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www.xinminweekly.com.cn

许多留守儿童在小学阶段甚至更小年龄就需住校就读。

前不久河北邯郸 13 岁少年被杀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及

被害人都是留守儿童，再次引发有关留守儿童以及有留守儿童

经历的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关注。尽管有媒体评论认为，不该污

名化留守儿童，不能因为个体的犯罪行为而给留守儿童群体打

上负面标签，但客观而言，留守儿童中心理问题、行为问题的

高发的确已经是普遍现象。

支教志愿者延续关怀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上海师范大学儿童发展

与家庭研究中心成员丁雪辰副教授说：“我曾到过一些偏远地

区的学校，发现不少学校近年来都已接受了来自大都市的支教

服务。其实，我们上海师大不少师生都曾经前往偏远地区支教。”

从支教者的角度看，近些年来前往支教的志愿者，许多人

的支教期在几个月到一年时间。他们确实能将大都市的一些生

活、学习上的前沿信息带到乡村，也与孩子们建立了师生情谊，

或者说这些支教者与留守儿童建立起较强的情感连接，但问题

在于这些支教者的支教期限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长期呆在乡村。

“大多数留守儿童会在较短时间内对前来支教的大哥哥、

大姐姐形成情感依恋。而当支教志愿者离开后，留守儿童难免

会情绪失落。随着一茬茬支教志愿者的到来与离去，这些留守

儿童不断体验分离带来的失落情绪。”在丁雪辰看来，单就支

教模式来说，目前也到了需要提升的阶段。

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少乡校的孩子们都使用手机。“支

教者可以在结束现场支教后，借助某些平台或系统与孩子们继

续保持稳定的网络联系，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进行互动，

让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不再显得一走了之，还能继续对孩子们

提供稳定的情感关怀。”丁雪辰对记者说，“留守儿童里，特

别是中学生，如果完全不接触手机，难免被同学、朋友嘲笑，

反而不利于完成良好的心理建设。实际上，可以通过公益组织

建设绿色互联网平台的方式，让支教后离开的志愿者以及对支

教工作感兴趣的人在绿色平台与孩子们交流，教孩子们对于手

机的合理使用以及时间分配，提供情感支持和科普宣传，充分

发挥手机和互联网带来的积极作用。”

乡村学校需要专业心理服务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目前大多数乡村学校在心理学科方面

是欠缺的。

一方面，绝大多数教师对于心理健康重视程度不够，也尚

不具有足够的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他们中有不少教师怀有仁

爱之心，乐意倾听孩子诉说，也乐意花时间去安慰孩子。但由

于交流不得法，往往无法打开孩子心扉，更无法解决孩子的心

理问题。

“即使我们在一些偏远地区通过心理问题筛查的方式，找

到了在心理方面具有高风险的孩子，可当地教师也难以对这些

孩子进行科学的心理疏导。”丁雪辰告诉记者，“这些心理疏

导和咨询方法比较专业，未来应该在这方面提升乡校教师心理

咨询和疏导方面的能力，尽可能建立专业的心理教师队伍。为

　　心理疏导和咨询方法比较专业，未来应该在这方面提升乡校教师心理咨询和疏导方面
的能力，尽可能建立专业的心理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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