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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与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常谈与重视的话题。心理健康作为当代

人们逐渐重视与发展的一项生活指标，它的发展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未成年人作为国

家与社会未来发展的期望，他们的心理健康防护也逐渐被国家与社会所关注与重视。然而，在当今社会

发展背景下，在很多地区，尤其是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仍有大量的未成年人出现了形形色色、各式各

样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地区的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显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与维护。因此，文章主要

通过研究现阶段当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防护，指出现阶段未成年人心理防护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进

而推出建立“阳光档案”以应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构想，通过实施这一项目以及配套措施，以切

实改善与解决部分地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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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times, mental health has gr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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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y become a topic that people talk about and pay attention to. Mental health is a life indicator 
that contemporary people gradually pay attention to and develop, and its development is very 
important for everyone. As the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for minors, their mental health protection has gradually been paid attention and valued by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today’s social development, in many areas, espe-
cially in relatively backward rural areas,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minors with variou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e mental health of minors in these areas, obviously, is not effectively 
managed and maintained. Therefore, the article mainly studies the current mental health protec-
tion of minors at the current stage, points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mi-
nors’ psychological protec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then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establishing 
a “sunshine file” to deal with minor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rough implementing this project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minors in some area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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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是生命之基，是人生幸福的源泉。人生是否幸福，或许有很多的衡量标准，但是健康是应该永

远被列为第一位的。其中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是健康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与时代的不断发展与变

迁，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形形色色的心理健康问题正逐渐成为

人们在迈向幸福生活中一块最大的绊脚石。因此，如何能够切实有效地解决目前人们所存在的各类心理

健康问题，也成为人们所议论与逐渐重视的一个话题。 
未成年人作为国家与社会未来发展的期望，他们身心的健康发展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前景紧密相连。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正在饱受着各式各样的心理问题。这些心理健康问题来自于生

活的方方面面，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出现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的未成年人大多是留守儿童

或者来自父母离异的家庭。据 2019 年民政部门统计，全国留守儿童近 900 万，有 90%左右的留守儿童和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生活，还有近 10%的留守儿童和近亲属生活。另外根据调查显示，截止到 2022 年，

全国的离婚率为 3.4%，比去年增长了 0.2 个千分点。离婚率正在处于逐年增长阶段。离婚率的提高与留

守儿童的不断增加，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正在处于一个不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社会环境，进而可

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健康问题，而这些心理健康问题正在逐渐成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最大

“杀手”。对此，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现阶段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是我们不可忽视且应逐渐重视的

问题。 

2. 调查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调查数据 

由于受制于常态化疫情防护的限制，因此无法开展较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对此，本次调查主要是选

择了哈尔滨市附近的几个主要的村镇，通过实地调查以及文献调查，切实得到当地未成年人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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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数据。据统计，在哈尔滨市地区未成年人有 116.42 万人，其中主要有 1.2 万名留守儿童，其中又有

70%的儿童生活在乡村地区。有 90%的留守儿童主要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只有 10%左右的会与其他亲属

在一起生活。另外，据调查显示，截止到 2022 年，哈尔滨市的离婚率为 28%，处于全国的较高水平。由

于父母的离异，因此也产生了大量的单亲未成年人，这也是我们所要调查与研究的重要对象。由以上数

据可以看到，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留守儿童与离异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是构成当下出现心理健康问

题的未成年人的主要组成部分。 

2.2. 研究方法 

通过进行一系列的实地调查与实践，我们得到了大量详实且有用的数据。我们对数据进行分析主要

采取以下两种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向未成年人个人以及他们当下的所共同生活的人进行

发放问卷，问卷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放，问卷通过设置几类较为重要的问题，收集后通

过进行分析，进而切实得到目前当地未成年人生活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实地调研法。这一方法是我们团队的主要调查与研究方法。在遵守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要求下，我们

团队会经常实地走进当地村镇进行一系列的实地调研，主要是包括具体数据搜集以及面对面的交流与谈

话。通过进行以上的调查研究，我们切实整理出现阶段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建立“阳

光档案”以应对这一问题的构想，通过对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进而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当下未成

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3. 现阶段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防护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3.1. 儿童留守、父母离异是引发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 

据调查统计，现阶段哈尔滨市约有 1.2 万名留守儿童，并且由于目前人们大多会前往南方以及经济

较为发达的城市进行务工，为了减轻自身的负担，他们会将自己的孩子寄放在老家由自己父母进行照料，

因此留守儿童的数量在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趋势。另外，根据哈尔滨市政府的统计数据表示，

当下哈尔滨市的离婚率为 28%，正处于全国较高的水平，离婚率的不断提升，直接导致了大量的单亲家

庭的出现，也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单亲儿童。由于父母的离异以及留守家乡，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会出

现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像是焦虑、心疑以及不安等情绪时有发生。因此，如何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已经成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一项重大挑战。 

3.2. 当下对未成年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排查不够彻底 

在这次乡镇的实地调研中，我们团队发现了当地有很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未成年人未能够得到当

地相关部门的足够力度的排查与调研，未能够得到一定的关注与重视。据我们向相关部门反馈中得到的

消息是，这些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未成年人要不是只是出现轻微的心理问题，或者就是在曾经已经解决

了这些问题只不过后来又出现了“复发”。但他们均未彻底解决这些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见他们对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现状的排查不够彻底与精细。因此，如何能够做到切实有效的提高相关部门的工作

效力也是一个必须斟酌与讨论的话题。 

3.3. 相关专业人员的规模、素质有待提高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虽然当地也配备了相关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师，但是整体的规模以

及素质有所欠缺。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乡镇的整体规模比较庞大，而且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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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也比较多。但能够引进来的心理健康咨询师的数量较少，而且缺乏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而且没有得

到应有的培训，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整体素质较为落后[1]。因此，加强相关

专业人士的培养是十分必要与有用的。 

3.4. 相关基础设施落后，工作效率低下 

由于调研地点主要是乡村与村镇，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与相关资源建设都比较落后。据我们调查，

当地的网络基础设施与乡民娱乐设施都比较缺乏，当地的未成年人的日常活动以及人们的日常工作都会

受到一定的限制。通过合理建设乡民公共娱乐与放松设施可以有效的缓解乡民以及未成年人的身理与心

理压力与不良的生活情绪。其次，完善相关的网络基础设施，可以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进而

更好的应对好未成年人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切实加强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人们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 

4. “阳光档案”建设主要概述 

4.1. 项目背景与整体概述 

国家扶贫攻坚期间，国家对贫困户建档立卡，打破了贫困需求和扶贫力量之间的“信息鸿沟”，实现

了扶贫对象和帮扶政策、资源的有效对接，也为开展贫困监测提供了有力支撑。而每位妈妈在怀孕后建

卡是为了方便了解孕期检查的情况，把产前检查的资料统一存放档案方便查阅，也有利于动态观察胎儿

的生长发育情况和孕妇的健康状况。由此可见建档有助于观察记录。儿童的成长也不可能急于求成也不

是一日之计，儿童的成长需要长期的观察、记录和追踪，成长中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影响孩子的人生脚本，

所以对每个儿童建档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观察记录儿童的成长，了解儿童的经历对他们进行合适的心理教

育和疏导。促进每一个儿童更好的成长。对此，“阳光档案”致力于解决未成年心理问题帮助未成年儿

童积极向上、健康成长。该项目以建立离异家庭、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儿童的档案为主，记录未成年儿

童的成长，对未成年心理健康进行干预，并定期的家庭跟进与调查访问完善档案。 

4.2. 平台建设与平台结构 

建立的档案信息服务平台管理系统，是基于单位网的集群式档案信息服务平台，它对各种不同的信

息资源进行统一化管理，以数据为基础，以提供服务为目标，以分析采集技术和审核技术为保障。做到

信息资源的采集、迁移、存储、搜索引擎、二次加工、发布、维护、审核为一体。以计算机及网络技术、

数字化加工技术、网络办公等为技术支持，采集更新和发布共享；利用信息分析技术，打破现有数据的

使用限制，整合资源，综合利用；利用数字化处理技术实现文本信息数字化，方便共享；利用网络办公

技术，审核控制资源的使用权限，保证资源安全。运用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实现了对档案信息管

理和服务的最优化。项目希望能够将自身构建为一个公益平台，通过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提升社会

对于问题儿童的关注度，吸引社会资源导向基础教育领域，并利用自身的专业性开展一个个具体、透明，

长期有效的的实质性项目，助力未成年人保护。通过合理的运作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实现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发展。具体平台结构如图 1 所示：主要分为儿童心理的动态档案与线上沟通治疗的平台两个组成部

分。 

4.3. 营销战略分析与 SWOT 分析 

在具体的营销战略方面，本项目采用市场营销中经典的 STP 分析方法，即从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

择和市场定位三方面进行营销战略规划。此项目不同于企业，此项目的主要目的是非盈利性质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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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oject platform structure 
图 1. 项目平台结构 

 

借鉴企业的许多营销推广手段，往往能使该项目逐渐发展完善，壮大。未成年人保护项目营销战略目标

在于逐步与各媒体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扩大本项目的影响力，逐步完成本项目的目标。另

外，所谓 SWOT 分析，即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态势分析，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

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等，通过调查列举出来，并依照矩阵形式排列，然后用系

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而结论通常带有一定

的决策性。本项目的 SWOT 分析主要如下图 2 所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Figure 2. SWOT analysis diagram 
图 2. SWOT 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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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项目建设与项目实施 

本项目的实施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档案——组建志愿者团队，在和居委会、学校沟

通后对每个孩子进行走访，和他们聊天，了解每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家庭条件等基本情况，对孩子的心

理情况进行评估并记录档案。其次，举办相关活动，增加与孩子的交流促进未成年儿童养成健康良好的

心理状况其中包括影视鉴赏(通过对优秀影片的观看和思考，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和自身素质)、做游戏(举
办一些多人小游戏旨在让孩子感受团队的友好、朋友的重要性以及身边人的关爱)、阅读图书(促进孩子养

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最后是，组织志愿者定期对档案进行完善，追踪孩子成长以及借助

网络平台搭建未成年儿童寻求帮助的途径，通过公众号 24 小时为未成年儿童解决心理问题。 

4.5. 项目优势与项目意义 

4.5.1. 项目优势 
资源优势。我们多次实地调研，并且有当地的大儿童作为团队成员，更加了解当地孩子的情况和需

求；当地官方和媒体的支持使我们能够便捷的完成审批程序并且快速的提高影响力。拥有政府、媒体、

当地情况这么多资源，公益活动也就更方便于展开；人才优势。对于爱心公益协会而言，复合型管理人

才、高素质的志愿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没有什么群体比素质高、教育程度好、心怀爱心的大儿童更合适

志愿者工作的了。以及各种大学不同专业的大儿童，在努力奉献的同时也是在不断磨练自己。胸怀大志，

手捧爱心，我们是一直充满潜力的团队；服务优势。“阳光档案“是一个透明公开的服务平台，我们所

建立的公共主页、新浪微博和人人主页，微信平台全天候有人值班，开辟了一个透明、开放、真实的交

流空间。并且在每个具体的项目下还有自由讨论组，实时掌握项目运行和公众反映的情况。还专门设立

联系邮箱和联系电话，提供 24 小时免费咨询服务；定位优势。在服务对象上，我们将其定位于哈尔滨附

近村镇的离异儿童和留守儿童，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模式(社会公益平台)用协会自身的影响力，整合社会大

量爱心资源，通过实地调研开展具体、被援助者需要项目，以实现被援助者满意、捐助者放心的目的，

搭建孩童与心理医生和志愿者的联络平台，扩大协会影响力真正为解决儿童心理问题做出贡献。 

4.5.2. 项目意义 
本项目打破了传统公益领域中“单向帮扶”的模式。将“阅读促进”、“学习能力提升”、“心理

问题干预”、“学生自尊自信提升”、“学生自主能力培养”五个模块有机整合。通过各个模块之间的

互动，实现学生人格的健康成长记个人的全面发展。将课外活动的作用反哺到学业上，提升学生的学业

水平，助力后续更高等的教育。以往对未成年儿童的帮扶立足于物资配送，短期支教等。此类项目时间

段对未成年儿童的影响有限，推广性和复制性差。本项目立足对未成年儿童的长期帮扶，通过个人档案

的建立参与、了解未成年儿童的成长，远程的监控及同步，形成详细人生指南。项目的实施不局限于同

一志愿者或团队，后续志愿者或团队可通过个人档案衔接，项目可复制性强。 

5. 其他相关建议措施 

5.1. 重视相关家庭教育，保持家庭和睦氛围 

由于离异儿童以及留守儿童大多都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之中，因此他们内心十分渴望来自家庭

方面的温暖，而重视家庭的教育以及能够保持家庭的和睦氛围是至关重要的。宽松、和谐的家庭氛围对

未成年人的心理成长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村镇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应通过多种方式引导相关未成年人家

长以及监护人营造宽松、和谐的家庭氛围，教给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2]。家庭永远是孩子成长与发

展的第一港湾，重视家庭的发展，就是对未成年人的最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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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完善相关法律措施，做到有法可依 

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出台，紧跟时代步伐，完善了社会主体各方对未成年人应尽的义务，而

在未来实践的过程中，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

虽较之前的旧法规定更加细致，但是就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方面，依然属于较为宽泛的界定范围[3]。因

此完善相关法律举措，尤其是完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防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是必要而紧迫的。 

5.3.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学校、家庭、社会是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的三大重要主体。根据本文的调查显示，在大量留守儿

童与离异儿童中，有将近 40%的孩子未能够得到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的有效帮助与关怀。这三大主体未

能够发挥好其本身所具有的作用与优势。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各自的教育优势，整合三者的力量，构建

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首要任务就是正确定位家庭、学校、社会的作用，各司其

职[4]。通过构建这一心理健康教育机制，进而切实解决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5.4. 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开展相关心理健康宣讲活动 

由于大部分的留守儿童与离异儿童都在乡镇地区，而乡镇地区大部分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机构都比较

缺乏。为此，乡镇政府应该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或服务点，提高服务

质量与服务效率[5]。其次，乡镇地区的文化建设在近年来正开展的较为良好，有较大的的政策支持。因

此，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可以邀请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该地区进行一定的心理健康宣讲活动，通过宣

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护的意识，进而起到一定的动员作用。 

6. 总结 

作为国家与社会未来发展的期望，未成年的心理健康发展是完成我国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与关键要素。留守儿童与离异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会受到更

多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对此，“阳光档案”的建立与实施就是对这一群体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高效

服务。这种管理方式与实践方式的创新能够有效地应对当下未成年人心理防护的需求。因此，在未来发

展过程中，各种应对措施要根据时代发展做到相应的变革创新，这样才能够做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符合社会未来发展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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