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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及教育对策
◎ 杨 雅 王丽红（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大连 116029）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加上价值观的变化和生存压力的增大，在世界范围

内，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离异家庭已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社会现象。父母离异影响着子女的心理健康，离异家庭儿童

一般会存在自卑、孤独、叛逆等心理和行为问题。缓解和消除离异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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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婚姻观

念发生了巨大改变。当今社会，离婚现象越来越普

遍，而离异家庭儿童既是父母婚变的见证者，同时

也是破裂婚姻的直接受害者，在这样特殊环境中成

长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健康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父

母离异后应如何做才能减轻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学

校应如何维护离异家庭孩子的心理健康？

二、离异家庭儿童存在的心理及行为问题

（一）心理问题

1. 自卑感与孤独感 

随着婚姻关系的解体，亲子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离婚总是件不光彩的事，个别

离异家庭儿童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不喜欢和朋

友一起玩耍，即使在一起玩也总是显得心事重重；总

是患得患失，对健全家庭儿童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活动

充满羡慕和渴望；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们不喜欢

告诉他人，选择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在学习上，缺乏

动力，没有自信心。他们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很少和他

人谈起父母的事，通常采取回避的态度；在集体活动

中表现得不合群，人际交往能力差，自控能力弱[1-2]。

2. 叛逆与不信任感

部分离异家庭儿童因受到同伴的排斥，慢慢对

父母、对家庭产生了厌恶感，不服从父母的管教，

产生逆反心理。这种逆反心理如果得不到正确引

导，会发展为对老师、对同学、对社会的叛逆。个

别离异家庭儿童因缺少父母一方的关爱，易出现消

极情绪和不良的情感反应，具体表现为对亲情的真

实性表示怀疑，情感脆弱，没有幸福感，不信任他

人，对他人的关心持否定态度，对未来的家庭生活

充满不安和恐惧 [3]。

3. 心理上缺乏安全感

当父母刚离婚的时候，儿童会感到恐惧，害怕被

父母遗弃，不知道父母为什么离婚，认为自己要为父

母失败的婚姻负责。随着父母婚姻关系的结束，个别

儿童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家庭中会有

新加入的人，如父亲或母亲的情人、同居者等，而这

些关系都以一种松散的方式维系，极易改变或者破

裂，这些关系的改变也会增强儿童的不安全感。

另外，某些离异家庭中经常上演家庭肢体暴

力及冷暴力，目睹了这些暴力场面的儿童的不安全

感更强。在一些离异家庭中，父亲或母亲一方会因

为自己婚姻不幸对孩子满怀歉疚，放松对孩子的管

教，在这种放任型的教养方式下，儿童逐渐变得自

私自利，情绪状态不稳定，性格冷漠倔强。还有一

些父母则因婚姻失败把希望都加诸孩子身上，对孩

子期待很高，平时管教严苛，经常依靠惩罚和强制

型策略迫使孩子遵从父母的意愿，这种专制型的教

养方式会使孩子动辄得咎，行事过于小心谨慎。这

两类儿童心理上都缺乏安全感。

（二）智力发展与性格、行为问题

父母角色缺失对子女的智力完善和行为发展

极为不利。家庭离异对儿童某些智力因素的发展，

如言语理解与推理、观察的计划性等具有显著的消

极影响 [4]。部分离异家庭儿童具有高精神质、情绪

不稳定、心理发育不成熟等个性特点，有的会从仇

恨父母发展到对社会的仇恨，甚至发展为反社会的

病态人格。研究显示，随父亲生活的儿童的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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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较差，易退缩，明显偏执，人际关系紧张。

有的离异家庭儿童会出现性格不完善和性别角色

移位 [5]。

三、离异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对策

良好的夫妻关系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如果夫

妻关系真到了不能调和的地步，那么选择分开，由

一方给予孩子持续稳定、安全的成长环境也是对孩

子好。成长环境从完整的家庭到单亲家庭，儿童需

要一个适应过程。离异后，父母和学校如何做才能

尽量减少对儿童的伤害？ 

（一）离异父母方面

1. 父母要接纳现实，认识到离婚并不是一件可

耻的事情，不必刻意隐瞒，直面孩子和亲友，勇敢

地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争取理解和支持，顺利度

过离婚后的低谷期，调整好心态。对孩子而言，从

父母口中得到平静而真诚的解答，会比从别人那里

了解到真实情况受到的伤害要小得多。

2. 父母要调整好心态，不以受害者自居。不在

孩子面前随意讲前夫（前妻）的坏话，不盲目指责

对方，乐观面对目前的家庭状况，在孩子面前树立

积极正面的形象。

3. 加强亲子沟通，使孩子明白虽然父母不在一

起居住了，但对他的爱和关怀没有变；抽时间多陪

孩子，带孩子出去旅游，帮孩子排解不良情绪；根

据孩子的特点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把他们的精力

转移到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去，逐渐养成开朗自信的

性格，调整自我，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心理准备。

4. 鼓励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走出去，重

建社交圈，如邀请同学结伴游玩；在家中营造热情

友好的氛围，让孩子邀请同学前来作客；调动社会

资源，让孩子与双方亲戚保持经常往来，但是要特

别关注孩子对这些交往的诠释，使其对互动关系抱

有正面积极的态度。

5. 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识，与孩子共同面

对家庭困境，共同担起家庭责任。不要让孩子觉得

自己是特殊的，要努力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帮孩

子建立自尊。不要因为离异对孩子抱有歉疚或补偿

心理，而对孩子格外严厉或者格外宠爱，把孩子作

为唯一的心理寄托，将导致他们产生过重的心理负

担，这两种极端的教养方式都会强化“离异家庭”

的标签，让孩子心里感到不安。

（二）学校方面

1. 开设心理专题讲座，开辟心理咨询室，设立

心理咨询信箱，及时对离异家庭儿童存在的问题进

行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鼓励他们与其他学生多交

朋友，融入集体，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圈子。

2. 鼓励学生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加强与不

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父亲或母亲的交流，体验亲情

的温暖，排解父母离异带来的困扰。同时，教师可

通过撰写日记评语对学生进行笔谈式辅导，疏导学

生的不良情绪。当发现学生有生活上或学习上的困

难，及时提供帮助，为他们送去温暖 。

3. 发挥集体的作用。通过达成集体共识来改变

人的行为比单一解决个人的问题行为更有效。良好

的班风校风对学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具有渗透心灵

的力量，能为学生感知、接受和模仿。学校可依托

少先队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如学习上结

对子、集体游戏、竞赛活动等，鼓励离异家庭儿童

参与，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在集体中的地位，感受集

体的温暖，增强集体意识，树立自信心。

4. 加强家校联系。教师要主动和离异家庭儿

童的家长保持联系，使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

表现；定期家访，进行家庭教育方法的指导，帮助

家长提高教育水平；在全面了解、摸清学生的情况

后，和家长协商，帮助学生矫正不良行为，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肖敏，赵山明，贺占元.试论单亲家庭对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影响及对策[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1）：91-92.

[2]黄霞.情感表达与精神健康：一项关于单亲青少年的实

证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8）：76-84.

[3]陈小佳.单亲家庭儿童常见心理问题及疏导对策[J].科教

导刊，2021（10）：165-167.

[4]严由伟.家庭离异对少年期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J].赣南

师范学院学报，1991（3）：87-92.

[5]许成文，解昌国，宁延珍，等.单、双亲家庭学龄期儿童个

性特征的对照性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2（2）：87-88.

编辑 /于 洪  终校 /石 雪


	15期杂志 封面 
	15期杂志 封二 
	15期目录5，11
	15期5，11
	15期杂志 封三
	15期杂志 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