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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从1985年中央1号文件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务

工打开了大门，到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

及相关政策的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地大规模

向城市转移。但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

构衍生的问题，如学生必须在原籍所在地中考、高

考制度，以及农民工无法承担子女在城市入学的高

昂费用等种种原因，农民工只得把子女留在农村，

因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

在我国，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始于20

世纪90年代初。1994年上官子木《“留守儿童”问题

应引起重视》一文率先提出了“留守儿童”这一问

题，呼吁全社会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此后，农

村留守儿童问题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我国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活、安全、行

为、道德品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

索，留守儿童问题亦得到心理学界的“青睐”。但目

前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

来探析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把其成因主要归结为

家庭教育的缺位、学校管理的疏忽和社会环境的不

良影响，对造成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内在因素的研

究并不多。因此，笔者在需要理论的视野下，分析

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心理问题形成的内部原因。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学术界对农村留守

儿童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借鉴现有的相关

文献资料，本文所指的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

区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长达半年以上（含半

年），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

共同生活在一起的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二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的基本内涵
1943年7月，人本主义大师马斯洛在《心理学评

论》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人类动机理论》。在《人

类动机理论》一文中，他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人类需

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个体的需要构成其行为的动

力，而且个体的各种需要有高低层次与先后顺序之

分，每个层次的需要及其满足的程度，将决定个体

人格发展的完善与否。他将人的基本需要划分为

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

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

要。他认为，这五种需要是人类的最基本的需要，

它们是与生俱来的，是激励和指引个体行为的力

量，而且只有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或部分得到

满足时，高一级的需要才会产生。

同时，马斯洛将缺少基本需要的满足称之为

“需要的剥夺”，需要的剥夺会导致心理的病理状

态。他认为，生理需要的剥夺会使人疲劳无力；安

全需要的剥夺会使人产生恐惧和焦虑；爱和归属需

要的剥夺会使人有攻击性或羞耻感；缺少尊重需要

满足的人，会怀疑自己的价值和能力；自我实现需

要被剥夺也会导致病理状态。马斯洛将所有这些

称之为“病理玄学”。[1]

1954年，马斯洛又在爱和归属的需要与尊重的

需要之间增加了认知需要，在尊重的需要与自我实

现的需要之间增添了审美需要。认知需要是指人

对作用于他们的世界有一种好奇心，有一种了解的

欲望，从而自觉地进行探索；审美的需要是指人对

美的需要以及对美学上令人愉快经验的需要。马

斯洛认为，审美需要与其他需要不同，并不是每个

人都具有。有时，审美需要与其他类型需要有交叉

现象，如要求有序是审美的需要，同时也是安全的

需要。认知需要亦是如此，它与其它需要紧密联

系：当认知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时，其它需要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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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会受到影响；当其它需要未得到有效满足时，认

知需要的满足同样会受到一定威胁。

此外，马斯洛还提出了“神经质需要”，它是指

导致或引起病态的心理需要。马斯洛认为，神经质

需要是对不能满足的需要的补充。如当一个人的

安全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可能会尽其所能聚敛钱

财，以弥补自己的安全需要，这便是神经质需要，它

对人的健康极为不利。[1]

三 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满足状况分析
（一）安全感的缺乏

马斯洛认为，安全的需要包括心理上和物质上

的安全保障，主要表现为人们要求被保护、安全、稳

定、有序、能免除恐惧和焦虑等。

国外有研究表明，亲属抚养儿童比一般儿童的

身体虐待、忽视和性虐待等的发生率更高。我国农

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情况复杂，其虐待和忽视情况

可能不同，其安全需要受剥夺或得不到满足的情况

也会有差异。

沈爱军等人对2003-2007年南宁市农村所发生

的10起留守儿童食物中毒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毒

34人，死亡4人，分别占同期全市食物中毒起数的

4.85%、中毒人数的1.20%及其死亡人数的50%。中

毒的致病因素以及农药及化学性起数及中毒人数

所占的比例居首，分别为50%和44.12%。中毒病例

年龄在3-13岁，70%事件为误服引起。[2]在惊叹数

据骇人的同时，我们更该做的是反思原因。笔者认

为，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大多数留守儿

童缺乏完整而不效的家庭教育与保护。留守儿童

的监护人绝大多数是祖辈，而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文

化水平低，缺乏卫生知识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加之

精力有限，无法对孙辈有效承担教育和保护职能。

他们更多关心的是孙辈的温饱，尽力满足其生理需

要，至于安全需要则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外，公安部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农村留守

儿童成为受各类犯罪侵犯的高危人群，其中，留守

女童容易成为性侵犯的对象。其实留守女童受性

侵害的案件已屡有发生。例如，重庆市其下属一县

法院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办理了14起强奸猥亵留守

女童案件，涉及17人；河南省淅川县检察院对2005

年以来所办理的62起强奸、猥亵儿童案件统计，针

对留守女童的性侵犯案件共21起，占34%。[3]留守

女童性侵害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莫

过于，父母长期在外，疏于对女童的监管与保护；女

童自我保护意识差，特别是缺乏女性生理卫生知

识。

总之，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直接

的照管与保护，比其他一般儿童更易遭受不必要的

风险，也更易成为社会不良分子的侵害对象，人身

安全缺乏有效保障，导致他们内心缺乏安全感，容

易产生恐惧、焦虑、抑郁等不良心理。

（二）情感支持的缺失

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正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

期。在这一时期，他们需要长辈特别是父母的关注

与爱护。马斯洛认为，归属和爱的需要是指一个人

要求与其他人建立感情联系或关系。而由于父母

常年在外，农村留守儿童长期缺少父母情感上的关

心与呵护，遇到问题也无法得到父母的直接支持与

指导，易产生孤独感、无助感甚至焦虑。笔者的一

个访谈对象（留守儿童）曾无奈地说，“他们（同伴）

都盼着过年，而我特不想过新年，因为我爸妈总有

理由不回来过年。每次看到他们（同伴）骄傲地拉

着爸妈的手上街，我心里就难受，想爸妈，想跟他们

一样”。同父母开开心心地过春节，这原本是件很

平常的事，而在部分留守儿童看来却成了愿望，甚

至是奢望。每每过年过节，或是平常时候，他们需

要父母的陪伴与关心，而陪伴他们的却是孤独、寂

寞。长期以往，留守儿童容易产生孤独、无助甚至

焦虑等不良心理。王良峰等人（2006）用“儿童孤独

量表（CLS）”评定三至六年级留守小学生的孤独感，

结果显示，有孤独感的留守儿童占17.6%。[4]刘正奎

等人（2007）对取自重庆、贵州两地乡镇的667名中

小学生（包括留守及非留守儿童）进行焦虑水平及

相关因素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在状态焦虑水平上

要明显地高于父母均在家的儿童，同时，留守儿童

个体焦虑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首先，父母离

开时，儿童的年龄越小，其焦虑水平越高。其次，父

母与留守儿童的联系频次对其焦虑水平也有重要

的影响。[5]

（三）尊重需要被漠视

马斯洛认为，人的尊重需要包括自尊和希望受

到别人的尊重。自尊需要的满足会使人相信自己

的力量与价值，使他在生活中变得更有自信心和更

有能力。相反，缺少自尊需要的人，会怀疑自己的

能力与价值，缺少自信等。美国学者乔治·B·阿什

福德也认为，儿童的自信心主要受到父母的支持、

父母的控制以及父母的参与、儿童对家庭凝聚力的

感知及家庭归属感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

家庭结构不完整，大多数是与祖辈和其它亲戚朋友

一起生活。农村老年人及部分其它人群的文化素

质偏低，不了解儿童也是有自尊需求的，或忽视了

陈 蓉：需要理论视野下的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探析 ··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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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尊重儿童将给他们带来的可能不利影响，往往漠

视留守儿童的尊重需要，不少打骂他们，从而使不

少留守儿童产生寄人篱下、不受关心重视的感觉。

同时，还有部分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打工不理解，

加上父母也忽视了对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他们特别

是年龄小的儿童便误以为父母不爱自己，于是把自

己留在乡下。这些都容易导致他们产生孤僻、冷

漠、自卑或过强的自尊等心理。

此外，还有部分留守儿童因为“留守”而受到同

伴的冷嘲热讽，在笔者的受访者中就有这么一位。

其监护人反映该受访者经常与人打架，学校老师和

周围的邻居也反映了这一问题。当问及为什么打

架时，他的回答让笔者震惊，“他们骂我是没人要的

野孩子，我恨他们”。该受访者的尊重需要不仅得

不到满足，其自尊还受到同伴的践踏，于是产生了

攻击行为。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用美国心理学

家多拉德等人的“挫折一攻击”理论来解释。该理

论认为人类的攻击行为是由于挫折引起的。该受

访者的攻击行为正是由于尊重需要得不到满足这

一挫折所引起。

（四）认知需要难满足

马斯洛认为，人有一种解决疑难和理解的欲

望，对任何东西都要进行探索，这就是认知的需

要。留守儿童正处于好奇的年龄，对很多事物有着

强烈的兴趣，而父母不在身边，得不到父母的有效

引导，而祖辈无法给予正确的教导，缺乏必要的家

庭教育。而肩负留守儿童教育的另一主体：学校。

从现实情况来看，它们对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亦不

到位，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特别

是不重视学生的心理成长需求。于是相当一部分

留守儿童便亲身尝试，甚至为了探个究竟以身犯

险，如关于留守儿童打架、盗窃，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的报道频现报端。黄士昙（2009）对山东省农村留

守儿童的调查发现，在留守儿童中，具有抽烟、酗

酒、早恋、说谎、经常出入不良场所、夜不归宿、离家

出走等不良行为的达到32. 06%，而非留守儿童具有

上述不良行为的仅占7. 56%。[6]还有一些父母，对

把孩子留在农村怀有愧疚心理，便以无条件满足孩

子的物质需求作为补偿，这样容易使孩子滋生金钱

万能、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形成错误的人生

观与价值观，也不利于留守儿童人格的正常发展。

四 需要理论对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
的启示

农村留守儿童同其它一般未成年人一样，都是

社会的新生力量。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仅关系到

留守儿童个人的成长及其家庭的发展，更已发展为

一个社会问题，关乎社会的长远、和谐与健康发

展。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除了留守儿

童自己及其家庭，学校与社会都应积极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一）积极保障生理与安全的需要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人

和动物所共有的需要，是低级层次的需要，一般人

都能够得到满足。我国经济几十年来的又好又快

发展，农村经济水平也相应提高，温饱问题已经得

已解决。依据现实情况，农村留守儿童的食宿方面

大体上不存在问题，即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但是是

否都得到了较好的满足？由于留守儿童的监护人

情况复杂，主要有祖辈监护、上代监护（监护人是留

守儿童父母的亲戚或朋友）、自我监护和学校监护，

我们不好轻易回答，更应质疑。因此，留守儿童的

监护人要保质保量地满足留守儿童基本的温饱需

求。关于安全需要，前面已有论述留守儿童的安全

存在隐患。对此，监护人在满足留守儿童的生理需

要的同时，还要注意关心其人身安全免受侵害。除

了监护人，留守儿童的父母与学校要定期加强对留

守儿童的安全知识教育。对此，有地区建立留守儿

童专项档案与教师“家长代管制”，这些都是很好的

办法，便于联系与及时关注留守儿童。此外，政府

应加强社会治安治理，净化农村社会环境。如加大

力度查禁色情、暴力等音像制品，严格规范网吧、游

戏厅、录像厅等的运作，彻底捣毁地下赌场，为留守

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积极而良好的社会环境。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只有在低层次需要得

到满足或部分得到满足时，高一级的需要才会出

现。因此，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及其它相关单位

及人员要积极保障留守儿童的生理与安全需要，以

使他们能够产生更高级的需要。

（二）满足归属与爱的需要，注重尊重的需要

有专家说过，没有亲情的教育是一种残缺的教

育，父母的关心与呵护是其他任何亲情都无法代替

的。留守儿童与其它一般儿童相比，最大的区别就

在于父母不在身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留

守儿童的许多心理问题主要是由于他们缺少亲情

关怀，情感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为此，我们现在

最应该也是首先要做的是,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留守

儿童亲子沟通的有力机制，弥补留守儿童的情感空

白。父母要保持同留守儿童本人、留守儿童监护人

以他们就读的学校老师三者间的联系，其中最重要

的保持好同留守儿童本人的联系。通过各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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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留守子女的状况，着重了解子女的心理状况。

通过写信、电话和定期回家等方式，与子女保持情

感交流与互动，倾听子女的心声，了解子女的需要，

满足子女的情感需求。除了父母，留守儿童的监护

人及老师也应承担起部分责任，因为留守儿童最常

接触的人是他们。他们应真正关心留守儿童的成

长，给他们亲情温暖，而不仅是关心他们的温饱或

学习，特别是老师要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成长，加

强同留守儿童的谈心谈话与心理健康辅导。

除了满足留守儿童归属与爱的需要，还要重视

其尊重需要。监护人、父母、学校老师及其它相关

人员要积极关注留守儿童，让留守儿童知道自己有

那么多人关心他、爱护他。罗杰斯在他的临床实践

中也发现，一个人能否成为充分起作用的人，取决

于其早年是否受到父母的积极关注，即父母的接

纳、关爱与赞扬。因此，留守儿童父母要特别处理

好工作与关心孩子间的关系，注意与孩子的沟通，

给予孩子充分的关爱、接纳与表扬，培养孩子的自

信心，满足其尊重的需要。监护人与老师也是一

样，不要一味打骂或体罚留守儿童，注意德育，当孩

子获得进步时，要及时给予赞扬与鼓励，让他们知

道自己是有能力、有价值的人。

（三）重视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人类的各种需要中，“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

具有更大的价值。人的最高级需要即自我实现需

要，就是以最有效、最完整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潜

力。个体愿意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东西，而

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要得不到满足时的失落”。[7]

农村留守儿童同其它一般儿童一样，有表现的

欲望和创造的愿望。监护人特别是祖辈监护人，不

要因为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心而觉得他们可怜，

便过分溺爱或放纵他们，不让他们参与任何劳动，

相反，可以适当地分配些工作任务给他们，让他们

在完成任务中体验自己的价值。同时，学校也应为

留守儿童创造条件，如积极组织各类比赛、多种社

会实践活动及其它课外活动，让他们通过参加这些

活动，施展自己的才能，满足实现自我价值的需

要。同时，在参加这些活动的过程中，留守儿童也

可以满足自己的部分好奇心，满足某些了解欲望，

从而满足他们的认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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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Rural Areas under the View of the Need Theory

CHEN Rong
（Education Department，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7）

Abstract: With the constant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peeding up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a special and vulnerable group has appeared and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all social circles，it is just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lack of emotional support，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re prone to have a range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Need is an unbalanced state
within the organism，and it’s a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individual activities. If need can’t be effectively met，it
will be bad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individuals，and even bring som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akes Maslow's need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analyze the need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
rural areas，and if their needs can’t be met，what effect they will bring to the left-behind children，and thus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l causes of their psychological problems，and try to give some related advice to
deal with thei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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