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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下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大批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去城市务工，以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但由于经济

等因素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从而引发了“留守儿童”的问题。留守儿童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

个教育上的问题。其中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尤为突出。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的重要阶段，当下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是自卑、孤僻、厌学等问题。面对这些心理问题，家长、学校、教师和有

关政府部门应该及时的关注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去缓解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共同

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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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
borers have chosen to go to the cities to work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ir 
families. However, due to economic and other factors, they are unable to bring their children with 
them, thus giving rise to the problem of “stay-at-home children”. Stay-at-home children ar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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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a social problem, but also an educational problem. Among them,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Stay-at-home children are in an important stage 
of growth, and the curr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stay-at-home children are mainly low 
self-esteem, isolation, anorexia and other problems. In the face of thes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parents, schools, teachers and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alleviate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stay-at-home children, 
so as to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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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大量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并且还有户籍的原因导致务工人员的孩子无

法上学，只能留在乡下由他人寄养。而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在身边，隔代抚养或者托付在亲戚家，在成长

的关键时期缺失父母的陪伴、关爱沟通，可能会出现学生的学习和行为习惯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心理发

展问题。心理健康在儿童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孩子是否能够健康成长。例如，

已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王娟等，2014)。父母缺席会让留守儿童产生

时间性和数量性“累积效应”(陈美玲，韦雪艳，2022)，不利于留守儿童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所以，要重

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帮助学生能够健康的成长。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

留守儿童面临的心理问题，然后探讨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当前解决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的建议。 

2.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从人类动机的角度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生存需

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这五个层次(马斯洛，2007)。五个基本需要的满足呈金字

塔状，层层递进，前期如果得不到有效满足，则会阻碍个体的健康成长，甚至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因此，以需要层次理论为基础分析留守儿童在这五个层次上的缺失。 

2.1. 生存需要的缺失 

虽然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初衷是外了给孩子更好的经济条件，但留守儿童由隔代抚养或者寄人篱下。

其次，有些偏远山区的留守儿童仍然存在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金映雪，2016)再者，虽然满足孩子吃饱

穿暖的需要，但由于监护人的文化程度不高而不能保证各个成长阶段的饮食上的营养搭配(夏霜，2017)。
在基本的生存需求满足不了的情况下，不仅影响孩子的生理健康更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2.2. 安全需要的缺失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以及代理监护人的忽略，留守儿童缺少健全的家庭保护和全面的监管。这不仅会

产生安全隐患还不利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首先，留守儿童失踪拐卖和溺水等意外时有发生。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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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父母监管，青春期的留守儿童可能会沾上一些恶习。再者，由于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和陪

伴，内心的安全感会大大降低。 

2.3. 归属与爱的缺失 

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的寄人篱下缺少与父母的陪伴和及时的沟通，使得儿童无法感受父母的爱和慰藉，

与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会在心理上产生孤独感(乔丽华，段红伟，2009)。可能会出现不爱与人交往和

沟通，缺少归属感，封闭自我的情况。 

2.4. 尊重需要的缺少 

由于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文化程度不高，思想观念比较陈旧，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可能没有充分地

尊重孩子的想法和行为。其次，由于留守儿童孤僻的性格导致不合群，可能也得不到同伴的尊重。而这

些会都在留守儿童的成长中留下痕迹，可能使得留守儿童不懂得自尊的同时也得不到他人的尊重。 

2.5. 自我实现的缺失 

由于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容易出现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缺乏信心从而导致自我效能感降低。其次，

由于留守儿童缺失他人的鼓励和沟通，使得孩子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容易遏制孩子的发展，埋没儿童

的天性(夏霜，2017)。 

3.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是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学习效率和人际交往的关键，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

内容。根据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教育和孩子的心理发展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其中，教育要以个体心

理发展的水平和特点为依据，并且教育又能够极大地促进个体心理的发展。但是在目前阶段，我国留守

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容乐观。首先，由于父母长期在外为生计奔波，只能满足留守儿童的基本物质需

求(杨梅，2011)，对于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和心理健康很难顾及到。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陪

伴，心理健康程度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高丙成，2023)。其次，在学校里由于留守儿童所处地区大多数为

农村地区，这些学校的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差。当地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理念有所偏差导致心理

健康教育比重偏低，容易忽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刘红升，詹露露等，2023)。 

4. 留守儿童的主要心理健康问题 

4.1. 自卑心理 

留守儿童长期在缺乏父母的关怀的环境下生活，很难和父母形成稳定的亲子关系。在加上长期寄人

篱下，和老人或者亲戚居住在一起，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及时地寻求父母的帮助和建议，缺失正确

的鼓励和引导。因此在这种成长环境下，一方面父母的缺席会导致儿童产生自卑感(张婷皮美，石智雷，

2021)，另一方面代理抚养人缺少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和关爱也会容易形成自卑敏感的性格(刘
红升，赵雅欣等，2023)。此类情况如果没有得到改善，久而久之可能会出现胆小、呆板、不擅长与人交

往的等人格特点，在性格上就会产生自卑、缺乏信心的等问题。 

4.2. 反社会人格 

由于留守儿童和父母相处的机会少，在加上年级小、思想不成熟、缺失沟通，不明白父母从小就离

开自己的原因，可能会产生怨恨和逆反心理。其次，隔代教育下的部分留守儿童看到其他学生家庭美满

也可能产生嫉妒等心理(刘红升，赵雅欣等，2023)。这种怨恨、逆反和嫉妒的心理，如果没有及时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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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干预，可能会逐渐恶化甚至出现反社会人格。此外还有代理监护人监护不到位，很多儿童会染上一些

不良恶习(金映雪，2016)。再者，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留守儿童在接触网络的时候如果没有正确的

引导，一些血腥暴力的作品很容易影响到留守儿童(彭大鹏，赵俊清，2005)，这不仅阻碍留守儿童的健康

发展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4.3. 性格孤僻敏感，不合群 

家庭教育缺失，留守儿童和父母的交流和沟通有限，当遇到问题的时候留守儿童没有合适的人倾诉

和沟通，憋在心里，从而产生孤独感。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产生孤独感的概率远高于非留守儿童(张婷

皮美，石智雷，2021)。缺少父母的陪伴和关爱产生失落和孤独的心理，也更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付丽娟，

2022)，因而不愿意或者抗拒与周围的人交往，不主动地融入班级中，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遇到困难

的时候也不愿向他人求助，逐渐变得不合群。  

4.4. 厌学心理 

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很多学习需求无处可求。例如无人辅导功课，上网成瘾，无心学习

等，在加上缺少沟通和及时的干预容易产生失落感。其次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忽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一味地灌输理论知识，课堂枯燥，学生也很容易产生厌学心理(赵英权，2023)。如果后续没有及时地

干预，会在学习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认为自己不是学习的料，可能会自暴自弃，丧失信心。 

5. 留守儿童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 

5.1. 家庭教育的缺失 

家庭因素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张满燕，袁勇贵，2019)。孩子最早接触且时间最长的教育

环境是家庭，家庭教育具有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留守儿童大多处于 K12 教育阶段，这个阶段是个

体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奠定了学生以后的人格基础。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不如

非留守儿童(姚婷婷等，2023)。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务工，虽然给留守儿童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

却忽视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其次，在当前背景下过于关注学生的成绩，认为成功的家庭教育就是成功的

智力教育(胡孟慧，2013)，家长将关注点更多的放在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上，不注重孩子的心理教育。特

别是那些隔代抚养的留守儿童，由于教养者年纪大，文化水平不高或者精力不足，对留守儿童的教养方

式不够科学，学习上帮不上忙，也满足不了孩子的心理需求 ，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父母，父母的爱和陪伴是孩子建立信任感和孤独感的基石，留守儿童长期生活在

亲子关系不健全的家庭，缺失陪伴，可能会导致亲子情感的疏离和沟通困难(陈美玲，韦雪艳，2022)。因

此在遇到问题或者困难的时候，留守儿童的内心无处排解。这种不良情绪长久的积累会让留守儿童的心

理产生问题，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5.2.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不足 

大多数留守儿童所处的学习为农村学校，而这些农村学校教学资料资源薄弱，教育条件有限，只能

顾及到学生的基本学习需求。教育观念仍受到应试观念的束缚，教育内容有限。学校即没有专门的心理

辅导机构，也没有专门的心理老师，导致了有些学生有明显的心理问题不能及时地得到治疗和缓解。 
其次，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不足，学校不够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导致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

育这项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由于缺少和父母的沟通，在学校又无处可倾诉，学生的心理问题没有得到及

时地关注和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学校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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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相关部门缺乏有效针对措施 

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的原因是城镇经济发展不平衡，大量劳动力为了生计选择去城市务工。但是这

些务工人员的孩子在城市无法上学，保障不了孩子的教育，所以只能放在老家的学校让孩子接受教育。

相关部门缺乏有效的措施针对这些务工人员的孩子，保障他们的教育。 

6. 加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措施 

6.1. 强化家庭教育，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家长要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加强责任感，主动及时的沟通和了解孩子的内心想法(刘艳萍，

2023)。良好的亲子沟通是降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发生的有效措施(姚婷婷等，2023)。研究表明开展亲子

交流活动能够缓解误解的同时增进亲子情感(高丙成，2023)。现在科学技术发达，通过通讯工具就能和孩

子沟通交流，良好的沟通是降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发生的有效措施(佘凌，2009)。可以成分利用通讯工具

积极的和学校老师了解孩子的学习和心理健康从而弥补自己不在孩子身边的遗憾。此外，家长也要树立

科学的养育理念，不仅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更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在心理上给予孩子更多的关

怀，努力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家长可以经常和留守的孩子打电话、视频，暂时放下工作多听听孩

子内心的声音，满足孩子的情感需要。代理监护人也可以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中让孩子理解父母的苦

衷，让孩子知道父母背井离乡是为给与孩子更好的经济条件，从而加深对父母的情感(乔丽华，段红伟，

2009)。 

6.2. 学校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书育人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任务，但是由于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过于注重学习成绩，忽略了

正处于成长阶段的留守儿童的内心想法。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才是最重要和基础的，如果孩子的心理产

生问题，既不利于孩子的学习也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想改变这种现状的前提的学校和教师要意识到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的比重。不仅可以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课程，

还可以在其他学科教学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例如有研究表明，体育课中的体育锻炼干预可以有效地提

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崔高峰等，2021)。 
其次完善学校里心理健康服务设施，例如在学校建立心理咨询室，为那些有心理问题的留守儿童提

供帮助。再者，学校也可以建议相关的留守儿童的档案，留下相关的信息，例如父母和寄养人的联系方

式等。以及定期对留守儿童进行家访，深入了解孩子的家庭状况。多和留守儿童的家长沟通联系，让家

长及时地了解孩子的最新状况，形成家校合力，二者共同推进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以及共同关注留

守儿童的身心状况(曹志荣，2022)，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班主任也可以开展多种趣味活动，例如其

他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绘画活动对心理健康教育环节有积极作用(刘悦，2023)。通过这种方式营造一个良

好的班集体，让留守儿童多和同学互动交流，感受班集体的温暖，发挥集体教育的作用。 

6.3. 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 

政府可以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例如，可以

专门建立一个留守儿童管理中心，让孩子们可以在空余时间在这里一起和年龄相仿的小伙伴接触交流，

并且也可以开展一些文娱活动，丰富留守儿童的课后生活。有研究得出建立留守儿童之家对留守儿童的

心理健康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张龙，2022)。但是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相关的政策来保障，所以当地有关

部门可以依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障这些留守孩子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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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儿童是国家的希望，儿童的心理健康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习，对以后人生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既可以保障儿童的茁壮成长又可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

育教育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这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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