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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职院校中,一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较为复杂,其主要来源于各城市的周边地区,其父母在学生

年龄较小的时候离家务工,促使这些学生产生“留守儿童经历”。本文结合家庭亲密度量表中的部分内

容,对高职院校内的学生进行测试,对比分析了有无留守经历学生之间的家庭亲密度区别,从而分析了目

前高职院校留守经历学生家庭亲密度现状,对相应的心理帮扶对策进行深入探究,以期能够帮助高职院

校学生克服心理问题,积极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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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是学生学习知识与技能

的关键场所,也是为我国社会各行业、

企业提供高素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教

育环节,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则会影响

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因此,高职院校

教师需要结合院校内具有留守经历的

学生实际情况,调查这些学生的家庭亲

密度数据,分析这些学生的现存心理问

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从而

引导学生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实现心

理与生理的平衡发展,成长成为身心健

康的专业人才。在实际过程中,高职院

校教师需要积极发挥学校的主体作用,

组织开展多样帮扶活动,鼓励、引导学

生参与社会活动实践,塑造学生的人

格、引导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实现高

职院校的育人职能[1]。 

1 高职院校留守经历学生家庭

亲密度研究 

1.1调查分析 

家庭亲密度量表是较为权威的家庭

亲密度调查问卷,在本次调查中,学校选

择了495名学生,其中265名学生具有留

守经验,230名学生不具有留守经验,抽

取“家庭亲密度量表”中的部分问题进

行测试,以此获取留守经历学生家庭亲

密度数据研究资料,对比两类学生的家

庭亲密度情况,为进一步探究留守经历

学生的心理问题提供依据。 

表 1 面对困难时,家庭成员之间会努力互相帮助吗？

是否具有留守经验 选项 数据 占比

是

不是 159 60%

偶尔 40 15.09%

总是 66 24.90%

是否具有留守经验 选项 数据 占比

否

不是 10 4.34%

偶尔 60 26.08%

总是 160 69.56%
 

表 2 在家庭成员一起解决问题时,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吗？

是否具有留守经验 选项 数据 占比

是

不是 185 69.81%

偶尔 50 18.86%

总是 30 11.32%

是否具有留守经验 选项 数据 占比

否

不是 10 4.34%

偶尔 30 13.04%

总是 190 82.60%
 

表 3 更愿意与朋友商讨问题而非家庭成员

是否具有留守经验 选项 数据 占比

是

不是 10 3.77%

偶尔 125 47.16%

总是 130 49.05%

是否具有留守经验 选项 数据 占比

否

不是 140 60.86%

偶尔 70 30.43%

总是 20 8.69%
 

表 4 在家庭中,分别承担不同家务,分工协作

是否具有留守经验 选项 数据 占比

是

不是 210 79.24%

偶尔 30 11.32%

总是 25 9.43%

是否具有留守经验 选项 数据 占比

否

不是 5 2.17%

偶尔 20 8.69%

总是 205 89.13%
 

由以上四道题,分别针对两类学生

的“家庭凝聚力”、“家庭平等情况”、“家

庭沟通情况”、“家庭分工情况”等进行

调查,且这四道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具

有统计学意义。 

结合表1,可以发现,有留守经历的

学生在面对家庭困难时,更多的会选择

“不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缺乏情

感,但是却明确体现出这些学生对“家庭

概念”认知水平较低；而不具备留守经

历的学生,则69.56%都会选择与家庭成

员一起面对困难,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

生从小生活在健康的家庭中,能够理解

家庭的意义,由此可见,具有留守经历的

学生与其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较为

淡薄。 

结合表2、3,可以发现,在面对事情

时,具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家庭中的“话语

权”较为集中,其他家庭成员(包括学生

自己)都是“服从者”；而非留守经历学

生则73.07%的人表达出“能够各自发表

意见”,每名家庭成员均具有一定的话语

权。由表2的测试,可以直接推导出表3

测试中有留守经历学生49.05%表达“总

是”、47.16%人员表达“偶尔”的原因,

由于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较少、处于服从

地位,很多具有留守经历的学生愈发不

愿意与家庭人员沟通,更倾向于于朋友

沟通,获取平等的地位与合适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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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4,可以发现,在79.24%的留

守儿童经历学生家中,一般会是一名人

员集中处理家务,其他家庭成员则“坐享

其成”,结合沟通发现,往往是“奶奶”

负责处理家务；而89.13%的非留守经验

学生则表示,家庭成员会适当分配各自

的家务。这种情况也直接体现出留守儿

童的生活、成长环境较为特殊,不利于其

成长与发展[2]。 

1.2高职留守经历学生家庭亲密度

问题 

结合上述调查问卷分析,可以发现,

留守经验学生与非留守经验学生之间的

家庭亲密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具有较

低家庭亲密度的留守经验学生则在理解

“家庭概念”、“家庭责任”、“情感关系”

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就导致这些

学生自身的情感观念较为淡薄、人际关

系思维发展水平较低,很难对其他人产

生信任、依赖等情况。这种情况导致学

生在日常学习及职业生涯发展的过程中

容易出现自卑、敏感、易怒、自大自负

等情况,不利于学生成长成为满足社会

需求的应用型人才[3]。 

2 高职院校留守经历学生家庭

亲密度及其心理帮扶对策 

结合本次调查研究结果,根据院校

内留守经验学生的实际情况,建议教师

要着重开展针对留守经验学生进行教育

与引导,以此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塑

造学生健全人格。 

2.1发挥学校主体作用,组织开展心

理辅导活动 

考虑到留守经验学生的情感发展状

况,建议院校要充分发挥学校的育人力

量,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情况,致力

于将其培养成为精神面貌良好的应用型

人才。学校可以组织教师定期为各专业

学生进行心理辅导,结合学生日常学习

生活中暴露出来的心理问题及情感观念

问题,提出“一对一”帮扶,促使学生理

解“不同人生均具有价值,不同选择均具

有意义”,从而更客观的看待自己的童年

留守经历,避免留守经历对学生心理形

成较深的影响,缓解学生的敏感、自卑等

心理[4]。 

2.2组织开展多样团体动力活动,帮

助学生纾解心理问题  

考虑到留守经验学生的情感发展状

况,院校可以组织开展多样的体育活动,

通过开展团体动力活动,让学生增强人

际互动,提升人际交往的主动性,让学生

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信任与关爱促使

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团体动力活动中,

以此拓展学生眼界、开阔学生心胸,磨炼

学生意志,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能力与

环境适应能力。通过多样化的团体动力

活动,帮助学生缓解焦虑、抑郁等心理问

题,逐步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引导学

生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个体

发展[5]。 

2.3构建关爱体系,引导学生自主构

建亲密关系  

考虑到留守经验学生的情感发展状

况,院校要加强针对留守经验学生的关

爱体系建设力度,帮助学生建立和谐的

人际关系,促使学生能够学习到亲密关

系、社会人际关系的建立方法,积极调动

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力量,为学生提供

帮扶与关爱。在实际过程中,院校要充分

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组织教师陪伴学

生、情感教育活动,促使学生能够感受到

集体的温暖,理解家庭的意义,初步启发

学生的和谐关系意识。之后,教师需要结

合学生的具体情况,提供针对性指导,构

建和谐校园交往环境,让学生体验良好

人际交往的魅力,从而积极主动释放自

己的友善与友好,主动构建和谐人际关

系[6]。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背

景下,学生面临的社会环境愈发复杂,如

何协调家庭、学业、工作之间的关系,

将是学生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结合本

次调查研究发现,在高职院校内,具有留

守经验的学生对家庭关系的处理水平更

低,且家庭亲密度明显不足,这种情况不

仅会影响学生的心理状 ,更会促使学

生在未来承受压力时更加容易“爆发”,

其犯罪或者自我伤害的可能性更高。因

此,高职院校要正确认知学校的重要作

用,组织开展团体动力活动、构建关爱体

系,引导学生思想,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

题,促使学生能够积极对待多种关系,形

成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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