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检索报告

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产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主要是

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子女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这些留守儿童在

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远离父母、亲情，容易产生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他们中

有相当一部分存在孤僻、焦虑、自卑、嫉妒、仇视等问题，辍学、失学现象严重，

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留守儿童出现的这些问题，不只让农民工

忧心，更让教育者忧心。它关系到一代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城乡经济发展和社

会主义建设，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因此，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及其对策，

研究促进农村留守儿的心理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意义重大。

1 检索需求分析

本文围绕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现状这个主题进行检索，保证检索数据

的全、准，目的是了解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进展、了解已采用的研究方法、已得

到的结论等，同时分析和评价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等。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需分析主题涉及的内容及学科范围，确定所需信息类型，

包括检索年限、文献语种、文献类型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属于人文社科大

类中的心理学类，研究现状涉及社会背景、概念含义、发展历程、研究主要方向、

中外比较研究、存在问题与局限等方面的内容。这个主题需检索的文献类型是基

础理论研究，侧重相关专著、期刊论文、学术论文、会议论文等。农村留守儿童

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产物，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检索的年限要追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我国经济转型期，把握研究历程及发

展现状。我国随着改革开放步入社会转型期，从而出现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心理问

题，国内学者已经对其关注多年，而国外也有过类似的社会转型期，也有类似的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可资借鉴，因此检索文献语种以中文为主，英文为

辅。

2 数据库的选择

不同的数据库，其学科范围、收录文献类型等不一样。根据村留守儿童心理

问题研究现状主题的内容、学科性质、所需文献类型、语种、年限，以及我校图

书馆购买或试用的各类资源，选择数据库如表 2-1 所示：

表 2-1 检索所选取的文献数据库

中文数据库（2） 外文数据库（3）

中国知网

读秀学术搜索

EBSCO(ASP)学术资源大全

Scopus 文摘引文

Elsevier ScienceDirect

3 检索词的选取

检索词是表征研究课题主要概念的关键性词语，是构成检索提问式的最基本

单元，因此所选取的检索词要准确、规范、全面。其选取途径大体有两条：一是

从课题的主要概念中提取，通过对主题概念分析，探究检索课题的内容实质，找

出核心概念，排除检索意义不大的词；二是从综述性文献中获得。以课题的主要

概念为检索词，在相关数据库中试检，并从题名、摘要、关键词中收集到的同义

词、近义词。本检索报告先明确本课题研究的操作性定义，然后再确定关键词。

操作性定义的确定：根据读秀词条分别对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心理问题

等的定义，最终确定“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概念的界定为：以从事农业生产

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

活的年龄不大于 14 周岁的小孩在心理上出现的情绪消沉、心情不好、焦虑、恐

惧、人格障碍、变态心理等等消极的与不良的心理的问题。 因此本检索报告确

定选择关键词如下表 3-1 所示：

表 3-1 检索所选定的关键词

http://lib.wzu.edu.cn/Art/Art_65/Art_65_109.aspx
http://baike.so.com/doc/5386767.html


中文检索词

关键检索词（2） 次要检索词（1）

农村留守儿童 心理问题 不良情绪

英文检索词

关键检索词（3） 次要检索词（1）

children remaining in rural areas

left-behind childre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bad emotion

4 检索过程描述

4.1 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

4.1.1 所有文献检索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scdb&action=scdbsearch&dbopt=SCDB

打开此链接，进入文献高级检索页面,输入主题词“农村留守儿童”并含“心理

问题”，匹配为“精确”，点击“检索”按钮，结果显示共 449 篇。如下图 4.1

所示：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scdb&action=scdbsearch&


图 4.1主题词为“农村留守儿童”包含“心理问题”的“精确”匹配的所有文献检索结果

4.1.2 期刊论文检索

打开网址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进入期刊高级检

索页面,输入主题词“农村留守儿童”并含“心理问题”，匹配为“精确”，点击

“检索”按钮，结果显示共 228 篇。如下图 4.2 所示：

图 4.2主题词为“农村留守儿童”包含“心理问题”的“精确”匹配的期刊论文检索结果

4.1.3 硕博论文检索

打开网址 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MD进入硕博论文高

级检索页面,输入主题词“农村留守儿童”并含“心理问题”，匹配为“精确”，

点击“检索”按钮，结果显示共 67 篇。如下图 4.3 所示：



图 4.3主题词为“农村留守儿童”包含“心理问题”的“精确”匹配的硕博士论文检索结果

4.2 EBSCO(ASP)学术资源大全检索

打开链接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a3h，并进

入高级检索界面，在检索栏中输入英文检索词“children remaining in rural areas”、

“psychological problems”选择布尔逻辑“AND”，单击“搜索”按钮，结果显示

如下图 4.4 所示：

图 4.4 检索词为“children remaining in rural areas”AND“psychological problems”

的文献检索结果

http://lib.wzu.edu.cn/Art/Art_65/Art_65_109.aspx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a3h


检索结果显示，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现状，从 1975——2016年，

有 163篇外文文献。来源数据库主要是 MEDLINE (81 篇)、Academic Search

Premier (32 篇 ) 、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32 篇 ) 、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Collection (11篇)、PsycARTICLES（2篇）。可见文献的

来源比较有权威性。研究主题内容集中在 mental disorders（精神障碍）、rural

population（农村人口）、 child behavior disorders （儿童行为障碍）、

psychophysiologic disorders（心理障碍）。

4.3 Scopus数据库检索

打开网址 http://www.scopus.com/，在文献检索一栏选择输入“论文标题、

摘要、关键字=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单击“检

索”符号，结果如下图 4.5 所示：

图 4.5关键字为“left-behind children” AND“psychological problems”的文献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显示，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有 34 条搜索结果，

2008-2016年分别有 1、1、6、5、1、4、5、7、1篇；来源出版物有：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Chinese Journal of Evidence Based Medicine、Wei

Sheng Yan Jiu Journal of Hygiene Research、Zhonghua Liu Xing Bing Xue Za

Zhi、Assistive Technology；国家/地区主要是：中国（15）、美国（12）、加拿

大（1）、印度（1）、意大利（1）、马拉维（1）、南非（1）、日本（1）。

基于对以上检索结果的综合分析，本文对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文献检索系

http://www.scopus.com/


统中，以 “农村留守儿童”并含“心理问题”为主题词采用高级检索的方法进

行精确检索得到的 449条检索结果，最终确定为有效文献，并对这 449篇有效

文献采用 Bicomb 共词分析软件和 spss20 作为主要研究工具进行研究。其中

Bicomb共词分析软件由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系崔雷教授和沈阳市弘盛计算

机技术有限公司开发。Bicomb 基本操作步骤为：首先，选取研究资料；其次，

收集和整理资料，将收集到的 CNKI格式数据库文献转化为 Bicomb能够识别的

ANSI编码文本文件；第三，运用 Bicomb 软件进行关键词统计；第四，提取统

计结果；第五，进行关键词共词矩阵分析，导出共词矩阵。

首先，确定所要研究的主题。其次，确定并抽取主要关键词。采用 Bicomb

软件对选取的 449篇文章进行关键词统计，结果显示总共有关键词有 2017个。

根据研究需要，抽取出词频大于 4的 44个关键词为主要关键词。第三，建立高

频关键词共词频矩阵。对于确定的 44个关键词，利用 Bicomb软件中的共词分

析功能，产生出共词矩阵。第四，进行聚类分析。将共词矩阵导入 SPSS20中，

采用样本聚类，得出关键词聚类树图。第五，对共词矩阵进行多维尺度分析。第

六， 结合第四和第五步的分析结果，绘制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热点知

识图谱并对其进行解释和分析。

5 检索结果分析

5.1 关键词词频统计及分析

本检索报告对 449篇文章中的 2017个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共抽取

44个高频关键词，如下表 5-1可以看出，通过前 44位关键词的排序，初步了解

了目前为止国内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领域的热点和趋势。表现为，

除去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之外的前四个热点分别为：心理问题（110）、心理

健康（97）、农村（57）、对策（52）。但是，仅对高频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分析，

还难以发现它们间的联系，因此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关键词共现技术来深入挖掘它

们之间的联系，如下表 5-1所示。



表 5-1 前 44位高关键词排序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1 留守儿童 248 23 学习成绩 8

2 农村留守儿童 164 24 对策研究 8

3 心理问题 110 25 影响因素 8

4 心理健康 97 26 心理教师 8

5 农村 57 27 心理健康教育 7

6 对策 52 28 剩余劳动力 7

7 家庭教育 24 29 现状 6

8 教育问题 20 30 儿童心理健康 6

9 教育 18 31 干预 6

10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 17 32 隔代监护 6

11 教育对策 14 33 解决对策 6

12 儿童心理 13 34 心理障碍 6

13 留守学生 13 35 儿童成长 6

14 亲子关系 12 36 心理咨询室 5

15 问题 12 37 安全问题 5

16 亲情缺失 11 38 教育工作者 5

17 留守儿童问题 10 39 教育方式 5

18 留守儿童家庭 10 40 读书无用论 5

19 教育策略 9 41 农村儿童 5

20 心理 9 42 农村人口 5

21 成因 9 43 家庭功能 5

22 学校教育 9 44 心理发展 5

5.2 高频关键词的 Ochiia系数相异矩阵及分析

高频关键词的 Ochiai系数相异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相异矩阵中的数字表明



数据间的相异性，其数值越接近 1，表明相应的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远、相

似度越小；反之，数值越接近 0，则表明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越小、相似度越大。

本搜索报告利用 Bicomb 共词分析软件，将上述 44个高频关键词汇进行共词分

析，生成词篇矩阵后，再导入 SPS20，选取 Ochiai系数并将其转化为一个 44X44

的共词相似矩阵。在进行多维尺度分析时，将此相似矩阵采用转化为相异矩阵，

结果如上表 5-2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出，各关键词距离由远及近的顺序依次为：

农村（0.471）、心理（0.148）、心理问题（0.120）、心理健康（0.114）、影响因

素（0.112）、教育策略（0.106）、现状（0.104）。这个结果说明，人们在谈论留

守儿童时，会更多的将其与农村、心理、影响因素以及教育等结合在一起讨论，

而较少和留守儿童教育、教育问题、学习成绩以及心理障碍等结合起来。采用上

述原理，可以判断表 5-2中其它关键词间的距离远近。综合表 5-2的数据，可以

初步得出的结论是：已有的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到

留守儿童教育、心理障碍、心理咨询以及学习成绩的很少，大量研究主要以农村、

心理问题、教育策略、现状、影响因素为探讨对象，关注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心理

问题的现状、成因、影响因素及对策等问题，忽略了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障

碍、心理咨询、学习成绩等问题以及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

表 5-2 高频关键词的 Ochiai系数相异矩阵及分析

留守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 心理问题 心理健康 农村 教育问题 教育

留守儿童 .065 .091 .000 .000 .000 .091 .000

农村留守儿童 .028 1.000 .000 .000 .000 .000 .200

心理问题 .120 .000 1.000 .000 .150 .000 .000

心理健康 .114 .000 .000 1.000 .178 .000 .000

农村 .471 .000 .150 .178 1.000 .000 .000

教育问题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 .000

教育 .085 .200 .000 .000 .000 .000 1.000



留守学生 .020 .000 .000 .000 .042 .141 .000

问题 .02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教育策略 .106 .000 .000 .149 .000 .000 .000

心理 .148 .000 .000 .000 .044 .000 .000

学校教育 .021 .000 .000 .000 .000 .149 .000

学习成绩 .000 .158 .000 .000 .000 .316 .000

影响因素 .112 .000 .000 .000 .047 .000 .000

现状 .104 .000 .154 .000 .054 .000 .000

解决对策 .02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心理障碍 .000 .000 .000 .000 .000 .183 .000

心理咨询室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3 高频关键词聚类图及分析

聚类结果反映这些关键词之间的亲疏，进一步反映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

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分析的原理是以它们成对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共

词）为分析对象，利用聚类的统计学方法，把关联密切的关键词聚集在一起形成

类团。关键词聚类分析时，先以最有影响的关键词（种子关键词）生成聚类；再

次，由聚类中的种子关键词及相邻的关键词再组成一个新的聚类。关键词越相似

它们的距离越近，反之，则较远。采用 SPSS20对关键词相似系数矩阵进行系

统逐次聚类分析，得到的聚类结果如图 5.1所示。根据图 5.1中聚类分析结果显

示的类团连线距离远近，将其分为五类：种类一为问题层面的现状因素，由留守

儿童、农村、心理问题、心理健康、对策、成因、问题等关键词构成（图表 1

中的种类一）；种类二为基于问题层面的教育因素，由教育对策、影响因素、对

策研究构成（图 5.1中的种类二）；种类三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心理发展

因素，由关键词心理发展构成（图 5.1中的种类三）；种类四为农村留守儿童心

理问题的解决对策，由关键词解决对策构成（图 5.1中的种类四）；种类五为产

生影响的干预因子，由儿童心理、家庭功能、隔代监护、亲情缺失等关键词构成

（图 5.1中的种类五）。



图 5.1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



5.4 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及分析

本检索报告采用 SPSS20的多为尺度分析 ALSCAL将图表 2的相异矩阵进

行分析，并结合聚类分析结果，绘制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结果见图表 2.图表 2的结果以更直观的形式，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图表 1分析的

五个具体研究领域结果的可靠性，从图表 2中 5个具体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看，

我国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产

生背后的因素探讨上，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心理咨询、心理障碍、心理健

康教育等领域还有待加强。如何结合我国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实际，开

展一系列的基础研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及心理健康教育是我们未来面

对的问题。

图 5.2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6 检索结果的归纳与总结

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的热点分析，可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心理

问题主要围绕五个领域展开，但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第一，关于农村留守儿

童心理问题的定性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目前，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实证调查的

方法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相应的理论研究较少。第二，关于农村留守

儿童心理问题的定量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从样本取样上看，国内学者多选取

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的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

地区的研究结论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地区，也很难准确反映其他地区农村留守儿

童的心理问题。因此，学者们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获得准确的第一手资

料，以便全面把握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第三，关于农村留守儿童自身层面

的对策研究有待于开发。目前，国内不少研究者对如何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

问题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对策和思路，这些对策和思路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

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现有的对策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社会、学校和家

庭四个方面，大多强调外部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而忽视了留

守儿童自身的心理因素，也忽视了留守儿童自身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农村留守儿

童作为弱势群体，其健康成长不仅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支持，还需要

自身的努力。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重视挖掘如何使农村留守儿童自

身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心理弹性水平的对策。

7 附件：文献综述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的综述

摘要：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转型期的特殊产物，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

急剧增多，这一群体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农村留守儿童中的有相当

一部分人都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问题。目前，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已引起了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些心理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疏导，不仅会影响农村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还会阻碍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甚至会危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通过查询中国知网、Scopus 数据库、EBSCO(ASP)

学术资源大全等，搜集了一些有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文献，通过 Bicomb和 SPSS20

等数据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分析，对其分析结果做一综述。

关键词：农村 留守儿童 心理问题 不良情绪 综述

引言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产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主要是

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子女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心理问题日益突出。

7.1 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儿童的研究很多，但是针对留守儿童的相关文献不多。

西方发达国家的流动人口享有国家政策，流动到其他居住地也能与当地人

平等享受社会福利待遇、教育平等及就业机会，故基本没有出现留守儿童

的相关问题。但是西方国家针对流动人口有其是儿童享有的相关社会福利、

政府优待等相关政策值得我们思考、学习与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没有“留守儿童”问题不代表这只是我们国家的独特问

题，相反，“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约（Yeoh）指出“留守

儿童”曾被指那些在移民过程中错过迁徙机会、未能被一起带走甚至被遗

弃在家乡并由亲戚或熟人照顾的儿童；世界范围内受父母移民影响的留守

儿童数量巨大。所以国外关于留守儿童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亚洲、非

洲、拉美及东欧地区。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这些国家或地区留守儿童的规模

及由此而引发的问题等。

从规模性研究来看，在越南，与自己的父母分离或者是一方的父母常

年不见面的适龄儿童大约有 400 万左右(Bankston C L, 1995 )。而纽约大学史

蒂芬教授做了一项研究，在菲律宾这个国家估计 0-15 岁的儿童中有 1/3 的

http://lib.wzu.edu.cn/Art/Art_65/Art_65_109.aspx
http://lib.wzu.edu.cn/Art/Art_65/Art_65_109.aspx


儿童至少与一方双亲分离，有 1/2 的孩子因为常年与自己的父母分离，和祖

父母在一起生活。布赖恩特（Bryant）认为菲律宾有因父母在海外工作而留

守儿童 300－600 万，印度尼西亚有约 100 万，而泰国约存在这样的儿童 50

万。对蒙古 964 个家庭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工作包括一名后有近 4.7%的孩

子被留在农村地区继续生活。

从地域性研究上看，诺布尔（Nobles）利用多状态生命表来分析墨西

哥家庭生活调查数据显示超 1/3 的墨西哥儿童在童年时期经历过不同类型

的家庭分离，而其中因为父亲长期外出或移民所导致的儿童与母亲单独生

活的时间与父母双方离异而导致的儿童单独与母亲生活的时长一样；根据

摩尔多瓦 2005 年的人口健康调查也同样表明：5 周岁以下的留守儿童至少

有 20%。另摩尔多瓦教育部的报告也指出：收留着 7－12 岁的孤儿或弃儿

相关机构占 65%而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从内容性研究来看，国外对留守儿童研究的主要是针对留守儿童的规

模研究，也有一部分是研究留守对儿童的影响，包括日常生活、学习、医

疗保健及心理行为等多方面因素。有研究发现墨西哥儿童若在留守的环境

中成长，长大以后通常就成为为第二代流动劳动力；而在蒙古，留守儿童

受到人口流出的不良影响，例如教育方面就存在农村学校入学率低、学校

破旧、教师稀缺和教学设施落后等问题。布斯（Booth）在非洲某农村地区

选取 123 名学前儿童跟踪调查，该地区贫困且父母外出打工率高，研究表

明，一个家庭中父亲外出后，母亲则承担了对儿童的全部养育责任，但由

于文化习俗、受教育程度低、母亲缺乏权威性等原因，这些孩子在认知等

技能的准备上与父亲在家的儿童有明显差异，尤其表现在画图、词汇能力

上。而相反若是母亲外出后，由父亲养育的孩子在入学准备等相同技能表

现上则与相应的同伴无显著差异。



7.2 国内研究现状

7.2.1 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李永鑫等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

务工、经商或者进行其他活动，而长期由长辈、亲属或者其他人代为照管的未成

年人。

南京师范大学的曹加平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

孩子在户籍所在地，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而由其他监护人长期监护

抚养或独立生活的儿童。

华中师范大学的陆春燕等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自

己留在家乡需要其他人照顾的 16周岁以下的孩子。

其他还有一些定义，与以上几种观点都大同小异。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

出，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年龄比较小，研究者一般将其

界定为 14周岁以下；父母双方胡一方外出，由其他人（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监

护抚养；需要有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等。

应当看到，当前对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留守儿

童、留守学生、留守少年、留守孩子等等概念在目前的文献中频繁出现，尽管越

来越多的研究逐渐将概念统一到留守儿童上来，但是，对农村留守儿童在内涵和

外延上的界定，学术界上还不是很统一。

7.2.2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成因及表现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受到社会以及学术界的关注已久，有关文献对这方面

的研究也比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7.2.2.1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及教育研究

朱科蓉等认为，父母外出对孩子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有较大的影响。外出务工

的父母能够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及受教育的条件，但同时父母的外出也会导致



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时间变少，学习时间被用来做其他的农活或者家务，如自己

做饭洗衣等。而李庆丰则认为，外出务工的父母会导致父母与孩子间沟通减少，

沟通方式的单一有限，长时间不见面而不敢于沟通，这都影响家庭在孩子的教育

影响功能上大大削弱；但另一方面，外出务工流动会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从而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外出务工的父母在工作和生活中所接受

的多元模式教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孩子起到引导作用。另外，外出务工的双

亲所从事的职业性质也会对农村留守儿童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王艳波等学

者提出关于厌学、逃学、辍学、沉迷网吧、不遵守校规纪律等不良学习行为上农

村留守儿童的发生率比非留守儿童要大。《亚博农业》指出，许多农村留守儿童

的父母会在务工时或者平时生活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这种遭遇会在对孩子的期

望和教育上发生改变，或者要求孩子加倍的努力以改变农民工的身份，也或者让

他们适应社会风俗，丢弃诚实勤劳努力的良好道德观念，以至于这些农村留守儿

童逐渐丧失了朴实、勤奋的本性，一心发家致富，甚至走上其他不良途径。

7.2.2.2 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情感研究

吴霓等认为，外出务工双亲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活情感的影响。一方面，父母

外出务工后所带来的家庭经济较为宽裕，相对于农村的非留守儿童他们的支付能

力更强，物质满意度更高。但由于外出务工所带来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亲子关

系亲密度较差，获得关爱减少，物质得到满足却也缺乏精神需要的满足，对生活

的满意度不高。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在应对心理困扰时更少选择倾述、求助，

缺乏亲密同伴关系，缺乏安全感，内心压力大。

农村留守儿童渴望与父母一起生活，他们渴望父爱与母爱。他们理解家庭生

活的现状，理解父母外出务工的艰辛，这也成为他们童年的一道心理痕迹，与父

母亲近的需求却因长期被迫分离而得不到满足，无助无望的消极情绪影响下会容

易导致自卑、沉默寡言、悲观孤僻、任性怯弱，偏执极端等不良人格特征。

7.2.2.3 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与行为研究

研究者陆士祯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生活、学习上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各大新闻上不难看到农村留守儿童在教育、文化、道德等方



面的权益极易受到侵犯，而他们的行为表现上最明显的缺失就是思想道德行为教

育方面。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违法犯罪原因并非单一原因，除犯罪行为外，道德

品质方面存在问题一般多见于不知节俭、情感缺失、道德不良、缺乏社会责任感、

生活自律能力差，不得不说这些离不开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孩子们缺乏

父母管教、缺乏家庭关爱有关。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缺乏自我

保护的能力与意识，父母长期远离自己，无人照顾亦无人保护，安全无法保障。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会议综述表示农村留守儿童在被拐卖的儿童群

体中排第二，主要是由于父母分离照顾不周及监护人监管不力等原因造成，由过

于年长的监护人保护意识薄弱而导致的意外或伤害甚至是死亡也有不少。

7.2.2.4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研究

在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上主要针对整体健康水平对比研究在查阅

已有的文献资料中发现，大部分研究针对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对比，一

般结果为两种，一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超过全国标准，令人堪忧。李

宝峰、赵玉芳采用 SCL-90量表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进行调查研究，问题检出

率分别为 28.8%和 41.36%。而另一种研究结果则表示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

童之间无明显差异，如岳慧兰、龙艳采用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MHT）进行检

测，结果表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与非留守儿童无差异。

查阅文献发现研究者主要从性别、年级、监护类型、地域、民族等几个方面

出发，探讨它们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监护类型的不同对农

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对比中存在显著差异，农村留守女孩比男孩更容

易产生心理问题、更易感到焦虑和孤独。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居住地区、父

母外出时间长短等因素对比中发现，内地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沿海地

区，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富裕地区，父母外出时间长的农村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外出时问短的，农村留守儿童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高

于初中生。



7.3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政策及建议

学者汪志强等就指出，提升民办学校的办学能力，增加社会其他资源对其提

供有效帮助，多创办能接纳农民工的孩子上学的好学校。他们提出可以在有条件

的地方或者必要的地方扩建寄宿制度学校，不仅能解除农民工的担忧，也能解决

孩子们无人照看的问题，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多方面保障。《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的理性思考》作者周全德和齐建英老师则提出要加大宣传，让更多社会各界人士

共同关心关注留守儿童，以便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教育及监护体系；彻底打

破城乡了二元社会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变无法跟随父母生活学习的社会政策环

境；加大力度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升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与水平，改变

优质教学资源在城市过于集中的不合理状况，甚至提出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剩余的问题。

梁建华、李淑英等人对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问题对政府、社会、学校、

以及家庭等四方面分别提出建议：强化政府职能，提出政府要承担起关爱农村留

守儿童的公共责任，构建社会监护体系；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搭建留守儿童

爱心教育平台；学校应该特别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完善学校教育，构

建学校监护网；父母要建立亲子沟通渠道，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等。

综上所述，以及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研究的热点分析，可以发现农村留

守儿童心理问题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第一，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定

性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目前，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实证调查的方法研究农村留

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相应的理论研究较少。第二，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

定量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从样本取样上看，国内学者多选取一个地区或几个

地区的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地区的研究结论

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地区，也很难准确反映其他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因此，学者们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获得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以便全面把

握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第三，关于农村留守儿童自身层面的对策研究有待

于开发。目前，国内不少研究者对如何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提出了颇有

建设性的对策和思路，这些对策和思路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但是现有的对策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四个方面，大



多强调外部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而忽视了留守儿童自身的心

理因素，也忽视了留守儿童自身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弱势群体，

其健康成长不仅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支持，还需要自身的努力。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重视挖掘如何使农村留守儿童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

提高心理弹性水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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