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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维成因，并探索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联动的精准

干预路径。研究旨在助力构建适应乡村振兴需求的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为实现教育公平与乡村可持续

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1  十堰丹江口市蒿坪村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状况分析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实地调研法和半结构式访

谈方法，对十堰丹江口市蒿坪村九年一贯制中小学34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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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幸福发展状态量表和学习生活状态量

表，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方法对十堰丹江口市蒿坪镇蒿坪村346名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展开调查研究。研究发

现，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各维度均存在超出常模的情况。本文在分析其形成原因的基础上，从社会、

学校、家庭，以及农村留守儿童自身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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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与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乡村振兴不仅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战略，更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民生改

善的关键举措（程绍珍，程麟，2025；蒋韵，秦函，周

稳，2023）。在这一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乡村人

口结构中的特殊群体，因长期面临亲情缺失、教育资源

不足等现实困境（朱素平 等，2025），其心理健康问题

逐渐凸显，成为阻碍乡村全面振兴的潜在挑战。

本研究以丹江口市蒿坪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

查、实地调研与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调研

当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现状，分析留守儿童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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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结合调研数据分析其

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

对策建议。具体步骤如下。 

（1）问卷调查法

采用幸福发展状态量表和学习生活状态量表对蒿坪

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小学四至九年级学生进行测量，样

本数量为346人。

其中幸福发展状态量表是从两个维度多个因子帮

助学生了解积极的生命力量，促进幸福发展。一个维度

是学生的内部支持系统，指来自个体内部的心理支持力

量，4～6年级学生涉及学习能力、幸福感受、成就动机

和成长思维4个因子；7～9年级学生涉及以上4个因子，

还有生涯规划和学习投入2个因子。另一个维度是学生的

外部支持系统，指来自外部环境的心理支持力量，涉及

家庭支持、同伴支持和教师支持3个因子。测量方式是学

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各个维度进行自我评估，量表

包含多个选择题，学生选择最符合自己情况的选项。评

分标准是对每个维度的得分进行量化，最终汇总得到学

生的幸福发展状态总分，通过与常模比较来评估学生的

幸福发展状态。

学习生活状态量表是从情绪状态、行为特征、躯

体状态和异常状态四个维度多个因子对学生的学习生活

状态进行测评，帮助学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发展自

己，悦纳自己。情绪状态维度指情绪方面的困扰，涉及

抑郁倾向、焦虑倾向、强迫倾向、恐惧倾向、敌对倾

向、人际倾向和自卑倾向7个因子。行为特征维度指行为

方面的困扰，4～6年级学生涉及受到欺凌、品行失范、

适应不良、网络成瘾、多动倾向和自伤倾向6个因子；

7～9年级学生将其中的多动倾向因子改为应对方式因

子。躯体状态维度指躯体方面的困扰，涉及睡眠失调、

饮食失调、躯体症状3个因子。异常状态维度指精神方面

的困扰，4～6年级学生涉及异常表现、心智晚慧和孤独

表现3个因子；7～9年级学生涉及异常表现1个因子。测

量方式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各个维度进行自我

评估，量表包含多个选择题，学生选择最符合自己情况

的选项。评分标准是对每个维度的得分进行量化，最终

汇总得到学生的学习生活状态总分，通过与常模比较来

评估学生的学习生活状态，分为一级预警、二级预警、

三级预警以及状态较好。

（2）实地调研法

研究者与蒿坪村九年一贯制中小学老师和学校行政

工作人员等进行深入交流和沟通，观察和记录蒿坪村的

发展现状（刘娟，2023）。

（3）半结构式访谈法

根据量表评估结果，研究者对学习生活状态一级预

警的留守儿童进行深入心理访谈，详细了解这些留守儿

童的心理状态，并给出相应的干预措施旨在为这些留守

儿童提供切实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学习与

生活中的挑战，促进其健康成长。

1.2  调查结果

本文调查问卷采集工作由瑞阳心语公司提供技术支

持，本文数据引用自瑞阳心语公司云岁朵朵学生心理测

试平台《丹江口市蒿坪镇九年一贯制学校高年级小学生

幸福发展状态测评学校报告》等相关报告。其中本文常

模为全国采集约 60万标准化样本测试结果计算得出的普

遍水平分布状况。

从数据分析来看，学校共347人，其中幸福发展状态

量表347人完成了作答，1人未作答，45位同学的作答不

认真，结果无效，问卷有效率86.7%。其中学习生活状态

量表345人完成了作答，2人未作答，43位同学的作答不

认真，结果无效。问卷有效率87%。根据问卷调查的数

据，本研究对十堰丹江口市蒿坪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

况进行分析。

1.2.1  幸福发展状态情况

（1）从表1来看，4～6年级学生“学习能力、幸福

感受、成就动机、成长思维、家庭支持、教师支持”方

面的困扰比较明显。具体每个年级的幸福发展状态如表2

所示。

表 1  4～6年级幸福发展状态总体情况与常模情况比较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the overall well-being 
development status in grades 4~6 students with normative 

data

测评内容 本校需关注比例（%） 常模临界值（%）

A. 学习能力 15.89* 4.27

B. 幸福感受 9.27* 4.37

C. 成就动机 9.27* 4.47

D. 成长思维 10.60* 2.88

E. 家庭支持 6.62* 5.08

F. 同伴支持 5.96 7.36

G. 教师支持 3.97* 3.73

备注：“*”显示需关注比例高于常模。

表 2  4～6年级各年级幸福发展状态与常模情况比较

Table 2 A comparison of well-being development status 
across grades 4 to 6 with normative data

测评因子 常模（%）
学校各年级需关注比例（%）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A. 学习能力 4.27 14.63* 18.52* 14.29*

B. 幸福感受 4.37 4.88* 11.11* 10.71*

C. 成就动机 4.47 2.44 12.96* 10.71*

D. 成长思维 2.88 7.32* 11.11* 12.50*

E. 家庭支持 5.08 4.88 7.41* 7.14*

F. 同伴支持 7.36 4.88 5.56 7.14

G. 教师支持 3.73 2.44 5.561* 3.57

备注：“*”显示需关注比例高于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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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表3来看，7～9年级学生“学习能力、幸福

感受、成就动机、成长思维、生涯规划、学习投入、家

庭支持、同伴支持、教师支持”方面的困扰比较明显。

具体每个年级的幸福发展状态如表4所示。

表 3  7～9年级幸福发展状态总体情况与常模情况比较

Table 3 A comparison of the overall well-being 
development status in grades 7~9 students with normative 

data

测评内容 本校需关注比例（%） 常模临界值（%）

A. 学习能力 14.36* 8.44

B. 幸福感受 16.92* 6.25

C. 成就动机 22.56* 7.70

D. 成长思维 17.95* 7.55

E. 生涯规划 16.92* 6.42

F. 学习投入 25.13* 11.77

G. 家庭支持 16.41* 10.14

H. 同伴支持 15.90* 8.28

I. 教师支持 11.28* 5.91

备注：“*”显示需关注比例高于常模。

表 4  7～9年级各年级幸福发展状态与常模情况比较

Table 4 A comparison of well-being development status 
across grades 7 to 9 with normative  

data

测评因子 常模（%）
学校各年级需关注比例（%）

初一年级 初二年级 初三年级

A. 学习能力 8.44 8.70* 22.03* 13.43*

B. 幸福感受 6.25 15.94* 25.42* 10.45*

C. 成就动机 7.70 15.94* 37.29* 16.42*

D. 成长思维 7.55 17.39* 22.03* 14.93*

E. 生涯规划 6.42 13.04* 27.12* 11.94*

F. 学习投入 11.77 27.54* 27.12* 20.90*

G. 家庭支持 10.14 14.49* 28.81* 7.46

H. 同伴支持 8.28 14.49* 25.42* 8.96*

I. 教师支持 5.91 8.70* 16.95* 8.96*

备注：“*”显示需关注比例高于常模。

1.2.2  学习生活状态情况

（1）从表5来看，4～6年级学生在情绪状态上，

抑郁倾向、焦虑倾向、强迫倾向、恐惧倾向、敌对倾

向、人际敏感、自卑倾向需关注比例偏高，困扰比较

明显；在躯体状态上，躯体症状、睡眠失调需关注比

例偏高，困扰比较明显；在行为特征上，网络成瘾、

适应不良、品行失范、受到欺凌、多动倾向、自伤倾

向需关注比例偏高，困扰比较明显；在异常状态上，

异常表现、孤独表现、心智晚慧需关注比例偏高，

困扰比较明显；具体每个年级的学习生活状态如表6 

所示。

表 5  4～6年级学习生活状态总体情况与常模情况比较

Table 5 A comparison of the overall learn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grades 4~6 students with normative data

测评内容 本校需关注比例（%） 常模临界值（%）

A. 抑郁倾向 31.79* 20.25

B. 焦虑顺向 23.84* 18.38

C. 强迫烦向 29.14* 20.13

D. 恐惧烦向 20.53* 15.38

E. 敌对倾向 27.15* 22.63

F. 人际敏感 35.10* 22.50

G. 自卑倾向 31.13* 23.00

H. 网络成瘾 19.87* 9.50

I. 适应不良 23.18* 16.00

J. 品行失范 18.54* 14.50

K. 受到欺凌 23.84* 14.50

L. 多动倾向 11.26* 6.50

M. 躯体症状 17.88* 16.13

N. 自伤倾向 15.89* 14.38

O. 睡眠失调 23.84* 16.63

P. 饮食失调 5.30 10.50

Q. 异常表现 5.30* 5.25

R. 孤独表现 7.95* 5.63

S. 心智晚慧 11.26* 6.38

备注：“*”显示需关注比例高于常模。

表 6  4～6年级各年级学习生活状态与常模情况比较

Table 6 A comparison of learn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across grades 4 to 6 with normative data

测评因子 常模（%）
学校各年级需关注比例（%）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A. 抑郁倾向 20.25 17.07 37.04* 37.50*

B. 焦虑倾向 18.38 19.51* 25.93* 25.00*

C. 强迫倾向 20.13 21.95* 27.78* 35.71*

D. 恐惧倾向 15.38 21.95* 22.22* 17.86*

E. 敌对倾向 22.63 17.07 35.19* 26.79*

F. 人际敏感 22.50 31.71* 35.19* 37.50*

G. 自卑倾向 23.00 14.63 42.59* 32.14*

H. 网络成瘾 9.50 19.51* 27.78* 12.50*

I. 适应不良 16.00 17.07* 25.93* 25.00*

J. 品行失范 14.50 12.20 25.93* 16.07*

K. 受到欺凌 14.50 14.63* 35.19* 19.64*

L. 多动倾向 6.50 7.32* 14.81* 10.71*

M. 躯体症状 16.13 14.63 27.78* 10.71

N. 自伤倾向 14.38 2.44 20.37* 21.43*

0. 睡眠失调 16.63 21.95* 31.48* 17.86*

P. 饮食失调 10.50 0.00 11.11* 3.57

Q. 异常表现 5.25 2.44 7.41* 5.36*

R. 孤独表现 5.63 7.32* 11.11* 5.36

S. 心智晚慧 6.38 14.63* 11.11* 8.93*

备注：“*”显示需关注比例高于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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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评因子 常模（%）
学校各年级需关注比例（%）

初一年级 初二年级 初三年级

N. 睡眠失调 18.50 19.12* 28.81* 19.40*

0. 饮食失调 9.13 8.82 8.47 4.48

P. 异常表现 8.13 10.29* 25.42* 2.99

Q. 自我否定 18.75 16.18 22.03* 17.91

备注：“*”显示需关注比例高于常模。

1.2.3  调研结果

按照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要求，中小学每校至少配备1名专（兼）职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且鼓励配备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专职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同时对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课外活动

开展规范等作出明确规定，旨在构建覆盖预防、干预、

跟踪的全链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然而，丹江口市蒿坪

镇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实际情况与标准存在显著差距。在

师资配置方面，该校尚未达到心理教师的最低配备要

求；基础设施建设和心理健康主题活动开展也未能满足

文件规定的标准，导致心理健康教育质量与预期目标存

在落差。

1.2.4  访谈结果

对4～6年级的13名一级预警儿童和7～9年级的17名

一级预警儿童进行访谈。访谈结果显示，在家庭方面，

这些留守儿童多数来自单亲家庭或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而且部分父母关系紧张或存

在家暴行为。家庭经济条件一般，感受到一定的经济压

力，影响其心理状态。部分学生与父母或兄弟姐妹关系

紧张，存在沟通障碍或冲突。在人际关系方面，多数学

生与同学关系良好，但有部分学生遭受校园霸凌或被孤

立，导致心理问题。在情绪行为方面，部分学生出现情

绪低落、烦躁、失眠等症状，个别学生有自残行为，反

映出严重的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

2  十堰丹江口市蒿坪村留守儿童心理
问题多维成因探析

2.1  个体发展维度

（1）自我认知偏差

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教育，留守儿童在自我

认知方面往往存在偏差，普遍呈现自我效能感偏低的现

象。访谈表明，大部分儿童持有“我不如人”的固化认

知，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对学业表现与社会适应能力产生

影响，成为心理问题的内源性诱因。

（2）心理调适困境

留守儿童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时，往往缺

乏有效的心理调适能力。他们可能因一些小事就出现情

（2）从表7来看，7～9年级学生在情绪状态上，抑

郁倾向、焦虑倾向、强迫倾向、恐惧倾向、敌对倾向、

人际敏感需关注比例偏高，困扰比较明显；在躯体状态

上，睡眠失调需关注比例偏高，困扰比较明显；在行为

特征上，网络成瘾、品行失范、受到欺凌、应对方式、

自伤倾向需关注比例偏高，困扰比较明显； 在异常状态

上，异常表现需关注比例偏高，困扰比较明显；具体每

个年级的学习生活状态如表8所示。

表 7  7～9年级学习生活状态总体情况与常模情况比较

Table 7 A comparison of the overall learn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in grades 7~9 students with normative data

测评内容 本校需关注比例（%） 常模临界值（%）

A. 抑郁倾向 23.20* 20.88

B. 焦虑倾向 22.68* 21.00

C. 强泊倾向 22.16* 21.75

D. 恐惧倾向 22.68* 16.75

E. 敌对倾向 17.01* 10.63

F. 人际敏感 26.80* 20.13

G. 网络成瘾 27.32* 24.75

H. 适应不良 17.01 17.75

I. 品行失范 20.62* 14.13

J. 受到欺凌 21.13* 13.88

K. 应对方式 20.10* 18.63

L. 躯体症状 14.43 16.75

M. 自伤倾向 19.07* 16.63

N. 睡眠失调 22.16* 18.50

0. 饮食失调 7.22 9.13

P. 异常表现 12.37* 8.13

Q. 自我否定 18.56 18.75

备注：“*”显示需关注比例高于常模。

表 8  7～9年级各年级学习生活状态与常模情况比较

Table 8 A comparison of learn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across grades 7 to 9 with normative data

测评因子 常模（%）
学校各年级需关注比例（%）

初一年级 初二年级 初三年级

A. 抑郁倾向 20.88 16.18 33.90* 20.90*

B. 焦虑倾向 21.00 23.53* 27.12* 17.91

C. 强迫倾向 21.75 20.59 27.12* 19.40

D. 恐惧倾向 16.75 20.59* 27.12* 20.90*

E. 敌对倾向 10.63 16.18* 23.73* 11.94*

F. 人际敏感 20.13 29.41* 37.29* 14.93

G. 网络成瘾 24.75 25.00* 37.29* 20.90

H. 适应不良 17.75 17.65 23.73* 10.45

I. 品行失范 14.13 17.65* 37.29* 8.96

J. 受到欺凌 13.88 17.65* 25.42* 20.90*

K. 应对方式 18.63 19.12* 28.81* 13.43

L. 躯体症状 16.75 11.76 20.34* 11.94

M. 自伤倾向 16.63 19.12* 27.12* 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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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精神慰藉。然而，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无法

为留守儿童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与服务，这使得留

守儿童在情感上感到孤独和空虚，迫使其转向网络空间

寻求代偿性满足。实证研究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网络成

瘾比例远高于常模，心理访谈中所有一级预警学生生活

的重心大多在网络世界。网络虚拟空间通过即时反馈机

制、情感投射平台和虚拟社群归属，构建了低门槛的精

神满足途径，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投入，还容

易使他们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热爱。   

（3）同伴生态关系不佳

实证研究数据显示，遭受霸凌的留守儿童比例远高

于常模。由于长期与父母和其他亲人沟通较少，留守儿

童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一定障碍，不太擅长表达自己的

情感，也不太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处，这使得他们在学校

中难以融入集体，容易被孤立和排斥。而学校缺乏有效

宣传和引导，部分留守儿童在学校遭受同学的欺负、歧

视甚至霸凌，给其心理造成严重伤害。他们可能会感到

自卑、孤独，甚至产生心理阴影，影响其正常的学习和

生活。

2.4  社会支持体系薄弱

蒿坪村在乡村振兴进程中，虽然在产业发展、人居

环境整治和乡风文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社会对

留守儿童的支持体系仍不够完善。缺乏专门的社会组织

和志愿者团队为留守儿童提供关爱和帮助，无法满足留

守儿童在生活、学习和心理等方面的需求。   

3  十堰丹江口市蒿坪村留守儿童心理
问题的解决对策

3.1  个体赋能机制构建

（1）心理辅导与支持

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团队，根据留守儿童的不同情

况，定期提供个性化心理支持和辅导。

（2）自我认知提升

组织开展关于自我认知的心理讲座，邀请专家向

留守儿童讲解正确的自我认知方法和技巧。通过案例分

析、互动讨论等形式，助力留守儿童认识自身优点和潜

力，树立积极的自我形象。

3.2  家庭支持系统优化

（1）代际教育能力提升行动

针对祖父母等监护人开设“隔代教育学堂”（刘志

军，2025），邀请专业教育专家对留守儿童家长和监护

人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家庭教育的方法和技巧、儿

童心理发展特点、亲子沟通技巧等。

（2）亲子关系修复计划

利用寒暑假父母返乡期间组织家庭互动活动，修复

断裂的情感纽带，重建情感依恋。 

绪波动，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表现出焦虑、抑郁、愤

怒等不良情绪。此类情绪波动不仅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

康，还会对他们的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3）应对策略缺失

留守儿童在面对问题时，可能会采用逃避、退缩或

暴力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使

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应对策略的匮乏，使得留守儿

童在生活中常常处于被动局面，容易滋生心理压力和心

理问题。

2.2  家庭生态系统失衡

（1）亲子情感纽带断裂

首先，单亲家庭占比较高，且父母长期外出务工

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直接导致亲子共处时间严重不足。

其次，在亲子互动层面存在双重断裂，既缺乏维持情感

联结所需的必要频次，又缺失深度沟通的实质性内容，

导致父母难以给子女提供持续的情感支持。更为严峻的

是，部分家庭存在父母关系紧张甚至家庭暴力的情况，

此类创伤性经历不仅加剧了儿童的心理危机，更引发其

对家庭环境的抵触情绪。实证研究数据显示，家庭支持

不足的比例远高于常模，心理访谈中全部一级预警学生

均存在家庭支持系统的关键性缺位。  

（2）教育方式失衡

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照料的留守儿

童，往往受到过度溺爱或忽视的教育方式影响。过度溺

爱易使孩子养成任性、自私的性格，缺乏独立性与责任

感；而忽视则可能会致使孩子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缺乏

必要的引导和支持，影响其全面发展。这种教育方式的

失衡以及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不仅不利于孩子

的身心健康，也会增加他们未来生活中出现心理问题的

风险。

2.3  学校支持系统缺位

（1）心理健康教育结构性缺陷

调研结果显示，第一， 蒿坪村九年一贯制学校在

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缺乏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师。这

使得学校无法为留守儿童提供系统、有效的心理健康教

育和辅导，也难以及时察觉和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第

二，当地其他非专职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了解

有限，缺乏系统培训和学习。这导致他们在教学过程

中，无法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变化，难以运用

科学方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第三，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

对滞后，缺少专门的心理咨询室、心理测评工具和相

关图书资料。这使得学生在遇到心理问题时，无法得

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也无法获取有效的心理支持和 

帮助。

（2）精神文化需求冷落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不仅需要物质满足，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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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校支持网络强化

（1）心理健康监测体系完善

借助专业心理检测系统，每学期对学生进行动态心

理测评，通过系统分析识别高风险群体（如单亲家庭学

生、经济困难学生），整合校内外力量，依据测评结果

开展访谈定级，研判需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动态，预防

恶性事件发生。

（2）师资队伍专业化建设

加大对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的引进力度，提供优

厚待遇和良好发展环境，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同时，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

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水平。

（3）特色课程活动开发

开发乡土文化主题心理课程，引导学生从地方文化

中汲取积极心理能量；还可利用蒿坪村生态资源优势，

建设“自然疗愈花园”，设置涂鸦墙、情绪树洞等设

施，定期开展户外拓展、自然观察活动，缓解焦虑抑郁

情绪。开展乡村特色文化疗愈活动。将心理健康教育与

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结合，组织学生参与生态渔业实践、

智慧农业体验、非遗手工艺制作等活动，通过劳动实践

增强自我效能感与归属感。

（4）同伴支持系统构建

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专门设置有关同伴关系的

教学内容，引导留守儿童正确处理与同学之间的关系。

通过课堂讲解、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式，让留守儿

童了解同伴关系的重要性，掌握与人相处的技巧与方

法。推行“班级心理委员”制度，选拔高年级学生接受

基础心理培训，使其成为心理健康观察员，协助教师识

别同伴异常行为。

3.4  社会支持生态培育

（1）深化社会组织合作

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如慈善组织、公益基金会、志愿服务组织等。这些

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资金捐赠、物资援助、专业服务等方

式，为留守儿童提供多样化的支持和帮助。

（2）推进文化浸润工程

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丰富农村文化资源。

例如，建设农村文化广场、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等文

化设施，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娱乐的场所。同时开展丰

富多彩的农村文化传承活动，如农村音乐、舞蹈、戏曲

表演等，让留守儿童了解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丰

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3）建立长效保障体系

推动地方政府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乡村振兴考核体

系，确保资源持续投入与政策倾斜。设立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救

助帮扶、权益保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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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Haoping Village, Danjiangkou City

Xu Wanting Tian Jie Song Jiayin Xiao Yutong

Wuhan Electric Power Technical College, Wuha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347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Haoping Village, Haoping Town, 
Danjiangkou City, Shiyan were investigated and studied by means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xceeded the norm in all dimensions, and 
the causes were analyzed. And from the society, school, family and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mselves four aspects of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State of happy development; Study and life statu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