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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调查
与对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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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留守经历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对其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展开深入调查，并分析其

影响因素。为改善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从个人、家庭及社会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针

对性对策。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以山东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分别从

生活区域、留守经历原因、家庭关系、影响感受等方面进行调查，对留守经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1）留守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曾

经有过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陪伴的经历；（2）主要留守原因包括外出务工维持生计、身边人都外

出打工大势所需等，这反映出家庭经济压力是导致留守的主要原因之一；（3）部分有留守经历的

受访者表示经常感到孤独，对未来感到焦虑。这表明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一定影响。

结论：高校、家庭、社会应多关注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以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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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

率也在快速攀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涌入城市。由于各种现实问题，部分人无法携

带子女进城求学，只能将子女留于户籍地，由

父母单方或其他长辈、亲戚来照看抚养，故形

成了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
[1]
。这一特殊群体

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关爱和陪伴，容

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

曾经的留守儿童逐渐长大成人，进入大学阶段

后就成了具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然而，留守

经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可能会产生长期的影

响
[2]
。近年来留守经历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受

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留守经历大学生作为社会

的未来栋梁，妥善引导该群体的发展不仅关系

到自身的健康成长，更关系到家庭、社区的和

谐，乃至国家战略的推进，因此研究留守经历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有

留守经历大学生”界定为在大学毕业之前，父

母一方或双方在外工作时间达半年及以上，将

其留在生源地由父母一方或其他亲人照顾，目

前正在高校就读者。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选

取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全体学生进行调查，共有

211 名学生参与了此调查。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研制《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问卷

调查》问卷，对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发放问卷 211 份，回收 211 份，有效

问卷 211 份。

1.2.2 访谈法

选取 15 名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进行访谈，

面对面交流，深入调查。

1.2.3 数理统计法

把所有回收数据进行统计整理，采用整体

百分占比进行统计分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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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留守经历情况

2.1.1 留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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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对 211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 158 人

有过父母至少一方长期（半年以上）不在身边

陪伴的经历，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74.89%。高

达半数以上的人都有过留守经历，这个数据说

明这种经历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

2.1.2 留守经历原因

结果显示：有 9 人是因为父母感情不和，

占比为 5.7%；有 52 人是因为父母外出务工维

持生计，占比为 32.91%；有 27 人是因为身边

人都外出打工大势所需，占比为 17.09%；有

70 人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导致父母不在身边

陪伴，占比为 44.3%。详情见表 1。

表 1留守经历的原因

2.1.3 留守原因分析

父母感情不和这一因素虽然在占比上相

对较少，但它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却不容小

觑。父母感情不和往往伴随着家庭氛围的紧张

和不稳定，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可能会

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留守

儿童，他们不仅面临着父母一方或双方的离开，

还要背负家庭关系破裂带来的心理创伤。这种

双重压力可能导致他们在情感表达、人际交往

以及自我认知等方面出现问题
[3]
；外出务工维

持生计是导致留守儿童现象较为常见的原因，

占比较高。经济因素在这一现象中起着主导作

用，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背景下家庭的

无奈选择。从孩子的成长角度来看，父母为了

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而外出打工，虽然在物质上

可能为孩子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但在心理和情

感层面却造成了缺失
[4]
。他们可能在学业压力

或生活挫折面前更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因为在

成长过程中缺乏来自父母的及时鼓励和支持

[5]
。

2.2 心理健康状况

2.2.1 性格特征

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性格特征进行

调查，结果显示：有 69 人的性格特点是开朗

乐观，占比为 43.67%；47 人的性格特点是内

向敏感，占比为 29.75%；20 人的性格特点为

自卑怯懦，占比为 12.66%；22 人的性格特点

为独立坚强，占比为 13.92%。详情见表 2。

表 2性格特征

选项 小计 比例

开朗乐观 69 43.67%

内向敏感 47 29.75%

自卑怯懦 20 12.66%

独立坚强 22 13.92%

2.2.2 性格特征分析

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表现出内向敏感的性

格特征，这与留守经历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联。

在成长过程中，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可能导致他

们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6]
。由于缺乏父

母及时的情感反馈和支持，他们在人际交往中

可能更加谨慎，对他人的评价也更为敏感。例

如，在与同龄人交往时，他们可能会过度解读

他人的言行，担心自己的行为不被认可。这种

内向敏感的性格可能会影响他们在大学生活

中的社交体验，使他们在拓展人际关系、参与

集体活动等方面面临一定的挑战。而且，这种

选项 小计 比例

父母感情不

和

9 5.7%

外出务工维

持生计

52 32.91%

身边人都外

出打工大势

所需

27 17.09%

其他 70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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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特点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情绪调节能

力，容易在面对压力或负面评价时产生情绪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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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留守儿童的增加及社会对他们的关

注的增多，他们能够更好的面对现实，他们希

望自己做得更好，如果他们未能取得成功，就

容易自责，表现出自卑，怀疑自己的能力，将

过失归咎于自己，不能正确看待失败
[7]
。

2.2.3 情绪状态

大学是学生从学校进入社会的过渡阶段，

读完大学学生就会踏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

规划。面对未来，留守经历大学生也表现出不

同程度的焦虑。调查显示：有 17 人表示对未

来感到非常的焦虑，占比为 10.76%；69 人感

到比较焦虑，占比为 43.67%；58 人表示比较

焦虑，占比为 36.71%；14 人表示不焦虑，占

比为 8.86%。详情见表 3。

表 3对未来焦虑程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焦虑 17 10.76%

比较焦虑 69 43.67%

有点焦虑 58 36.71%

不焦虑 14 8.86%

2.2.4 对未来焦虑程度分析

高度焦虑：这一比例的有留守经历大学生

表示对未来非常焦虑，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他

们内心深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强烈担忧。这种

高度焦虑可能与他们的留守经历密切相关
[8]
。

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缺乏父母足够的陪伴和引

导，他们可能在应对未来规划方面缺乏足够的

自信和安全感。同时，经济方面的担忧也可能

是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部分学生的家庭经济

状况可能因父母外出打工而并不宽裕，他们担

心未来的学业深造、就业机会获取等会受到经

济因素的限制，从而产生对未来的极度焦虑。

中度焦虑：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

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相对脆弱的心理状态。尽管

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可能具备独立应对问题的

能力，但面对未来的复杂性，如学业竞争压力、

社会适应等问题时，仍然表现出焦虑。另一方

面，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缺乏清晰的

认识，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存在迷茫。这种迷

茫源于早期成长环境中缺乏全面的引导，使得

他们在面对众多选择时不知所措，从而产生焦

虑情绪。

低焦虑/不焦虑：虽然这部分学生占比较

小，但他们不焦虑的状态也值得探究。这可能

表明他们在经历留守生活后，成功地发展出了

积极的应对机制和乐观的心态。在成长过程中，

他们可能从其他方面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如学

校教师的鼓励、良好的同伴关系等，这些积极

因素帮助他们建立了对自己和未来的信心。此

外，这部分学生可能具有较强的自我认知能力，

能够清晰地规划自己的未来，并且对自己的能

力有足够的信任，从而在面对未来时表现得较

为从容。

2.3 人际关系

2.3.1 与家人关系

调查显示：与家人关系非常亲密的人数为

51，占 32.28%；关系比较亲密的人数为 72 人，

占比为 45.57%；关系为一般的有 31 人，占比

为 19.62%；关系为比较疏远的有 4 人，占比

为 2.53%。表明部分有留守经历大学生与家人

关系存在一定的疏离感。详情见表 4。

表 4 与家人的关系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亲密 51 32.28%

比较亲密 72 45.57%

一般 31 19.62%

比较疏远 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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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人际交往困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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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调查显示：有 11 人表示很难与他人建立

良好关系，占比为 6.96%；有 82 人表示有一

些困难，但是可以克服，占比为 51.9%；有 44

人表示基本没有困难，占比为 27.85%；有 21

人表示非常轻松，善于与他人交往，占比为

13.29%。详情见表 5。

表 5人际关系

2.3.3 人际交往困难程度分析

这些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由于父母长时

间在外，对他们的陪伴较少，缺乏沟通交流，

亲密关系的缺失很容易导致他们对家庭不熟

悉，所以会表现出与家人有一定的隔阂，不愿

向家人表达自己的感情。在成长时期，他们十

分渴望得到父母情感上和社交上的支持和指

导。然而，他们大多在青年时期缺少来自父母

的关爱、教育和良好的沟通，错过了人际交往

能力培养的机会，导致他们在社交中出现不愿

意与人沟通交流，不懂得如何关心他人，排斥

他人等现象
[9]
。

2.4 对留守经历的认知

42.41%的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认为这种

经历让自己变得更加独立坚强；8.86%的人认

为性格变得孤立；28.48%的人表示更加敏感缺

乏安全感；6.33%的人表示情感表达困难；

13.92%的人表示没有改变。留守经历也对他们

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 41 人表示留守

经历让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占比为 25.95%；

28 人表示学习成绩不稳定，占比为 17.72%；

49 人表示情绪波动较大，占比为 31.01%；30

人表示人际关系退缩，占比为 18.99%；10 人

表示处事能力低下，占比为 6.33%。这些认知

与影响与以往的研究一致，表明留守经历在一

定程度上对个人的生活、心理、性格以及社交

产生消极的影响。详情见表 6、7。

表 6 留守经历带来的感触

选项 小计 比例

变得更加坚

强独立

67 42.41%

性格变得孤

僻

14 8.86%

更加敏感缺

乏安全感

45 28.48%

情感表达困

难

10 6.33%

没有改变 22 13.92%

表 7 留守经历对生活产生的影响

选项 小计 比例

生活质量下

降

41 25.95%

学习成绩不

稳定

28 17.72%

情绪波动较

大

49 31.01%

选项 小计 比例

很困难难于

与他人建立

良好关系

11 6.96%

有一些困难

但可以克服

82 51.9%

基本没有困

难

44 27.85%

非常轻松善

于与他人交

往

21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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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退

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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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8.99%

处事能力低

下

10 6.33%

3 建议

3.1 高校层面

3.1.1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针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特点，设计专门

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重点关注情绪管理、人

际交往和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案例分

析、小组讨论等形式，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在情

绪管理、人际交往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并

教授应对策略。

3.1.2 心理咨询服务

加强心理咨询中心的建设，提高心理咨询

师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特点的敏感度。心

理咨询师应接受专门的培训，以便能够更好地

识别这一群体的特殊心理需求。为有需要的学

生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服务，建立定期回访

机制，确保咨询效果的持续性。

3.1.3 校园文化建设

开展团体辅导活动，例如以“人际交往与

成长”“情绪调节”等为主题的团体辅导，帮

助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在团体互动中提高人际

交往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营造包容、和谐的

校园文化氛围，减少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可能感

受到的心理压力。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社团活

动，鼓励这一群体的学生积极参与。通过校园

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

3.2 家庭层面

3.2.1 加强沟通

父母应提高与孩子沟通的频率和质量。即

使工作繁忙，也要定期通过电话、视频通话等

方式与孩子进行深入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

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更要关注他们

的情感需求。例如，父母可以和孩子分享自己

的工作经历和生活感悟，同时鼓励孩子表达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

支持。

3.2.2 关注职业发展

父母要积极参与孩子的职业规划，虽然在

孩子成长过程中有过分离，但在大学阶段要弥

补这一缺失。了解孩子的专业和兴趣爱好，结

合自己的社会经验，为孩子提供职业发展的建

议

3.3 社会层面

3.3.1 公益支持与帮扶

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针对有留守

经历大学生的志愿服务项目。这些项目可以包

括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学业帮扶、职业规划指

导等。设立专门针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经济

援助项目和奖学金。经济援助可以缓解他们的

经济压力，使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学习和自身

发展。奖学金的设立则可以激励他们在学业和

综合素质提升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3.3.2 政策支持

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

在经济援助、就业扶持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

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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