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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就读城市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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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边缘化的社会地位、频繁的地域流动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多变，就读城市小学农民工子女产生了焦虑、
孤僻、敏感、封闭等不良心理反应以及厌学、逃学等越轨行为，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因此，对他们必须加强心理疏

导、关爱他们，为他们营造一个健康、向上、平等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他们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 社会流动; 人际交往; 心理调适; 社会融入

收稿日期: 2011 － 10 － 12
作者简介:邓竟红( 1964 － ) ，女，湖南武冈人，西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小学教育研究。

中国的改革开放催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2011
年 4 月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全国流动人口达 2 亿多人，其

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及其子女。农民工进城，在为我国的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也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就读城市学校农民工子女的

心理健康问题就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干预农民

工子女的不健康心理，推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社会融

入，是我们当前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就读城市小学农民工子女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

农民工子女产生心理问题主要是由于环境影响所致。
“人的繁衍生息与外界环境发生着密切联系，其思想行为

的形成和发展也与环境密切相关。”［1］
心理问题也是如此。

综合起来，影响进城就读农民工子女心理变化的环境主要

有:

第一，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进城农民工由于不在传统

的体制之内，被视为“边缘人”，无缘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

各种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鲜少在主流产业和朝阳产业就

业，在城市从事的主要是低端服务业、建筑业，还有为数众

多的农民工是“收破烂的”，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

居住在简易房、工棚、出租屋，在城市人看来“低人一等”。
这种社会地位影响了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

第二，频繁的地域流动。“逐利迁徙”是农民工流动的

重要特征。他们总是频繁搬家，跨地区、跨省流动。在建

筑工地干活的农民工是最庞大的群体，总是在一个工程完

工后换到另一个工地，继续从事他们熟悉的工作，子女也

随之流动。他们的子女也总是在刚刚熟悉了一个环境后，

被迫迁往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重新适应环境，从而导致了

地域认同的困惑。
第三，城市与乡村的反差。农民工子女大部分都是在

乡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随父母迁往城市，他们熟悉乡

村生活，认同乡村文化。乡村邻里之间的关系相对亲密，

可以随意串门，乡村的风俗习惯、舆论评价，无形中对成长

中的儿童发生影响，规范他们的行为，不知不觉地使他们

完成童年阶段的社会化。而在城市这些环境都消失了，农

民工子女在德化方面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在缤纷多彩

的城市空间很容易迷失，导致心理问题。
第四，人际关系复杂多变。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最重

要的是形成相对固定的“玩伴”，在与“玩伴”的合作、冲

突、沟通过程中，形成人格特质，学会人际交往，更重要的

是学会让步和妥协。而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们与

城市同龄儿童交往存在困难。他们在一个学校或相对固

定的住处刚刚有了交往，形成了自己的人际关系，找到了

自己的“玩伴”，可能不久就要搬家，中断刚刚建立起来的

“人脉”，这对他们是非常残酷的，心理上的震荡不是成人

所能理解的。
第五，务重要求高。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在城市和乡村

配置不均衡，农村小学一般对学生的要求低，再加上家长

重视程度不同，乡村环境和城市环境对小学生的影响各

异，就知识面来说，农民工子女远远赶不上城市孩子。而

进入城市学校后必须要在相同的起点上竞争，用同一个标

准要求所有的学生，农民工子女的弱势就显得比较突出，

学习的压力对他们的身心发展必然造成不良影响。
二、就读城市小学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环境的巨大变化和不适应，必然反映在心理上。一些

孩子应变能力强，可能会安全度过各种“关口”，也有相当

部分孩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而产生一些心理问题，

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就读城市小学农民工子女往往

在以下几个方面出现心理问题:

第一，情感应对方面。首先，缺乏归属感和自我意识。
“归属感是指社会成员把自己归入某一人群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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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理既有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也带有个体对该地

域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体验”。［2］
在此基础上产生对

自己存在的认识，厘清自己的与周围的关系。而就读城市

小学农民工子女在认知自己方面是迷茫的，他们在农村没

有了根，而在城市又象“浮萍”，找不到自我，从而产生上述

心理反应。其次，心理脆弱。由于得不到情感方面的支

持，一旦遇 到 挫 折，就 有 可 能 承 受 不 了 打 击，容 易 自 暴

自弃。
第二，适应环境方面。“心理适应在心理学里通常是

指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通过自我调节系统做出能

动反应，使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更加符合环境变化

和自身发展要求，使主体与环境达到新的平衡过程。”［2］
农

民工子女的家长一般都比较忙，有些家长工作时间长达十

多个小时，无暇帮助子女适应环境，至多是刚到城市带他

们去公园走走，看看动物园。城市的其他公共设施，如图

书馆、少儿活动中心、博物馆等，基本上难有他们的足迹。
城市对他们来说，就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对环境的感知

只停留在表面，影响了他们对环境的适应和社会融入。即

使学校和课堂这个小环境，由于语言和表达习惯的差异，

他们适应也有很大的难度，有相当部分同学听不懂老师的

讲课内容，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因此，他们极容易出现逃

课行为，最后发展为更严重的越轨行为。
第三，学习求知方面。“由于农民工工作单位或住所

更换得过于频繁，中断了其子女受教育的连续性，学校也

难以全面了解‘流动学生’的生存环境、家庭状况”。［3］
农

民工子女往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互不衔接，

他们的学习成绩普遍不理想，每次考试都基本上处于班上

的中下水平。尤其是在做一些难度比较大的数学题时，或

者做一些将数学知识运用于城市生活而设计的题目时，因

为他们基础比较差，再加上没有接触过比较难的题目，对

城市生活又不了解，往往出错率比较高。在回答问题时，

因怕被同学们取笑，他们往往不够主动。在英语、音乐、乐
器等方面也逊色于城市孩子。他们在学习方面存在着较

大的心理压力，主要表现为自卑和畏难情绪，有部分孩子

发展为厌学、逃学，去网吧、电玩城消磨时光。
第四，人际交往方面。农民工子女表现出两种极端:

一个极端是，他们害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往往过分地向父

母要吃要穿，力图和城里人“看齐”，有些孩子刻意打扮自

己，编出各种理由要很多零花钱，用于请客，送同学生日礼

物，显示自己的“大方”，期望别人重视自己。在人际交往

中表现出攻击性倾向，通过不适当的交往引起别人的注

意。另一个极端是，不愿意谈起自己父母从事的职业，问

起来也不实话实说，而是闪烁其词。问卷调查表明，他们

将来最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就是他们父母正在城市从事的

职业。他们还存在着猜疑、敌视等不良心理状态。有些孩

子还表现为敏感、封闭、孤僻、不合群、行为拘谨，不敢大胆

与人交往。
三、全方位地调适就读城市小学农民工子女的心理

农民工子女与我们同处于一片蓝天下，是祖国的未

来，他们能否健康成长，能否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不仅关

系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的人口优势能

不能发挥出来，甚至还关系到未来社会是否和谐。因此，

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心理健康。
首先，发挥学校心理咨询室的作用，针对农民工子女

的心理问题定期进行心理疏导。各学校要尽快设立心理

咨询室，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进入课堂、进入家庭，

“在老师和孩子之间架起一座爱的桥梁，针对青少年身心

发展规律的课程，安排心理教育教师，共同对‘民工子女’
的显性和隐性的心理压力进行疏导，为‘民工子女’提供倾

诉的渠道。”［4］
学校不但要开展针对个体的心理咨询，还要

开设心理疏导课、心理学讲座，条件好的学校还有必要为

每个农民 工 子 女 建 立 心 理 档 案，进 行 长 期 心 理 追 踪 和

疏导。
其次，每一个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都应该承担起教书育

人的职责，细致入微地针对农民工子女的身心特点进行教

学。在课堂上教师要多提问，将回答的机会尽量让给他

们，树立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要善于利用感人的事例

和榜样激励他们，使他们做到“贫贱志不移”。在教学评价

上要多元化，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设立诸如环保卫

士、爱心使者、体育明星、文艺骨干、优秀干部、学习新秀等

荣誉，经常性地表扬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

价值。教师还要引导城市孩子及其家长消除对农民工及

其子女的歧视心理，在情感上接受他们，并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伸出援手。
再次，动员志愿者开办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家长的

素质。除了学校，孩子在家庭的熏陶最为重要。为数不少

的农民工家长说话不文明，还有赌博、打架等各种各样的

恶习，耳濡目染，玷污了孩子的心灵。所以，要使农民工及

其子女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有必要开办农民工学校，提倡

文明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让家长也承担起称职的

引路人的职责。
最后，以社区为平台，构建完备的针对农民工及其子

女的援助机制。农民工子女放学以后，大部分时间在社区

活动，社区建设必须把农民工及其子女考虑进去。社区要

建立青少年活动中心，为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内的所有青少

年提供健康向上的娱乐活动，让他们增长见识，感知亲情，

明辨是非。同时，鞭挞邪气，弘扬正气，营造一个有利于青

少年健康成长的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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