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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逆力，作为一种在面对逆境时展现出的适应能力和正面的心理态度，对于儿童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

考虑到抗逆力与儿童的心理状态、社交互动以及学业成绩有紧密关联，提升儿童的抗逆力对其全面成长

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采用生态系统理论视角，通过分析留守儿童与各层次社会生态系统互动过程中面临

的风险因素，从而探讨提升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具体路径。这些路径包括构建和谐家庭环境、优化学校教

育资源、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加强社会服务组织的专业性和完善国家社会政策等，旨在通过多维度的支

持体系，有效增强留守儿童的抗逆力，促进其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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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ilience, as an adaptive ability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attitude demonstrated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ldren. Considering 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resilience 
a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stat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enhancing chil-
dren’s resilien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ir comprehensive growth.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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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theory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faced by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ir 
interaction with various levels of social ecosystems in order to explore specific paths to enhance 
their resilience. These paths include building a harmonious family environment, optimizing 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improving community service levels, strengthening the professionalism of so-
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ing national social policies, aiming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ir healthy growth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suppor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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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且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

中国快速发展和城乡二元制导致许多农村父母外出务工，孩子留守家乡由祖辈抚养。(吴重涵，戚务念，

2020)这种亲子分离导致留守儿童面临心理健康和行为习惯问题，如自卑、焦虑、孤独和交流障碍(刘国艳

等，2020)，他们患心理疾病的风险是非留守儿童的 2.5 倍，严重心理疾病风险高达 6.4 倍。(郭少云，2015)
这种心理状态会降低他们的抗逆力，使他们在遭遇逆境时更容易受到打击。长期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

易出现自我封闭、情感障碍，学习成绩和自我管理能力往往较差，辍学率较高。缺乏家庭监督和支持，

他们的行为常常不受控制，表现出攻击性、逆反心理、早恋、违法犯罪等不良行为，(巴海悦，2024)且在

社交能力和人际关系方面较差，难以融入集体生活。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在家庭生活中可能遭遇

饮食不当、睡眠不足和安全问题，这些隐患增加了他们遭受意外伤害和其他风险的可能性。同时，由于

生活条件的限制和与监护人沟通不足，这些儿童往往难以了解外界和社会，导致其心理闭塞，自我效能

感低下，抗压能力不强。(徐云启，2020)所谓抗逆力，指的是个体的心理功能及其发展并未受到压力、逆

境的损伤性影响的心理现象，(Werner, 1993)又称为复原力、心理韧性，指个体身处困难、挫折、失败时

的心理调适能力。(沈之菲，2010)抗逆力，作为一种关键的心理资本，由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共同构成。

风险因素可能对个体的成长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而保护因素则帮助个体有效应对挑战。在生态系统理

论中，家庭、社区、学校等被视为儿童成长的社会性生态系统，这些环境对个体行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

影响。该理论强调个体与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和互动性，将个体问题视为整个系统适应性不足的表现。(陈
李红，2023)留守儿童的抗逆力不足，并非单纯由个人特质决定，而是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风

险因素紧密相关。(冯晓平，范晓丹，2019)因此，提升留守儿童的抗逆力需要从个体和环境两个层面进行

综合考量，构建一个有利于留守儿童成长的支持体系。 
留守儿童的抗逆力不足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化进程，还可能

影响他们成年后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对于保障他们的整体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有

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健康、教育成就和社会支持网络等，这些研究揭示了留守儿童因父母监护缺失而面临

的多维度挑战，如心理发展的困扰、学业上的困难、社会适应的挑战等，但往往忽视了留守儿童自身的

积极资源和发展潜能。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视角，通过考量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从微观到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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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三个层面分析留守儿童的成长背景。这一理论框架不仅考察留守儿童的适应能力，还涉及家庭、学校、

社区等环境因素，为全面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并有助于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以及

构建更全面的支持体系，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本文旨在深入分析留守儿童在多层次环境系统中面

临的风险因素，并探索生态系统视角下提升抗逆力的可行路径。 

2. 生态系统视角下留守儿童与各层次系统互动中面临的风险因素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与环境的交互关系，认为个体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环境中，而是持续不断地与

周围的环境和系统发生作用。在这个理论框架中，环境被视为一个生态系统，由多个相互关联和相互作

用的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通常可划分为四个层次：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微系统，如家

庭、朋辈群体等；中系统如社区、学校等；外系统，如社会服务机构等；宏系统则涵盖社会制度、国家政

策等。这些不同层级的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环境，对个体的发育和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留

守儿童在这些系统间的互动中遭遇的风险因素对儿童的适应能力造成消极影响，从而阻碍其抗逆力的发

展。 

2.1. 微系统：留守儿童与家庭和朋辈群体互动中的风险因素 

家庭是儿童成长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儿童抗逆力的发展过程中，家庭因素的作用出现最早，

作用更直接，影响力较持久。(孟利艳，2008)家庭环境的完整性、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氛围以及亲子关

系的和谐度，均对留守儿童的自我认同、自我调节能力和角色适应能力的塑造产生直接影响。然而，家

庭贫困、父母关系的紧张、不科学的教育理念和家庭结构的异常等因素，都可能对留守儿童的抗逆力造

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当父母长期外出工作，导致家庭支持的缺失，留守儿童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孤独、

焦虑和抑郁，这些负面情绪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制约了抗逆力的发展。 
朋辈群体在留守儿童成长微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他们个性的形成和稳定发展具有显著

的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受到诸如相互信任、情感依赖、沟通方式和心理一致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与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呈正相关。(杨圆圆，胡朋利，2012)通过与同伴的互动，留守儿童学习如

何协商、妥协，从而获得处理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和面对挫折的能力，这些都是他们抗逆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这一过程也遭遇挑战，即因为自卑、痛苦，与同伴交往时容易感到恐惧；出现焦虑，容易出现情

绪失控；甚至对同伴怀有敌意进而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刘轶，2011)这些交往中的问题会对他们的社交技

能和情感支持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削弱他们的抗逆力。因此，确保朋辈群体提供积极的互动和支持，对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抗逆力的培养极为关键。 

2.2. 中系统：留守儿童与学校和社区互动中的风险因素 

学校是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子系统，对于提升他们的抗逆力至关重要。然而，留守

儿童在学校互动环境中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因素，其中，学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就是一个显著的问题。

在一些贫困地区，学校的教育资源匮乏，无法为每个学生提供足够的学习资源和关爱。这种不均衡的教

育资源导致部分学生缺乏必要的支持，从而无法有效提升抗逆力。教育模式与留守儿童的个体差异之间

的匹配程度是提升他们抗逆力的重要因素。当前的教育模式常常未能充分考虑留守儿童的具体需求，这

使得一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得不到适当的关注和支持，进而影响了他们抗逆力的发展。 
当前，我国部分社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对留守儿童的环境支持不足。例如，社区服务水平低，无法满

足留守儿童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成长需求。社区内嘈杂混乱的环境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构成威胁，让他

们难以专注于学习和生活。基础设施不完善和安全隐患限制了留守儿童的活动，阻碍了他们自我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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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挑战的能力发展。缺乏互动活动，导致留守儿童缺少实践和体验式学习的机会，影响了他们解决问

题能力的提升。此外，教育资源和健康保健服务的不足，进一步限制了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和抗逆力增

强。 

2.3. 外系统：留守儿童与社会服务机构互动中的风险因素 

社会工作机构作为第三方服务力量，在儿童福利领域发挥着给予儿童正面形象的功能和对儿童教育

的弥补和干预功能。(张柳清，成海军，2012)然而，我国专注于儿童的社会工作组织发展存在不足，特别

是在农村地区，这些组织数量少，服务水平偏低，覆盖面有限。许多社会组织虽然为留守儿童提供了基

础的物质和学习支持，但在心理健康、情感关怀和能力建设等深层次需求上的服务不足。留守儿童因父

母长期缺席，面临更复杂的心理和行为问题，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持，但现有服务往往未能满

足这些需求。由于这些基本需求的缺失，留守儿童容易遭受各种潜在风险的负面影响。这些风险不仅威

胁到他们的日常生活质量，还可能削弱他们的社交技能和心理健康，使其在面对挑战时缺乏必要的韧性

和应对策略，从而导致他们在遇到逆境时更容易感到无助和沮丧。 

2.4. 宏系统：留守儿童与国家互动中的风险因素  

虽然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障留守儿童的权益，如《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特别关注，体现了国家对留守儿童

群体的重视，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对

一些特殊群体，如残障留守儿童、极度贫困的留守儿童等的关注和保护还显不足。这种不足可能导致这

些儿童的权益得不到妥善保护，进而降低他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他们的抗逆力形成和发展不利。此

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对于留守儿童个体的成长具有显著作用。社会中的积极元素，如尊重他人、公

平正义、诚实守信等，为留守儿童提供了最初的行为参照和价值导向。这些价值观无形中塑造了留守儿

童对世界的认知和对自己的期待，使其在面对困境时能积极应对，而非轻易放弃或陷入消极情绪。 

3. 生态系统视角下留守儿童抗逆力提升的路径 

为了有效提升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我们可以从其所处生态系统的多个层面着手，努力增加儿童与不

同层级系统互动中的保护因素，从而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成长环境。 

3.1. 微系统：家庭、朋辈群体 

从家庭角度来说，提升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关键在于构建和谐、稳定且支持性的家庭环境。首先，父

母应尽可能提供稳定的家庭环境和充足的家庭支持，减少因长期外出工作导致的亲子分离，定期通过电

话或网络与孩子保持沟通，增强亲子联系。其次，父母需要采取科学的教育方式，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鼓励孩子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此外，父母应与孩子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情感上的安全感

和归属感。家庭氛围的营造也十分重要，创造一个温暖、支持和理解的家庭环境，有助于缓解留守儿童

可能感受到的孤独和焦虑。通过这些方式，父母可以有效地提升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帮助他们更好地适

应社会环境，克服成长过程中的挑战。 
留守儿童在与朋辈群体的互动中，父母的引导和支持至关重要。父母应鼓励孩子积极参与集体活动，

这不仅有助于他们学习社交技能，也是社会化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父母需要平衡保护与尊重，

确保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与同伴互动，同时尊重他们的个性和独立性，避免过度干预。通过适当地放手，

孩子能在实践中学习沟通和解决问题，从而增强自我调节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技巧。同时，父母应定期

与孩子沟通，增强情感联系，为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帮助他们建立自信。通过这样的互动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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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留守儿童能够在朋辈群体中获得必要的社交技能和情感支持，不仅能增进留守儿童抗逆力的形成

和发展，更能在长远意义上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特质和社会适应性，为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奠定坚实的

基础。 

3.2. 中系统：学校、社区 

学龄期留守儿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学校在培养和提升留守儿童抗逆力方面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为此，学校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关注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心理韧性和社

会适应能力的培养。教师应从传统知识传授转向培养学生的内在力量和挫折承受力，营造一个鼓励探索、

接纳失败、积极应对挑战的学习氛围。学校应设计提升抗逆力的课程体系，培养情绪管理、冲突解决和

同理心等社会交往能力，通过探究式学习项目锻炼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考。在资源配置上，学校应优化

教育资源，提供丰富学习资源，创设团队合作的教学环境，配备专业心理咨询服务，满足留守儿童个性

化学习需求，为他们提供及时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援助。通过这些措施，学校能够为留守儿童打造一个有

利于抗逆力成长的教育环境。 
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留守儿童与社区的互动应该是积极的、支持性的。社区有责任营造一个安

全、有序的生活环境，并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以及必要的支持性服务，以满足这些

儿童的成长需求。社区应当鼓励社区中的儿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健康的社交网络，这将

有助于他们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社交技巧。社区可以通过链接第三方平台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多的教育

资源和健康服务，改善基础设施，组织丰富的文化和教育活动，以及确保安全和支持性的社区环境。此

外，社区还应加强与家庭和学校的合作，共同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有利于其成长和发展的环境。通过这

些途径，社区可以有效地支持留守儿童，帮助他们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

和抗逆力的发展。 

3.3. 外系统：社会服务机构 

社会服务机构，特别是专业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为了提供高质量、专业的服务，首要任务是建立并壮大一支由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教育咨询

师等专业人才组成的服务团队。这些专业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还应拥有丰富的实践

经验，能够准确把握留守儿童的心理、行为特点，并提供科学有效的干预和辅导。为了保持服务团队的

专业水平与时俱进，机构应定期举办各类培训活动，使员工能够熟练掌握最新的服务理念和技术手段，

增强他们识别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能力，以更有效地满足儿童需求。在提供服务时，应始终坚守以儿

童为中心的理念，围绕儿童的实际需求，构建多元化、全面的服务体系。 
为满足留守儿童日益丰富的需求，国家应积极推动社会工作特别是儿童社会工作组织的成长。借助

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我们能够为儿童成长提供必要支持，包括实施专业的个案工作、小组活动和社区

服务，必要时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为留守儿童提供个性化的心理辅导，协助他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

惑。此外，社会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留守儿童成长档案和跟踪机制，对每一位服务对象进行长期跟

踪和定期评估。通过持续关注儿童的发展状况和变化需求，组织能够更加精准地调整服务策略和方案，

确保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4. 宏系统：国家、社会 

为了增强留守儿童的抗逆力，国家需要在法律层面提供更全面的保护，特别是对残障和极度贫困的

留守儿童给予更多关注。通过立法保障亲子团聚权，强化父母的监护责任，并探索有偿代理监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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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留守儿童得到有效的监护和救助。此外，国家应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确

保留守儿童的权益得到实际保障。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留守儿童的关爱

工作，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教育保护网络。这包括加强农村寄宿学校的建设，支持民办学校的发展，以及

在留守儿童集中的社区建立关爱服务阵地。通过这些措施，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安全、支持性的成长环

境。 
此外，国家应实施精准帮扶策略，通过摸底走访建立留守儿童档案，提供个性化的救助和服务。这

包括加强教育帮扶，确保留守儿童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以及开展生活关爱服务，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和

情感需求。国家还应注重宣传和引导，提高公众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营造一个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留

守儿童的良好氛围。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国家不仅能够保护留守儿童的基本权益，还能帮助他们建立自

信，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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