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6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116-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浅析高职院校离异家庭子女教育问题及其对策 
王  景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南宁  530031） 

【摘  要】近年来，离婚率逐年增加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4%。数字猛增的背后是一个个破碎家庭的低语哭泣，而其中
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是家庭中最无辜弱小的孩子。父母离异对孩子的影响将是沉重且永久性的。除了家

庭之外，高职院校也是教育孩子身心发展的主要场所。作为思想教育的主要场所，高职院校应制定特定的

教学方案，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时刻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帮助离异家庭的孩子克服心理障碍，营

造一个阳光向上的成长环境，让他们茁壮成长。本文浅析离异家庭子女教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对高职院

校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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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婚姻不和而离异，对大人双方来说可能是一种解

脱，意味着一次重新追求自由的机会，可是对家庭中的孩
子来说却是痛彻心扉的伤痛和无法愈合的伤痕。离异家庭
子女各种不良心理状态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对家庭归属感
的渴望，是对父母亲陪伴和呵护的期待。离异家庭的孩子
常会出现异于常人的特殊心理，他们性格更为偏激敏感，
常常感到自卑，拒绝与他人交流，对其他人猜忌、不信任，
封闭自己的内心来保护自己，像刺猬一样对外界竖起坚硬
的锋芒。因为缺乏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敏感易怒、自卑
自闭很有可能演变为对社会的报复性心理，这会对社会的
安定和谐造成安全隐患。所以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各类高
职院校，亦或是社会的各方面而言，都应该重视孩子的心
理发展，关注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促进他们全身心
健康发展。 

1  家庭离异的常见原因 

法国史学家梅恩曾说过，“要想建立爱的家庭，必须
要有爱家的思想。”关注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应溯本
寻源，了解家庭离异的常见原因，可以有效减少离异家庭
子女的数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问
题。 
现代社会倡导自由恋爱，早婚、闪婚的现象时有发生，

婚姻年轻化也是近年来增长的趋势之一，刚满国家规定的
法定结婚年纪，很多年轻人就已经组建家庭了，他们甚至
没办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于对彼此的了解不够多，在
组建家庭后问题才日益显露出来，当问题不可调解时，离
婚就成了最后的必然结局，因为年纪小，他们很难认识到
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往往把孩子视作自己日后追求幸福
生活的拖累。婚内出轨、家暴、性格不和或生活中鸡毛蒜
皮的事情都是导致家庭离异的常见原因。 

2  离异家庭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2.1  家庭不完整缺乏安全感 
家庭离异后，父母天各一方，少有来往，因此，孩子

在需要父爱或母爱时，得不到满足，在需要母亲或父亲保
护或支持时，没有得到及时的满足，爱的缺失使孩子没有
安全感。 

2.2  认识偏差 

当父母离异，大部分孩子还未成年，心智尚未成熟，
他们对于父母的离异认识不清晰，还是比较模糊的状态。
他们以为父母亲不再爱他了，或者以为因为自己某些方面
的原因导致父母离异等。 

2.3  同龄人和周边人的嘲讽 
父母离异后，部分孩子会受到同龄人的讥讽，会受到

周边人的鄙视或白眼等。脆弱的内心和强烈的自尊心就会
使离异家庭子女产生焦躁不安、自卑自闭、猜忌嫉妒、孤
僻、怯懦、逆反、心情抑郁和自由散漫等心理状态。 

3  离异家庭子女常见的教育问题 

3.1  性格孤僻，自卑自闭，社交困难 
离异家庭的子女在与他人的日常交往过程中，经常会

因为缺乏父母亲的关怀而感到自卑，与在父母呵护下成长
起来的子女相比而言，离异家庭的子女被迫接受冷酷的事
实，过早地接触社会。在行动上离异家庭的子女更加倾向
于独来独往，因自己破碎的家庭而感到不公和自卑，在他
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被抛弃的深刻印象，这使得他们尘封
自己的内心，一意孤行，不愿与他人交流。自卑感和强烈
的自尊心相拮抗，使离异家庭的子女在人际交往方面产生
社交障碍，难以与老师、同学等形成融洽、友爱的关系。 

3.2  对他人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 
从某个方面而言，离异家庭的子女脾气更为暴躁。在

教育历程中，因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没有父母的管教和
约束，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更为严峻，他们内心不
免会对老师的关心产生叛逆心理“我父母都不管我，你凭
什么管我。”大多数离异家庭的子女经常混迹在网吧、游
戏厅等娱乐场所，靠寻找外部的快感来弥补内心对家庭温
暖的渴望，无归属感会使他们感到被全世界抛弃，在受教
育过程中除了不愿意配合老师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外，与
普通学生相比有更大的叛逆的可能性，把对他人的恶语相
向，更有甚者把对他人的拳脚相加当作自己的保护色，这
将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3.3  猜忌多疑，恶意揣度善意 
经历了父母离异，离异家庭的子女内心渴望得到温暖

和善意，但对于别人给予的善意，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猜
测别人的目的，不愿意接受。在与同学们的日常相处过程
中，比其他的孩子更为敏感，时常认为别人在背后嘲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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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把自己当作他人所挖苦和可怜的对象。离异家庭的子
女很可能会对他人无意间说出的涉及家庭以及父母的话
语感到难过或气愤，藏在心里久久不能忘怀。 

3.4  生活独立自主的能力差 
在离异家庭中子女缺乏父母的关爱是普遍情况，对离

异家庭子女的过度溺爱也是较为常见的情况。离异家庭的
任何一方父母在独自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可能会因未能给
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而感到愧疚，对于孩子任性行为过度
包容甚至是纵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满足孩子的一切要
求来作为对他们的弥补，极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养成孩子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离异父母对孩子的过度
保护会导致离异家庭的子女养成任性跋扈的性格，缺乏主
见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3.5  对性别认知模糊，易产生人格缺陷 
在缺乏父亲或母亲的家庭中，往往缺少的就是孩子最

渴望得到的，这就可能会使离异家庭的子女产生恋母情结
或恋父情结，对他们完善人格的发展造成阻碍，对以后的
生活产生影响。 

4  离异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应对措施 

4.1  对父母加强宣传教育，促进离异家长间的联
系 
离异后，作为离异的父母来讲应该摒弃错误的观念和

不负责任的想法，离婚后双方虽然不再是法律上的夫妻，
但仍是子女血浓于水的亲生父母，是孩子未成年前法律明
文规定的法定监护人。离异的夫妻双方应严格遵守《婚姻
法》中有关“离异家庭孩子抚养问题”相关规定，把孩子
的幸福放在首要位置，继续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在日常
生活中离异的夫妻双方都要注重与孩子进行真诚的交流
和陪伴，告诉子女“尽管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但是爸爸
妈妈还是会一样爱你的，以前，现在，未来，会一直爱下
去，不会有丝毫改变。”只有真诚的表达和日常生活中的
关心和呵护才会让离异家庭的子女消除“被抛弃”的心理，
安抚孩子的内心。高职院校可以制定家访制度，定期到离
异家庭的家中拜访，了解孩子的生活状况也及时告知孩子
在校的学习情况，与离异家庭子女的监护人保持密切联
系，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促使家长关心子女，陪伴子女，
最大程度上给予子女家庭的温暖。 

4.2  纠正学生认识上的偏差，树立科学正确的观点 
“解铃还须系铃人”，面对学生的认识偏差或困惑，

我们通过与学生的交流交谈，促使他明白如下观点，从而
解放自己。 
（1）坦诚接受父母离异的客观现实。父母该努力也

努力了，该争取也争取了，无奈之下只有离异。因此，学
生要树立“大人离婚并不是不要我了”，“没有爱的家庭是

煎熬的，不能因为我，让父母亲勉强生活在一起”等积极
乐观的观念。 
（2）正确认识自己，做父母的好孩子。父母离异并

不是我的错，是他们爱的缘分已尽。我并不比别人差，不
要总看别人的眼神生活。做一个自尊、自重、自爱、自强
的阳光孩子。 
（3）积极与父母的沟通交流，消除心中的隔阂。父

母离异，任何人都不容易，因此，需要我们作为子女更加
体贴他们的难处，理解他们的无奈，保持家庭成员的交流。 

4.3  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建立完善人
格 
在学校设立心理咨询室，安排专业的教师定期对孩子

进行心理辅导，对离异家庭的子女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
们克服心理障碍，消除他们的心理压力；每班指派一名或
多名心理委员，定期开心理辅导会；利用一切资源为孩子
营造温馨的环境和轻松的氛围；开设咨询信箱，鼓励学生
将内心的烦恼写下来，增添倾诉和寻求帮助的机会；增加
心理辅导课，利用做游戏等方式，由专业老师对孩子进行
心理疏导；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应充分了解班级学生的
家庭状况和成长环境，对于离异家庭更要做到心中有数，
在班级中要善于捕捉离异家庭子女身上的闪光点，给予他
们表现自我的平台和机会，帮助他们减少自卑心理，让他
们在收获成功的路上感受喜悦。同时，教师还应努力营造
互帮互助的班级氛围，让离异家庭子女在与班级同学的交
往过程中感受到真诚、温暖和关爱。对于离异家庭的子女，
教师应充满耐心，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宽容，倾听他们生活
和学习上的困难，尝试与他们交朋友，走进他们的内心世
界，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有意引导他们保持积极向上的
心态。 

4.4  加强社区的关怀照顾，给予更多的社会关怀 
孩子所处的社区也是孩子活动的主要场所，对孩子的

身心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各大高职院校应该加强与
各社区间的联系，定期向社区负责人反馈离异家庭子女的
在校情况，与社区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状况，提防社会青
年与孩子的接触，避免对其造成误导。学校与社区可联合
举办一些社区活动，例如，“爱驻敬老院”、“感受红色脉
搏”等活动，鼓励离异家庭的子女积极参与到社团活动中，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学习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在活动过程中
体会到温暖和善意，感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怀，让他们被爱
意紧紧包围。 

 
作者简介：王景（1974.9—），男，壮族，广西东兰

人，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心理健
康和管理。 

 
【参考文献】 

[1] 苏君华.离异家庭子女心理特点及教育策略探析[J].成才之路，2021（8）：143-144. 
[2] 任燕.探讨单亲离异家庭子女的德育问题及教育[A].福建省商贸协会.华南教育信息化研究经验交流会2021论文汇编（四）[C].
福建省商贸协会：福建省商贸协会，2021：4. 

[3] 杨祖恩，邓咏悦，周雪.单亲家庭子女德育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9，6（89）：243-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