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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用心托起明天的太阳
王　艳 1　陈　杨 2

（1. 枣庄市山亭区实验小学，山东 枣庄 277200 ；

2.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山东 枣庄 277200）

摘要：中小学时代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学生健康人格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当前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外

出打工人员数量越来越多，而这也带来一些列问题，对学校以及社会打俩不小的挑战—留守儿童。因为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导致这些孩

子在心理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如何实现留守儿童健康人格的培养，逐步改变其心理认知，是当前社会以及教育指导中的关键内容。

笔者认为，教师应以爱为依托，在实际的教学以及指导中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并转变以往的指导理念，以全新的身份来引导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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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基础教育工

作为促进国民素质整体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当前的基础教育

中，有一部分留守儿童，他们的思想认知培养是现代教育背景下

的重点内容。中小学阶段也是学生价值理念、思想认知以及健康

人格发展重要阶段，他们应该是天真烂漫、无所忧虑的。为此，

中小学教师应侧重留守儿童的正确价值理念培养，在维护他们尊

严的前提下，实现良好的教育指导。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特征

（一）自傲型

由于缺少应的指导，导致这类学生在思想上发生偏差，从小

就养成了上不服天，下不服地的惟我独尊的心理特点，不愿意参

加集体活动，很少与其他同学、老师进行交流。

（二）自卑型

此类学生没有归属感，性格内向胆怯，在生活中以及学习中

遇到困难，很难主动请教他人，害怕被人发现自身的弱点。其自

卑的心理，限制自身整体素养的提升与发展。

二、“留守儿童”教育中的问题

（一）管理难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一般由家里的长辈代替管教，

但长辈一般只是考虑孩子的温饱问题，并未重视孩子的思想价值

与正确理念的引导，在家里也一般顺从孩子的心意，由其性子而

为。这样就导致孩子养成任性的不良习惯，在学校不受班级管理

规定约束，一些孩子出现纪律性差的情况，在课堂上不专心听讲、

不按时完成作业甚至逃课。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教师一般只是对

孩子灌输“大道理”，但这样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甚至还会

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教学以及指导的顺

利开展，难以保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成长。

（二）家庭教育不力

我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由于留守儿童父母

常年不在身边，不能与其保持即时联系，难以保证孩子的正确价

值理念发展与健康人格的形成。其次，部分教师不够重视儿童的

心理健康发展，与孩子进行交流并未取得良好效果之后，教师也

会“放弃”孩子，任由其“撒欢”。

（三）学习吃力

留守儿童自制力差导致其自身在学习中容易受挫，产生厌倦

心理。尽管在校期间老师的督促约束。可回到家，由于长辈的监

管不到位，孩子容易养成不良的学习习惯。学校与家庭不能形成

教育合力，从而收效甚微。在笔者看来，教师首先要有坚定的理

念信念，在教学指导中，既要做到“授业”，也要做到“传道”，

使学生在积累知识的同时，也要侧重留守儿童正确价值理念的发

展。具有高尚师德的教师懂得规范自身的言行，用自身的言谈举

止来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在无形中感化学生。其次，侧重引

导而不是一味的知识灌输。受应试教育思想的限制，一些教师在

实际的指导中仅侧重知识灌输，未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也没有

引入多元教学法，使得课堂枯燥乏味，学生很难主动加入学习，

为此教师要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侧重多形式教学法的引入，从

而构建高效引导课堂。最后，要有一定的责任心。教师的教育责

任心，体现在自身对待教育事业、对待学校以及学生的工作态度上，

教师要关注留守儿童，不能因为不听话，而放弃他们，要以爱来

感化学生，这是教师的职责，也是培养留守儿童的关键一步。

三、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在现代教育背景下，留守心理健康成长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所

关注的重点内容，对教师的合理指导也提出相应要求。教师应该

从实际问题出发，立足留守儿童的心理特点，在实际教学中转变

教育理念，侧重儿童正确认知的发展以及整体能力的提升。笔者

认为，教师的指导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细致教育，另一

方面是以爱感化。为促进留守儿童正确价值理念以及健康人格的

发展，不仅要以爱来感化他们的内心，还要注重合理方式的选择，

教师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会让农村来的小学留守儿童脸上

绽开灿烂的笑容，也可以进一步扫清家教育障碍，提升指导实效。

（一）爱心培育 ，以心感悟

爱是心灵间沟通的桥梁，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对话。教育好

留守儿童，就应像新课改要求的那样：以爱育爱，用真情、真心

与学生交流，将德育的细雨洒向学生的心田。师爱不同于母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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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情似水，而是严与爱的巧妙结合，是积极主动、以引导为主的爱。

教师将爱给予学生的同时，也要做到平等。具体而言，教师在教

学指导中，应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维护学生的自尊心，

充分考虑小、初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尊重学生张扬的性格特点

与个性发展。其次，教师应当接近学生，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

充分了解每位学生，掌握学生的基本情况。教育实施心理健康教

育就要用爱心育人。教师一个充满爱的微笑，带有鼓励的化，都

可以激发孩子的潜能，爱，能使淫雨霏霏转为艳阳高照。

（二）尊重以礼 ，以情觉悟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其中的关键一步是侧重其

自尊心的维护。也曾有学者指出，教育的成功与否，与维护学生

的自尊心有较大联系。为实现留守儿童内心健康以及人格的培养，

就需要教师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每个留守儿童都有特定的权利

和尊严，更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正因如此，教师要立足儿童

的内心，从而解决一些列问题。在笔者看来，小学初中阶段的学

生心智还不成熟，在学生心理认知不断发展的阶段，身为教师的

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不能单纯地以学习成绩去评判一名

学生，而是注重学生的整体素养，及时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并予以学生一定的鼓励。这样，教师在尊重学生的同时，充分落

实了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使学生在“师爱”的氛围中成长，在

愉悦的环境中学习。

（三）要有勇于担当，认真负责的责任心

任何一项工作，都应在心中常存责任心，忠于自己的工作。

在留守儿童指导工作中教师要勇于担当，有用一颗以生为本的责

任心。教师的教育责任心，体现在自身对待教育事业、对待学校

以及学生的工作态度上。责任，是教师的光荣使命，而责任心则

是我们做好留守儿童指导工作的不竭动力。以我班一名学生为例，

明明的家长不在身边，他与家中长辈在一起生活。由于长辈的溺

爱，这个孩子在课上经常与教师发生争执，行为极为叛逆。在与

他刚接触的那段时间内，我切实感受到小辉的叛逆：上课睡觉、

时常逃课，并且每次与他谈话的时候他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尽管这名孩子比较叛逆，但我还是没有停下与其定期沟通的行为，

并尝试将自己的身份由教师转为朋友，主动融入他的生活、学习。

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大雨倾盆而下，我本打算批改完作业便早

些休息，但一通电话打来，说是明明因为打架被送往了医院。我

也顾不上手头的工作以及屋外的倾盆大雨，匆忙赶往医院。在得

到医生明确的并无生命危险的保证以后，我在医院陪了他几个小

时，直到他的家人赶来将他接走。第二天，他早早地来到了我办

公室门外，他开口道：“老师，谢谢您！”这件事成为他的转折点，

他逐渐改掉不良的行为习惯，并主动加入学习的队伍。这也深刻

地告诉我们，不抛弃、不放弃的责任心是我们做好留守儿童指导

工作的重要前提条件，教师一定要有责任心。

（四）依托信息技术，构建家校合作教育平台

在留守儿童教育工作中，与家长建立良好的沟通，是提升教

育实效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背景下，各类移动设备层出不穷，

为教师的指导提供新路径。为实现留守儿童的良好指导，有力推

动学生的整体发展，首先是需要教师与家长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

并及时转变家长的教育理念，使教师与家长及时发现学生成长中

存在的问题，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更为准确地分析问题

发生的原因，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科学合理的指导方案，从而解

决问题，促进学生成绩的提升，以及正确价值理念的培养。

具体而言，教师可以依托互联网，构建时时交流平台，建立

微信群，定期将学生的成绩、德育思想情况进行汇总并上报，进

一步提升家校共育机制的时效性。在这一过程中，家长也方便向

教师询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这样双方能够及时发现学生们成长

以及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将其消灭的萌芽状态中，实

现学生的整体发展。这样一来，也充分体现了家校共育的即时性，

如果问题出现，教师和家长双方可以通过电联、视频通话等进行

沟通，这样能够打破时空限制，有效提升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沟通

效率，从而在益于践行留守儿童指导的基础上大幅度提升学生的

学习水平与心理认知。

（五）落实以生为本，明确指导方向

实现留守儿童教育工作建设、发展，是保证学生身心发展的

重要前提。一方面，学校管理层应重视指导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到贯彻生本理念是塑造学生人格的重要工作。另一方面，应从行

动上体现出德育工作的优先发展，并制定一定的管理规章。这样

一来，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教师的教学理念也会

完善，进而推动留守儿童指导工作发展。教师工作的目标是促进

学生思想、认识、能力的综合发展，在明确学生发展方向的同时，

要侧重多元方式的引入，还可以开展一些教学活动，丰富学生的

课余生活，发展学生相关认知。

四、结语

综上所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需要教师不断实践、

完善，并构建学校、家长、教师为一体的指导体系。此外，教师

还要立足留守儿童的心理特点，在实际教育中侧重引导，而不是

一味地讲大道理，用爱引导他们，用实际的行动，培养其认知的

发展。在实际的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为实现留守儿童的

合理引导，并进一步提升教学指导效果，还需要教师、学校以及

社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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