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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心理健康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苏莹莹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青山路小学 450000）

摘要：着我国新时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总数目前已达
到 2亿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和心理成长就是一个典型和突出的社会和教育问题。作为一群特殊的学生群体，他们大多
正处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特殊的生活背景以及面对城市生活的种种不适应，使得他们可能比同龄群体要面临更多的心理发展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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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健康现状调查
在学校抽取个别年级一共 180 人作为测试对象，收回有效问卷

共 159 份。结果显示：60％的家长文化水平偏低，学历为中学；56％

的家长平时没有时间辅导子女，占 60％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经常担

心自己的学习跟不上。

加上我们日常教学活动中的观察与思考、典型问题学生的重点

跟踪、与城市学生的对比等多种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归纳

起来外来务工子女学生在认知、情感、性格、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存

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心理上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身份特殊尴尬，缺乏自我认知和归宿感；自卑胆怯，缺乏自信

心和进取心；内向拘谨，自我封闭，不善于沟通交际；敏感脆弱，

自尊心强；执拗偏激，合作协同意识不强；意志力薄弱，抗挫折和

适应力差；缺少关爱，渴望被关注。

二、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1、社会因素

外来务工子女随父母走入城市，突然剥离了原来熟悉的生活环

境，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方面带来的是新鲜和好奇，同时

也带来很多不适应和挑战，个人曾针对所教授班级的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学生进行心理调查问卷时，发现有 75%以上的学生对自己的身

份归属不确定。

2、家庭因素

经调查学校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父母都从事经商或为

别人打工，所以也就相应疏忽了对自己子女的日常教育和关爱，不

知道孩子心里在想什么，孩子真正需要什么，对孩子缺乏真正深入

人心的温暖和关注，造成子女与父母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十分不

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长期下来就积累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此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还采取简单甚至

粗暴的方式，缺乏真正的交流和沟通，也没有正确的引导和行之有

效的教育方法，也就达不到很好的教育效果，长期下来就形成了沟

通障碍和抵触性心理。

三、心理健康教育对策
1、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营造健康和谐的校园环

境，客观上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学校要在发展

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上多做引导、多做文章、多下功夫。

让城市儿童端正对待农村儿童的态度，让农村儿童放下很多思想包

袱，使两者和谐地相处。

⑴开设“微笑吧”和“心灵信箱”

创设了以调节学生情绪为目的的“微笑吧”。这间“微笑吧”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布置，里面有相关书籍，

有供休闲和发泄情绪的设施，也有富有经验的心理教师团队随时接

受孩子的咨询，如果不方便直接告诉老师可以将自己的苦恼写信，

投进“心灵信箱”，将有老师耐心的进行回复。前提是老师要保护

孩子心理的隐私权。如果遇到孩子经济或家庭出现困难，教师可上

报学校或有关部门及时解决。这项举措只要坚持去做，认真去做，

相信会使很多的孩子从心理的阴霾中走出，从而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

⑵公平开展活动，帮助孩子找到认同感

除了一些常规的活动以外，积极开展关于“劳动教育”和“传

统文化”之类实践活动，在一些动手能力中，实践活动是外来务工

子女的强项，学校鼓励他们在这些活动和运动中展现自己的特长，

更好在班级内找到自信感和认同感。

2、加强多方交流和沟通

沟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和重要条件，老师在平时的全面教

育的同时，还要积极关注个例教育。我班有这样一个男生，他学习

成绩不佳，参与活动积极性不高。据了解他家庭比较困难，家人忙

于生计，几乎不过问其生活和学习，造成其内向、自信心缺失的性

格。通过班级内经常鼓励肯定他，私下经常与家长沟通，详细地分

析了其在校的表现及原因，共同商量解决孩子不良心理状况的办

法，鼓励家长在家里多交流，生活中多关注他，多鼓励他。就这样，

在学校和家里得到肯定机会多了，自己增强了自信。经过耐心、细

致、全面的心理健康辅导，一个学期过去了，小力再也不是“问题”

学生了。

3、搞好心理健康教育

（1）长抓不懈，科学指导

学校要按阶段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普查，及时掌握学生

心理动态。日常学习中，应该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利用课程的优

势，全面、系统地进行心理辅导，尤其是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心

理问题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2）依托活动，激励自信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大多数自主、生活能力强，往往自

己上、放学，不让父母接送，甚至有些孩子在放学之后，还要帮父

母看摊、做饭、照顾弟妹。针对这一情况，各班组织同学们利用班

会交流，同时，大队部、教导处定期推选“我是**小能手”“谁是

父母好帮手”，再评出后对孩子进行奖励，并鼓励全校学生向他们

学习。这无形当中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心生一种成就感。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心理健康问题一个综合复杂性课题，需要社

会、学校、家庭三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是依靠我国政策与制度环境

的改革与完善，积极为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公

平的就业环境，提高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归宿感和幸福度；二是要靠

学校教育环境的整体转变，及时掌握务工人员子女群体心理和自身

发展的需要，让学生有个平和、平等、安静、健康的学习环境；三

是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应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多关爱自己的孩子，

多走进孩子的心灵深处，从而共同促使他们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健康

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