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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贫困山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调研与大学生 

支教模式创新探析 
◆周一婷  赵启蒙  王梓宁 

（山东大学(威海)  山东省威海市  264200） 

 
摘要：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劳动人口进城务工，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的严峻与乡村凋敝和衰落的趋向日渐成为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在这些

贫困发生率、留守率、辍学率高居不下的乡村，教育困境、思想落后、

经济迟滞三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是这三者

的共同结果。乡村振兴，教育先行——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着手，

兼顾社会力量的帮扶，改善贫困山村基础教育，探索心理健康教育的新

模式，重建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亲情桥梁，在疏导心理问题的同时防

微杜渐，是改善贫困山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困境的重要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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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多视角审视 
（一）自我认知难以建构 
在孩子的成长中，父母的行为是儿童用来认知自我的重要因

素，儿童可以从父母的道德行为、亲情行为、社会行为来确认自
我的存在形式，并从外界反应中得到回馈。在对父母行为的模仿
中，儿童不但会逐渐熟悉并了解外界环境，并且从外界中得以认
知自我。留守儿童的自我认知的不完整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
自信心、自尊心和安全的缺失，道德观、是非观的不健全，亲情
关系的不健康等，这些长此以往会导致留守儿童心理的敌意和焦
虑。 

（二）社会交际难以畅通 
留守儿童的社交障碍主要表现在言语和行为上这两个方面。 
在言语上的社交障碍主要体现为留守儿童沉默寡言、几乎不

主动发言。父母不在身边，缺失了一部分交流对话的机会，同时，
与其它孩子相比，他们缺少父母的庇护，不敢在外人面前说话，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言语上的障碍，形成孤僻自卑的性格。 

儿童在社交行为上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对父母行为的模仿，与
人对话时的口吻、与人交流时的动作都是儿童在观察父母时习得
的。但由于留守儿童在父母亲情上的缺失，让他们缺少了模仿的
对象，这更造成了留守儿童的社交障碍。 

（三）个人情绪难以调控 
留守儿童的情绪往往易受改变。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留守

儿童会对在外地务工的父母有深深的思念。这种思念很难向周围
的朋友同学或者带自己的爷爷奶奶倾诉，留守儿童便将这厚厚的
思念埋在内心里。同时他们身边缺乏父母的引导和教育，也导致
了他们情绪难以调控。 

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多障碍剖析 
（一）“失落的孤舟”：家庭教育重度缺失 
在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中，由于父母长期外出，亲子关系处

于一种相对疏远的状态，家庭的亲密度也较低，父母的榜样作用
与监控机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与弱化，这些都为家庭矛盾的产
生埋下祸根。一方面，家庭教育的缺失，造成留守儿童思想道德
教育缺失，易产生价值观的偏离和性格心理发展的异常；另一方
面，家庭教育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父母对留守儿童的溺爱和放
纵心理，易使留守儿童形成自私任性、霸道蛮横、以自我为中心
等性格缺陷；而其采用的惩罚，干涉等消极的家庭教养方式，又
极易造成亲子关系的失谐、儿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丧失。 

（二）“多米诺骨牌”：社会因素多方联动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又有其自身的现

实特征。随着社会发展，近年来我国农村流动人口数量不断扩大，
家庭化流动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从社会整体发展来看，农村劳动
力大规模流动与城乡壁垒存在矛盾。在政策方面，城乡隔离的户
籍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与城市人口享有同等的权益，也造成了其
子女接受教育的困难，直接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的产生。 

（三）“灰色的迷宫”：成长过程问题重重 

留守儿童由于分散寄养多于在校寄宿，得不到家庭和父母的
有力或有效的监管，管护形成“空档”，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在教育方面，对于城乡间流动的农民工子女，他们进城难以分享
城市的义务教育资源，父母往往只能将其留在农村，成了城乡二
元结构背景下特定的留守儿童群体。同时，由于父母管护的缺失，
留守儿童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成绩容易下滑。
经济因素和不断滋长的厌学情绪，致使这一群体辍学率高居不
下，失学现象严重。如何解决留守儿童成长中的重重问题，如同
深入迷宫一般需要多方不断探索。 

三、心理健康支教模式的多对策探索 
（一）探索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新形式：化难为易、深入浅出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展，一方面，因其心理学知识的专业

性，支教地儿童有较大的理解障碍；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的自我
保护与封闭抗拒，使得单方向的灌输式教学难以取得实际教学成
果。探索化难为易、深入浅出式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模式、新方
法，引导孩子们敞开心扉、表达自我的心理世界，促进他们在课
堂上与老师良性互动，又能将一定的心理学专业知识传达给学生
是不得不思考并努力解决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大学生支教团可以突破传统教学方式，寓
教于乐，开设别开生面的心理学启蒙课、心理健康小游戏和心理
电影赏析课，注重把课堂的展示机会留给孩子，鼓励孩子积极发
言。 

（二）个性化定制洞察心理问题暗角：精准对接、沟通疏导 
在讲授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孩子敞开心扉积极发言的同时，

笔者认为大学生支教团还应注意保护孩子们的心理问题隐私。而
个性化定制与精准互动就能够既对课堂式教学做到有益补充，又
能兼顾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深入心理问题的疏导。结合对基
本情况档案的建立与跟踪，以支教团成员与支教地儿童“一对二”
的比例，精准对接每一位孩子，洞察一切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暗
角，有针对性的对孩子们进行帮助和疏导。 

（三）解开留守儿童魂牵梦萦的心结：温馨港湾、用爱护航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家”和“爸爸妈妈”是最触动他们幼

小心灵的词汇。很多时候，能够见父母一面都是他们过生日时许
下的心愿；也不乏有些孩子，由于父母长时间疏于管教，与父母
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和误解的状态。笔者认为，大学生支教团有
必要解开孩子们内心最魂牵梦萦的心结，带他们重返父母身边，
感受温馨的港湾。譬如，引导孩子们为父母写一封家信、鼓励孩
子们向父母倾诉、带留守儿童驱车前去与在远方工作的父母见
面、坚持家访等。 

（四）素质拓展课助力心理健康教育：自尊自信、自强自爱 
心理健康教育这一长远的工作，对于在留守、离异或单亲的

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心中既成的心理问题结节，
仅仅依靠心理课教学和心理沟通疏导是“治标不治本”的。他们
自卑自闭、懦弱胆怯、备受欺凌，如何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和
爱好，培养一项拿得出手的特长，引导孩子自尊自信、自强自爱，
是心理健康教育的拓展步骤。因此，给孩子们带来丰富多彩的素
质拓展课程是不可或缺的，如天文课、海洋课、物理实验课、化
学实验课、音乐课、摄影课、辩论课、生理卫生课等。 

（五）多渠道呵护贫困山村留守儿童：多方合作、不断前行 
支教团的力量从来都只是短暂而微薄的，如何能够保证大学

生支教团团队离开以后，留守儿童然能有社会多方面的关注与呵
护，是历来困扰支教团队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正常的教
学活动之外，应多渠道地调研和了解能够给孩子们带来长期保护
的社会力量，并与之达成长久合作，譬如村委会、妇联、“儿童
之家”留守儿童托管中心、返乡学子联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