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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扶贫搬迁学校问题儿童教育策略
鄢　丽

贵州省普定县第七小学　贵州　普定　562100

摘　要：在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各相关地方全力推进异地扶贫搬迁教育保障工作，确保安置点配套学校按时开学，兑

现不让一个搬迁群众子女因搬迁而辍学的庄严承诺。教育保障是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异地

扶贫搬迁学校中问题儿童的教育问题，也成为了现今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要内容。鉴于此，本文对异地扶贫搬迁学校问题儿

童的教育策略教学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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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搬迁学校问题儿童概述

搬迁学校问题儿童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会出现很多心理

上的不适应，这也是诸多研究者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因此，

就搬迁学校问题儿童心理适应问题，我们访谈了校领导、教

师和学生，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全面把握这一问题。相较于本

地孩子，搬迁学校问题儿童更易存在敏感、缺乏安全感、情

感脆弱等问题。比如，有的儿童强势、不吃亏。不能摸一指

头，谁动他一下，就非得打回去，生怕自己吃一丁点亏。这

类孩子极为敏感，他们以“强势”为盾牌抵御“伤害”，表

现出过度的自我保护意识。而有些儿童就很内向、少言寡语，

他们在学校不怎么说话，不会惹事，但也不积极，做事总往

后缩，你批评他表扬他，都低着头不说话，能感觉到一些抵

触情绪。这类孩子常常将自己封闭起来，拒绝与他人交往，

以此避免“伤害”。“不积极”的态度就是他自我保护的方式。

还有个别儿童表现出一些矛盾的个性特征，一方面，他们有

强烈的伙伴期待，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也试图与他人交往，

表现出想要融入新环境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比较敏感、

脆弱，面对挫折不能正确归因，认为老师不重视他，同学好

像也不喜欢他，常常委屈落泪，并沉浸在这种负面情绪里。

二、异地扶贫搬学校问题儿童教育策略

（一）实施对口帮扶

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应构建以人为本的制度文化，在对所

有学生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实现对不同儿童的个性化关注与

关怀。“对口帮扶”是关注儿童个体化差异，引导他们走出文

化困境的有效策略。首先，学校应对新转入的儿童进行全面

了解，如了解其家庭情况、教育经历、心理健康状况以及有

无过往病史等信息。其次，基于儿童信息及其入学之后的行

为表现进行精细分类，可以尝试三维细分法。第一维，按照

帮扶类型，分为经济资助、精神帮扶以及需要经济资助和精

神帮扶的双困生；第二维，根据困难程度，划分为特困生、

普困生以及非困生；第三维，依照儿童文化适应阶段，分为

接触感知期儿童、冲突调试期儿童以及融入期儿童。最后，

针对不同类型、程度、阶段的儿童给予“对口帮扶”，比如，

处于接触感知期，既需要经济资助，又需要精神帮扶的特困

生，学校可以施行“多对一帮扶”，除了常规的贫困补助和班

主任的特别关注，可以安排没有家庭负担的女教师做“爱心

妈妈”，既能在生活和学习上提供帮助，又能让刚刚进入新环

境的儿童多一些安全感。还可以安排热情开朗的“老生”为

他们讲解学校历史文化，带领他们熟悉学校环境，促进儿童

对新学校的熟悉与认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儿童的信息

了解，分类及帮扶都应保密处理，低调进行，保护孩子的自

尊心和隐私。至于特困生、普困生和非困生的划分标准，以

及帮扶活动中具体的师生比例要根据学校儿童数量和教师数

量的具体比例情况而定。

（二）促进文化重构

文化适应是主体自身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生存策略，离不

开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促进儿童摆脱文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激

发其文化适应的内生力量，积极发挥能动性，主动适应新的

场域和新的文化。具体而言，第一，教师可找出班上文化适

应良好的儿童，借助榜样的力量激励儿童主动融入新的环境。

第二，发掘儿童身上的闪光点，及时赞赏，减少自卑感。第

三，开展“我是家乡的代言人”主题演讲赛，鼓励儿童将自

己的家乡介绍给同学们，增加家乡认同感和自豪感。第四，

鼓励儿童参与班级管理，增强在新场域中的存在感和参与度，

培养主人翁意识。总之，让儿童发挥文化重构的主体性就要

促使他们在观念上认同新环境，在情感上热爱新集体，在行

为上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实现文化重构。

（三）加强班级建设

儿童对于同伴的认可程度非常高，同时也希望得到同伴

的鼓励和支持。如果搬迁学校中的儿童能够在一个充满着鼓

励与活力的班级中，便能提升他们对学校的认同感，激活他

们的积极力量，使他们受到积极情绪的影响，从而建立良好

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班主任应该积极发挥在班级管理中

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让班级形成友好、上进、乐观、积极的

风气，让问题儿童受到班级内其他人的影响，逐渐形成良好

的品质。

三、结语

搬迁学校儿童受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人际关系等因素

的影响，会产生人际关系不和谐、情绪不稳定等状况。学校

和教师需积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提高问题儿童的心理素

质，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他们更顺利地融人学

校生活，并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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