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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进程日益推进。为了满足城市建设的实

际需求，很多农民群众涌入城市，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童年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儿

童在此期间往往需要得到父母的关爱和家庭温暖。论文主要研究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和疏导策略，希望能够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支持。

揖Abstract铱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is

advancing day by day. In order to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urban construction, many farmers are

pouring into the city, and more children are left behind. Childhood is a key period of life

development, children oftenneed to get parental care and familywarmth. This papermainly studies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counseling strategie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hoping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healthygrowthof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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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留守儿童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

中的主要群体，由于长时间和父母分离，导致留守儿童出现了

很多心理问题，如自卑心理、逆反心理、人际交往障碍和性格

偏差等。因此，社会各界需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的重视，完善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建立完善的留守儿童教育和监护制度，加

强对留守儿童心理素质的培养[1]。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留守儿

童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研究了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产生的原

因，总结了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疏导策略。

2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表现

2.1 性格孤僻

留守儿童长期和父母分离，缺乏安全感，在长期的发展中

会产生很多不自信表现，如自卑、沉默寡言、性格孤僻等。很多

留守儿童不愿意与人进行交流，害怕其他人提及自己的父母，

且这些孩子从小没有体会到父爱和母爱，而爷爷奶奶的年龄

比较大，无法与孩子进行良好的交流，这就使得留守儿童形成

了孤僻的性格，往往会自我封闭，以掩饰内心的脆弱。

2.2 自卑心理

通常情况下，留守儿童从小缺乏父爱和母爱，导致他们缺

乏安全感，在看到同学父母关爱同学时，就会出现自卑心理。

在长期的发展中，留守儿童会自我封闭、逃避现实，严重的还

会出现心理障碍和精神障碍。同时，很多留守儿童会反向保护

自己，往往会对他人进行防御，使其感情比较冷漠。除此之外，

在城镇留守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居住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尤其在大城市同龄人中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这也

会使得留守儿童产生自卑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留守儿

童的学习和生活。

2.3 逆反心理

在留守儿童的成长发育过程中，会表现出很强的逆反心

理，他们会冷漠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

边，导致留守儿童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会过于保护自己，对长

辈的批评管教产生敌意。并且，留守儿童无法理解父母外出打

工的行为，往往认为父母不关心自己，严重的还会产生怨恨心

理，最终转变成暴力倾向。在家长和学校不及时予以疏导的情

况下，留守儿童的不良情绪将无法得到控制，极易做出极端行

为，危害社会。

2.4 学习心理障碍

留守儿童的学习积极性相对较差，缺乏明确的心理动机。

留守儿童无法得到父母的关爱，在课堂学习中难以集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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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无法形成浓厚的学习兴趣，严重影响着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同时，部分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在外打工，想要好好学

习报答父母，这就会产生为父母而学的不良心理，还有一些孩

子在父母和他人迫切致富的影响下，产生了为了赚钱而学的

心态，单纯地以为好好学习就能够赚钱。这些心理都会影响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就会出现厌学心理，严重

的还会辍学。

3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3.1 缺乏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具有直

接性、长远性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发展 [2]。通

过相关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中有 80%以上的孩子由爷爷

奶奶等隔代亲人照顾，但老年人的体力和精力有限，只能够勉

强满足孩子吃饭、穿衣等物质需求，无法从心理上给予留守儿

童一定的帮助，导致留守儿童缺少道德和精神指导。并且，老

年人都比较溺爱孩子，严重影响着孩子的自律能力，导致孩子

的心理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

3.2 学校教育相对落后

在社会的发展中，中国农村教育发展速度还有待提升，农

村义务教育体系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学校教育理念缺乏创

新性、师资力量薄弱、缺乏教育经验等，几乎没有学校会针对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开设心理疏导课程，学校中缺少专业的

心理教育老师。并且，在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下，很多老师只

注重课堂教学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学习成绩，很少与学生进行

交流，缺乏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关注，这就使得留守儿童的

心理问题无法得到改善，导致孩子无法感受到学校的温暖，成

为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人。

3.3 社会关爱不足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

后，缺少利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公共场所，导致孩子的身心

无法得到释放。并且，留守儿童处于成长发育的重要时期，好

奇心比较强，但缺乏社会阅历，无法抵抗外界环境中的诱惑，

极易被周边不良社会环境影响。同时，在互联网时代，多媒体

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有效应用，上网和游戏成为

孩子课余时间的主要休闲方式，但网络中的事物良莠不齐，在

未得到正确引导的情况下，留守儿童的成长和发育会受到不

良影响。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开始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但其只是

一种形式，无法落实到社会的发展中，导致整个社会未形成关

爱留守儿童的风气。

4 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策略

4.1 建立完善的学校教育管理机制

学校是直接面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单位，应向留守儿童提供

更多有针对性的教育，在学习和生活中应向学生提供更多的关

爱，建立完善的学校教育管理制度。首先，实行代理家长制度，

为留守儿童建立成长档案；其次，安排专业心理教师对学生进

行心理疏导，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确保留守儿童教育的有效

性；再次，政府及社会企业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改善寄宿制

度，并开展更多有助于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使得留

守儿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最后，建立完善的学校合作制度，组

织留守儿童家长参与培训活动，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

4.2 重视留守儿童的成长

社会各界需要加强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疏导，充分发

挥出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学校应调查留守儿童的家庭情况，建

立留守儿童管理档案，记录留守儿童的家庭住址、家长联系方

式等内容，并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开设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使留守儿童掌握更多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还应开设心

理咨询室，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孩子的心理困惑进行疏

导。除此之外，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

留守儿童提供更好的寄宿环境，使其能够融入到老师和同学

的大集体中，进而弥补家庭教育带来的缺失。

4.3 加强心理素质培养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和困惑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现实的

正确态度。社会各界应对其进行心理素质培养，正确地看待家

长外出打工问题。在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的情况下，留守儿童需

要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提高自己的心理适应能力，加强和

父母之间的沟通，勇敢地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3]。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

题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更好地缓解留守儿

童的不良心理，学校和教师需要共同努力，加强和留守儿童的

交流和沟通，疏导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

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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