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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
性格特点探究

◎张彩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

体制的改革和人口流动的发展，大

量 的 农 村 壮 年 流 向 城 市 打 工， 随

之，大批的农村留守儿童成为社会

和教育关注的热点。农村留守儿童

在性格发展上呈现了与众不同的一

面，他们或孤独寂寞，或委屈难过，

或自卑无助，或情绪低落，这些性

格特点给他们的成长带来消极的影

响。本文从农村留守儿童常见的性

格特点入手，提出了改善农村留守

儿童性格的基本措施，希望可以对

农村留守儿童的性格发展带来积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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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提供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呈逐

年增多的趋势，尤其是在中国的偏远农村地区，基本整个村

庄的儿童被迫成为了留守儿童。长期与家人的两地分离生活

状态，让农村留守儿童的性格特点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他们

的性格特点中有或孤独寂寞，或委屈难过，或自卑无助，或

情绪低落的倾向。在注重青少年综合素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应发挥儿童成长小家庭和社会发展大家庭的引导作用，

让农村留守儿童感受到家庭的关心和温暖，让他们树立积极

的人生观，引导他们形成积极的性格特点，帮助他们快乐阳

光生活。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性格特点

（一）孤独感强

留守儿童长期不与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生活，导致他们的

内心缺乏安全感，长此以往，他们内心的防备铠甲也变得坚

硬起来，他们不愿与他人交流和互动，在村里也基本没朋友，

他们的唯一爱好就是看手机或电视。如此，他们的性格越来

越封闭，越来越孤独。在长期孤独的环境下成长不利于儿童

将来的人际交往能力形成，也不利于他们的学习交流等。

（二）委屈难过

委屈难过是留守儿童的另一种性格特征体现，在平时的

家庭生活中，儿童有问题更愿意与自己的父母分享，家庭的

生活氛围其乐融融。而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这种再普通不过

的生活场景也变成了一种奢望，这让他们的内心产生了巨大

的落差。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普通家庭的孩子可以寻

来照顾。可是，每当父母觉得萱萱提出了无理的要求时，

就会立即变得很暴躁，用很激烈的方式来教育萱萱，严

重时会对萱萱进行体罚，仿佛对待仇人一般。在这中教

育的影响下，萱萱的脾气也十分的古怪，脾气阴晴不定，

也很难融入到集体中去。

在萱萱的家庭中，父母对她的教育一直处于两种极

端，一种是过度保护，包办代替；另一种则是棍棒教育，

形式激烈。这种摇摆不定的教育不仅会减弱教育的效果，

甚至会带来消极的影响，也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伤害，

让孩子一直处于没有安全感的状态，对孩子的心理健康

发展是很不利的。因此，我们在家庭教育中，要采用科

学合理的教育方式，坚持贯彻于教育中，为孩子提供一

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四）坚定信心

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教育成果不是一朝一夕能

取得的。同样，教育的分歧也不是瞬息间就能化解的。

所以，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应当坚定信心，放眼未来，

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能够保持教育的一致性，促

进孩子的健康发展。

天下间最伟大的爱便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相信在爱

的引领下，为了挚爱的孩子，爸爸妈妈一定可以相互扶持，

达成一致的教育理念，齐步向前，为孩子创造一片美好

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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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父母的建议，而农村的留守儿童只能通

过自己的力量解决，如果问题不能解决，

他们就产生放弃的念头。长久的如此状态，

还会让留守儿童产生“破罐破摔”的心理，

对于他们将来的抗挫素质形成极为不利。

（三）敏感自卑

由于缺少父母的管束和关心，留守儿

童在学习与生活习惯上有松懈的心理。在

学习上遇到问题，他们不愿意与同学交流，

害怕遭受同学的嘲笑；在生活上因为无法

得到父母的及时指导，他们不知道什么是

对的，什么是错的，影响了他们对生活的

判断。而一旦同学赢得了教师或家长的表

扬后，他们就会认为自己远不如人，产生

自卑敏感的心理。

（四）情绪低落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留守儿

童在长期看到父母远出打工的生活后，他

们的内心会产生诸多的联想，他们一方面

不希望重复父母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

在担心将来的出路。在种种的交错思绪下，

留守儿童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担忧，在哪

种状态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他们的情绪

自然低落。这种性格特点会让留守儿童形

成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心理状态，也不

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指导策略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转

型期的一群特殊儿童，他们的性格特点不

是短期就可以修复的，因此，解决留守儿

童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且要采取

多方的措施给予他们关怀和指导，让留守

儿童看到人生的美好，让他们树立积极的

人生观：

（一）增强“小家庭”的教育力量

父母是儿童成长的第一任教师，对儿

童的成长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要

想从根本上优化留守儿童的性格特点，我

们就要先突出儿童成长的“小家庭”生活

环境，引导家长发挥其无二的教育力量。

学校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要加强与学生家长

的沟通，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家长认

识到金钱是赚不完的，而孩子的童年却只

有一次。只有引起家长的教育注意，发挥

家长的引导教育力量，才能改变他们重金

钱轻教育的现状，缓解此状给儿童造成的

性格伤害。

（二）发挥“大家庭”的引导作用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学校相当于他们

的第二个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有很多的

玩伴，有教师的指导，可以说大家庭的温

情对于留守儿童的成长与性格改善都有很

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教师要结合儿童的

需求，依据他们的天性，为他们组织一些

有意义的活动。比如，教师可以为班级儿

童组织一次拔河比赛、跳绳比赛等，让班

级学生形成几个小队，让他们发挥集体的

力量去赢得比赛。如此，可以活跃班级的

气氛，可以弥补留守儿童在家庭中缺失的

亲情，从而打开留守儿童的心结，排除他

们的消极情绪，让他们更加自强自立。

（三）借助“第三家庭”的关爱力量

留守儿童较多的农村地区经济相对比

较贫困，所以不得已很多家长才选择到外

地谋生。而地区政府的作为与支持可以缓

解贫困地区的经济现状。为此，贫困地区

的政府等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当地经济的扶

持力度，发挥“第三家庭”的引导力量。

具体而言，贫困地区的政府可以加大对贫

困地区的资金支持，扶持贫困地区办本地

的农场和工厂，给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就

业的机会，如此，可以减少农民工外出的

频率，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孩

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儿童的个性就会变

得开朗和敢于表达，可以改善他们的性格

缺陷。

总而言之，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性格

发展问题，需要发挥多方的教育引领作用。

只有关注留守儿童的性格与心理，让他们

感受到温暖和亲情，让他们感受到关注与

关心，他们才会拥有儿童本该有的性格，

最终成为快乐的天使。

参考文献：

[1] 万江红，李安冬 . 从微观到宏观：农村留

守儿童抗逆力保护因素分析——基于留

守儿童的个案研究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31（05）：26-

35，43.

[2] 许惺，杨学军 .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

题及其成因研究[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6，36（01）：125-128.

[3] 李萍 . 农村留守儿童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其

教育对策 [J]. 湖南社会科学，2011（06）：

88-91.

作者单位：贵州省普安县新店镇波汆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