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72022 年第 5 卷第 04 期 高等教育前沿

管理与育人

可行能力理论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实施
进路创新

周俊伽

（南宁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1）

摘要：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二元经济结构差异

和城乡差异依然较大，大量农村成年人选择进城务工，导致农村

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农村留守儿童被迫与父母分离，

长期缺乏父母关怀。祖父母等监护人未能很好地进行监督和管教，

农村学校教育条件较简陋且缺乏人文关怀，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心

理健康教育出现了很多问题。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提出

的五种工具性自由，为分析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和

探究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进路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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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弱势

群体。由于长期缺少父母的陪伴和教育，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教育问题成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不仅关系到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权益保障，还影响着社

会的公平和稳定发展。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从五种工具

性自由的角度，开创了研究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新视角。运用该

理论深入剖析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农村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进路的创新提供了现实依据。

一、可行能力理论的基本要义

20 世纪 70 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

了可行能力理论。“可行能力”是指“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

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自由

从而可以过上自己期待的生活，“功能性活动组合”就是实现期

待生活的基本可行能力。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使

不同区域的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也各不相同。可行能力理论认为，

必须要消除这些区域差异，保障每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早期的可行能力理论主要运用于解决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并且开

创性地提出以“能力”替代“收入”作为分配社会福利和财富的

标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弱势群体保护、

贫困治理等问题层出不穷，可行能力理论为研究这些不同领域的

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

可行能力理论认为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自由，应提

高人的可行能力，提高解决发展性问题的能力以实现人的自由发

展和社会进步。阿玛蒂亚·森进一步分析了五种相互联系的促进

发展的工具性自由，这五种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经济的发展来自于政治自

由，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的物质基础又为防护性保障的实现

以及教育、医疗等的完善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信息的公开透明、

讲信用守承诺则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可行能力理论介入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可行性

分析

（一）五种工具性自由完全契合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的目的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

是关系到儿童健康成长以及社会公平、和谐发展的问题。农村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不仅需要心

理学、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也需要一种基础的分析理论作指导。

可行能力理论的五种工具性自由包含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

育及其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

离不开公平的教育机会和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心理健康教育不

仅依赖学校教育，同时也离不开各种保护性保障措施的基础性作

用；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带动心理咨询和辅

导等服务行业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关注人的健康发展问题，最

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五种工具性自由提出的促进个人自

由发展的理念与之高度契合。

（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

基本要求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要求在于解决儿童的心理

健康问题并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关心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工作意见，学校、社会和家庭也更加关注留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活动

和措施不断完善，其心理健康状况有了较大改善。然而，关心关

爱的举措毕竟不能代替父母和家人的陪伴和关怀，留守儿童的心

理健康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可行能力理论从政治、经济、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关注弱势

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从而能提出一个更为全面的保障策略。因此，

可行能力理论相较于其他理论单纯从经济学角度介入弱势群体的

保障问题有着独特的优势。在理念上坚持“以人为本”，关注解

决问题更关注弱势群体的自由和发展。这完全满足农村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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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要求。

（三）提高解决发展性问题的能力符合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教育的目标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主要以心理课教学与

心理咨询为主，以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等的关心关爱活动为辅。

教育的主要场域集中在校园，教育的主要途径仍然是“灌输式”

的传统教育。然而，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是一门教育课程，更是一

种关爱儿童成长的关怀方式。每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心理状况都

不相同，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需求也不相同，心理健康教

育需要进行“因人而异”的因材施教。因此，农村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教育的目标定位为结合每个孩子的特性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咨

询和治疗，促进其健康成长。此外，传统教育方式只关注留守儿

童心理出现了哪些问题，却没有探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心理问题，

因此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效果。可行能力理论的介入最显著的

优势在于五种工具性自由不仅包含了留守儿童作为求助者主观上

迫切需要得到心理咨询和关心关爱；同时还从受助者的视角，从

政治、经济、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探究每一个儿童出现这些心

理问题的原因。如此，才能在给予留守儿童心理抚慰的同时提高

他们认识和解决发展性问题的能力，实现健康的成长。这完全符

合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

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农村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学习考试、礼貌待人等方面因得

不到父母的有效引导，各方面表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存在明显的

差异。长期以往，老师、同学等对其产生嘲笑甚至身份歧视。这

类问题如得不到及时的疏导极易引发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使其不

敢直面老师同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孤僻的性格。与此同时，农

村留守儿童长期缺失父母的教育和亲情关怀，且长期与祖父母一

起生活。这种隔代的监护照顾，最大的弊端在于爷孙两代人在思

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且祖父母年龄较大、受教

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出现以下问题。                    

（一）孤僻叛逆和焦虑等一系列性格心理问题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祖父母的隔代监护重在抚养

而轻视了教育，“隔辈亲”的过分宠爱和过于温和的批评教育方式，

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叛逆心理，行为过激、顶撞长辈的情况时常发生。

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与周围的同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内

心的失落孤独感还有可能演变为安全感缺失和成长的焦虑，留守

时间越长、留守初始年龄越小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严重的焦虑情绪。

（二）学习心理障碍和学习自卑等一系列学习心理健康问题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一直都是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殷切期盼，尤

其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寄希望于孩子通过读书鱼跃龙门、改变命

运。在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和条件本就比不上城市，更提不上兴趣

特长的培养。对于农村的儿童，只有利用现有教育资源努力学习

书本知识改变命运才是最易实现的愿望。父母有这样的殷切希望，

却奈何养家糊口的现实又让他们长期缺席儿童学习成长的关键时

期。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外务工，与孩子相隔甚远，祖父母们的文

化水平很低甚至是文盲，不能辅导孩子的学习，留守儿童基本上

处于自己照顾自己的状态。农村留守儿童年龄尚小不足以照顾自

己，祖父母年龄较大难于对其加以管教。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儿童的自控力本就弱一些，最终影响了的学习成绩。成绩落后得

不到很好的辅导成绩每况愈下，留守儿童的学习自信心和积极性

受到强烈的打击。课堂上害怕提问和被提问，最终引发失落、厌

学等学习心理障碍。学习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农村留守儿童学习

成绩的提高和身心健康发展。无法寻找到提高成绩的方式方法使

他们产生学习的焦虑；面对家人的责备，使他们产生对学习的恐

惧心理。在与其他学习优秀的孩子的比较中，一种学习自卑的心

理在他们内心油然而生。这无疑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和心

理障碍。

（三）不良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扭曲等引发的心理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被迫与父母长期分离，提早体验了生活的艰辛，

加上隔代监护的祖父母大多对他们过分宠爱，使留守儿童在自律

与他律都缺失的情况下成长。自控力较差的农村留守儿童极易受

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养成沉溺游戏、爱攀比、抽烟饮酒等不良

行为习惯。甚至有的农村留守儿童因为祖父母疏于管教，辍学在

家或结交不良朋友，当父母给的生活费挥霍一空后抵挡不住金钱

的诱惑和他人的蛊惑，最终误入歧途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一

些留守儿童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价值观上出现了偏差，滋生了读

书无用的错误观念。他们在学校里持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消极心态，

经常受到同学和老师的排挤，一部分留守儿童出于自我保护的需

要产生了暴力的倾向。读书改变命运对于他们而言简直就是天方

夜谭，受到父母外出打工尤其是少数打工致富的人的影响，他们

指望着自己早日成年后辍学打工挣钱。这一部分留守儿童养成了

享乐主义的错误观念，铺张浪费任意挥霍父母辛苦挣来的血汗钱，

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等价值观念出现了扭曲。

四、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进

路创新

（一）推进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建设，破除农村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教育阻力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经济、教育、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对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问题起到了破除政策阻力的作用。正是由于我国城乡经济结构的

差异，导致了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务工致使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产

生。近十年来，国务院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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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层面看，“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从微观层面看，“三农”问题涉及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众多具

体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十九

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经济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就业机会

增多工资收入增长，留住了外出务工的成年劳动力，从根本上解

决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的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改善农村

落后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条件、提高师资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

坚实的经济基础。农村生活环境、学校教育等质量的提高，有力

的保障了农村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

（二）促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农村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教育合力

家庭教育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起点，正是由于作为留

守儿童“第一任老师”的父母的责任缺失，使得留守儿童心灵的

家庭港湾出现了动摇。为此，外出务工的父母除了要为留守儿童

选择最合适的监护人和监护方式外，还应该经常与孩子进行电话、

视频沟通交流和远程教育辅导。家长通过与留守儿童及监护人的

交流准确掌握他们的心理动态和成长困惑，及时进行教育和引导，

从根源上杜绝心理问题的产生。家长还应与学校建立除了家访、

家长会之外的联系和交流方式，及时了解和关注留守儿童的在校

情况。

学校是留守儿童接受教育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农村条件相

对简陋，娱乐设施单一，留守儿童的大部分娱乐活动也围绕着

校园展开。因此，学校教育应当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

育的主导者，是家庭和父母教育缺失的最好补充。学校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留守儿童建立积极健康的心理，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念。留守儿童孤僻焦虑的心理需要学校给予知识传

授之外更多的人文关怀。这是不能仅靠一门心理健康课程或者

简单的心理咨询就能达到的，需要学校掌握每一位留守儿童的

心理状况为其建立心理档案，同时提高乡村教师的心理健康教

育水平，及时发现并矫正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政策层面上，

城市学校应当放宽留守儿童异地入学的条件，为留守儿童与父

母团聚搭建绿色通道。

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补充，鼓励和支持社会心

理教育组织和热心公益事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志愿者投入农村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事业。一方面可以弥补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教育

的不专业问题。另一面，社会教育的加入有利于缩小城乡心理健

康教育水平的差距。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他们相互联

系、相互促进，三种教育方式紧密联系形成教育合力为留守儿童

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温馨的教育氛围。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新的推动力

在可行能力理论中防护性保障是五种工具性自由的最基本要

素。农村留守儿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其权益的保障应

当属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完善针对农村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教育的保障体系，一方面要保障留守儿童的平等教育

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

健康教育。

农村学校的基础条件较弱，教师福利待遇普遍不高。因此，

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保障体系首先要加大对农村教

育事业的投入。这个投入包括心理健康教育所需设备和场所等的

教育投资，也包括提高农村教师工资待遇、补助等的投入，缩小

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其次，应当建立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教育的长效机制。社会力量不仅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

还能扩展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如教育以外的心理

抚慰。社会力量为农村留守儿童带来了物质上的帮助，还为农村

留守儿童带来精神上的鼓舞和安慰。比如爱心捐赠、爱心资助、

爱心帮扶等带有温度的实物资助包含着一种温暖的关怀，使留守

儿童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获得了帮扶。最后，可以通过社会组织

和爱心人士的捐赠和资助成立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基金，

用于资助和帮助家庭贫困的农村留守儿童以及建设必要的心理咨

询场所、购买必需的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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