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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同时，学校可以通过活动向不同区域的学生介绍本地

特色，加强家乡与异地的融合，让学生适应异地生活。

政 府 建 立 财 政 转 移 支 付 专 项 资 金 。 政 府 加 大 对 子

弟学校的投资力度，放宽农民工子弟入学条件，为农民

工子弟学校购置基本教学设备、改善食堂卫生条件、加

强安全设施保障，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良好的公共教育环

境。做好学校教师的培训工作，对心理知识进行相应补

充；开设特色课程，根据随迁子女的特征进行有针对性

的教育。

教师引导宣传促进班级团结。随迁子女在新城市的

教育和心理问题需要教师积极引导。儿童正处于认知发

展阶段，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教师要发挥教育的力量，

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可以通过开班会的形式，

教育学生尊重他人、与同学团结友爱；通过组织活动的

方式，加强班级凝聚力；通过开展健康教育专题课，帮

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提高随迁学生的自信心；

通过举行家长会，提高随迁子女家长的重视程度，分享

教育心得。教师在学生的成长中扮演重要角色，教师如

同艺术家，是学生灵魂的塑造者，因此，教师发挥教育

的力量对随迁子女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结　语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希望，将儿童培养成

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的目标。儿童心理

发展健康关系着儿童能否健康发展、如何健康发展、发

展成为什么样的人。儿童受年龄的限制，身心发展不够

成熟，难以进行自我调节，容易走向歧途，这就需要社

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帮助儿童健康发展。儿童

心理健康受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改善儿童生活

环境是帮助儿童健康发展的途径。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是重点关注对象，他们或是缺少

父母教养，或是缺少外界的正确认知和合理对待，容易

出现心理问题。对比留守儿童，随迁儿童在父母的陪伴

下拥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但也面临着来自周围环境的心

理压力，如：缺乏适应能力和遭遇外界的歧视感。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提出应对措施，社会、学校、家庭应当各

司其职，守护随迁子女适应新的学习和生长环境。除了

随迁子女外，留守是父母的无奈决定，无论是留守儿童

还是随迁儿童，都需要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帮助其快乐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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