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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情指个体能够准确理解并感受到其他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这一能力的培养对于帮助

儿童拥有良好的同伴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共情能力的发展也表

现出独有的特点：性格孤僻、情感淡漠、人际关系较差、出现反社会行为等。基于此,对于留守儿童共

情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等三个层面着手,让留守儿童能够拥有较高的共情能力,并减少

因缺乏共情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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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athy means that individuals can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feel other people's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and emotional chang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is abil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helping children have a 

good peer relationship. As a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abili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lso show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ithdrawn personality, apathy, po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so on. Based on this, the cultivation of empathy abili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should start from 

three levels: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so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can have higher empathy ability and reduce 

a series of problems caused by lack of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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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

更多的农村人口选择到城市务工以提高

家庭收入。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大部分进

城务工人群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乡,这就

导致了留守儿童数量大幅增加。由于该

群体数量庞大,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发展

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因而,帮助留守儿

童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逐步改善其对社

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

重要问题。而共情作为一种心理特征,

对于儿童的性格特征和人际交往能力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1 共情的基本含义及儿童的共

情发展状况 

1.1共情的基本含义。“共情”这一

词汇是100多年前由Titchener提出的,

意指个体把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感受投射

到所见到的人与物上[1]。大多数研究者

认为,共情主要包括两个成分：即认知共

情和情感共情,其中认知共情是指能够

充分明白他人的感受,换位思考理解他

人经历的能力,这一能力与心理理论密

切相关；而情感共情又称情绪共情,指能

够体会并理解到他人由于情感刺激而引

发的情绪[2]。Gladstein进一步研究发现,

共情包括三种成分：认知性共情、情感

共情和行为性共情[3]。虽然关于共情结

构的理论解释有多种,但毋庸置疑的是,

共情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心理能力,对于

个体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1.2儿童的共情发展状况。儿童期是

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儿童

来说,拥有较好的共情能力可以帮助他

们确立良好的同伴关系,以及促进他们

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当前关于儿童共情

能力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1)不同性别间存在共情差异。针对

学龄期儿童的研究表明,女生的共情分

数要高于男生,但二者之间并无显著差

异[4]。之后的研究发现,共情能力的性别

差异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显现

的。对于学前儿童,不同性别间的共情能

力并没有显著的差异,随着年龄发生变

化,不同性别之间的共情能力表现出差

异[5]。但是,这种差异同时还受到其他因

素的影响,如社会文化氛围等。(2)共情

与人际关系的相关研究。丁凤琴等人认

为,共情可以促进人际适应和人际和谐,

对于社会关系的建立、维持友谊也至关

重要[6]。王赛东通过研究发现,个体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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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水平与其人际关系具有显著的正

相关,也就是说,个体的共情水平越高,

那他也会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7]。(3)

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研究。现有研

究表明,共情能力是影响个体亲社会行

为的关键因素,共情能力高的个体会表

现出更高的利他倾向,而共情缺失会导

致个体表现出一系列反社会行为。有关

亲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共情因

素可以调节道德判断与亲社会行为的关

系。随着个体道德判断水平的提高,与低

共情水平相比,高共情水平者的亲社会

行为会逐渐增加[8]。 

2 留守儿童共情能力发展的特点 

相较于正常儿童,由于留守儿童的

父母不能经常陪伴在孩子身边给予情感

支持与恰当引导,以致部分留守儿童产

生了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如性格较孤

僻、情感淡漠、同伴关系较差、甚至有

一些留守儿童表现出反社会行为。 

2.1性格孤僻、情感淡漠。留守儿童

自小就离开父母,很多时候需要独自面

对困难。由于儿童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限,他们有时难免会感到比较无助,时

间久了便会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与自卑

感。在情感上,留守儿童因缺少父母及时

的关爱与沟通,他们难以意识到亲情的

重要性,在表达自己感情时也存在压抑、

逃避的现象。 

2.2人际关系差。大部分留守儿童正

处于建立同伴关系的重要时期,由于缺

乏父母的引导,他们难以形成正确的交友

观,在同伴交往中表现较差,容易出现紧

张、害羞等现象。此外,留守儿童的同伴

关系较为脆弱,由于共情能力较差,很多

时候他们无法理解同伴的做法,容易发生

冲突,导致同伴关系破裂。现有研究发现,

由于留守儿童不能很好地应对突发事件,

导致他们的适应能力较差、与同伴间的关

系也比较脆弱,而这些因素又进一步严重

影响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9]。 

2.3反社会行为。近年来,留守儿童

的反社会行为日趋严重,如犯罪行为、实

施自残自杀、校园欺凌等。留守儿童的

反社会行为一方面是想引发关注,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对父母不能给予情感支持

的不满。比如,四川省泸县留守男童被绑

架事件,其实是留守儿童“自导自演”的

一场闹剧,真实目的是为了让其父母回

家。缺乏足够的共情能力是反社会行为

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3 解决留守儿童共情能力发展

问题的对策 

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留守儿童缺乏共

情能力脱不开联系。要促进留守儿童共

情能力的发展,需要通过家庭、学校、社

会多方面协同努力。 

3.1家庭层面。其一,留守儿童的父

母应当给予孩子足够重视,要关注其内

心感受,增进与孩子间的感情交流。父母

以恰当且合理的方式给予孩子帮助与支

持,不但有利于留守儿童缓解心理压力,

使其拥有安全感与幸福感,还可以有效

促进亲子关系的良好发展。其二,留守儿

童的监护人应当履行好监护的责任,在

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教育

观念,不仅要关注孩子生活学习方面的

改变,还应洞察孩子的情感及心理变化,

并做到及时有效地与留守儿童的父母沟

通,共同采取积极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 

3.2学校层面。首先,学校应当准确

掌握每一位留守儿童的个人信息,对有

困难的留守儿童给予物资支持或者情感

帮助,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学校的关怀。学

校教育过程中,应当注重情感教育,把情

绪智力的培养贯穿到教学中,让留守儿

童在学校也能够感受到温暖,从课堂中

培养良好的品德修养。其次,老师们要加

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与关心,帮助他们

疏导情绪情感问题。通过设立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和心理咨询室,利用团体心理

辅导促进留守儿童间的相互交流。对于

有心理困扰的个别留守儿童,可安排心

理老师帮助其走出困扰。 

3.3社会层面。留守儿童产生的主要

原因是,父母常年在外工作,无法将孩子

带到身边。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要求政府

在户籍管理、留守儿童入学等方面提供

便利。完善户籍制度,适当调整入学条件,

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就业地上学。

此外,村镇一方面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配备专业的

老师提供指导,为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和

情感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可协同高校、

企业、公益组织等为留守儿童提供充足

的教育资源和物资保障。 

4 小结 

留守儿童共情能力的发展事关他们

个人与家庭的幸福,针对他们在共情能

力发展上存在的特点,家庭、学校、社会

等各方面应共同努力,为留守儿童营造

良好的成长环境,促进他们共情能力的

发展,并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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