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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郭永禄　龚陈秀　陈泓伶　张茂花

（宜宾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农村留守儿童被国内多个学界作为研究重点进行了广泛讨论，运

用这一专业视角分析了他们的群体发展现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促进了人们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认识不断深入，并在心理、教育、社

会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此过程中，对过去学者在农村留守儿童现有领域的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和梳理，对相关研究现状的

有益的。本文的研究背景主要围绕农村留守儿童的各种视角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通过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指出当前留

守儿童现状研究的不足之处，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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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守儿童的界定上，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儿童是指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这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年龄

界定一致。以及 2016 年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联

合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

方或一方进城或外出务工而将子女留在老家继续生活和学习的未

满 16 岁的儿童。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每

年外出务工人员动辄数亿，因此，留守儿童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规

模庞大的特殊困境群体。2022 年中国留守儿童数据统计显示，目前，

我国不满 16 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 902 万人。其中，近九成

由（祖）父母抚养，还有 36 万农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从范围看，

西部省份 352 万人，占全国总数的 39.02％。

作为一个持续而突出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农村留守儿童群

体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不同学科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农村

留守儿童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农村留守

儿童研究视角，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多个学科。

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

近年来，父母与子女分离，从而对农村留守儿童产生了一系

列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各种新闻报道屡见不鲜，让人揪心不已。

同时涌现出大量调查报告、学术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社

会支持现状等作了系统的研究，从不同的切入点加以分析，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和创新性。在这里，本文将采用有代表性的观点归

类归纳。

（一）综合性研究

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受隔

代教养方式、乡村朋辈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由于内外部环境因素，

很容易导致他们在人格心理和行为方式上的“畸形”，面临一系

列障碍。如学习意愿不强，内心孤独自卑，行为举止易出现偏差

（2023，王娟）等。朱旭东等（2022）从儿童综合发展观的角度，

指出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综合、综合发展扶持机制和体制的问题，

儿童健康安全知识和认知不足，公民道德发育不足，个性两极，

扶持资源有限，提倡发展多方合作模式，探索多学科扶持路径，

立法建章立制，保障保护性、支持性、补充性服务等问题。

（二）学科化研究

1. 教育学角度

国内众多研究者基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这一主题，从宏

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以政府为主导，以政府、家庭、家

庭为主体的齐抓共管。通过搭建大数据平台，优化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学校管理，加强家校合作，主动与孩子双向沟通，为帮助留

守儿童更好地适应环境（赵雪梅等，2018），构建学校、留守儿

童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张学浪（2015）认为，解决留守儿童发

展问题必须多方协作，但学校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但目前

农村学校普遍存在教育目的不足设置不足建设不足环境不足等问

题，因此理性反思留守儿童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产生的原因，探索

出一条有助于留守儿童健康发展的创新路径。

2. 心理学角度

针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者多采用实证分析方法，

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态产生的影响进行验证。朱斯琴（2016）

认为，父母外出对孩子的内心和外部心理健康都有明显的影响，

从性别上来说还是一样的，但是男孩相对于女孩来说，影响还是

比较大的。刘华锦等（2015）对四川省金堂县初中阶段 293 名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采取自制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家长

外出打工时间长，孩子外出打工年龄大，对亲子关系影响明显。

同时，外部因素和性别、性格等内在因素，如经济状况、不同留

守类型和家庭教育方式等，都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2017

年，王素华）。

3. 社会学角度

社会学届对留守儿童存在的社会问题，做出了大致相似的社会

支持介入路径探究，黄辉（2022）等研究发现，一方面社会支持可

以直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水平，另一方面，社会支持可

以通过自尊心理，间接影响到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社会支持的介

入路径解决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留守儿童问题，必须构建“三位

一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模式，依托政府主导作用，加快制度建设（2012

年卢利亚），指出层级政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要通过顶层

设计动态构建制度支持体系，需要政府、学校、志愿者等社会支持

群体共同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在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建设（2020

年杨玉萍）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推动关爱保护政

策有效落地，从而完善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

（三）多元化研究

1. 年龄层及性别角度

不同年龄层和不同性别留守儿童问题表现不同，发现留守男



236 Vol. 5 No. 02 2023育人方略

童和留守女童在性别角色认同、学习动机、情感支持、自我认识、

人际交往和自控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初中学段的留守女童比男

童存在更多问题（刘华锦等人，2015），从留守儿童社会失范在数量、

程度和表现形式上也存在显著性别差异，留守儿童社会失范数量

上女童大于男童（史文娟等，2017），提出完善留守儿童心理健

康发展保护机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保护留守女孩的人

身安全不受侵犯。万鹏宇等（2017）发现，初中留守儿童情感平衡、

问题行为、心理韧性两两相关显著，性别在初中留守儿童情感平

衡与问题行为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初中留守男生的

情感平衡对问题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强，在处理留守儿童心理

问题时，应作出个性化区分。

2. 民族及地域角度

有研究认为留守儿童社会支持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儿童所获

得的社会支持更低。他们认为东部双亲外出的儿童社会支持低于

单亲外出和非留守儿童，西部不同留守状态的儿童只存在客观支

持上的差异，双亲均外出的留守儿童所获得的客观支持更低（岳

颂华，2015）。张晓琴（2021）访谈了四川民族地区 30 名留守儿

童，发现留守儿童存在学习困难及心理行为问题，在四川民族地区，

抚养儿童的重任通常由祖父辈承担，留守儿童受此影响接收到的

教育观念普遍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留守儿童身心发展。

3. 关联性分析角度

从区分分析方法和介入主体进行归类现状。王妍等（2019）

基于中国西北某省 130 所农村小学 12200 多名学生的面板数据，

使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父母务工返乡对一般的

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并无显著影响。但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

对于家庭比较贫困的学生，父母务工返乡对其学业表现有显著负

面影响。再者父母外出打工将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

响表现为母亲外出不在家的留守儿童，学业成绩低于父母都在家

的儿童（张瑶等，2018，刘若瑾，2021）等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

相对剥夺感与主观幸福感相互影响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主观幸福

感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相对剥夺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支

持的调节。

二、文献评述

我国对农村留守儿童现有问题状况研究表明，留守儿童诸多

问题的产生与解决路径与其周围环境中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

观层面的有关系统的社会支持有关，学者们从自身学科专业角度

出发，围绕构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体系，从政府福利治理角度、

家校合作角度、社会融合角度等多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从本课

题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在研究对策上，学界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提出强化家庭监护责任意识、完善学校针对留守儿童的特殊关爱

制度，联合多方资源搭建关爱留守儿童服务平台，使社会各界纷

纷以自我途径“伸出援手”。但在这些研究中也存在着欠缺和不

足的地方：一是研究内容方面，新颖角度研究较少，内容重复较多。

主题定位范围较大，现状内容泛泛而谈，缺乏精确性、综合性实

证数据支撑。二是研究时间方面，由于客观原因限制，长时间的

追踪研究少，多只是短时间的横向研究。三是调查研究方法方面，

大多采用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假设，存在弊端，有些

只是简单的数据分析，缺少人文关怀。或部分采用质性分析方法，

但存在样本收集数量少，且具有片面性，不具有推广到较大区域

的延展性。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解决路径，必须着眼于社会支持这

个大系统，同时从儿童自身需求出发，我们不仅要看到多方主体

各自代表的作用，还需政府、学校、社会及个人家庭各个系统互

动合作，合力形成多元社会支持网络体系，明晰各方权责界限，

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化被动为主动，主动制定相应支持政策，完善

资源输送机制、资金保障机制、行政管理机制等，及时预防和干预，

以期为农村留守儿童可持续性社会支持发展提供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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