理咨询师的专业能力很难进行准确的界定。 
在留守儿童领域，心理咨询服务更是供不应求。据调查，农村留守儿童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比率为

27.9%，希望获取心理健康服务的比率为 63.0% (孙婷等，2018)，需求与供应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对留

守儿童对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量来说，专业咨询师的数量远远不足。 
2) 缺乏专业的平台，咨询资料的安全性有待商榷，来访者真实身份也很难确认 
现有的咨询平台或是咨询公司自行开发的网站，或是高校建立的平台网站。这些平台各自发展，各

有所长，但面向留守儿童的专门网络心理咨询平台却还是空白。现有的平台大多无法提供简捷的咨询流

程、面对外来网络攻击无法完全保证来访者的信息安全、缺乏成熟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来访者也无

从确认平台咨询师的专业能力。 
目前更多的网络平台只是作为一种宣传媒介，来访者与咨询师取得联系后，再通过实时聊天工具或

是电子邮件进行咨询，多个平台交换使用，流程十分繁琐。其次，面对网络攻击时，这些平台没有足够

的能力对来访者的信息进行保护，咨询过程和记录有很大的外泄的可能性。留守儿童本就不愿暴露自己，

咨询内容或过程的泄露，对留守儿童和咨询师之间的咨访关系会是毁灭性的打击。再次，网络咨询的一

大特点就是匿名性，来访者真实身份无法确认，对来访者来说这种匿名性大大增强了安全氛围。但同时，

如果来访者出现了必须紧急干预的行为，咨询师也很可能会因为不知道其真实身份而陷入被动，错过最

佳干预时间。尤其是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既是未成年人，又没有父母在身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联系的难度更大。 
3) 不完整信息 
网络心理咨询无法完整获取来访者的动作等非言语信息，无法通过这些信息对来访者的真实想法进

行判断，甚至接收到的语言信息也很可能不是一手资料，这必然会在咨询师对来自来访者所提供的信息

进行加工时产生影响。如果咨询师对留守儿童表述的内容判断错误，咨询效果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

至出现消极影响。 

4. 留守儿童网络心理咨询困境的解决思路 

4.1. 建立专业队伍，进行系统培养和管理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网络咨询的核心部分，只有保证了专业人才的供给，才能够提供连续、稳定的

心理咨询服务。建立专业的队伍，有利于专业人才的统筹管理。另外，传统的心理咨询师接受的系统训

练都针对的是传统的面对面的咨询方式。对于网络心理咨询来说，传统心理咨询的模式与之有相似也有

不同。因此，网络心理咨询师的培养，需要建立独属于自身的专业、系统的咨询师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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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立专业、系统的培养体系，市场准入条件也应进行统一制定，以此来规范网络心理咨询市场，

保证来访者能够选择专业又适合自己的心理咨询师。 

4.2. 完善专业平台，获取来访者必要信息并提供更安全的信息储存环境 

完善专业平台，构建全面、安全的系统，加强信息储存防护，使来访者的信息储存更加安全，加强

网络咨询过程的保密性。 
平台建立完善的危机干预程序，在来访者注册账号时采集来访者的必要真实信息，为紧急情况做好

准备。在咨询师确定发生紧急情况时，由平台方启动程序进行干预，保证来访者及他人的安全。 
平台 24 小时面向大众开放，留守儿童可以随时通过电子设备登录自己的账号预约心理咨询服务，更

好地发挥网络咨询的便利性。 

5. 小结 

每一个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都具有独特性和动态性，针对留守儿童的具体情况，网络心

理咨询能够发挥其特有的优势，跨越时空限制、降低咨询费用，效率更高地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但留守儿童网络心理咨询也存在着专业人才缺乏、信息不完整、危机干预受限、资料安全性难以保证和

无专业、稳定的平台等问题。后续可以尝试建立专业队伍，保证专业人士的输入、培养和管理，并完善

专业平台，为留守儿童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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