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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普遍存在诸多心理健康问题，例

如留守儿童往往对学生欠缺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学校与同学相处表现得

不善言辞，或是内向不合群，因为心理易失控的情绪常发生有返道德规

范的行为等。怎样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这些心理问题作出正确有效的改

善，需要教师引起充分的重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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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一方或双方在外地打工，而留守在
家乡的儿童，他们尚需亲人看管照顾的未成年人。在我国城乡二
元体制下出现了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对留守儿童
心理发展的问题应受到各界强烈的关注和重视，并通过一系列有
效的应对措施来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加以调整和改善。 

一、留守儿童主要心理问题 
1.1 严重的自卑心理 
他们往往有着较为自卑的心理，较差的自控能力，形成失控

失常的行为。常年缺乏父母的陪伴，加上监护人或祖辈忙于农活
或年纪较大，以致于对他们管教的疏忽，让他们养成了从小小错
不断的习惯。另外父母常期不在身边，会让他觉得父母不疼爱自
己，被他们所抛弃，易形成叛逆和自卑心理。因此常出现早退、
迟到、上网、沉迷游戏等坏习惯。 

1.2 容易失控，情绪暴躁  
因为与父母常期的分离，留守儿童在与隔代监护人的生活

中，由于隔代长辈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以致于他们对于留守儿
童的教育只重视养育而忽于教育，留守儿童内心的想法没有人可
倾诉，无法宣泄的情绪在心里长期的压抑，易形成暴躁的性格。
最后导致他们出现与同学间出现动手或暴力事件。  

1.3 性格内向不合群  
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父母离家后很多留守儿童变得不爱

和他人交往，常沉默寡言；有些人性格非常叛逆不服从祖辈的管
教;有些与人相处时性格冲动暴躁；留守儿童内向的性格，造成
他们一放学回家后就不爱出门，也不喜欢主动与人交谈，大点的
孩子沉迷于网吧。这些孩子长期与父母分开，造成他们归属感和
安全感的缺乏，久而久之就形成自我封闭和孤僻的心理。  

二、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问题的应对策略    
2.1 改善亲子关系，构建有效的家庭监护机制  
孩子第一任启蒙老师来自于父母，家庭中父母的关爱会对孩

子道德修养形成极大的影响，关系到他们身心是否能健康的发
展。所以当父母在外工作时，应尽量不要离家太远，以方便常回
家陪伴孩子，以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给予孩子应有的关爱和呵
护。 

另外，父母出门在外也要为孩子选好监护人，平时也要与监
护人常联系和沟通。监护人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及学习中代替
了父母的位置，因此要尽量选择能监督和指导孩子，且有责任感
和有文化的亲人作为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家长要及时掌握孩子的
生活和学业的情况，提出适当的支持和建议，与监护人共同商讨
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孩子健康的成长作出保障。 

2.2 重视学校教育，发挥教育的针对性  
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老师和学校要给予及时的关心，主动

走进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了解他们内心的世界，尽所能帮助感受
到快乐和幸福。可从四个方面来入手：一是组织丰富有意义的活
动，以为培养留守儿童健康的心理。在进行集体的活动中让他们
消除孤独的情绪，将他们对于父母的思念之情进行填补。如举办
体育竞赛、国庆节晚会、歌咏比赛等。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学生
去校外开拓视野，以对自身阅历知识的增长。其次，重视对留守
儿童人文的关怀，打造书香校园。教师多增进与留守儿童的交流，

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加强对他们心理问题的辅导。对学校图书
馆的开放，引导他们多进行课外的阅读，多涉猎正能量的优秀读
物，让留守儿童的心理开朗和乐观起来；第三，心理咨询箱的开
设。利用心理咨询箱的形式，学校对留守儿童出现的心理问题，
进行定期的心理辅导，树立起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助
于他们对是非的明辨能力，加强自身对外界不良风气的抵御能
力。第四，可实行寄宿制。随着现阶段各农村越来越好的办学条
件，可以实行寄宿制，让寄宿在学校的留守儿童，与同学们共同
生活，提高他们人际交往和团结协作的能力，也增强自身的独立
能力，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品质。  

2.3 构建社会教育的大环境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与社会大环境的因素密不可分。社会各

界和各级相关部门需达成统一的认识和配合，形成对农村留守儿
童进行全社会的关心爱爱护，以及给予大环境下的管理新局面。
应从以下方面开展：（1）媒体加强宣传，让留守儿童的生活及教
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爱护。（2）建立社会化的未成年人监护和
教育体系，实行在校监管孩子，由农村社区在校外督促监管孩子。
（3）鼓励农民工回乡就业，支持农民工就近或就地的转移，对
留守儿童控制其数量的增长。（4）对外地工作人员的子女就学条
件进行改善，降低其子女的入学门槛，鼓励在外工作的父母携带
孩子去同地读书。父母将子女留在老家读书，很大原因是因为其
子女进城就学存在很大困给。因此，通过赋予外地人员子女入学
教育的平等权利，是对上学难问题的解决，并降低收费标准，减
少入学收费项目，让留守儿童能与父母一起在外读书生活。  

三、结束语 
总之，针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心理健康，需要家庭、学校和

社会的共同协作和努力、进行全社会全方位的支持体系，共同为
留守儿童营造健康有爱的大环境，创造给他们一个快乐美好的童
年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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