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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特点
李雯婕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留守儿童主要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经商或进行其他活动，孩子被迫留在户籍所在地长期由长辈、亲属或他人代

为照管的未成年人。因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潜在风险因素，面临着心理和情感上的困扰，留守儿童也会因

缺乏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而出现各种社会适应问题。因此，相比一般儿童，留守儿童的情绪和情绪调节能力应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本文主要从留守儿童情绪情感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特点两方面阐述留守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并对今后如何改善或提升留守儿童情绪

调节能力，针对学校、留守儿童父母及监护人三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期减少留守儿童负性情绪的产生，提高留守儿童情绪调节能力，保

障留守儿童的整体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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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加

速，留守儿童的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留守儿童群体也成

为了备受社会关注的对象。留守儿童主要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

外出务工、经商或进行其他活动而长期由长辈、亲属或他人代为

照管的未成年人。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在成长中涉及诸

多挑战和困境并面临诸多潜在风险因素，如家庭结构缺失、监管

教育不到位、家庭支持少、亲子疏离等，留守儿童会出现各种负

性情绪，但因缺乏良好的应对能力容易发生社会适应问题。因此，

相较于一般儿童，留守儿童负性情绪的产生以及对负性情绪的调

节更应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将从留守儿童情绪情感发展特点、

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特点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与举措。

一、留守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特点

亲子关系的缺失会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造成直接影响。儿童

与父母之间的分离无论时间长短，都易产生孤独感、抑郁及焦虑

等心理问题。根据对留守儿童的调查现实，相较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状态焦虑更高，小学阶段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留守

儿童的抑郁水平也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除此之外，留守儿童的

情绪问题还会受到性别、监护人、留守时间等方面的影响。随着

留守时间的变长，儿童的不良情绪越容易产生；并且留守的起始

年龄越早，越容易出现抑郁情绪。有研究者对留守中学生的幸福

感进行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略低于非留守儿童。

  根据以往调查结果不难发现，父母不在身边导致亲子关系的

缺失，家庭结构的长期不完整，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产生了重大

影响。大多数留守儿童处于儿童期到青少年期，正是个体情感、

性格发展的转折期。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八阶段理论，该时期的

未成年人面临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如果不能良好解决，

在进入成年早期后他们将面临更为严峻和动荡的情感挑战。而在

与父母长期分离的过程中，留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满

足，不能良好地完成自我同一性地建立，带来消极的情绪体验。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青春发育过程中产生内心冲突和矛盾，需要

得到更多的关注与陪伴，留守儿童自身也需要更好地学习情绪调

节方法以提升情绪调节能力。

二、留守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特点

情绪调节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调节有显著影响。采取适当的情

绪调节策略不仅有助于降低焦虑和抑郁水平，还可以减少问题行

为的发生。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各界学者对于情绪调节领域

的研究关注度上升。我国学者孟昭兰把情绪调节定义为：是对情

绪内在过程和外部行为所采取的监控、调节以适应外界情境和人

际关系需要的动力过程 。情绪调节策略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造成显著影响，有研究表明当能很好地运用情绪调节策略时，焦虑、

抑郁等负面情绪会随之下降。而在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对

心理健康水平有着更大的影响。认知重评策略使用的频率越高，

个体的焦虑水平就越低。

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相比，情感、心理和行为问题突出，

并且这些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凸显。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

能力不仅在对他们心理适应有一定预测作用，而且也能预测他们

的生活信心。此外，情绪调节理论认为，情绪源于个体对触发事

件的认知，个体可以通过认知重评来改变他们对压力事件的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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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观念、看法，从而改变即将到来的情绪，增加积极的情绪和体验，

提高对自己和环境的评价，进而提高生活满意度。当留守儿童在

面对不良情绪时，具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采用适当的情绪调

节策略，都有助于留守儿童的情绪发展，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

因此学校、留守儿童父母、监护人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教育建议

（一）对学校的建议

重视对学生情绪调节能力的培养，优化学校道德教育内容。

学校对于留守儿童而言，是仅次于家庭的温暖港湾，构建温馨的

学校氛围，不仅有利于学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有利于减低

儿童负面情绪的产生。因此，学校应当不断创新教育模式和内容，

让留守儿童在积极的环境中成长、学习，从而促进儿童的情绪能

力发展。比如：

①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留守儿童处在青

春期阶段情绪波动较大，行为方式受到影响，在心理健康课程中，

孩子可以认识到自己的各种情绪，学习不同情绪调节的方法；

②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建立现实问题情境。如将现实问题

以情景剧、辩论赛等形式展现出来，让学生身处其中，引导学生

察觉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思考自己可以使用的解决方案。让学

生在做中学，在玩中学；

③制作学生成长档案，密切关注学生变化。通过学生成长档案，

可以了解学生随着时间变化的情感变化与能力成长，并且可以通

过学生成长档案及时将学生动态反馈给家长，学校与家长共同呵

护留守儿童的成长。

（二）对留守儿童父母的建议

提高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承担起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相应责

任。虽然留守儿童父母无法长期陪伴，但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

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需要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承担相应责任。留守儿童家长需要重视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积极关注孩子的情绪情感和行为问题，起到关键的引导和教育作

用。作为家长，应当：

①保持与孩子联系与沟通，维持良好亲子关系。家长因工作

原因离开孩子身边，在工作之余，更应该与孩子保持定期定量的

沟通，通过电话、视频或者回家探望等途径及时了解孩子真实想法，

与孩子一起面对消极情绪，让孩子真正感受到父母的爱，减少孩

子因父母不在身边造成的不安全感和恐慌感；

②增加家庭陪伴，综合考虑监护人能力。留守儿童父母虽因

工作原因不得不离家工作，但可以在孩子寒暑假将其接到身边。

需要将孩子委托给其他监护人时，但应当综合考虑被代理人的监

护能力，慎重选择。

（三）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建议

关注到留守儿童情绪情感需求，帮助建立良好支持体系。当

父母离开家，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成为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最为亲

近的人，也成为了留守儿童身边最为有力的盔甲。这个身份不仅

意味着要对儿童日常的生活需要负责，还应关注儿童的情绪和情

感需求。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①帮助孩子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情绪不分好坏，无论何种

情绪都是正常的。监护人应带领孩子认识情绪，允许各种情绪的

产生，并指导他们如何正确管理和调节情绪，从而促进儿童情绪

能力的健康发展。

②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留守儿童面临着

相较于非留守儿童更大的孤独感，监护人可以带领孩子参加户外

活动，增加孩子的亲社会行为，与周围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构建完备的情感支持体系，与朋友、同学之间相互支持、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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