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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陪伴缺位对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影响研究 

——基于家庭社会工作视角 

陈晓东，郭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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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情感社会化是儿童社会化的一个关键环节，而家庭是儿童情感社会化的基本场所，对儿童情感

需求的满足、情感能力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家庭社会工作为视角，基于对有表达能力的留守

儿童和外出务工父母的田野调查，研究父母陪伴缺位对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影响。由于父母的外出使得留

守儿童的亲子关系长时期缺失和疏离，对儿童情感社会化的发展产生很多影响。父母的陪伴缺位使家庭情感

支持不足,导致留守儿童出现自卑、焦虑、被边缘化等情感问题以及消极情感的现象。本文主要从家庭职能

层面、父母角色层面和情感行动三个方面提出建议研究，帮助留守儿童形成健康的情感，促进其健康的情感

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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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absence of parental accompaniment on the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Based on family social work perspective 

Xiaodong Chen, Shujie Guo*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nArt,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Shenyang, Liaoning 

【Abstract】Emotional socialization is a key link in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and  the family is the basic place 
for children's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which ha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satisfaction of children's emotional need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emotional 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family social work as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 expression ability and migrant parent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lack of parental 
accompani-ment on left-behind children's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absence and alienati-on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f left-behind children due to their parents' going out have many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lack of parental accompaniment makes the family's emotional sup-port insufficient, 
resulting i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s emotional problems such as low self-esteem, anxiety, marginaliz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negative emo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family function level, parental role level and 
emotional action to propose research to help left-behind children form healthy emotions and promote their healthy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 Keywords】 Family social work; Lack of parental accompaniment; Left-behind children;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1 问题提出 
父母陪伴缺位对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影响是

一个重要且复杂的研究领域。留守儿童指的是由于

父母外出务工等原因，长期与父母分离生活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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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儿童。研究表明，父母陪伴缺位对留守儿童

的情感社会化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缺

乏父母的陪伴会导致留守儿童情感上的空虚感和孤

独感，影响其心理健康。其次，缺乏父母的引导和教

育，留守儿童在情感管理、人际交往等方面可能存

在困难，影响其社会化能力的培养。此外，长期缺乏

父母关注和照顾，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价值观念

的形成等方面也容易出现偏差。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政府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发达地

区务工，是故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与此同时，受

户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限制之下，逐渐衍生出农

村留守儿童这一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农村

留守儿童问题的中心逐渐由物质层面转向情感层面。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山东省 J 镇小学为案例进行实

地调研，即 7-12 岁年龄段为主要的分析对象。采取

调查方式为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通过访谈，对服

务对象的基本信息、家庭信息、社会网络信息等进

行了解，以及他们对于自身留守在家的真实看法。

通过问卷调查和参与观察，对留守儿童在性格、情

绪情感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他们造成的影响

进行了收集。分析父母缺位对于留守儿童情感社会

化的影响、探究其原因，并对农村留守儿童情感社

会化的健康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2 基于家庭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 
帕森斯指出，家庭有两种作用，一种是基本的社

会化，一种是个性的稳定。在对留守子女情绪社会化

的研究中，笔者将其与家庭情感相伴的功能相结合。

情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情感的支持和陪

伴能帮助儿童更好地完成社会化，避免儿童在性格

和行为上出现偏倚，为其终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留守家庭中，家长缺少对孩子的陪伴和情感支持，

很容易对孩子未来的社会交往、个性发展产生不利

的影响。另外，情感的陪伴是儿童得到安全感和爱的

源泉，没有了陪伴，孩子们就会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也会对他人失去信任，变得冷漠和孤独。如果父母之

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那么对于儿童

的健康、正常的社会化也是非常有益的。对于农村留

守儿童来说，特别是那些双亲都不在家的孩子，因为

与爸妈长时间的分居两地，亲子关系淡漠、疏离，这

些不仅影响了家庭关系的维持和发展，更易对其情

感社会化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3 父母缺位对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产生的影响

及原因分析 
情感社会化是指个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对自己

的情绪表达进行归纳，得到的回应，观察他人的情

绪，或者接受与情绪相关的直接或间接的教育，以

此来提高情绪理解、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等情绪能

力，让它能够实现与亲密关系、群体内和群体间的

社会情绪准则一致的过程。是故，由此定义出发，本

文关于父母缺位对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影响研究

主要从留守儿童心理情绪特征、情感理解、情感表

达和情感调适四个方面着手。 
3.1 父母缺位对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产生的影

响 
3.1.1 消极的心理情绪特征。 
心理学家阿德勒指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

加之早年生活中的被忽略，使得留守儿童在心理上

产生了自卑与不安全感。由于缺乏自信，留守儿童

在同龄人的交往中会自觉地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甚至会被琐碎事情弄得心情低落。长期下去，会因

此丧失信心，不愿意向朋友和别人表达自己的情绪。 
在调查访谈的过程中，一位五年级的班主任谈

到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自卑的案例。 
“小 Z 这孩子爸爸妈妈都外出打工了，平时就

和上了年纪的爷爷住在一起，平常不怎么和同学们

交流，其他孩子体育课都会在操场玩耍、组团玩游

戏，他自己坐在树下，也不和其他小孩一起玩。还有

就是，这孩子符合学校贫困助学金的申请条件，但

是因为自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情况，不想让别

人嘲笑他，也不交表。这些情况我们学校的心理老

师所了解到的，平常也不主动和我们任课老师交流。” 
这种敏感主要体现在对细节的关注上，并且会

把这些细节给人的感觉放大或者夸张。对事情比较

容易往心里去，十分缺乏安全感。家庭安全感和归

属感的缺失，往往会导致他们敏感多疑。最后，他们

也表现出一定的嫉妒心理。观察中发现，留守儿童

存在嫉妒或者仇富心理。他们看到非留守儿童拥有

新文具或者漂亮衣服时，会故意说反话和一些赌气

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羡慕。 
3.1.2 情感理解能力不一致 
情感理解就是“同理心”的一种体现，它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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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在不同的情景和文化背景下，对别人所表达的

直接或间接情绪的理解。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主

要和首要场所，对于儿童情感认知和情感准则的传

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父母的缺位对于儿童而

言，不仅仅是缺乏情感理解的信号，对于儿童情感

理解能力的培养也会忽视。另一方面，在培养和引

导儿童情感理解能力上，家庭或父母间的互动所带

来的情感表达与情感互动也影响儿童的情感理解能

力。这种情感表达与情感互动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

儿童自身的情感认知，将成为其将来情感表达与情

感互动的基础。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父母的陪伴

缺位无法对儿童的情感理解能力起到培养与引导的

作用。 
3.1.3 情感表达能力不足 
上文中提到，家庭或父母间的情感表达与情感

互动能够对儿童的情感理解能力产生影响。对于儿

童而要，他们不但可以觉察并且可以逐渐地学会父

母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及如何处理某种情绪。

同时，还经常会注意父母如何回应自己，父母之间

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父母与他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以及父母与他人之间的情感互动。这些都会被他们

所学到，并被运用到自己的情绪表达生活中。是故，

良好的家庭或父母情感环境能够促进儿童对于情感

表达能力的学习与提升，相反，父母的缺位直接缺

少了这一学习提升的过程，儿童在情感表达能力上

的学习与提升得不到发展，因而在与人的交往过程

中会产生自卑、无法向他人传达自己信息、表达自

身感受等现象。 
3.1.4 情感调适技巧缺乏 
理性情绪疗法强调合理认知的重要性，即如何

看待和对某件事情做出反应，达到自我情绪的合理

宣泄。在与他人情感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对他人的

情感进行回应以及对他人的情感进行合理的理解，

达到自我情感的良好状态。然而，父母的陪伴缺位

对于儿童情感理解能力和情感表达都产生消极影响，

儿童没有在此过程中学习到相应的情感调适技巧，

进而导致儿童在交往过程中对于情感的回应存在着

小心翼翼、畏畏缩缩等现象，同时也会导致儿童在

面对父母外出务工这一现实时，其身心健康的发展

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3.2 原因分析 

3.2.1 家长缺乏家庭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在调查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的留守儿童

家长都能够在家乡或者当地从事劳动工作，以此来

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但是，他们为了给子女提供

更好的物质条件选择外出，这样对于儿童情感的情

感造成忽视，孩子的心理、情感发展出现问题。而留

守儿童情感社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直接原因则

是缺乏父母在身边的教育与引导。 
“他们想给这孩子更好的生活条件，看人家有

钱家的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的，城市的孩子啥都知

道，也聪明，他两也着急，想挣钱给孩子好点的教

育。”（小 Z 爷爷） 
3.2.2 隔代教育者的文化水平低，父母忽视与留

守儿童的情感交流 
在农村留守子女中，隔代养育是一种最为普遍

的监护方式。也就是父母把孩子祖父母抚养。不能

否认的是祖父母对于自家孩子的疼爱，但由于思想

观念等原因，疼爱的方式多为孩子的安全问题和衣

食住行，学习成绩也只是过问一下，没有多余的精

力与能力来关注，更别说留守儿童的情感发展与心

理状况。 
“爷爷奶奶对我很好，平常赶集都会给我好吃

的，但是我看到其他小朋友有新的玩具和书包时，

我也想要。但奶奶说，书包能用就行，那是没用乱花

钱。我盼着爸爸妈妈回来，他们会从外面给我带好

看的衣服和玩具，会领着我去镇上的大超市，给我

买想要的东西。”（小 H） 
除此之外，在调查访谈的过程中发现，父母对

于留守的关心更多的是学习成绩、生活费、与爷爷

奶奶相处如何等，对于儿童的情感和心理关心较少。

根据访谈结果可知，多数留守儿童（73.3%）在生活

学习遇到困难时会选择向家人或老师倾诉，但心理

难过或情感上（66.7%）遇到问题是会选择闷在心理

或者与自己的小伙伴吐槽一下。这样一来，他们的

委屈等无处表达，造成儿童情感表达上出现问题，

也会造成自闭、冷漠等心理不健康问题。 
4 促进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策略探究 
根据以上的调查结果及分析，针对留守儿童的

情感社会化发展从家庭职能与家庭关系、父母角色、

情感行动三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4.1 营造良好家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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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为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在儿童的“自我形

成”和情感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促进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健康发展中，应该为

留守儿童创造一个温馨良好的监护环境，促进与父

母之间的情感交流。在父母外出务工的过程中，要

经常与自己的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交流，不仅要

对孩子的生活习惯、学习生活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有

所了解，还要对孩子的情感情绪问题予以重视，让

孩子拥有更多的内在安全感，让他们与自己的孩子

进行更多的交流，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地向自己的

孩子表达自己的爱意，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其次，完善隔代教育的教育形式。监护人经常与孩

子进行交流沟通，了解孩子的需求和情感问题，成

为孩子与父母间的情感纽带，督促孩子父母经常与

孩子沟通，缓解孩子对父母的思念，给与留守儿童

和谐友爱的家庭关系氛围。 
4.2 明确父母角色 
在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下，“严父慈母”是儿童

教育中最常见的分工。情感氛围的缺乏、父母对于

儿童情感引导和教育的缺乏等都会给儿童情感社会

化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因而，在促进留守儿童情感

社会化的健康发展中，父母的角色定位是不一样的，

各有分工和职责，但相互补位、及时补位是非常重

要的。例如，母亲采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父亲用事

实和实际行动带领孩子验证可靠性与事实性。对于

留守儿童而言，父母更应该相互配合，在对留守儿

童的情感引导上方法、思想一直，使其内心情感达

到整合，在一种平等、合作的良好氛围中发展其情

感能力。 
4.3 采取积极的情感表达与行动 
在促进儿童情感健康良好社会化的过程中，对

于留守儿童，父母在进行情感沟通与表达时应以满

足留守儿童个体需求，帮助儿童建立起稳定的依恋

关系。情感的表达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影响的过

程，要营造一个好的家庭情绪环境，要有家长等家

人的积极参与，要有多种形式的合作。因此，家长要

重视孩子的情绪交互过程，不仅要用情绪语言来表

现正面的情绪，还要注意用非语言来加强对孩子的

情绪支撑。其次，要尊重留守子女的主体性。在对留

守幼儿进行情感表达时，不能将“为你好”作为一种

情感表达形式，而更多地注重对幼儿的情感状况与

需要进行关注，并对其表现出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反

思。我们应该指出，在情绪表现上，可以注重规范，

但不能太过风格化。 
5 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农村留守儿童情感的社会

化存在着些许问题，其情感社会化面临着诸多困难。

因此，反思父母的情感教育使命对留守儿童情感社

会化的顺利完成具有奠基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要

特别关注留守儿童自身心理和情感的独特性，结合

家庭所处阶层、家庭成员的特点等， 从而促进留守

儿童的健康情感发展，并获得较高的情感认知能力，

最终全面改善留守儿童情感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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