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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弱势儿童是社会上存在不利环境中的儿童。本文探究城市弱势儿童他们的相关心理和行为问题及其应对

措施，对大量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旨在帮助城市弱势儿童健康成长，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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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量劳动力人口涌入城市，神州大地展现出欣欣向荣的盛景。

然而，在繁华景象的背后，仍潜藏着若干亟待解决的软性问题，其中，城市弱势儿童的教育问题尤为突

出，它构成了阻碍城市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因素。

“弱势儿童”即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儿童，一般指在儿童群体中，部分由于社会、家庭和个

人的原因，难以维护基本权利，生存和发展遭遇障碍，需要借助外力支持和帮助的儿童。目前，中国的

弱势儿童群体主要包括孤儿、残疾儿童、留守儿童、流浪乞讨儿童、单亲家庭子女、城市随迁子女等。

本文旨在研究以城市随迁子女为主体的城市弱势儿童群体。目前我国的城市弱势儿童的救助体系已经基

本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和经济支持机制都在日趋完善。但有关城市弱势儿童心理及行为的健康状态所受

到的重视与关注程度尚有不足［1］。

城市弱势儿童由于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其心理与行为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若不加重

视，则会导致他们沦为社会边缘人群，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十分不利，也不利于社会的良性循环。鉴于

此，本文决定系统探究城市弱势儿童群体所存在的具体心理行为问题，分析形成原因，寻找有针对性

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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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弱势儿童心理行为问题

1.1  心理问题

关于城市弱势儿童的问题研究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大多是通过问卷和量表的形式来测量。陈

仁凤硕士对福建省漳州市903名儿童（其中流动儿童453名）施测了自卑感量表、应对风格量表、儿童社

交焦虑量表，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自卑，社交焦虑水平高于非流动儿童［2］。北京大学青少年研究所

的余小鸣认为城市弱势儿童群体存在心理与情感发育的缺失和障碍。与一般儿童相比，弱势儿童更容易

受到各种歧视、排斥和侮辱，更容易遭受身体暴力和其他虐待或被社会遗弃。这些通常会使他们承受着

与自己年龄不相一致的心理压力，因此很容易降低他们的安全感，处于担忧和沮丧中，产生自卑心理，

自信和自尊缺失［3］。李怀玉副研究员曾使用SCL-90量表对流动儿童心理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流动

儿童与城市儿童相比，各因子分的均值都比较高，其中强迫、焦虑、抑郁等项目的差异显著，她认为流

动儿童存在自信心不足且自我效能感较低［4］，南京农业大学的李文建硕士也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证实了这一点，流动儿童存在人格障碍较多，人际关系障碍较重等问题［6］。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

院的陈一心，周洋进一步将弱势儿童群体的心理问题归纳为情绪问题，自我意识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

城市弱势儿童的孤独感显著高于正常儿童；他们对自己不利的社会地位处境非常敏感，自我评价及自尊

水平偏低；城市弱势儿童的乐群性较低，攻击性与敌意较强［1］。

根据诸多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弱势儿童的存在诸多心理问题，我们进行了以下总结，大致可以分为

如下几类。第一是情绪问题，研究表明，城市弱势儿童心理健康程度比较低，普遍存在焦虑、强迫、抑

郁等负性情绪；第二是自我意识问题，他们的自卑、自信和自尊的缺失；第三是人际交往问题，他们的

乐群性较低，但攻击性与敌意较强。

1.2  行为问题

城市弱势儿童群体也存在各类问题行为，所谓问题行为又称之为“行为问题”，是儿童青少年心理

卫生问题常见的一种形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与健康有关的危险行为，如吸烟、酗酒、吸毒、

药物滥用、成瘾行为、网络成瘾、自杀等。还有一种与社会相关，如发生反社会、犯罪、暴力伤害等。

诸多的研究已经证实，弱势儿童在经历各种不利的生活环境中，会呈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5］。余小鸣

发现生长在单亲家庭、重组家庭和无亲生父母家庭的儿童青少年往往更容易发生一些健康危险行为。如

单亲家庭的学生偏食习惯、频繁进出西式快餐店等不良饮食行为的报告率、各种非意外伤害、交通违规

行为等都显著高于大家庭和核心家庭的学生，而重组家庭的学生则在故意伤害行为、吸烟、酗酒等物质

滥用行为、网络依赖和玩电子游戏超时等精神性成瘾行为，以及性行为方面明显高发，这些儿童青少年

因家庭结构的缺陷，采用一种问题行为的方式作为“发泄”或弥补家庭亲情或个体情感的需求，实际上

这无疑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健康风险。余小鸣的研究也发现，早期不良经历与青少年非意愿怀孕有关，

那些存在父母分居或离异经历的青少年比没有这类经历者具有72％的高风险发生非意愿怀孕［2］。陈一

心认为多数弱势儿童群体容易出现行为偏差和学习障碍［1］，而李怀玉通过一项有关学业成绩的调查也

证实流动儿童学业成绩较差，学习主动性不强，学习完成度较低，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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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弱势儿童相关问题的应对措施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城市弱势儿童问题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家庭教育缺乏，家庭内部理

解交流不够，使得儿童常出现自我认知偏差，习得性无助；第二，社会支持不足，他们经常面临着制度

与非制度的双重歧视 ，与一般儿童相比，他们更容易受到歧视和侮辱，更容易遭受身体暴力和其他虐待

或被社会遗弃；第三，适应能力较弱，流动儿童迁入城市其实是一种文化融入的过程，不良的文化适应

使得他们难以对迁入的城市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7］。

目前，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综合施策，以解决城市弱势儿童的心理问题。

2.1  家庭层面

宋美喆等人强调，父母应平衡工作与生活，增加对子女的有效陪伴时间，通过肢体接触和情感交

流，弥补亲子分离而导致的“情感饥渴”。特别是对于隐性留守的儿童，父母更应注重陪伴质量，避免

“人在心不在”的陪伴方式［8］。

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环境的和谐与否对儿童心理健康也有着重要影响。父母应妥善处理婚姻

关系，为子女营造温馨、稳定的家庭氛围。关丽萍在文章中特别指出，因离婚而形成的儿童“留守”，

要构建“形散而神不散”的留守家庭模式，尽可能帮助“留守”儿童维系“家庭”这个纽带，保持亲子

关系的紧密联系，缓解儿童的心理孤独感。

2.2  学校层面

刘玉玲、宋美喆等人认为，学校在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且与一般儿童相比，城市

弱势儿童的情感更加脆弱，因此学校教师就成了孩子教育的主要力量。要积极建立家校协同平台，学校

应主动与家长建立联系，构建家校协同平台，让家长了解到子女在校的动态，共同参与子女的教育和成

长［9］。可以通过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增强家校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利用好家校联系本和家校群

学校也可以开设各类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学校应设置相应的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通过开展系列团辅，进行趣味游戏、邀请专家专题讲座等形式，向学生和家长普及心理健康知

识，提高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10］。

此外学校应对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进行建档立卡，关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他

们面临的问题。同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

但更重要的是学校要重视培养学生完善人格，庄雅飞提出“教育的终极善是教育的原初目的，教

育的终极善是促进人的精神实现优秀”。学校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完善人格，教师自身要努力成为

学生道德成长的引导者、支持者和陪伴者，帮助学生形成完善的人格。要发挥教师期望的作用，在教育

中老师对不同学生产生的不同期望和不同的态度，都会对学生产生不同的影响。积极的态度会促进学生

健康向上的发展，而消极的态度会使学生发展受阻。在教学中，老师应该对学生的合理反馈持有积极的

期望和态度，帮助学生解决相应困惑，积极与他们进行生活和心理方面的交流，反对霸凌，反对无端体

罚，共同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学校环境是学生成长的一个重要环境。只有营造良好的环境才有助于学

生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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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府层面

刘玉玲认为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在建立城市留守儿童关爱教育机制中处于主导和推动地 

位［9］。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长效关爱机制，以保障弱势儿童的合法权益。邵丹认为

大部分家长不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及与孤儿福利相关的《明天计划》，因此要加大政策法规的宣

传力度，提高大众知晓率［11］。政府应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建立城市留守儿童社区基地，如蒲公英之

家、假日学校等［12］。通过社区服务和公益活动，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政府可通过政策

引导和资金补贴等手段，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服务。通过建立社会支持

网络，为弱势儿童提供更多的心理援助和资源支持［13］。以常州市为例，它于2024年6月发布有关《常州

市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保护，成长，发展三大需求，实施精准帮扶，监护提质，安全防护，心力滋养，

固本强基等五大行动，是妇儿工委办公室要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作为推动实施儿童发

展规划的重点工作；强化督促检查，加强工作推进指导，征集发布一批优秀案例；同时加强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措施的宣传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城市弱势儿童的心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

力来解决。黄仕权在《生态系统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服务研究》中，从生态系统理论

出发，分别通过微观、中观、外观和宏观四个层面，提出了全面且系统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注重

个体层面（如建立自主求助渠道和互动平台），还强调系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如促进家庭与家庭之

间、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同时利用政策资源和社区环境优势，为流动儿童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

障［14］。学者刘群从心理健康弹性和感恩心理的角度出发，提出通过增强儿童的心理韧性，培养感恩意

识，可以有效缓解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他强调，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共同努力，为儿童创造一

个充满关爱和支持的环境［15］。

王煜源从关怀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从关怀伦理的视角来审视和解决弱势儿童的德育问题。他认

为，在实践中构建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互动的关怀式道德教育体系和道德情感作用机制，同时提

升教师和家长的关怀素养，可以多样化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可以有效缓解弱势儿童的心理问题，促进

其健康成长［16］。卫萍从积极心理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对合肥市随迁子女的积极心理品质进行了深入研

究，提出要关注弱势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给予他们更多正面的评价，避免消极“标签效应”的产生。

同时重视他们发展的差异，针对性地培养积极心理品质，因材施教。这些措施不仅关注随迁子女的心理

健康，还强调从积极面促进其心理品质的全面发展［17］。

通过加强家庭支持、改善学校教育、提供社会支持等措施，可以有效缓解城市弱势儿童的心理问

题，促进其健康成长。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干预措施的具体实施路径和效果评估方法，为实

践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指导。

3  研究意义与展望

本研究综述分别从心理和行为两方面归纳城市弱势儿童所面临的问题，指明相关成因，有效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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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弱势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并且从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等层面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具体化

措施，家庭需要营造温暖、和谐、民主的氛围，父母应该以支持和开放的态度与子女沟通；需要加强相

关教育，开展主题课程；政府与社会应该积极建立相关救助帮扶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个人

需要培养积极的人格特质，养成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与他人或自然建立联结［18］。本文视角独

到，针对的是以城市随迁子女为主体的城市弱势儿童这一批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分析详细，从心理行为

两方面探究他们存在的问题，挖掘原因，寻求多方面的措施。同时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希望能更加关

注城市弱势儿童学校层面系统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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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advantaged urban children are those who are in a disadvantaged environment in socie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ed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of disadvantaged urban children and 
their coping measures, and reviews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literatures, aiming to help disadvantaged 
urban children grow up healthily and promote a virtuous circle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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