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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5年有学者首次提出'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概念!众多学者对'-#后(

''#后(曾留守大学生的行为及心理展开研究" 近两年!'##后(曾留守大学生陆续进入大
学!与'-#后(''#后(曾留守大学生相比!他们在自我发展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 课题组对
湖南高校$#13名大学生进行自我概念发展研究!尝试分析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自我评价和
自我发展的影响!以及父母的婚姻关系#亲子沟通#外界环境等因素对大学生自我概念维度
的影响" 提出'提升自信的品德培育('促进亲子的精准资助('迈进幸福的叙事重构(三种
创新性的教育策略!促进曾留守大学生的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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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张莉华第一次提出!有留守经历大
学生"这一概念%以下简称!曾留守大学生"&)自
此)有关曾留守大学生的研究开始不断增多+ 近
两年)!##后"曾留守大学生也进入大学+ 作为
高校的教育者)在深入了解!##后"大学生群体
中曾留守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在自我概
念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及留守大学生群体
中自我概念特点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时效性
和创新性强的教育措施和心理疏导)以营造和谐

的教育生态体系)从而促进大学生更好发展)这
是本课题研究的逻辑和方向+

一#曾留守大学生自我状态
的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于!自我"

的思考和探讨从未中断+ 自我起源于有组织的
看护模型)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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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中)对自己的身心,行为和社会人际等各方
面的认识和态度+ 自我概念对大学生的心理感
受和行为起到指向作用)并可以预言个体的自我
实现-$.

+

从"##5年开始)研究人员逐渐关注曾留守
大学生现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关于!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概念*$- 岁之
前)有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
家乡)由他人照管,不能跟父母一起生活达半年
及以上生活经历的农村籍大学生+

曾留守大学生心理特点相关研究*与无留守
经历大学生的差异性比较研究)曾留守大学生群
体内部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留守经历"

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曾留守大学生的社会生态研究*大部分专家
学者对!-#后"曾留守大学生研究较多+ 如徐礼
平认为)!-#后"曾留守大学生自我和谐状况不
容乐观)在自我灵活性上)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
与其他大学生有显著性差异)曾留守女学生与曾
留守男学生存在显著性差异-".

+ 张莉华等认为)

与其他大学生群体比较)曾留守大学生的留守经
历给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消极影响)!-#

后"曾留守大学生较同龄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而言
是消极而保守的-0.

+

对于!'#后"曾留守大学生的观察研究呈
现多元化+ 温义媛等发现曾留守大学生的积
极心理品质-1.

+ 何冬丽提出)对!'# 后"曾留
守大学生而言)社会支持相对较低)而对其提
供主观支持能提高其主观幸福感-3.

+ 刘成斌
发现)曾留守大学生的留守经历导致其与父母
的亲子关系质量较低)进而导致心理健康方面
的问题与危机-5.

+ 卜艳艳对! '# 后"大学生
成长进行研究)提出留守并不意味物质上的贫
困)但亲子互动匮乏影响人际互动-&.

+ 这些
研究更多将研究领域辐射至积极心理教育和
社会支持领域+

关于!## 后"曾留守大学生的研究较少)

集中于心理健康,和谐人际交往方面+ 曾留守
大学生自我状态方面的研究多以问卷调查发
现问题居多)缺乏有深度的质性研究和干预研
究+ 归纳众多的研究观点)对于曾留守大学生
而言)留守经历,亲子分离,家庭关系,性别以
及居住地差异都与大学生以后的发展产生关
联)可以看作影响因素+ 同时)有众多学者呼
吁需加强实验干预研究)提高干预研究的创新
型和针对性+

--.

因此)本研究团队对湖南高校$#13 名大学
生进行自我概念发展研究)尝试了解留守经历,

父母婚姻关系,亲子沟通,外界环境等因素对曾
留守大学生的影响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
性,针对性强的自我成长教育策略+

二#'##后(大学生自我
概念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湖南多所高
校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3 份+ 其中男生
03"名)女生5'0名+ 来自城市居住地的大学生
3"0名)农村居住地大学生3""名+ 有留守经历
的大学生001名)无留守经历大学生&$$名+ 本
研究采用中国台湾心理学家林邦杰"# 世纪&#

年代末的中文修订版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
%_LKKLEELL2LQZ%dHKGLA@2GJQL)_2d2&+ 该量表适
用于$"岁及$"岁以上被试)有较好的信效度)

是应用广泛的人格量表之一+

$一%曾留守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自
我概念评分比较

对曾留守大学生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自我
概念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总分,生理自我,心理自
我,家庭自我,自我概念,自我满意上)曾留守大
学生和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差
异+ 在社会自我和自我行动上)两者呈现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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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以上因子的得分均高于
曾留守大学生+ 他们在道德自我概念和自我批
评维度上没有呈现显著差异+

曾留守大学生在总分,生理自我等- 个维
度上)相对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是消极的+ 这
与其他相关研究的结论较为一致)可见一个人
成长中缺乏父母的照顾,陪伴和支持)会使其
对自己的外表,健康,自我现状,与他人关系,

自己在家庭中的价值,胜任感以及对自我的满
意度评价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但从此次调
查的数据上看)留守经历对于大学生的道德价
值,宗教信仰,好人坏人等的看法并没有产生
显著影响+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很多有留守经
历的同龄人因为没有考上大学或者提前放弃
高考而没有进入本次研究的范畴)这一部分的
数据有待考证+

$二%性别差异等影响因素在群体中对自我
概念维度的影响比较

研究数据表明)在曾留守大学生群体中)家
庭居住地差异%城市,农村&对各项维度没有显
著影响+ 而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中)相对于农村大
学生)城市大学生对自我价值感,胜任感,自身性
格以及人际关系方面都更加满意+ 这也说明)学
生在求学过程中会不断通过比较来评价自我)没
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会将居住地作为自我评价
的指标之一)但曾留守大学生可能将注意力放在
了其他方面+

从性别差异来看)曾留守大学生中)男生在
身体自我概念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曾留守男
性大学生更满意自己的身体'没有留守经历的大
学生中)各项维度没有呈现显著差异+ 从父母婚
姻状况来看)父母婚姻状况对无留守经历大学生
和曾留守大学生都有影响)两者在生理自我,家
庭自我和自我满意方面都呈现非常显著的差异+

但是)父母婚姻状况对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的道
德自我和心理自我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对曾留

守大学生的这两个维度产生了显著影响+ 也就
是说)父母婚姻的不稳定)会对曾留守大学生的
道德,信仰,区别好坏人,自我价值感,个人的胜
任感以及对自己性格或与他人关系产生负面影
响+ 笔者认为)形成此种结果主要是由于无留守
经历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时
间很多)受到父母的关注也很多)对于他们而言)

更注重内在自我的感受而非外界的评价+ 父母
婚姻关系的状态更多影响的是其生理,家庭地位
以及自我满意等+ 而曾留守大学生长期与父母
分开)虽然自立自理能力得到锻炼)但内心对于
和谐美满家庭的渴望高于他人)并更在意外界对
自己家庭的评价和看法+

家庭收入高低对曾留守大学生的自我概念
产生显著影响)对身体自我和家庭自我呈现非常
显著的影响+ 并非家庭月收入越高)曾留守大学
生的自我概念相关维度就越积极+ 在生理自我,

家庭自我和自我概念方面)家庭月收入在
-###($3###元之间的大学生分数最高)"###元
以下的大学生分数最低+ 家庭经济收入对于无
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生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
我和自我满意产生显著影响)对心理自我产生非
常显著的影响+ 在无留守经历大学生中)自我概
念的各项因素均值和家庭收入成正态分布)基本
上家庭收入在"####元以上的)自我概念分数呈
现出最高均值+ 也就是说)金钱给无留守经历大
学生带来的自我效能感高于曾留守大学生+ 在
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对于曾留守大学生而言)过
早与父母的分离)让其更关注家庭特别是父母关
系的圆满以及父母与自我之间的亲子关系)所以
金钱带来自我满足的驱动力并不强+ 而反观无
留守经历大学生)相对于父母关系状况)他们更
关注金钱和社会出身)因此)无论是出身地域的
差异还是家庭收入的高低)都对其自我的发展产
生了较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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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曾留守大学生自我
成长的教育创新

!!教育的价值追求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学校,家庭乃至社会的教育是保证全面发展
重要的基石)肩负着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和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

+ 对于大学
生的自我发展)高校教育的角色是引领者,影
响者和成长共同体+ 高校是!唤醒人" !培养
人" !温暖人"的场域)它的教育是!用一棵树
去摇动另一颗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

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

+ 高校曾
留守大学生并非特殊群体)且是需要更多同
理心对待的群体+ 因此)找到曾留守大学生
面对的真正问题)真正地帮他们解决问题)促
进其全面发展)这是高校教育者和管理者探
索教育真理的道路之一+ 我们拟从!提升自
信的品德培育" !促进亲子的精准资助" !迈
进幸福的叙事重构"三个方面对曾留守大学
生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
的高素质人才+

$一%重视素质活动实践隐形场域&提升留
守大学生的内在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

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精神食粮)它
源于生活又走回生活+ 因此)提升曾留守大学生
的自信)不仅是让他们肯定和悦纳自我)有积极
正向的认知倾向'更是让他们在大学生活中)从
心灵,精神,理想,价值和道德层面上获取深厚而
持久的力量+

要做到这一点)需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
面)大学的教育者要抓牢思想政治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主课堂等显性教学
阵地)在!德育" !心育" !创育"过程中)提升

曾留守大学生的自信认知+ 相对于高校心理
咨询和辅导员谈话环节)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
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更为普遍和有效+

课堂上强化的是一种润物无声的学习之深和
领悟之成+ 相对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曾留
守大学生不太在意出生地和家庭经济收入)但
父母在外的艰辛和他们从小与父母分离的经
历让他们更早体会到生活的复杂以及亲情的
可贵+ 在这两种课堂中)教育的重点应是温
暖和创造)以逐渐改变曾留守大学生对心理
咨询的偏见)逐渐提升其自信水平+ $'&5

年)瑞典的马顿%6LTLK ]JT@HK&带领他的团队
研究!造成同一教学环境中大学生的学业成
就差异的原因" )并提出深度学习概念-$".

+

在创新创业教育课堂上)教师可创新教学方
法)用深度学习的模式)积极引导大学生形成
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激发其深度学
习和领悟)培养其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看待
曾经的留守经历)深刻地理解留守经历虽然
是过往的缺失和遗憾)但更是未来的成长和
财富+ 通过这些课堂的生动体验)增强曾留
守大学生的心理弹性以及自我效能感)让他
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

另一方面)大学的管理者要重视校园活动
和社会实践等隐形环境场域)浸润式促进曾留
守大学生自信能力的提升+ 曾留守大学生不
同于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并不一定缺乏教育资源)但因为家庭教育相对
匮乏)所以他们在兴趣,表达,人文,心理等方
面或多或少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 针对他们
设计素质提升与相关活动方案)重点进行人际
沟通,学业发展,兴趣提升,人文熏陶等拓展)

让他们自我觉醒,锤炼能力)从而主动寻找拥
抱梦想的机会)把握精彩的大学生活和未来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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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大数据监测系统&配合家校合作
增进曾留守大学生与父母的亲子沟通

近年来)我国对于大学生的资助政策不断
完善)建立学生数据库)并逐步借助大数据技术
实时监测学生平时的就餐和消费数据)精准确
定资助对象和资助方向)提供具备阶段性,差异
性和层次性的资助方案+ 对于曾留守大学生的
精准资助也可纳入其中)在做好物质资助的同
时)也要做好家校合作的!亲子关系"的心理
资助+

作为中国人)始终无法绕开的话题之一)就
是!家"+ "##-年)我国政府进一步强调家庭的
重要性)提出了新农合,新农保,弱势群体关怀
等政策+ 出生于"$世纪初的曾留守大学生)在
成长过程中享受了国家提供的关怀政策福利)

却缺乏与父母的朝夕相处和共同成长+ 他们对
于亲情特别是亲子沟通)内心热切盼望)但现实
却又疏远而陌生+ 因此)对于曾留守大学生的
!亲子关系"心理资助)可以通过大数据做到精
准)并保护其隐私+ 高校的学生工作者作为学
生和家长的沟通桥梁)可以在建立多项反馈机
制和学生大数据的基础上)搭建有利于亲子沟
通的交互平台)与社会现有的通信工具)如ll,

微信形成统一的媒介载体)让家长了解孩子在
校的基本情况+ 同时)可以定期推出免费的在
线视频)包括亲子教育,个体沟通,家庭治疗等
内容)让大学生和父母学习有关知识)改变认
知)把握交流规律)形成深入有效的亲子沟通
循环+

$三%引入叙事重构技术&促进师生之间深
度谈心&提升曾留守大学生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

曾留守大学生内在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如
何看待人生所遇到的问题)角度不同)得到的答
案也不尽相同+ 增进他们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

系)除了需要沟通和认知方面的学习与培训)更
需要化解其内在对于留守经历的纠结和挣扎+

根据大学生的认知特点)高校可采用叙事疗法)

通过多元叙述生命故事)让曾留守大学生将自己
和问题分开)重塑自我的梦想,希望和价值观)从
而实现真实的自我认同与核心价值+ 叙事重构
的咨询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基本上需要三个
步骤+

$4思考)在成长营思考中看到积极事例" 叙
事调节的第一步是给曾留守大学生提供一个
可以支配故事讲述的场+ 建议由各高校心理
中心的专职教师或者心理咨询师成立专题成
长营+ 成长营中由心理老师引导)当事人以第
三人称的方式自主讲述留守成长的故事+ 在
这个回荡着包容,开放的场域中)当事人逐渐
将个人外化于成长故事)并不断思考故事当中
词语的转化)并在老师的引导下)去寻找故事
中的特殊事例+ 这些事例对他的故事重构有
积极意义)并把这个积极事例连接成一个系
统)以发掘自我内在的力量)从而感悟到!人
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

-$0.

+

"4表达)和辅导员会面谈心!重构成长故事"

成长营中大量的积极事例发现犹如!星星燎原之
火")点燃了叙述者重构叙事的决心+ 如何重构
故事)重点在于当事人与辅导员%或者心理咨询
师&之间的交流+ 取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的高
校辅导员)另一个身份是理解,支持和引领大学
生的陪伴者+ 在与辅导员长期谈心的过程中)曾
留守大学生能找到大量的资源)从积极实例中根
据情况重塑自我+

04记录)与自己心灵的对话!记录稳定状态"

重构的故事容易失稳和反复)因此故事的稳定化
尤为重要+ 故事稳定的方式有*总结,见证和仪
式化+ 对于曾留守大学生而言)文字的记录最为

&#$



真实清晰和系统+ 在这种封闭式的叙事当中)当
事人静下心来不断沉淀)通过文章感悟梳理出故
事重构的结构与特征)逐渐明晰和规划自己未来
的成长+

对于曾留守大学生的研究与探讨)许多学者
提出了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罗静等在文章
中提出应更加重视对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特别
是探索曾留守大学生在艰苦环境下努力奋斗进
取的良好心理品质)!这样更符合当代大学生的
时代特点和我们所弘扬的社会主流价值观"

-$1.

+

在本研究中)我们的团队成员提出了一种推断*

在进行叙事重构后)曾留守大学生不仅提升了对
自我过往,当下甚至是未来的认知和创造能力)

更被赋予了另一种能力(((改变一些和他们曾
经命运相似的留守儿童自卑敏感的内心世界+

在整合政府及社会资源的基础上)高校可以基于
调查研究和教育测试)搭建平台)建立相对应的
教育服务方案)开展帮扶计划和实践环节来帮助
曾留守群体+ 如让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通过三
下乡,农村实践,乡村支教等活动陪伴和支持现
有的留守儿童成长)就是一种教育成长的创新思
路+ 当然)这个设想还需要在日后的实践操作中
不断迭代和完善)这也是我们研究的另一个
方向+

总之)留守经历让一部分大学生在我国经
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成了被关注的群体+ 他们需
要的不仅是关注)更是提升)提升自我发展的能
力)从而感受生活的幸福+ 同时)大学的教育也
应适度回归它的本质)让教育变得更有生活的
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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