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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 

——以广西百色市田阳县头塘小学留守儿童为例 
王苑汀  陈世铭 

（泰国格乐大学）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因而，自然就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就包
括留守儿童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十分严重，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而产生了众多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影响
着他们的身心发展。因此，本文以广西百色田阳区头塘小学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对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进行研究，并以
“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对广西百色少数民族地区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分析，得出该地区留守儿童比较突出的心理问
题，并针对系相关问题给出解决措施，希望对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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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南

地区少数民族劳动力都普遍流向了东南沿海地区，随着年轻劳动力
的流出，农村地区留下的除了老人就是留守儿童。近年来，随着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此，留守儿童
暴露出来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他们众多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如：
处理事情极端、暴力倾向严重、自残、自杀的例子层出不穷，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9 年，在两会期间，留守儿童的心理健
康问题再一次被政协委员雷后兴提出，他指出“必须重视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问题，否则将会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需要建立其长期
有效的机制来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保证其身心健康发展”。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广西百色是少数民族壮族的聚集地，其面积 2394 平方公里。由

于当地就业岗位的缺乏，当地的年轻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这也就
造成了该地的的留守儿童众多。其中，头塘小学就是留守儿童较多
的一个学校之一，所以，本文以该学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头塘小
学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情况进行对比和分析，得出
其中的差异。 

该问采取随机抽样，从头塘小学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中随
机个选出 60 名儿童（共 120 人）进行对比分析，通过与他们进行亲
切交流和入户调查的方式，来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包括（父母亲
年龄、家庭结构、成员状况和养护人的情况等），得出了留守儿童与
非留守儿童基本情况对比结果。 

留守儿童的父亲的平均年龄为 31±5，非留守儿童的父亲的平
均年龄为 33±5，其平均父亲的年龄 32±5 周岁。留守儿童的母亲
的平均年龄为 29±4，非留守儿童的母亲的平均年龄为 30±5，平均
母亲的年龄为 30±5。其中大部分为非独生子女，并以非核心家庭
结构为主。其中，留守儿童的养护人健康水平比非留守儿童养护人
健康水平略高，且健康状况都一般。在文化程度上，非留守儿童的
养护人文化水平略微高于留守儿童养护人，且整体文化水平不高，
以小学文化为多。 

2.2 研究方法 
2.2.1 研究工具 
通过“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对留守儿童的八个变量进行研

究，通过这 8 个变量来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进行分析。此外，本
文还设计了 100 个题目，选项分别为“是”与“不是”。若学生选
择“是”则记 1 分，若学生选择“不是”，则不计分。然后在根据
评分结果，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 

2.2.2 研究方式 
把“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做出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选中的

12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包括留守儿童 60 名、非留守儿童 60 名）。
为了确保问卷调查的真实性，都是进行一对一的询问，由学生选择，

我们填写。所以，120 份调查问卷全部为有效问卷，回收率是 100%，
且准确性 100%。 

3 结果与分析 
3.1 留守儿童总体心理健康欠佳 
对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把个变量的调查结果，包括（学习

上的焦虑、与人相处的焦虑、孤独和自责倾向、以及恐怖、冲动、
自责倾向和他们的身体症状）。 

综合可以看出，非留守儿童 后得分为 33.729，其心理健康处
于“正常”状态。留守儿童 后得分为 56.303，得出留守儿童的心
理健康状况处于“欠佳”状态。相比起来，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
况低于非留守儿童。此外，根据 t 检验得出，学习焦虑、对人焦虑、
孤独倾向和冲动倾向的ρ值都＜0.01，由此可以得出，留守儿童与
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分析意义。 

3.2 留守儿童单项心理健康状况参差不齐 
综合可以得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众多方面存在差异，

从单向健康状况来说，在身体症状、恐怖倾向、自责倾向和过敏倾
向的ρ值均大于 0.01，说明两个群体（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无
显著差异，证明在这几个心理健康选值方面，跟留守与非留守无太
大相关关系。但是，在另外四个心理健康状况上面，其ρ值均< 0.01，
证明孩子的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孤独倾向和冲动倾向跟留守存在
较大的关系。 

此外，留守儿童的过敏倾向和恐怖倾向的均值为 4.022，大于 3，
而非留守儿童为 2.204，小于 3，由此可见，虽然他们之间虽无显著
差异，但是非留守儿童的过敏倾向和恐怖倾向处于健康状态，而留
守儿童的的过敏倾向和恐怖倾向则是欠佳。另外，留守儿童在学习
和对人的焦虑上、以及他们的孤独和冲动倾向上的均值都大于 8 
分，这说明在这几个心理健康状态上，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严
重不健康状态。 

4 结论 
4.1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突出 
4.1.1 学习焦虑问题严重 
在对“学习焦虑”的调查中，头塘小学非留守儿童的均值为

6.908，而留守儿童的均值则高达 9.431；综合单项心理健康状况可
以得出，头塘小学非留守儿童在“学习焦虑”的问题上处于欠佳状
态，而留守儿童则是处于心理健康问题严重的状态。由此可以得出，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其学习焦虑状况更突出，存在严重的
焦虑过度情况。 

在走访调查中我们得出，留守儿童学习焦虑过度是因为父母对
其期望过高、以及不在身边导致其学习能力弱等原因导致，加上他
们自卑的心理和改变命运的欲望十分冲突，因而导致学习焦虑过度。
而对于非留守儿童而言，他们大多家庭情况优于留守儿童，且父母
知识程度高于留守儿童，父母在身边，可以起到及时的辅导作用，
所以，这就导致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焦虑上差距过大。此



基础教育 

 10 

外，非留守儿童由于心理较为健全、抗压能力强于留守儿童，加上
父母的陪伴，心理问题少，所以较为无忧无虑，不会形成过分焦虑。 

4.1.2 沟通障碍问题突出 
在对“对人焦虑”的调查中，头塘小学非留守儿童的均值为

4.848，而留守儿童的均值则高达 8.102；综合单项心理健康状况可
以得出，头塘小学非留守儿童在“对人焦虑”的问题上处于欠佳状
态，而留守儿童则是处于心理健康问题严重的状态，差异过大。这
说明，在与人相处和沟通的过程中，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不足，其
交际沟通能力远不如非留守儿童，对其生活产生着严重的影响。 

在走访调查中我们得出，留守儿童普遍存在自卑、羞涩的情绪，
很少与陌生人沟通，看见陌生人会自觉躲避，即使与他们沟通交流
也是低头不答，或者词不达意。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关爱、缺
少父母的沟通疏导造成了他们自卑、敏感、胆小、怯懦的性格特点。 

4.1.3 孤独自卑感强烈 
在对“孤独倾向”的调查中，头塘小学非留守儿童的均值为

4.868，而留守儿童的均值则高达 9.133；综合单项心理健康状况可
以得出，头塘小学非留守儿童在“孤独倾向”的问题上处于欠佳状
态，而留守儿童则是处于“孤独倾向”问题严重的状态，差异过大。
这说明，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更强烈，且表现出严重的
“不合群”情况。 

在走访调查中我们得出，一是由于他们自卑，怕同伴不喜欢自
己，所以不敢和他们在一起玩；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沟通交
流，导致他们会在集体活动中遭到同伴排斥。所以，很多时候，他
们在集体活动中时常表现得不知所措、多余、自卑。因此，自然不
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此外，在热闹的环境和氛围中，留守儿童思念
父母的感觉尤为强烈，他们心理有委屈无处诉说，就造成了他们独
自哭泣、孤独、和被世界抛弃的感觉，由此衍生出一些自残、自杀
的想法，想通过身体的疼痛来减轻身体的疼痛。 

4.1.4 自控能力较差 
在对“冲动倾向”的调查中，头塘小学非留守儿童的均值为

4.142，而留守儿童的均值则高达 9.321；综合单项心理健康状况可
以得出，头塘小学非留守儿童在“冲动倾向”的问题上处于欠佳状
态，而留守儿童则是处于“冲动倾向”问题严重的状态，差异过大。
这说明，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的自控能力更差，且性格执拗，因
此，时常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 

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孩子处于成长的关键时间这段时间，父母
没有进行及时的引导，加上留守儿童严重的不被重视感，所以导致
他们会选择错误的发泄方式来引起大人的关爱和注意，并发泄心中
的不满。 

4.2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应对措施 
4.2.1 学校方面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应积极担当起推动留守儿童心理科学

发展的责任。学校应深切了解到拥有健康的心理对留守儿童生存、
求学和发展的意义。因此，要明确当前留守儿童学习焦虑过度、沟
通困难、孤独自卑感强和自控能力差的情况，设计并开展有针对性、
系统化的心理教育方案和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首先，在学习
设立心理学课程，根据留守孩子的生存环境、心理情况，制定出缓
解他们学业焦虑、交往困难、性格孤僻自卑、自控能力较差等方面
的心理教育课程。并根据要求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课程模块，按照留
守儿童的规模，开展分班教学，普泛性的预防和处理他们的心理问
题。然后，班主任也要着重观察心理问题较突出的留守儿童情况，
组织专业的心理教育老师、热心公益者开展“一对一”的心理检查、
问题研究，并提供解决办法，从而缓解特殊儿童的心理困难，提高
留守儿童心理健全程度。 

4.2.2 学校加强与留守儿童父母和养护人的沟通交流 
家长和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起着无法取代的功

能，但是由于他们缺少对留守儿童心理特点的了解，未能通过合理
的方法来实施家庭教育，指导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或者由于使
用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而导致留守孩子出现不好的心理情况。因此，
学校应该校将担当起帮助和引导留守儿童监护人合理进行留守儿童
教育的责任，协助引导留守儿童养成良好、正确的心态。首先，学

校由心理指导教师、班主任、热心公益志愿者，针对留守孩子家长
和保护人的身份、技能、文化程度和家庭教育方法的现状进行问卷
调查，并充分掌握留守儿童监护人在指导他们身心健康成长活动中
出现的优势与不足。随后，学校针对调查结果，对留守儿童监护人
进行定期培训与引导。可通过召开家长会、微信群发送公共信息的
形式，通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帮助他们更好的
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导和指引，实现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4.2.3 政府方面 
政府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力量，而作为基层政府更应重点

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一方面，基层政府要积极开展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主题的宣讲活动和文体活动等，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多地参与集体
活动的机会，并引导留守儿童父母和养护人正确进行留守儿童教育；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要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异常现
象之后，要将相关信息及时反馈给留守儿童父母和养护人，并安排
专门的心理健康工作人员，联合父母和养护人一起开展留守儿童心
理健康教育。 

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通过对我国广西百色少数民族地区的留

守儿童进行研究，得出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存在着很大问
题，尤其在学习焦虑和性格孤僻上 为严重，且由此造成抗压能力
弱、处理事情极端、和不合群等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因此，加强
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引导势在必行，本文也给出了相关解决措施，
分别从学校、家庭、政府等主要力量出发，给出相关建议。此外，
还可增加社会公益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关心与关
爱，共同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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