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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留守一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心理问题。为促进留守一代大学生的心理恢复，本文基于恢复生

态学理论，强调了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精准设计并干预生态环境的方法，构建了一个整

体设计的框架。该框架涵盖教育目标定位和内容规划，涉及积极心态、自我认知与管理、人际支持、问题解

决、价值观塑造等多个方面。为实现上述目标，本文提出了“管理-教育-服务”的实践路径，包括健全高效

的管理组织系统、设计完善的专项教育方案以及应用灵活的创新服务模式，以期有效地帮助留守一代大学生

实现心理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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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截至“十三五”末，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43.6万名，较“十三五”初期下降28.6%［1］。作为中

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产生的“留守儿童”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后，

被称为留守一代大学生，其心理健康依然受到早期留守经历的持续负面影响。他们自我评价低，容易自

卑敏感，个性内向冷淡，孤独，情绪易波动［2］，在人际交往中被动退缩，主观幸福感明显低于一般大

学生，心理韧性差［3］，自杀风险高［4］。对有留守经历的“80后”青年进行访谈，发现该群体童年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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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离高感知基本延续至其青年和成年早期，即使随后互动增多，亲子距离感被弱化，但亲子关系并未

大幅改观［5］。究其原因，是留守一代大学生原本应有的爱的生态链断裂，家庭力量支持不足，亲情缺

失，导致角色认同不足、自我概念模糊、能力发展受限、支持系统缺乏等问题。留守一代大学生的心理

恢复问题亟待关注、研究、解决。

2  理念：恢复生态学视野下的留守一代大学生心理恢复

2.1  原理：生态因子的不可替代性和可调剂性规律

生态因子的不可替代性是指在生态系统中，每个生态因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

复杂的网络，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同样，留守一代大学生的心理恢复也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例

如，他们需要得到家庭的支持和关爱，这是无法被其他因素所替代的。同时，他们还需要得到学校和社

会的关注和支持，以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帮助。只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留守大学生的心理恢复才

能得到有效地促进。

生态因子的可调剂性是指在生态系统中，当某一因子量不足时，可以通过增加或加强其他因子来调

剂。同样，留守大学生的心理恢复也可以通过调整其他因素来弥补某些不足。例如，如果留守大学生在

家庭中缺乏关爱和支持，可以通过加强与同学、老师和社区的联系来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认同。此外，

他们还可以通过参加各种活动和社团组织来丰富自己的社交圈子，增加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通过这些

调剂措施，留守大学生可以更好地适应环境，提高心理抗压能力，促进心理恢复。

2.2  关键：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

自我设计理论是恢复生态学中的一种重要理论，它主张通过生态系统自身的调整和适应来实现受损

生态系统的恢复。该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可以通过内部过程和机制来应对外部干扰和压力，实现生态系

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体到留守一代大学生，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内在动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激励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心理复原力。在心理恢复过程

中，可采用生态工程的方法，如组织团体辅导、改善人际交往等，通过模拟和增强学生的心理恢复力，

实现受损心理的修复和重建。

2.3  协同：精准设计并干预生态环境

人为设计理论是恢复生态学中的另一种重要理论，它主张通过人类的干预和设计来改善和恢复受损

的生态系统［6］。该理论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创新，对生态系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

的修复和重建，以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体到留守一代大学生，学校应精准把握其心理

特征和需求，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制定个性化的心理恢复计划，提供社交支持和互助机会，培养积极

的心理态度和应对能力，并持续监测与评估。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帮助留守一代大学生克服困难，实现

心理的恢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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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框架：聚焦留守一代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整体设计

3.1  教育目标定位

（1）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帮助留守一代大学生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增强心理韧性和适应能

力，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2）提升自我认知和情绪管理能力。帮助学生了解自身的情绪状态和需求，学会有效地管理和调

节情绪，提高自我认知和情绪调控能力。

（3）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社会支持网络，

增强社交能力和人际交往技巧。

（4）培养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习效

果和应对挑战的能力。

（5）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1. 培养积极乐观心态
课程渗透与知识普及

自我认知与情绪管理训练生活技能培训与生涯规划指导

自主学习、问题解决与思维训练 人际沟通训练与支持网络构建

2. 促进自我认知与管理

3.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4. 提升解决问题能力

5. 塑造正确价值观 留守一代大
学生心理恢

复目标

图1  留守一代大学生心理恢复目标定位与内容规划

Figure 1 Goal positioning and content planning for th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of the ‘Left-Behind’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3.2  教育内容规划

（1）心理健康知识普及。通过开设心理健康课程或讲座，向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包括心理健

康的重要性、常见心理问题及其原因、心理调适方法等。

（2）自我认知与情绪管理。开展自我认知训练，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个性特点、优势和劣势，提

高自我认知水平；同时，教授情绪管理技巧，如放松训练、情绪调节策略等，帮助学生有效管理情绪。

（3）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开展人际关系培训，教授学生有效的沟通技巧和解决冲突的方法等，

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志愿者服务等，扩大社交圈子，建立社

会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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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主学习与问题解决。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授学习方法和技巧，如时间管理、学习

计划制定等；同时，引导学生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维模式，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5）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培养。通过开展生活技能培训、生涯规划指导等活动，帮助学生树立积极

的生活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4  实践路径：“管理—教育—服务”的协同行动

4.1  健全高效的管理组织系统

建立一套健全高效的管理组织系统是确保留守一代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关键。通过建立心理档

案、定期排查更新，持续跟进学生状态、及时沟通反馈，合作共建、多方评估等措施，可以为留守一代

大学生提供个性化和专业化的心理恢复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困难和挑战，实现心理健康的发展。

一是建立心理档案、定期排查更新。大一入学时，为每个学生建立一个全面的心理档案是确保留守

一代大学生心理恢复管理的基础。该档案应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家庭背景、心理健康状况、学业成绩

等内容。通过收集和整理这些信息，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和问题，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帮助

和支持。在此基础上，定期排查更新信息是确保留守一代大学生心理恢复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学生

的心理档案进行分析和比对，可以发现潜在的心理问题和风险因素。例如，对于有抑郁症状的学生，可

以及时进行干预和治疗，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二是持续跟进学生状态、及时沟通反馈。持续跟进学生状态，及时与其家庭沟通反馈是留守一代

大学生心理恢复管理的核心内容。通过定期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和需求，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可以建立学生互助小组或团体辅导，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和专业指导，帮助他们更好

地应对困难和挑战。同时，及时向学生及其家庭提供心理恢复情况的反馈，让他们了解自己的进展和问

题，增强信心和动力。还可以根据反馈结果，及时调整和改进心理恢复管理的策略和方法，提高效果和

效率。

三是合作共建、多方评估。合作共建是指校内学院应与学生家长、心理中心等机构保持紧密联系，

校外应与社会组织、社区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心理恢复管理工作。通过共享资源和经验，可以提

高心理恢复管理的效果和效率。同时，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社会支持网络，增强他们的

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多方评估是留守一代大学生心理恢复管理的重要手段。学生方面，可以

通过问卷调查、个案分析等方式，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了解教育效果和问题。教师方面，

可以通过自身反思、教育反馈等方式，对教育效果进行评估，优化改进建议。家长方面，可以通过与家

长进行沟通和交流，了解学生在家庭环境中的情况，获取家长的反馈和建议。此外，还可以邀请心理咨

询师、心理学家等进行专项评估，以获取更全面和客观的评估结果，为学生提供更准确和有效的帮助和

支持。

4.2  设计完善的专项教育方案

留守一代大学生面临着许多心理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和支持。通过设计一套针对留守一代大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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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恢复专项教育方案，可以帮助他们恢复心理健康，提高学习效果和生活质量。在日常教育、危机识

别、家庭教育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可以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日常教育方面，一是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适当突出包括情绪管理、压力调适、人际关系等方面

的知识。通过课堂教学，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心理需求，学会有效应对困难和挫折。二是学校心理咨询

中心要为留守一代大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服务。中心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心理讲座、培训、团体辅导

（样例见表1），帮助学生了解和应对心理问题，组织心理小组讨论、情感交流会等团体活动，让学生

有机会分享彼此的心理困扰和经验，互相支持和鼓励。

表1  留守一代大学生8次成长团体辅导方案

Table 1 8-Session growth group counseling program for the ‘Left-Behind’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主题 活动目标 活动项目

1. 缘识你我
1. 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了解自我，提高自我认识；
2. 引导学生学习自我探索的方法，提升自我觉察能力；
3. 体验新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促进个体成长。

家园建设（15分钟）
知你识我（30分钟）
我爱我家（40分钟）
心灵碰撞（15分钟）

2. 家庭对我们的影响
1. 深入探析原生家庭，了解家庭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人格成长、人
际关系的；
2. 能够有意识地觉察并切断家庭对我们的不良影响，保持积极影响。

抛球游戏（10分钟）
绘制家谱（30分钟）
讨论分享（45分钟）
总结统整（15分钟）

3. 我的情绪我做主
1. 引导学生评估觉察情绪；
2. 引导学生识别负性情绪背后的不合理信念；
3. 引导学生学会用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情绪。

乐趣表演（20分钟）
天使与恶魔（30分钟）
与情绪对话（35分钟）
心灵碰撞（15分钟）

4. 成长型思维
1. 使学生了解成长型思维，判断成长型思维与固定型思维；
2. 引导学生转化固定型思维，习得成长型思维。

拍拍操（5分钟）
初识成长型思维（20分钟）
转化固定型思维（60分钟）
总结统整（15分钟）

5. 与自信同行
1. 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优点，提升自我认知；
2. 促进学生自我成长，增强效能感，提升自信心；
3. 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态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天气预报（10分钟）
戴高帽（20分钟）
成就故事（30分钟）
献计献策（30分钟）
集体宣言（10分钟）

6. 人际你我他

1. 使学生认识到人际交往、沟通对个体心理健康、人生发展的重
要性，引导学生学会主动交往；
2. 引导学生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实现有效沟通；
3. 培养学生交往的自信，促进学生融入集体，培养集体归属感。

阿水的故事（10分钟）
我说你画（25分钟）
热情洋溢的开场（25分钟）
真诚有力的赞美（30分钟）
总结统整（10分钟）

7.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引导学生视觉化表达未来愿景；
2. 引导学生有节奏地规划目标实现的过程；
3. 协助学生自发自觉开启行动一小步。

进化论（15分钟）
未来愿景（30分钟）
行动规划（40分钟）
彼此祝福（15分钟）

8. 感恩有你
1. 引导学生树立感恩意识，学习表达感恩，提升感恩能力；
2. 引导学生学习为自己积极负责的生活态度。

一张纸的故事（20分钟）
九宫格回顾（30分钟）
感谢有你（30分钟）
祝福道别（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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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识别方面，学校除了为留守一代大学生建立心理档案外，还需要组织教师专题培训，提高教师

对留守一代大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和处理能力，包括危机的识别和干预，确保教师能够及时发现学生的

问题并给予适当的帮助。同时，还应建立危机干预领导小组和专家团队，为学生提供危机干预指导和支

持。团队成员应具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干预技能，能够及时有效地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危机。

家庭教育方面，学校可以组织家庭教育指导讲座，向留守一代大学生的父母传授科学的家庭教育理

念和方法。通过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增强家庭对学生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学校应当建立家校合作机

制，要求辅导员与留守一代大学生的家庭建立联系，定期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需求，并提供相应的支

持和帮助。通过家校合作，共同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发展。

4.3  应用灵活的创新服务模式

一是推进文化育人。学校可以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艺术展览、音乐会、戏剧表演等，旨在为留守

一代大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通过参与文化活动，学生不仅能够培养审美情趣，还能提升自我

价值感。

二是建立互助平台。学校可以建立师生、生生互助平台，让学生能够相互交流和支持。该平台可以

通过线上社交平台或线下活动的形式，让学生有机会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

三是提供生活指导。学校可以为留守一代大学生提供全面的生活指导，包括学习方法、时间管理、

人际交往等方面。通过提供实用的生活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四是提供生涯指导。学校可以为留守一代大学生提供生涯规划指导，包括生涯规划、简历撰写、面

试技巧等方面的培训。通过提供专业的生涯指导和就业服务，帮助他们增强自信心和就业竞争力。

五是个性化定制培养计划。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心理特点，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例

如，对于内向的学生，可以提供更多独立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对于外向的学生，则可以鼓励他们参与社

团活动和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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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ft-behind gene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faced with many psychological problems 
when they grow up.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of the left-behind gene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storation ecology, the importance of self-regulation and self-
repair is emphasized, and the method of accurate design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proposed, and an overall design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Educational goal positioning and content 
planning cover many aspects such as positive attitude, self-cognition and management, interpersonal 
support, problem solving, value shaping and so 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bove goals, the practice 
path of “management-education-service” is put forward, including a sound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ystem, a well-designed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 and a flexible innovative service model, 
so as to effectively help the left-behind gene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realiz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Left-behind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recovery; Practice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