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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留守儿童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

定的重要因素。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孤独、焦虑、抑郁等。这些问题源于长期

与父母分离，缺乏安全感和关爱，以及长期独处的环境造成的心理压力。现阶段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

题的关注度不够，相关支持措施也不够完善。需要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与支持，促进他

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可以采取综合的对策，包括建立支持服务体系、加强

心理辅导师队伍建设、加强与学校、家庭的沟通与合作等措施，以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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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er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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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d to work in cities, and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
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rural society.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commonly suffer 
from psychological problem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lonelin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ese 
problems originate from the long-term separation from parents, the lack of security and care, and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caused by the long-term solitary environment. At this stage, not 
enoug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 relevant support measures are not perfect.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attention and sup-
port to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o promote their healthy physi-
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countermeasures can be taken to address the psy-
chological problem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port service 
system,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team,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commu-
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schools and famil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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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在农村地区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导致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居住或由亲戚邻居看

护，父母无法全面履行监护职责的儿童群体(Huang et al., 2017)。这类儿童通常居住于农村地区，父母在

城市或外地务工，孩子在家乡由其他亲属或邻里照看。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朱晓楠，杜

军仁，2023)。据统计，全国留守儿童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高毅，2023)。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完善的社

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设施，加之家庭结构的变化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习、心理等

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刘真，2023)。 
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尤其是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儿童，心理问

题更为突出(高毅，2023)。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留

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与发展，通过心理测量工具对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发现留守儿童存在焦虑、

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的情况较为普遍(陈友方，阳盘利，2024)。同时，国内学者还研究了留守儿童与父

母分离对其心理发展的影响，发现留守经历时间越长，心理问题出现的可能性越高(黄维，2020)。在国外

研究中，心理学家们不仅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探讨了留守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潜在影响

机制。他们发现，留守儿童往往面临着家庭支持不足、情感缺失等挑战，导致其心理状况偏离正常发展

轨迹(Liu et al., 2022)。此外，国外学者还从社会支持、心理干预等方面入手，提出了一系列针对留守儿

童心理状况的对策建议，旨在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Chen et al., 2019)。国内外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

状况的研究成果丰富而深入，为我们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 

2. 核心概念的界定 

2.1. 农村留守儿童的定义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居住在农村地区，父母在城市或外地务工，导致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居住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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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邻居看护，父母无法全面履行监护职责的儿童群体(Huang et al., 2017)。农村留守儿童的特点主要包

括家庭结构不完整、亲情缺失、教育资源匮乏以及心理和行为问题易发等方面(戴斌荣，2012)。留守儿童

的概念界定需要考虑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以及对其教育、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从而有针

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健康成长。 

2.2.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类型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类型主要包括焦虑、抑郁、自卑、依赖等多个方面(排日代姆·喀迪尔，2019a；
颜刚威，2020；周驰亨，2019)。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研究显示，留守儿童在

SCL-90 量表中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9 个因

子上的分值均高于全国常模(P < 0.01)，其中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 4 个因子达到显著性差

异水平(P < 0.001) (叶曼等，2006)。在 271 名被试留守儿童中，78 人(28.8%)的阳性项目数 ≥ 43，可初步

诊断为心理异常(叶曼等，2006)。 

2.3.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研究的重要性 

心理状况研究的重要性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尤为突出(林细华等，2010)。首先，心理健康是留守儿

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武占英，2024)。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长期分离，在情感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失落

感等负面情绪，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刘茜，2023)。同时，心理问题的存在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学习、

社交等方面，影响其全面发展。其次，通过研究心理状况可以更好地了解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和需求，

为制定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刘建波等，2011)。只有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才能有

针对性地实施心理支持和援助，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留守状态。因此，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进行研

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3. 影响心理状况的主要因素 

3.1. 家庭环境与父母角色 

家庭环境是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武占英，2024)。在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

中，通常存在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的情况，父母角色缺失常常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杨
海燕，2020)。父母长期不在家，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教导，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父母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陈晨，韩怡，2020)。父母的关爱和支持对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然而，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往往缺乏父母的陪伴

和教导，导致他们在心理上感到孤独、焦虑和失落(钟世兵，2024)。父母不在身边，使得农村留守儿童缺

乏安全感和依恋感，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在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的情感沟通和教养方式也对其心理状况产生重要影响(袁婧，齐

菲，2023)。父母的情感支持和积极的教养方式可以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而父母的冷漠和

严厉则容易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加剧(袁婧，齐菲，2023)。 
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和父母角色对其心理状况有着重要影响(武占英，2024；陈晨，韩怡，2020)。

为了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需要关注并改善他们的家庭环境，提升父母的教养方式，增强对留守

儿童的关爱和支持，为他们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3.2. 教育支持与师生关系 

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教育支持与师生关系被认为是关键因素之一，对于他们的心理状况与学业

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赵峰，2010；宋吉学，2019)。教育支持包括对留守儿童的学习需求、心理健康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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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等方面的支持，而师生关系则是构建在师生之间的信任、尊重和互动基础上的。在研究中发现，农

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教育资源匮乏、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导致他们在学业上面临挑战的同时也缺乏应

有的心理支持。因此，加强教育支持和改善师生关系至关重要。 

3.3. 社会环境与同伴互动 

社会环境与同伴互动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中起着重要作用(排日代姆·喀迪尔，2019b；崔亚飞，

杜艳，2021)。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由于长期分离于父母，缺乏家庭关爱和支持，更加依赖同伴关系来

获得情感支持和认同感(田龙等，2023)。由于家庭空缺和缺乏家庭教养，他们在社会环境中更容易形成亲

密的同伴关系，这种同伴关系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在同伴互动中，农村留守儿童往往面临

着挑战和压力。他们可能因为与同伴的交往不畅或遭受同伴排斥而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同时，由于长期

缺乏家庭教养和监督，他们在同伴互动中可能表现出攻击性、自我中心等问题行为，需要及时干预和支持。 

4. 理论依据 

4.1. 社会支持理论 

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理论是指一个理论框架，它强调了社会支持在留守儿童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性(唐美静，2014)。这个理论认为，留守儿童需要来自家庭、朋友、社区、学校等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以应对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覃建辉，戴浩，2024)。在这个理论中，社会支持包括物

质支持、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技能支持等。例如，家庭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生活必需品、照顾和支持，

朋友可以为他们提供情感上的陪伴和鼓励，社区可以为他们提供教育、娱乐和社交机会，学校可以为他

们提供学习资源和指导。社会支持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获得

足够的社会支持可以提高留守儿童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他们的情感调节能力，减少他们的焦虑和抑

郁情绪，并促进他们的社交技能和人际关系的发展(郭志芳等，2024)。如果留守儿童缺乏社会支持，他们

可能会感到孤独、无助和失落，这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社会支持理论

提醒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并提供适当的社会支持和援助，以帮助他们应对这些

挑战，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了社会支持在留守儿童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提醒我们关注

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挑战，提供适当的社会支持和援助，以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4.2. 发展心理学理论 

留守儿童发展心理学理论主要关注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发展。这个理论强调了留守儿童在

家庭、朋友、社区、学校等不同环境中的互动和经验，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认知、情感和社会

发展(潘奕辰，2021)。首先，留守儿童可能会面临一些特殊的心理挑战，如孤独、焦虑、自卑和抑郁等(伍
红，2023)。这些情绪问题可能与他们与父母分离、缺乏情感支持和关注有关。此外，他们还可能面临学

习困难、行为问题和社会交往困难(张晓琴，彭敏，2021)。发展心理学理论强调，留守儿童需要通过社会

互动来学习和适应环境。他们通过与他人交流、互动和合作来发展认知、情感和社会技能，这些技能对

于他们在学校、家庭和社区中的成功至关重要。良好的社交互动还可以增强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帮

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同时，发展心理学理论还强调了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纪林芹，张文

新，2011)。每个留守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心理发展受到个体差异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理

解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需要考虑到个体差异和环境因素的多样性。 
留守儿童发展心理学理论强调了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发展，以及社会互动、个体差异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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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素对他们的心理发展的影响。这个理论提醒我们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提供适当的社会支持和

指导，以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4.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它关注留守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这些环

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张萍等，2023)。这个理论强调了儿童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

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来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发展(张萍等，2023)。这个理论认为，留

守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包括家庭、朋友、社区、学校等不同层次的因素。这些

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动态的、相互关联的系统。例如，家庭环境可以提供安全感、支持和鼓励，

帮助留守儿童建立自信心和自尊心。同时，社区和学校环境也可以对留守儿童的行为和社交互动产生积

极或消极的影响。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还强调了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反馈机制。例如，如果留

守儿童在学校中受到负面反馈，如忽视、歧视或学业失败，他们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无助，这可能会影响

他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的行为和互动。反之，如果他们在家庭和社区中得到积极的支持，他们可能会在学

校中表现出更好的行为和成绩。 
留守儿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了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各种环境因素之间

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发展。这个理论提醒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理

解各种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指导，以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5. 应对策略与建议 

5.1. 政府政策与社会保障 

政府政策与社会保障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国政府逐步完善

相关政策法规，致力于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首先，政府通过建立健全的留守儿童关爱机

制，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援助和干预措施，着力缓解其心理压力。其次，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心理

健康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同时，政府积极推动建立留守儿童心理疏

导中心，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支持服务。综上所述，政府政策与社会保障对于改善农村留守儿

童的心理状况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5.2. 学校教育与心理干预 

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面临着诸多心理健康问题，学校教育与心理干预对他们的心理状况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学校作为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环境，承担着教育和培养孩子们良好心理健康的责任。 
学校教育可以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留守儿童及时解决心理困扰。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与

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及时发现潜在问题并进行干预；开展各类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增强留守儿童的心理素质。通过心理素质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高他

们的心理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建立完善的心理援助机制，为留守儿童提供全方位的心理支持。这包括

定期进行心理评估，建立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方案，为每个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帮助。 
学校教育与心理干预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学校的努力，才能更

好地关注和改善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5.3. 家庭关怀与社区支持 

家庭关怀与社区支持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是儿童情感发展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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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然而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父母长期外出务工而无法得到充分的家庭关怀。这种缺乏家庭

关怀导致留守儿童心理状况普遍较差，表现为情感不稳定、自卑、孤独等问题。因此，加强家庭关怀对

于改善留守儿童心理状况至关重要。 
社区支持也是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克服心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社区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可以为留守

儿童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关爱。比如建立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都可以有效提升

留守儿童的心理抵抗力和适应能力。通过社区支持，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和温暖，从而更好

地适应家庭变化带来的心理压力。 
因此，家庭关怀与社区支持应当成为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重要策略之一。通过加强家庭关

怀，留守儿童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关怀；通过社区支持，留守儿童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帮助。

只有综合利用家庭关怀和社区支持这两大力量，才能更好地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健康的心理状态，促

进其全面发展。 

6. 实践效果 

对于个人层面，针对留守儿童相关对策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建立更稳定的人际关系，提高他们的心理

健康水平，增强他们的自尊和自信。这些变化将直接反映在他们的学习成绩，行为表现，以及他们与他

人的互动方式上。留守儿童往往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容易感到沮丧，而有效的对策能帮助他们学习如何

处理和应对这些情绪，这对他们的个人成长和未来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对于社会层面，留针对留守儿童相关对策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这些孩子通常身处相对封闭的社交

环境，与父母分居并远离家庭支持，他们需要社区的支持和帮助。有效的对策通常会包括创建或加强与

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相关的社区支持网络，如提供心理咨询，设置课后辅导项目，举办亲子活动等。这

些活动不仅能帮助留守儿童，也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提高公众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对于教育层面，针对留守儿童相关对策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在许多情况下，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个

关键方面是他们与父母在教育方面的脱节。有效的对策会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如建立稳定的师生

互动模式，为留守儿童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等。这些策略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进而提高留守儿童的

学习成绩和参与度。 

7. 结论 

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孤独、焦虑、抑郁等。这些问题可能源于长期与父母

分离，缺乏安全感和关爱，以及长期独处的环境造成的心理压力。现阶段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关

注度不够，相关支持措施也不够完善。需要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与支持，促进他们的身

心健康发展。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应该采取综合的对策，包括建立支持服务体系、加强心理辅

导师队伍建设、加强与学校、家庭的沟通与合作等措施，以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通过对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调查与对策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问题的本质，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改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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