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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留守儿童”是一群日益受到关注的群体。由于他们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父母的关爱与教育，产生了一系列的

心理问题。而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家庭、个人、学校和社会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而解决其心理问题的重要途径，

就是开展心理辅导，加强心理教育，对学生自我调适能力进行培养，使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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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社会需要的是高素质复合人才，具有健全的人格，能与社

会更好的适应，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就是

心理素质教育。留守儿童作为特殊的群体，极容易出现心理障碍。针对

留守儿童的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适应社会的能

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进行培养，已成为当务之急。 

1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 

深入分析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尽管各不相同，但从总体

上来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留守儿童普遍与亲属生活在一起，这

就直接导致留守儿童无法得到有效的教育和引导，同时也缺少父母的疼

爱，导致一些留守儿童心理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些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

生活在一起，由于过于溺爱，导致留守儿童自我意识较强，甚至由于一

些留守儿童疏于教育和管理，存在任性的心理，甚至对农村社会造成了

一些不良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留守儿童普遍缺乏父母的教育，这也

使一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不高，特别是缺乏持续的、正确的教育，

个别留守儿童出现了极大的心理问题，比如某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外出务

工，长期由叔叔监护，但由于其叔叔也要工作，因而对这名中学生的教

育和看护不到位，不仅花钱随心所欲，而且变得越来越任性和自私，经

常会出现打架斗殴现象。此外，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还表现为缺乏自

信心以及“自闭”的问题，不仅不利于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也会导致

留守儿童出现一系列连锁问题，因而加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显得越

来越重视，需要政府、学校、社会以及留守儿童父母亲属给予高度重视，

推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取得更好成效。 

2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2.1 重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

力，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比如

可以出台专门针对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指导性意见，也应当在这方面加

大投入力度，比如可以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加大相关的投入力度。促

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支持，应当更

加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当动

员社会组织、民营企业以及个人参与到留守儿童发展中来，不仅要加大

对留守儿童的物质帮助，更要在精神“扶贫”方面取得突破，比如可以

通过“爱心妈妈”的方式，使更多热心人士与留守儿童结成“帮扶对子”。

要着眼于形成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强大合力，媒体应当加大这方面

的宣传力度，群团组织也要参与到关心和爱护留守儿童中来。 

2.2 加强留守儿童教育管理 

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除了要给予高度重视之外，还要在加强教

育管理方面取得突破，只有这样，才能使留守儿童在各個方面都能够步

入正轨道。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应当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坚持“以留守儿童为本”，制定更加科学和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比如可

以制定《留守儿童教育管理规划（2017～2027 年）》，应当在构建家庭、

学校、社会、政府教育管理机制方面下功夫，确保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取

得更好的成效。对于留守儿童监护人特别是家长来说，尽管不在留守儿

童身边，但也要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多多过问，并且经常与孩

子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并且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沟通与交流，

通过不间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和教育，努力使留守儿童心理更加健

康，这一点需要引起家长重视。 

2.3 抓好留守儿童心理疏导 

由于留守儿童的特殊性，普遍都存在一定的心理健康问题，因而加

强留守儿童的心理疏导工作，解决他们的心理负担以及不健康的思想，

确保健康成长。对于学校来说，除了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知识教育之外，

重中之重的就是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应当对留守儿童做好调查研

究工作，了解和掌握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学习状况以及心理变化情况，

特别是班主任应当对留守儿童开展经常性的家访，牢固树立服务思维，

从被动管理向主动服务转型，当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时，班主任应当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好心理疏导，避免出现更大的问题。教师还要

进一步接近与留守儿童的情感距离，无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在生活方

面，都要给予留守儿童以更多的关心，当留守儿童出现问题时，应当以

教育引导为主，尽量减少对他们的批评特别是体罚。同时，还要积极引

导留守儿童开展一些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使留守儿童的业务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 

综上所述，留守儿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

心、关注和关爱，是全社会的责任。从当前留守儿童的整体情况来看，

尽管在“教育公平”政策下，留守儿童教育得到了加强，但由于留守儿

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这就需要将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教育上升到更高层面，着眼于促进留守儿童快乐健康成长，

既要重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也要加强留守儿童教育管理，更要抓好留

守儿童心理疏导，努力推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实现新的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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