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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留守儿童”问题逐渐突出。在高职院校中存在许多有留守经历的学

生，不良的生活环境给有此经历的学生带来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将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探

讨有留守经历的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情况，通过对其心理弹性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够在以后的发展中

积极的面对生活，更好地适应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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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urbanization,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impact of 

poor living environment on students with this experience is worthy of our in-depth stud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ho have left-behind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mental flexibility, they can face life positively in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better adapt to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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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倡导探索人类的美德，

如爱、宽恕、感激、智慧和乐观等正向

方面的心理学思潮，研究积极地情感体

验和积极地社会环境。心理弹性则是主

体对外界变化的环境所作出反应的心理

及行为上的状态。该状态是一种动态形

式，有其伸缩空间，它随着环境变化而

变化，并在变化中达到对环境的动态调

控和适应。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具备一

定的预测性，具备积极心理品质的人，

心理弹性空间较大，在面对变化时对事

情能够有较好的掌控措施，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的变化。 

1 积极心理品质与留守经历高

职学生的关系 

高职院校的学生相较于本科院校的

学生来说，由于学习成绩的差距，在成

长过程中可能遭受了更多的心理方面的

成长阻碍，如因为成绩相对较差在学校

和家庭中不被重视，甚至是批评，生活

中种种的负面事件极其容易对信息弹性 

的宏伟目标。在初期阶段，我国高校在

学术道德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

的成效。 

5 结束语 

高校应该积极向国外高校学习借鉴

学术道德建设的先进经验，强化对理论

层面的研究，不断摸索适合国内高校学

术道德建设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学术道

德制度建设，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活动，

终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伟大

跨越，实现科技强国、教育兴国的伟大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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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培养造成影响，长期积攒负面情

绪，使这类学生在面对挫折和生活的不

顺时，不能够很好的应对。加之部分高

职院校在运行中，存在没有及时展 心

理健康教育的现象，很容易导致学生长

时间学习中丧失学习动力。与此同时，

部分高职院校学生还具有留守经历，成

长过程中由于父母亲情的缺失，种种因

素结合在一起，加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和

心理应激。 

当前对于有留守经历的高职学生心

理弹性的能力研究方面，主要关注点在

留守经历给学生的成长带来的负面影

响，比如性格内向、不擅交际、内心敏

感、感情脆弱、自卑等问题，把研究局

限在了有留守经历和无留守经历学生的

对比上，更为关注外在的支持对于消解

消极心理的作用。把具有留守经历的学

生标签化，认为只要具有这一经历的学

生一定会出现心理问题，忽视了人的主

观能动性和学生个体的积极个性和认

知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事实上，许多具

备留守经历的学生在面对不利环境时，

个体的心理弹性能力会发挥重要作用，

使个体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对有

留守经历的高职学生这类群体的心理

弹性研究可以从积极心理品质这个方

向探索。 

以现阶段的研究进展来看，对有留

守经历的高职学生心理弹性能力的培养

方面，研究措施较为单一，缺乏高质量

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兴趣也为研究留守

经历的高职学生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

的切入点和视角。留守经历对于学生的

心理弹性影响并不是一个无法改善的状

况，父母外出务工，在成长阶段缺乏陪

伴并不一定就会致使其出现严重的心理

问题和消极心理，在研究中应该用发展

的眼光和积极地视角去看待这一问题，

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去研究留守经历

高职学生的心理弹性，培养学生从多方

面更好地使用内在和外在等各种保护性

因素，激发学生内在积极力量，发挥其

正向的心理品质，利用这一能力更好地

适应环境，解决问题。以积极心理学为

导向的留守经历高职学生心理弹性能力

培养研究也会是一个新的积极心理学研

究方向。 

2 留守经历高职学生心理弹性

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急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

青壮年大多选择背井离乡进城务工，

希望能够为后代带来更好的生活。与

之伴随的，是我国农村“留守儿童”

问题加剧。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高

职院校的学生很大一部分都有留守的

经历，日常学习以及生活中，容易产

生被忽视的心理。 

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关注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目前，

研究的焦点多局限在未成年的留守儿童

上，很少关注有留守经历的高职学生。

对留守经历的高职学生心理弹性能力的

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其一，可以使其以积极地心理去应

对生活中发生的消极事件。研究表明，

部分有留守经历的高职学生在面对挫折

情境是对消极信息有更显著的注意偏

向，而对心理弹性的培养，可以有效调

节个体在挫折情境中对于积极因素的注

意偏向，使其能够在挫折情境中更多的

注意积极信息，提升自身积极心理，改

善对人和事消极的想法和认知，用更积

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应对压力。 

其二，对心理弹性的培养有助于

帮助学生消解负面情绪，更好地适应

环境。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就

是积极情绪的研究，提高个体的积极

情绪，能使个体控制一些负面的心理

机制，例如嫉妒、不适应等，激发积

极地心理机制，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

有利于个体适应环境压力，保持积极

健康的心理状态。 

3 留守经历高职学生心理弹性

培养的有效途径 

只一味地从留守经历给学生带来的

消极影响角度去研究学生的心理问题，

无法从实质上为学生的心理问题带来帮

助。作为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中

介因素的心理资本，可以为研究留守经

历高职学生的心理弹性带来新的思路。

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挖掘其成长环境

中的保护因素，改善留守经历高职学生

的社会支持现状，积极适应不利的环境，

提高主观幸福感。 

3.1社会支持方面 

作为增强留守经历高职学生心理弹

性的重要保护性因素，社会支持有着至

关重要的地位。政府、学校及父母需充

分意识到这种社会支持对于学生心理弹

性培养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增强社会支持。 

其一，加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交流。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通讯

联系变得极为便捷，父母应该加强与孩

子的沟通，多了解孩子周围的生活，多

交流他们内心的想法，引导孩子学会表

达自我情感，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其二，引导孩子构建起良好的社会

支持系统。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对留守

儿童的成长缺乏必要的陪伴。面对这种

现实情况，父母要积极引导孩子与周围

同学、师长、亲友建立联系，以便于父

母和周围亲朋好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

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其三，学会求助。所谓“穷人的孩

子早当家”，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很多时候

会养成不爱麻烦别人的习惯，遇到困难

时，不善于借助身边的资源为自己提供

帮助。父母因为现实原因无法陪伴在身

边，出现问题时也无法第一时间为留守

儿童提供帮助，留守儿童要学会求助这

项“技能”，出现问题时，及时与长辈、

朋友沟通，以便于得到帮助，妥善解决

问题。 

3.2心理资本方面 

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

是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种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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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要素，是促进个人成长和绩效提升

的心理资源。因此，培养留守经历高职

学生提升心理弹性能力可以从提高心理

资本这一方面入手。 

第一点，学校设置心理学课程。高

职院校应 设相应的心理学课程，培养

学生的积极心理，倡导学生从正面积极

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通过心理学的学习，

使学生直面自己的内心，了解真实的自

己，锻炼自己的心理弹性能力，合理构

建自身的社会支持，提高自身心理资本，

积极、阳光的适应环境。 

第二点，建立学生的心理成长档案。

高职院校应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学生心

理成长档案，及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

通过档案，了解学生当前生活、学习及

心理状态，尤其是曾经有过心理问题的

学生。学校需及时跟踪他们的心理状况，

设置相应的反馈机制。使学生能够在心

理出现问题时可以有一个能够帮助他

们，倾听他们内心想法的地方。定期与

有留守经历的学生进行有效沟通，增强

其积极情绪体验，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

品质。 

第三点， 展心理训练活动。定期

以团体心理辅导等形式，有针对性地

展心理训练活动，以小组等形式，训练

留守经历学生的自信度、情绪控制能力、

主动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帮助

其提升心理资本，在训练中提高自信心，

掌握正确的控制情绪的能力，锻炼语言

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通过心理训

练活动，提升其心理效能，培养其养成

坚忍不拔的积极品质，培养其在逆境中

更多地关注积极因素。学会与人沟通，

学会主动寻求帮助，在不利环境中利用

社会支持减少危险。心理训练活动可有

效帮助留守经历高职学生充实其个体的

保护性资源，锻炼积极心理品质，增强

心理弹性，构建健全的心理弹性构架，

实现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4 结束语 

积极心理视角下留守经历高职学生

心理弹性能力培养的研究结果表明，乐

观积极的心理品质有助于提高心理效

能，从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两方面入手，

培养留守经历高职学生的心理弹性能

力。对这一能力的培养研究，有助于营

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环境，鼓励留守经历

学生积极参与校园生活，让他们能够发

现自我价值，增加积极情绪体验，提高

幸福感，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从

容妥善处理生活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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