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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对策 
◆张  林 

（黔江区沙坝乡中心学校  重庆黔江  409000） 

 
摘要：目前国家正在全力以赴地缩小贫富差距，并逐步完善优化农村教

育体系，我国处于发展中水平，留守儿童仍占有一部分比重，对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的关注，将有助于推进我国的发展进程，促进家庭与社会的
和谐发展。本文通过对留守儿童目前心理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找出

问题的原因，并根据原因给出具体的应对措施，意在加强对留守儿童心

理健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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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下，不

断加强城市的建设，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参与建设，留在农村
的子女从而形成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成长过程中缺乏
父母的陪伴与指导，社会也对其关注不足，学校教育也缺乏相应
的心理疏导，从而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要解决这些问题，
主要需要从问题源头入手，社会，家庭与学校共同的参与。 

一、留守儿童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家庭方面，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往往由年级大的

长辈，或是亲戚来抚养，年纪大的孩子可能还需要照顾年纪小的。
由于爷爷奶奶等长辈忙于劳作，加上隔代之间代沟，无法给予孩
子全面的亲情关怀，或者是一味纵容，亲戚疏于管教，无法投入
足够的耐心，孩子遇到困难也没有家庭的倾诉对象，这些问题主
要会产生两个极端，一是娇生惯养下形成霸道蛮横的性格，二是
缺乏关爱使内心孤独，性格孤僻敏感。 

在学校教育方面，由于农村教育资源各方面的不足，对教育
重要性宣传的力度不够，学生与家长对教育不重视，学校也无法
提供给完善的适合留守儿童的教育理念，教师也由于自身水平限
制，无法提供给孩子创新的教育，学生在学校表现差，不关注学
习，学习能力差，逃学厌学现象频频发生。 

在社交沟通方面，一部分孩子需要回家照顾年幼的弟弟妹
妹，帮助长辈干活，或者是家长管教的严格，生活的圈子主要是
家庭和学校，缺少和同学或其他朋友的互动交流，没有机会参与
到社交活动，往往表现出胆怯内向，害怕交流，对周围的人也缺
乏信任。另一部分孩子是缺乏家长的管制，完全失去限制，与社
会不良人员接触，逐渐养成不良的嗜好，再辍学成为社会不良青
年，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目前这些问题，影响孩子身心健康，导致自我认知与价值观
偏离，阻碍自身的发展，也对家庭造成一定负担，不理解父母的
劳动，对父母感情淡漠，更甚者做出出格的事。家庭的不和谐必
将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孩子心理上的障碍也可能会形成社会的不
稳定因素[1]。 

二、针对问题及原因提出具体的解决策略 
（一）通过网络加强家庭方面亲情的呵护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网络也为沟通交流提供了足够的

便捷，通过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普及与宣传，积极宣传家庭教育
的意识，指导家长定期对孩子进行电话视频，书信联系，及时询
问孩子生活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给予合理的建议，寒暑假抽空陪
孩子度假，有条件的话乡镇相关机构定期组织孩子去探望父母，
接触父母的工作环境，体会到父母的艰辛，从而更加理解父母。 

（二）学校构建全方位的教育体系 
学校完善教育制度，结合各方面资源全力提高留守儿童的教

育。作为留守儿童主要的教育平台，学校不仅仅提供给孩子知识
方面的教育，更要培养其道德素质与修养。从上层改变教学制度，
设立相应机构，针对性地抓好教育工作，建立留守儿童管理档案，
记录学生家庭信息，个人信息，并及时更新完善。学校也应逐步
转型，从教育机构拓展到托管中心，履行儿童托管的职责。另一
方面加强软硬件设施，让学生享受到农村教育的平等性，优越性，
减少心理的落差[2]。 

对于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学习情况不容乐观或

者严重偏科的学生，组织寻求固定的帮助对象，组成结对学习兴
趣小组，对有所进步的学生及时鼓励，帮助提高自信心，让学生
重视起学习，逐渐养成好的习惯。对于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也需
要及时记录在案，老师和家长共同分析找出原因，提出改进的方
法和措施。同时积极地组织有助于学生成长的讲座，如法制教育，
心理健康讲坛，抵制校园暴力教育，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时间活
动，如户外露营，假期体验打工，与父母真诚沟通，促进孩子各
方面潜能的开发，重拾阳光乐观的心态，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体会到教育机会的珍贵。 

（三）社会各群体共同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 
社会应给留守儿童提供良好平等的社会环境，帮助其身心健

康发展，形成良好的综合素质。一方面是要加强对制度的完善，
为留守儿童提供积极的环境，取缔学校周围黑网吧，游戏厅，增
设青少年阅读室，运动场等设施，对于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势力
全力清扫，设置完善的机构对误入歧途的留守少年及时引导管
理。另一方面积极组织社会各界人士例如退休党员，高校学生，
政府干部等关爱留守儿童，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同时，组织相关互
动活动，与孩子做游戏，结对帮扶，真诚沟通，弥补孩子心理上
的缺失，体会到社会的和谐温暖[3]。 

（四）家长与学校社会密切互动 
造成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根源是家庭关爱与指导的缺失，加

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培养，就要积极开展家庭的联动活动，学
校记录家长联系信息，与家长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通过微信
QQ 群或者钉钉软件，定期向家长汇报孩子近期学习与思想状况，
利用父母返程或者过年期间，组织好孩子与父母的沟通互动，加
强之间交流，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另外也由于现实原因限制，
为了更好解决问题，学校建立起代理家长地制度，为孩子们配备
相关人员，提供情感上的支撑，通过对孩子生活方方面面的关心，
和思想情感上的积极引导，培养孩子的兴趣特长，弥补孩子缺失
的家庭教育。对于留守儿童群体，在制定制度与措施方针时，要
充分考虑儿童心理因素，让孩子以阳光乐观的态度面对留守儿童
这个标签，避免让孩子觉得是对他们的歧视[4]。 

三、结束语 
儿童承担着祖国明天的希望，平等地对待留守儿童与非留守

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从意识到制度实施进行全面地监督把控，
为农村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保证教育的公平性，为留守儿童制
定适合身心健康发展的教育举措，体现教育的特殊性，家长增强
家庭教育意识，学校提供完善的教育管理，社会为孩子创造良好
的成长环境，家长与学校、代理家长密切联系，共同促进留守儿
童的心理健康，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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