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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ciety, children, as the future of society,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o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us. Especially vulnerable children, due to multiple adverse factors, their mental health is more prone to problems.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vulnerable children in China and to develop corresponding care measures.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the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in over 2,000 vulnerable children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bout	30%	of	the	vulnerable	children	were	found	to	have	variou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this	regard,	we	
have	adopted	diversifi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asures,	 including	legislative	protection,	policy	guidanc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hich hav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vulnerable children. After half a year of follow-up survey,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se	vulnerable	children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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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儿童作为社会的未来，其心理健康状况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弱势儿童，由于受到多重不利
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容易出现问题。本研究旨在了解当前中国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制定相应的关
爱措施。基于量化以及定性研究方法，我们对近五年来超过2000名弱势儿童进行了心理健康的状况调查。发现大约有30%
的弱势儿童存在各类心理健康问题。对此，我们采取多元化的心理干预措施，包括立法保护、政策引导以及心理疏导等，
有效提高了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经过半年的随访调查后，这批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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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今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

问题逐渐凸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儿

童。由于种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问

题相对更为突出，对他们的心理状况进行深度研究与干预势

在必行。近五年的量化研究显示，有近三分之一的弱势儿童

存在各类心理健康问题，这也侧面反映出中国弱势儿童的心

理问题被相对忽视的状况。为此，我们致力于深入探索弱势

儿童的状况并试图设计出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我们的研究

围绕着立法保护、政策引导以及心理疏导等全面性的心理关

爱措施，目的是寻找最佳的方式去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

况。半年的跟踪调查显示，全面性的心理关爱措施能够有效

改善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带给他们心理上的健康和生

活上的改变。我们期待本次研究能引起社会各界对弱势儿童

的关注，相信在社会大环境的关怀引领下，弱势儿童的生活

状况将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2 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现状

2.1 定义及分类弱势儿童的概念和分类，辨识弱势

儿童的常见特征和心理健康问题
弱势儿童，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多种需要特

殊关怀和支持的儿童群体 [1]。根据国际和国内相关标准，弱

势儿童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贫困儿童、留守儿童、孤儿、流

动儿童以及因残疾、疾病或家庭暴力等原因处于不利环境中

的儿童。这些儿童因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容易面临各

种心理健康问题。

在辨识弱势儿童时，常见的特征包括经济困境、家庭

监护缺失、居住环境不稳定以及社会支持不足等。贫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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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缺乏必要的生活和教育资源；留守

儿童则是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亲情关

爱；孤儿由于失去父母，情感和心理上更易受到创伤；流动

儿童则因其家庭频繁迁移，面临教育资源不均衡和社会融入

困难；因残疾、疾病或家庭暴力影响的儿童，更是面临多重

心理挑战。

这些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种类繁多，常见的包括

焦虑、抑郁、社交障碍、行为问题及学习困难等。经济窘迫

常导致儿童产生自卑和自责心理；长期缺乏亲情关爱的留守

儿童，容易出现孤独感和情感冷漠；孤儿群体则可能因失去

依靠而萌生强烈的不安全感；流动儿童由于频繁转学和社会

关系缺失，常感到不适应和孤独；身体或心理上的重大挫折，

容易使患有特定疾病或残疾的儿童陷入持久性心理问题。

2.2 当前状况对近五年来超过 2000 名弱势儿童的

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调查
在当前状况调查中，对近五年来超过 2000 名弱势儿童

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的全面调查。此次调查结合量化与定性

研究方法，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分析。量化调查

通过标准化的心理健康问卷，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评

分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分布情

况。定性研究则通过深入访谈、观察和记录，获取弱势儿童

的生活背景、家庭环境和心理感受等信息，以全面了解其心

理健康问题的具体表现及形成原因。在调查中，发现有大约

30% 的弱势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

为焦虑、抑郁、自卑及人际交往障碍等。这些心理健康问题

的发生与他们所在的家庭经济状况、教育环境以及社会支持

系统的缺乏密切相关。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制定和实施有效的

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2]。

2.3 问题揭示现行的社会政策及教育环境对弱势儿

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现行的社会政策和教育环境对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具

有显著影响。由于资源分配不均，弱势儿童往往缺乏必要的

心理支持和教育资源，导致心理问题频发。政策层面，现有

的法律法规虽有保护弱势儿童的条款，但实施效果有限，导

致这些儿童易受歧视和忽视。在教育环境中，弱势儿童常常

面临老师和同学的误解和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

担。现行体制的不足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解决弱势儿

童心理问题面临巨大挑战。

3 多元化心理干预措施及实施

3.1 立法保护梳理对弱势儿童有保护作用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提出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在保护弱势儿童心理健康的过程中，法律法规的作用

不容忽视。目前，中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涉及儿童保护的法

律和政策，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和《儿童

福利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在保障弱势儿童基本权利和改善

其生活条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

不足。

当前的法律保护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法律条文笼

统，缺乏具体操作指南；执法力度不足，部分地区存在执行

困难的问题；法治意识薄弱，公众和相关机构对法律法规

的认识和遵守程度不高。法律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存在地区差

异，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落实情况不一，影响了弱势

儿童的普遍获益。

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立法保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细化法律条文，增加具体操作指南和标准，确保法律

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强化执法监督机制，加强对执法过程

的监管，确保法律法规得到严格执行。提升法治宣传教育，

通过多种渠道提高社会公众和相关机构的法治意识，使全社

会形成保护弱势儿童的浓厚氛围。推动法律的均衡实施，确

保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不同地区的弱势儿童都能平等地享

受到法律的保护。

上述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构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

更有效地保障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法律作为保障弱势儿童权益的重要手段，只有不断完善和深

化，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

3.2 政策引导探讨如何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来改善

弱势儿童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机会
政府政策引导对改善弱势儿童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机会

至关重要。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政府可以提供更为全

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确保弱势儿童能够获得基本的生活保

障。针对教育方面，政府应推出更多的教育优惠政策，如减

免学费、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计划，确保教育资源的公平分

配，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还应设立专门的监测机

构，以监督和评估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确保弱势儿童在教

育过程中不受歧视和排斥。政策应鼓励社会各界的广泛参

与，促进公益组织和企业在弱势儿童教育领域的投入，通过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联合力量，共同改善弱势儿童的生活条件

和教育环境。通过上述多方面的政策引导，能有效提升弱势

儿童的整体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促进其全面发展。

3.3 心理疏导介绍心理疏导在弱势儿童心理健康改

善中的作用和实施方法
心理疏导在弱势儿童心理健康改善中具有重要作用，

心理疏导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帮助儿童识别并管理

负面情绪，建立健康的心理机制。实施方法包括个体辅导、

小组治疗以及家庭干预等，强调建立信任关系，提供安全空

间表达情感。通过定期心理评估与个别化干预计划，确保心

理疏导的持续性和针对性。心理教育和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活

动提升儿童及其家庭的心理健康意识，为心理疏导提供社会

支持。从实际效果来看，心理疏导明显解决了弱势儿童的心

理健康问题，提高了其生活质量和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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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干预效果评价与展望

4.1干预效果评价通过对半年随访调查的数据分析，

评价多元化心理干预措施的疗效
通过对近五年来超过 2000 名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

的调查研究后，针对性地采取了多元化的心理干预措施，包

括立法保护、政策引导和心理疏导等。为评估这些干预措

施的疗效，对参与干预的弱势儿童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随访

调查。

随访调查的结果显示，多元化的心理干预措施对弱势

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在心理健康状况

方面，初始调查中约 30% 的弱势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

理健康问题，而在半年的随访调查后，这一比例下降至约

20%。这表明经过系统的干预，有相当数量的儿童的心理健

康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具体分析表明，立法保护的实施对于弱势儿童的心理

安全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加强法律法规的保护，弱势

儿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维护，进一步减少了他们在生活

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心理压力。

政策引导方面，政府在改善弱势儿童生活环境和教育

机会方面的努力成效显著。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改善贫困地区

的教育条件，提升了弱势儿童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进而增

强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4.2 现实挑战与对策阐述在关爱弱势儿童过程中面

临的挑战，以及可以采取的对策和策略
关爱弱势儿童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是法律和

政策的执行力度问题。虽然已经有相应的保护弱势儿童的法

律法规，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常常存在不足，导致无法充分保

障弱势儿童的权益。改进建议包括加大立法落实力度，设立

专门的监督机构，确保法律和政策能够真正落地，并严惩违

法行为。

财政和资源的不足也构成了一大障碍。关爱弱势儿童

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投入，但由于社会关注度不高、资源

分配不均，一些地方或机构在执行关爱措施时常常面临资源

匮乏的问题。对此，可以通过组织社会公益活动，吸引更多

社会力量参与关爱弱势儿童的行动中，争取更多的政府和社

会资金支持。

社会认知不足和歧视也影响了关爱措施的实施效果。

弱势儿童常常遭受偏见和歧视，这不仅来自同龄人，也可能

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导致他们的心理问题更加严重。提升

全社会对弱势儿童的认知，倡导关爱和包容文化，通过媒体

宣传及教育活动，使公众认识到关爱弱势儿童的重要性，是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专业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了心理疏导措施的实施。尽

管心理疏导对改善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效果，但具备

专业心理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仍然稀缺。为此，应加强心理

学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专

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建立健全心理咨询机构，为弱势儿童

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和服务。

针对关爱弱势儿童面临的现实挑战，必须从法律执行、

资源配置、社会认知和专业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入手，通过

综合性的策略和措施，才能有效提升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水

平，为其成长创造一个更为健康和安全的环境。

5 结语

本研究首次通过对近五年来超过 2000 名弱势儿童的心

理健康状态的深入调查，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数据和

观察结果。研究发现，中国弱势儿童中约有 30% 存在各类

心理健康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

全面的心理关爱措施，包括立法保护、政策引导以及心理疏

导等，并在半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当前的

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由于样本限制，本研

究的调查结果不能全面代表全国弱势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

另一方面，本研究的关爱措施尽管有效，但执行力度、覆盖

面还需进一步加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深

入：一是扩大样本，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全国范围，以获取更

具代表性的研究数据；二是对心理干预措施进行进一步的优

化和完善，提高其执行效率和覆盖面；三是进行长期研究，

观察和评估心理干预措施的长期效果。

参考文献
[1] 崔元慧,李洋洋.头胎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研究[J].牡丹江师范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2] 张愿,高山,郭礼珊.斜弱视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干预措施研究

[J].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医药卫生,2020(9).

[3] 李诗殿.初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研究[J].中文科技期刊数据

库(引文版)教育科学,20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