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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探寻我国留守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前沿演进与热点领域(采用知识图谱分析中国知网$

U6_a

%上的
@A#

篇留守儿童心

理研究的文献(结果显示)$

#

%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凸显关键词为"心理#始于
!""T

年(并已持续两年!$

!

%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

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人格特征关系研究#,"留守儿童的问

题行为,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及相关变量研究#,"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及相关变量研究#和"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对策研究#

等五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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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王东华(等)我国留守儿童心理研究前沿演进与热点领域

一%引言

!"#"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留守儿

童数已达
$#"!=@

万(占全国总儿童数的
!#=Fe

&

#

'

*

对这一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

重视(并颁发相关文件倡导关爱这一特殊群体的身

心健康(如国务院于
!"##

年颁发的-中国儿童发展

纲要$

!"##?!"!"

%.中就明确指出"加强对留守儿童

心理,情感和行为的指导#

&

!

'

(教育部等五部门于

!"#&

年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文件旨在 "促进

广大留守儿童平安健康成长,不断增强其生活幸福

感#

&

&

'

*教育学,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

的研究者也积极响应号召(从各自学科视角出发开

展了留守儿童的大量研究&

A?$

'

*研究者对以往研究

做了大量梳理与总结(如周福林对留守儿童的研究

进行了综述&

$

'

,高慧斌对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进行

了梳理&

@

'

(韩晓明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进行了总

结&

A

'

(但这些研究却局限于传统定性梳理(李艺敏等

人采用定量的
U2;4/

J

,L4

可视化分析梳理了留守儿

童研究的发展脉络&

%

'

(这对于全面了解留守儿童的

研究概况具有意义(但是尚未针对某一学科进行深

入分析*为此(本研究拟在国家日益重视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的背景下(从心理学科视角出发(采用

U2;4/

J

,L4

软件对国内留守儿童心理研究进行定量

的可视化分析(分析其前沿演进与热点领域(以期为

今后留守儿童心理研究提供一定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

U6_a

%为检索的平台(以"留守儿

童#为检索篇名(以"时间不限#为检索时间(以"心理

学#为检索学科(展开文献检索工作(共检索得到

!""@?!"#$

年间
@A%

篇文献(在剔除诸如会议记录

等不符合要求的文献后(最终得到有效相关文献

@A#

篇*

'二(研究工具

采用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特聘教授陈超美开发的

U2;4/

J

,L4

(

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

T

'

*

'三(研究过程

参考以往研究&

F

'

(将确定的
@A#

篇论文题录信

息以
\4.N(*[:

格式导出(经过格式转化后用于

U2;4/

J

,L4

(

软件的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我国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前沿演进

采用
U2;4/

J

,L4

(

软件中的突变检测$

H4;4L;

B)*:;:

%功能探索关键词的突变点(由图
#

可知(凸显

关键词为"心理#(开始于
!""T

年(结束于
!""F

年(突

变时间持续两年(表明
!""T?!""F

年研究者主要关

注留守儿童心理问题(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这两年研

究开展了大量有关留守儿童心理的现状调查*

图
#

!

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前沿演进

'二(我国青少年网络研究的热点分析

#=

高频关键词的词频分析

对所有文献中
&#"

个关键词出现频次排在前

&"

的进行排序$见表
#

%*

表
#

!

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OWG&"

(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

留守儿童
&T! ##

应对方式
!# !#

心理
#"

!

心理健康
#&& #!

精神卫生
!" !!

家庭教育
F

&

农村留守儿童
TF #&

人格特征
#@ !&

心理健康教育
T

A

心理问题
@% #A

心理弹性
#@ !A

心理韧性
T

@

农村
AT #@

人格
#A !@

学生
%

$

社会支持
&% #$

主观幸福感
#& !$

保护性因素
%

%

儿童
!$ #%

自我意识
#& !%

孤独
%

T

对策
!@ #T

农村人口
#& !T

积极心理学
%

F

孤独感
!@ #F

心理发展
#& !F

干预
%

#"

影响因素
!# !"

问题行为
#! &"

自尊
%

!!

由表
#

可知(前
&"

个关键词呈现的频次为
&$"

次(占关键词总频次的
!!=!e

*在排除研究对象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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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儿童等%为关键词后(排

在前
#"

位关键词依次为心理健康$

#&&

%,心理问题

$

@%

%,社会支持$

&%

%,对策$

!@

%,孤独感$

!@

%,影响因

素$

!#

%,应对方式$

!#

%,精神卫生$

!"

%,人格特征

$

#@

%和心理弹性$

#@

%(这初步表明国内有关留守儿

童心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心理健康,心理问题,精

神卫生,社会支持,孤独感,应对方式,人格特征和心

理弹性等心理的研究(并探讨了相关心理的影响因

素及对策*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关键词知识图谱

$见图
!

%也直观的展示了这一结果)除研究对象$留

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儿童等%外(关键词"心理健

康#出现的频次最高(其圆圈最大("心理问题#和"社

会支持#次之*

!=

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采用
U2;4/

J

,L4

(

软件中的聚类分析功能(对我

国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结果

显示(模板值$

7(M)-,*2;

<

(

Q

值%为
"=$F

,平均轮廓

值$

:2-0()4;;4

(

/

值%为
"=&&

(依据特定标准&

F

'

(

Q

值

在
"?#

之间(

/

值大于
"=&

(表明此次聚类分析出来

的结构是显著的*图
&

直观显示了留守儿童心理研

究的聚类分析(结果见图
!?&

*

图
!

!

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关键词图谱

图
&

!

我国留守儿童心理研究的聚类分析图

!!

种类
)

"

为最大类(由
!T

篇文献构成(

/

值为

"=F$

(包括"农村#,"心理问题#,"应对策略#,"心理

健康教育#,"心理干预#,"对策#,"教育对策#等关键

词(其主要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及对策

研究&

#"?#!

'

*种类
)

#

为第二大类(由
!T

篇文献构

成(

/

值为
"=T!

(包括"精神卫生#,"农村人口#,"儿

童监护#,"人格#和"对比研究#等关键词(主要涉及

农村留守儿童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特征的关系研究

等&

#&?#@

'

*种类
)

!

为第三大类(由
!$

篇文献构成(

/

值为
"=T&

(包括"留守儿童#,"应对方式#,"问题行

为#,"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教养方式#和

"亲子关系#等关键词(主要涉及留守儿童的问题行

为&

#$?#%

'

,主观幸福感&

#T?#F

'及生活满意度&

!"?!#

'等心

理及相关因素研究*种类
)

&

为第四大类(由
!T

篇

文献构成(

/

值为
"=T%

(包括"孤独感#,"社会支持#,

"自我意识#,"影响因素#等关键词(主要涉及留守儿

童的孤独感及其与社会支持,自我意识等的关系研

究&

!!?!A

'

*种类
)

A

为第五大类(由
!$

篇文献构成(

/

值为
"=T%

(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安

全感#等关键词(主要涉及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家庭

教育对策研究&

!@?!$

'

*

四%结论与启示

!""T

年
?!""F

年(研究者高度重视留守儿童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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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王东华(等)我国留守儿童心理研究前沿演进与热点领域

心理状况研究(通过文献的梳理发现(这两年研究开

展了大量有关留守儿童心理的现状调查(这与刘霞

等人撰写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
4̂;,

分

析#

&

!%

'一文中所纳入的文献可以得到佐证(这主要

与
!""%

年国务院农民工办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

况研究列为前瞻性研究课题(

!""T

年全国妇联调查

结果得出留守儿童数达
@T""

万的惊人结果&

!T

'有

关(由此引发了研究者对留守儿童研究的热潮*在

热点领域方面(高频关键词结果显示排在前
#"

位关

键词依次为心理健康,心理问题,社会支持,对策,孤

独感,影响因素,应对方式,精神卫生,人格特征和心

理弹性(这初步表明国内有关留守儿童心理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诸如心理健康,孤独感等心理的影响因

素及教育对策研究(这与以往研究的综述大体一

致&

A

'

(进一步的聚类分析发现(当前留守儿童心理研

究的热点领域主要集中于五大方面)即"留守儿童心

理健康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与人格特征的关系研究#,"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主

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及相关变量研究#,"留守儿

童的孤独感及相关变量研究#和"留守儿童家庭教育

对策研究#*

目前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首先(研究取向上

仍以消极心理为主导*这从当前研究的热点领域可

以得到佐证(五大热点领域中仅第三块部分涉及留

守儿童积极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研究(并且

在仅有的留守儿童积极心理研究中(大部研究还仅

是将其作为留守儿童诸如焦虑,抑郁等消极心理的

相关变量&

!"

'进行考察*为此(今后研究者需从积极

心理学视角出发考察并培养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品

质$如感恩,希望等%(以克服其消极心理行为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感恩是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的重要

保护性因素&

!F

'

*第二(教育对策缺乏实证验证*研

究者非常重视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教育对策研究(

热点领域中的第一方面和第五方面都涉及了对策研

究*然而(这些教育对策却大多源于研究者基于现象

分析的理论思辨(抑或是基于现状调查的理论思考(

对于这些对策本身却没能付诸于实践并验证*此外(

以往研究有关教育对策大体从政府,学校和家庭等几

个方面提出(忽视了留守儿童自身的主体性&

A

'

*为

此(今后研究需探索更富实践性的教育对策(与此同

时(还应发挥留守儿童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提升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教育对策更具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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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能力持怀疑态度*调查还发现(家长参与行

为与参与态度相比偏低(家长参与的水平也就比较

低(家长的自闭症知识与儿童障碍程度,家长性别,

家庭收入又有显著关系*

何侃(王金元$

!""F

%研究了"家庭中心#的康复

模式(这个模式分为三个部分)家长交流(设计家庭

活动中的康复策略(回顾与重新评价*家长在专业

的指导下直接面对孩子的障碍进行干预(不仅可以

提高自身素质(还能形成更好的教育信念*赵润成

$

!"#&

%对家庭治疗在自闭症儿童进行了个案研究中

发现对一名
@

岁自闭症儿童进行家庭治疗三个月

后(后测结果显示)儿童的"讲话,语言,沟通#上有明

显进步(生活能力和学习能力都有较明显提升&

#&

'

*

三%未来研究方向

家庭治疗强调家庭整体的参与和家庭成员之间

的互动*专业人员作为"外人#介入(需要首先让家

庭成员接纳,信任自己(然后在一起活动过程中帮助

家庭卸下防御(重塑家庭角色(以提升自闭症儿童的

语言能力,交流能力,适应社会能力(以此为着眼点(

发挥好辅助者的作用*这里的专业人员不用是家庭

治疗师(只要是了解自闭症的心理咨询师就可以了(

这样一方面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训练的时间,地

点也可以随家长的时间来安排(在生活化的训练中

增强亲子关系!另一方面(还大量减少了国家,社会

兴办康复机构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让这些资源更好

的运用到实处*可以说(家庭中心的干预治疗是未

来我国身心障碍儿童康复的新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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