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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实证调研与分析
 吴小芳 袁建勤 彭宇飞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8

【摘  要】:本文以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调查为基础，分析农村留守儿童主要心理问题的种种表现，针对农村留守儿

童的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缺失；祖辈隔代教育不当；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及时；缺乏必要的社会帮扶机构等问题，主要从提

高留守儿童自身的心理素质、开展“青”心“协”手志愿者帮扶活动、加大学校对留守儿童关心和教育的力度、建立“留

守儿童”动态档案，构建“互联网 +家校共育平台”等方面入手，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提供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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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外务工，长时间的

两地分离，由其他亲属监管或独自一人生活的 16周岁以

下的未成年儿童群体。在其性格和思维能力形成和培养

的重要时期 ,如果父母的陪伴和教育一旦缺失，易引发

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缺陷，影响其未来的成长和

发展。本课题从走访调查南昌市安义县鼎湖镇的留守儿

童心理状况入手，通过走访调研，观察并记录留守儿童

心理问题的表现，分析其成因，从而对症下药，为问题

的解决提供有效策略。

1 调查的基本情况

1.1调查的背景

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城乡

差距依然存在，青壮年劳动力离乡进城务工的现状在我

国依然普遍存在，因此，留守儿童的问题也无法彻底根除。

民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农村留守儿

童 697万，为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在第七次人

口普查中，2020年江西省跨省流出人口 633.97万人 ,

跨省流入人口 127.90万人，整个南昌地区共有留守儿童

1.63万，其中的安义县鼎湖镇现有留守儿童 700名。为

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方

针政策，使农村留守儿童得到健康发展，江西省相继出

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

系的实施意见》，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

1.2调查方法及目的

本课题从调查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鼎湖镇农村留守

儿童的心理状况入手，通过调查走访和材料收集分析，

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现状和主要的心理问题。

以期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开展“青”心“协”手关爱留

守儿童公益活动；加大学校对留守儿童关心和教育的力

度；建立“留守儿童”动态档案，构建“互联网 +家校

共育平台”，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2 农村留守儿童主要心理问题的表现

2.1厌学、自卑心理

走访调查显示，在这 700名留守儿童中，有 33.58% 

的留守儿童存在厌学的心理，30.35%的留守儿童存在自

卑的心理。出现厌学心理的主要是中学生及小学高年级

学生。他们在学习上态度不够端正，首先，被迫学习感强，

对学习缺乏兴趣；其次，上课时容易分心，回答不出问

题，听不懂教学内容，上课不听讲，考试成绩较差；再次，

家庭作业中遇到问题时，无人辅导，便应付上交，面对

电视和手机游戏的诱惑，缺乏抵抗力，最终产生厌学心理。

走访中可见，村子里年轻人寥寥无几，除了老人就

是小孩，小孩空心化严重。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留守儿

童，由于接触的人和事不多，性格比较内向、不善言谈，

敏感多疑，心理脆弱，加上学习成绩不好，易受到同学

嘲笑、老师不重视 ,同时又得不到父母及时关心和疏导，

久而久之，心理问题油然而生。

2.2强烈的逆反心理

据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时期是孩子心理叛逆的高

发期，主要表现为认识上的逆反，情绪和行为上的对抗。

调查呈现，高达 50.18%的留守儿童表现出较强的逆反心

理。学习上，缺乏学习热情，课堂上发呆走神、打瞌睡，

小动作不断，手机打游戏、聊天、刷抖音扰乱课堂教学

秩序。生活中，不愿接受父母的远程电话叮嘱教诲，对

其监护人的关心和劝诫充耳不闻，反其道而行之，做事

缺乏耐心、易燥易怒，不顾后果 ,责任感缺失。深入了

解进一步发现，儿童逆反心理的背后 ,隐藏着孩子对父

母关爱和陪伴的渴求。

2.3心理不容，人际关系敏感

走访调查显示，31.56%的留守儿童在与同龄人相处

时，往往表现出一些心理不相容，人际关系比较敏感的

状况。表现为自负、嫉妒、多疑、自卑、羞怯、缺乏自

信等。其中，有些因父母外出做生意而家境较好，孩子

表现得更为自私、自负，考虑自身而忽略他人；一些缺

乏父母关爱的儿童，对有父母陪伴的同伴，心生嫉妒之

感；有的儿童经常受到苛责和打骂，性情变得多疑，不

相信他人，缺乏安全感；有些儿童因家庭贫困，产生自

卑和羞怯，处处小心谨慎，躲躲闪闪 ,犹如惊弓之鸟；

更有甚者，有的儿童因为自身残疾，在与同伴们相处时，

受到歧视和嘲讽而变得孤僻。以上留守儿童的总总表现，

是需要除父母之外的各方力量给与及时的帮助和关爱，

视情况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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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意志消沉、心理疲劳

走访调查安义县鼎湖中学、安义县鼎湖镇榨下小学、

安义县鼎湖镇西路小学、安义县鼎湖镇板溪小学、安义

县鼎湖镇湖溪小学、安义县鼎湖镇戴坊小学这几所学校

发现，9.34%的留守儿童出现意志消沉、心理疲劳的状况。

这部分学生主要是高年级小学生和中学生。在与其沟通

交流中，他们表示 ,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常常会出现

力不从心、心力交瘁的时刻，如学习缺乏课外辅导、生

活中缺少父母的关心。他们的内心从最开始的希望到最

后的失望，长此以往，出现意志消沉，萎靡不振。有的

留守儿童甚至觉得长期的留守生活乏味而令人厌烦，致

使兴趣索然，活力降低，眼中无光。

3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成因

3.1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缺失

在鼎湖镇的 700名留守儿童中，隔代监护和上辈其

他亲属监护各占 89%和 10%，同辈和自我监护占比 1%。

走访中发现 ,80%以上的留守儿童的父母在每年暑假会将

小孩接到身边，以此来弥补他们缺失的爱，这有利于孩

子的健康成长。但这其中不乏有家长因此而过度溺爱孩

子，在短暂的相处中常常对孩子百依百顺，缺乏正确的

教育方式，使得原有的良好生活习惯受到破坏。20%的

留守儿童中，要么父母离异，要么父母不重视，要么是

孤儿。那些父母离异而得不到重视的小孩，非常敏感，

一旦得到他人的关心和安慰时，会不自觉地留下委屈的

泪水。父母是孩子的天和地，他们在家庭教育中的缺失，

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这需要引起家长的高

度重视。

3.2祖辈隔代教育不当

鼎湖镇的 700名留守儿童当中，有 89%的儿童是隔

代监护的情况。其中 33.45%的留守儿童即使处在隔代监

护中成长，心理健康，待人接物阳光开朗，这从侧面反

映出监护人的教育观念开明正确、教导有方，祖孙相处

和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小孩即使父母长期不在身边，

他们也能健康的成长。然而，在剩下 55.55%的留守儿童

中，15.68%的留守儿童因为年龄小，没有自己独立的意

识，一切依顺于祖辈；37.87%的留守儿童，有的受到隔

代监护人的溺爱，存在不良品行；有的因为隔代监护人

的文化水平不高，教育方式粗暴而得不到正确的教育引

导，心理问题严重。凡此种种给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解

决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3.3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及时

调查显示，当地学校普遍存在追求学生的高分数，

重文化课教育的现象，忽视对学生心理方面的教育。几

乎没有正规的从事心理学教育、拥有心理健康教育职业

资格证的老师 ,最多是每年暑假派少数教师去外地接受

为期 20多天的心理教育培训，教师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就必然会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带来隐患。留守儿童表

示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时，18.37%的儿童会选择告诉父

母，32.14%的儿童摇头表示不知道如何处理，15.44% 

的儿童会选择和同伴倾诉，34.05%的儿童表示会告诉老

师，但有些老师对于他们出现的心理问题和困惑，有时

不能做出及时的指导和教育，导致问题无法解决，虽然

学校偶尔也会针对留守儿童开展一些心理健康讲座，但

往往收效甚微。

3.4缺乏必要的社会帮扶机构

据了解，鼎湖镇没有设置帮扶留守儿童的专门社会

机构 ,也没有开展定期的志愿者帮扶活动。针对留守儿

童的工作，政府会做每个月 20个家庭基本情况的入户随

访和假期安全宣传教育，设有一名专门的留守儿童督导

员，每个村都有一名留守儿童主任。但是，从他们的随

访记录来看，既缺乏专业心理知识，也缺乏有效预防、

应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必要措施。工作人员表示，一

方面是因为乡村事物繁杂，人手方面存在不足；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专业的心理从业人员，即使面对有心理问题的

儿童，他们也是力不从心。虽然民政部门每年会同妇联

开展一次关爱留守儿童的暖心活动，分发书包、作业本、

笔等，但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还是存在缺失。由此可见，

当地所开展的日常留守儿童教育工作对于一个下辖 14个

行政村，拥有 700名留守儿童的乡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一年一次的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所能涉及的范围和发挥

的效用也是有限的。这需要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帮扶是非常必要的。

4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策略

4.1提高留守儿童自身的心理素质

内因和外因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原因和动力

的一对基本范畴，两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内因是事物

发展的根本原因，对外因起决定作用。因此，要使农村

留守儿童的心理得到健康的发展，就要从提高他们自身

的心理素质做起。首先，父母通过多种方式的沟通交流

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帮助孩子形成坚强的意志和稳

定积极的情绪。其次，要帮助孩子正视自身的长处和短处，

善于挖掘和发展自身的优点，让他们明白每个人的存在

都是有价值的，从而增强抗挫折意识，培养自信、自立、

自强能力。最后，培养孩子的人际沟通能力。

4.2开展“青”心“协”手志愿者帮扶活动

在走访调查中，留守儿童表示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

能待在父母的身边，享受其他非留守儿童那样的父母的

关心和教育。这些心愿在别人看来是很简单、很容易就

能满足的，但对于父母远在他乡的留守儿童来说却是那

么的遥不可及。他们非常的羡慕其他非留守儿童，内心

非常渴望自己的父母也能参加自己的家长会，常常在夜

里伤心的掉眼泪。在沟通交流中，我们尽可能的引导他

们正确的排解自己内心的负面情绪。为了弥补留守儿童

父母不在身边的缺陷，使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心

和帮助，当地镇府可以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一定的

帮扶机构，定期组织志愿者开展“青”心“协”手，关

爱留守儿童的活动。一方面，组织志愿者深入留守儿童

,耐心倾听他们的诉说，帮助他们舒缓不良情绪；另一

方面，通过向爱心人士募集学习、生活用品，进行现场

发放爱心包 ,开展心理健康主题会、宣讲、团辅、游戏、

知识竞赛、手工等活动，使孩子们能敞开自己的心扉，

放飞心灵，在社会撒下关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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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加大学校对留守儿童关心和教育的力度

学校是留守儿童除了家庭以外的第二个重要成长场

所，应该尽最大的力量发挥出学校教育的作用，尤其要

更加关注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和平时学习状况。本次走

访调查发现 ,近 90%的留守儿童从出生几个月后就成了

留守儿童，5%的孩子是在上学后成为留守儿童。80%的

留守儿童与父母一年只见一次面，20%的父母会在重要

的节日返乡与孩子团聚。这种与父母聚少离多的日子，

极易造成留守儿童心理的脆弱和敏感，而那些对子女不

闻不问的父母则更容易使留守儿童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面对这一困境，学校应从育人的角度给与留守儿童足够

的关心和重视，积极引进心理学专业教师 ,开设心理健

康教育课，组织形式多样的专题教育，指导学生正确舒

缓负面情绪的方式方法，为他们营造一个轻松舒适的心

理氛围和学习环境。

4.4建立“留守儿童”动态档案，构建“互联网 +家校

共育平台”

要解决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

可以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和手段，促进他们的身心健

康发展。首先，当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联合学校共建留

守儿童动态电子档案，及时更新他们在家在校的表现，

发送给留守儿童父母及时了解子女情况，加强父母和孩

子的联系；其次，当地居委会、村委会联合学校一同设

计家庭教育课程，通过社会征集心理专家的讲课视频，

为外出务工的家长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实现无缝隙链接。

再次，开设“家长课堂”，并面向全体外出务工家长开放，

给家长提供一个参与子女教育的机会，以提升父母的主

体责任意识。最后，当地政府利用网络平台组建网上社区，

构建起“互联网 +家校共育平台”。让外出务工的家长

彼此交流分享育儿经验，通过网络家长群的力量，共同

帮助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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