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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是农村地区比较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

他们缺少父母的陪伴与关爱，部分儿童容易在情感缺失的

情况下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也有的留守儿童虽然得到

了父母的一些关注，但是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也会

引起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农村学校在以留守儿童为对象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关爱教育时，应了解他们心理问题的成

因，然后“对症下药”地疏导他们的负面心理，让他们得到

足够的关爱，在温暖的学习生活环境中健康成长。

一、建立心理档案，落实心理辅导与关爱教育

每个留守儿童都属于不同的个体，他们在学习生活和

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留守儿童

的成长过程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发展状况。教师应

建立留守儿童心理档案，细心观察留守儿童的各种心理表

现，将相关信息记录下来[1]。除了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状

况，教师还需了解留守儿童平时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

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家庭经济状况、爱好特长等各方面

的信息，并添加到留守儿童心理档案的“基本情况”这个栏

目中。这可为教师及时调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信息

提供极大的便利，也有利于教师制定针对性的心理辅导与

关爱教育策略。

比如，教师在某位留守儿童的心理档案中发现他存在

不合群的行为，不爱与人谈话、交往，总低着头，透漏出

抑郁、低落的情绪，监护人是祖父祖母，缺少父母的陪伴

与关爱，总爱将自己遇到的事情藏在心里。这些情况的存

在会损害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师可针对这位留守儿童

“量身定做”一份心理疏导与关爱教育计划。在制定教育计

划之前，教师还了解了这位留守儿童的兴趣爱好，希望能

够找到更多的突破口，让留守儿童愿意敞开心扉，提高教

师开展心理疏导教育与关爱教育的有效性。

之后，教师可从这几点入手，疏导留守儿童的孤僻心

理，关爱留守儿童：第一，根据留守儿童的兴趣爱好，组

织各种留守儿童感兴趣的课外集体活动，先消除留守儿童

心中的排斥情绪，让个人的兴趣带动留守儿童产生积极的

心理情绪，增强留守儿童在集体活动中的体验感受，在潜

移默化中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参与集体活动的乐趣，逐渐改

善孤僻心理，融入集体生活环境中，同时也让伙伴情谊弥

补留守儿童心中缺失的情感。第二，开展以人际交往为主

题的班会课，让留守儿童从主题班会课中学习一些与人相

处的技巧；开展情绪管理为主题的班会课，让留守儿童了

解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学习一些排泄负面情绪的科学方

法，使其不再压抑情绪，洗涤留守儿童的心灵。第三，为

留守儿童提供不同倾诉心声的渠道（如发送心理咨询邮件、

在QQ空间上诉说心声、写书面信等等），让留守儿童选择合

适自己的心理诉求方式，倾吐自己的心声。

教师在落实这一教育计划时，要随时关注心理疏导教

育与关爱教育的开展进度、实施效果，了解留守儿童新的

心理发展状况，并及时更新留守儿童心理档案的内容，然

后及时调整教育对策，让留守儿童在教师的引导、帮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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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下健康成长。

二、建立帮扶制度，实时加强心理辅导与关爱

农村学校愈发注重建立留守儿童帮扶制度，帮助留守

儿童解决各种实际的生活困难、学习困难。帮扶教师需“领

养”若干名留守儿童，在扮演好教师角色，对留守儿童进行

心理疏导的同时，还要扮演好父母的角色，对留守儿童给

予足够的关爱，弥补留守儿童缺失的亲情，让留守儿童在

帮扶教师的陪伴下健康成长[2]。这一帮扶制度已然在农村学

校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在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守护

留守儿童的心灵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教育价值。

帮扶教师应该多角度地考虑问题，从不同角度入手，

对留守儿童给予最大的引导与帮助。首先，在生活上，帮

扶教师要陪伴留守儿童一起学习各种生活技能，帮助留守

儿童独立生活，在必要时为其提供帮助，让留守儿童脚踏

实地地提升自己的独立意识和生存能力。比如，帮扶教师

要让留守儿童掌握洗衣服、叠衣被、扫地、做饭等各种生

活技能，让留守儿童享受为自己劳动的过程，享受自己获

得的劳动果实，让这种幸福感充斥他们的内心，让心理健

康教育事半功倍。对于一些不主动、不配合的留守儿童，

帮扶教师可从亲情抚慰这方面入手，着重扮演父母这个角

色，对留守儿童进行人文关怀式的家庭教育，让留守儿童

心生温暖，愿意与帮扶教师亲近，并接受帮扶教师的引导

教育。若留守儿童的防备心过强，帮扶教师可采用潜移默

化的引导方式，一步步地软化留守儿童的内心，让留守儿

童倾听内心真实的想法，与帮扶教师建立和谐的关系，在

帮扶教师的帮助下学习生活技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自理 

能力。

其次，在学习上，帮扶教师要了解每位留守儿童的学

习情况，把握好留守儿童存在哪些不良的学习习惯，帮助

留守儿童树立积极的学习情感态度，体会到主动学习的乐

趣。帮扶教师也可根据每位留守儿童的个人特点，为其提

出不同的学习建议，帮助他们形成个性化的科学学习方

式，让留守儿童克服学习困难，获得成功。帮扶教师可基

于此，通过成功教育来增强留守儿童的心理素质，让留守

儿童能够抵抗学习中遇到的各种挫折，甚至能够抵抗生活

中的挫折，为保护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护驾保航。

最后，在教学工作上，帮扶教师应及时获得留守儿童

心理发展的反馈信息，制定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追踪

调查表，将自己与留守儿童相处的重要情节都填进去，分

析自己在帮扶留守儿童时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写出自己

开展帮扶工作的心得体会，提出改进自身帮扶工作的方法。

实践证明，在帮扶制度的支持下，农村学校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关爱教育都可获得不错的成果。

三、设置活动课程，推进心理辅导与关爱教育

在农村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教师应注重增加实践

性活动课程的比重，让学生能够更深刻地掌握心理健康课

程知识，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方式，改善自身的心

理问题。尤其是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知识灌输教育模式的

运用很难保障心理健康教育与关爱教育的实际成效，教师

可设置心理健康活动课程，以实践活动为载体，对留守儿

童加强心理疏导，让留守儿童更好地感受到教师和同伴的

关爱，与教师搭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与同伴建立和谐的友

朋关系[3]。

比如，有的教师设计了以“我成长 我自信 我快乐”为

主题的心理健康活动课，开展了一系列绚烂多彩的实践活

动。在第一阶段，教师围绕“我很棒”这个话题，向留守儿

童发布了一个任务：制作一份记录卡，写下自己的成长之

路，点名自己在成长中发生的变化。教师可在活动课中让

留守儿童分享自己制作的记录卡，向同伴们分享自己在成

长中的各种小故事，阐述自己的成长与变化。

在第二阶段，教师围绕“取绰号”这个话题，引导留守

儿童参与了调查活动，调查身边有哪些同学被取了绰号，

并调查他们被绰号之后的各种反应。在调查结束后，留守

儿童可分析调查报告的全部数据，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并

围绕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建议。在这个调查活动中，留守

儿童可以深刻了解到“取绰号”行为背后可能带来的后果。

教师在心理健康活动课中，可根据留守儿童的调查结果，

围绕“如何应对取绰号的行为”这个问题，开展有效的心理

健康教育，预防留守儿童出现自卑、敏感等心理问题。

在第三阶段，教师围绕“戴高帽”这个话题，引导留守

儿童展开了思辨活动：“戴高帽是捧杀还是树立自信？”留守

儿童可在思辨活动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并试图用事例来论

证自己的观点，努力地说服对方认同自己的观点。在思辨

活动结束后，教师引导留守儿童展开思考：“如果你以后遇

到了别人给自己戴高帽，那么该如何应对？怎样才能真正

做一个自信又快乐的人？”有的留守儿童在缺乏家长引导的

情况下，受到祖父、祖母等长辈的溺爱，容易形成以自我

为中心的心理。教师开展的这一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能够让

留守儿童展开自我反思，懂得“自信”的真正含义，学会做

一个充满自信、享受学习快乐的人。

四、基于家校合作，优化心理辅导与关爱教育

家长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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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也是不可小觑的。因为家长在留守儿童的心中占据

着独特的地位，尤其是父母对于留守儿童而言，是非常重

要的家庭角色。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陪伴，从父母身上接

受的家庭教育也比较少。因此，农村学校应加强家校合

作，让留守儿童的父母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与

关爱教育过程中，承担自己的家庭教育责任，与教师共同

带领留守儿童健康茁壮地成长。

比如，农村学校可以通过线上家校教育平台，面对面

地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向家长宣传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

育和关爱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向他们传授一些专业的家庭

教育知识、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倡导家长增加自己与孩子

相处的机会，向孩子传递正确的心理健康知识，陪伴孩子

突破当前面临的心理困境，引导孩子正确树立认知观念，

然后自觉地调整心理情绪[4]。

农村学校也可在“家长开放日”的背景下，定期地开

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关爱教育活动，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家

长开放日”走进校园，陪伴孩子走过一段特殊的亲子互动时

间，对孩子给予适当的关怀、爱护。农村学校可组织教师

与家长一起展开讨论，共同制定心理健康教育与关爱教育

的对策，然后将这些对策落实在亲子互动的校园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中。

家长可与留守儿童一起编排小品，在校园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中将其演绎出来，让观众可以看到家长和留守儿童

呈现的是什么心理健康教育主题，观众还可从这个小品中

看到留守儿童负面心理滞留带来的后果，同时也可以看到

留守儿童是如何成功克服负面心理的，并了解到这个积极

行为带来的意义。在家长的陪伴与引导教育下，留守儿童

更容易接受心理健康教育。而且留守儿童可以在亲子互动

中弥补心中缺失的情感，逐渐会树立坚硬的心理防御墙，

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五、携手农村社区，加强心理辅导与关爱教育

农村社区的群众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认知度并

不高，了解得也不够彻底，并不能很好地感受到心理健康

教育与关爱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农村社区环境对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比较深刻的，学校应注重争取农村社

区的支持，努力地携手农村社区，关爱留守儿童，并且在

农村社区场地上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带动社区周围人的力

量，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5]。

农村学校可以先将心理健康教育带进社区，向农村社

区的人们普及先进的心理健康知识。在这一普及教育中，

教师可选择通过拉家常的方式，与社区群众展开平易近人

的互动，拉近自己与社区群众之间的距离，营造轻松愉快

的氛围，让社区群众更容易接受心理健康教育的科普知

识。教师也可以对社区群众展开心理健康辅导工作，在聆

听他们心声的同时，为他们面临的心理问题答疑解惑。

教师还可从社区的娱乐文化活动入手，将心理健康教

育融入社区小品、戏曲等艺术活动中，然后在社区演绎给

群众观看，让社区群众在艺术氛围的感染下，体会心理健

康教育的专业知识。这些举措能够让社区群众体会到心理

健康教育的意义，会更乐意了解以留守儿童为对象的心理

健康教育与关爱教育的专业知识，并认可农村学校开展的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主动配合教师，在社区场地上对留

守儿童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并扮演好社区长辈的角

色，对留守儿童给予关爱，让留守儿童对社区产生归属

感。在农村社区支持下，教师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关爱

教育能够获得更佳的教育效果。

六、结语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学生群体来说，心理健

康教育与关爱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它们的教育质

量关系到留守儿童心理素质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他们现在

及未来的个体发展会产生比较深刻的影响。农村学校应关

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现状，了解他们实际存在、可

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时发现部分儿童平时不佳的学习生

活状态，进而采取教育措施，帮助留守儿童疏导不良的心

理情绪，接受身边人的关爱，弥补他们缺失的情感，让留

守儿童心中留有温暖，主动向阳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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