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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守儿童存在问题的现状研究 
魏雨萌  程璐  赵庆辈  黄鑫  张乐 

（西安培华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要：留守儿童教育难题是一个十分繁杂、地方性的社会难题，需要有工作部门相关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统筹规
划，全力紧密配合 、共同努力，构成群策群力的 极好新格局 。妥善解决好留守儿童教育结构性问题将有利于更进
一步大幅提升农户的文化思想素质 ，进一步提高 我国乡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因而，高度关注并不断加强留守儿童教
育势必会推动乡村的速度更快发展、社会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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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ducation probl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s a very complex and local social problem, which requires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make overall plans, close cooperation 
and joint efforts to form an excellent new pattern of collective wisdom and efforts. Properly solving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educa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will be conducive to further improving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quality of farmers and 
further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hina's rural population. Therefo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and constantly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s bound to promote the faster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the common 
progress of society.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education; problems; causes; countermeasures 
 
儿童正处于性格发展的关键时期。教育和指导可以

帮助他们快乐成长，发展健康的心理健康，并为未来的

发展奠定基础。目前，许多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较少，

学习行为水平较低，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和不良习惯没

有得到及时纠正和开展。基于此，教师应发挥重要作用，

挖掘留守儿童的问题，了解留守儿童的行为，促进学生

的健康发展。 

一、留守儿童生活和教育现状 
（一）物质生活已有基本保障，但家庭教育严重缺

失 

我国乡村地区客观条件艰难，经济发展落后，农业

生产能力生产收益低，近些年务工仍然是农民增收的重

要渠道。出门打工极大改变了农户家庭的经济条件，大

多数学生不再拖欠学杂费，甚至家长还给学生买记本电

脑和智能手机等。不少家长外出打工，以至于孩子没有

可以交流的人，变成了留守儿童。 

（二）全社会高度重视，但任务依然艰巨 

自 2012 年以来,全国妇女协会与教育部共同启蒙和

中央机关和其他保安事务部农村儿童联合开展试点项目

的农村儿童保护服务体系早已成立国家进行示范各种援

助儿童援助系统,以及城区样本总的来说，他们正在积极

研究农村儿童服务的长期机制。2016 年 2 月 14 日国务院

发表的报告《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

见》明确农村共同妥善解决保护儿童问题战略,历史上首

次明确农村参与党委的组织领导机制,局长,主管部门和

团体管理。教育部要求在国家教育部执行三个优先事项:

优先保证儿童寄宿需求、食品安全以及确保交通安全。

甘肃省将农村儿童保护纳入工作计划……尽管社会在这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因为我国仍

有大量儿童成长迅速、普遍和不稳定，与保护有关的安

全事件不时发生。 

（三）留守儿童在学校中的教育困境现阶段 

农村学校的教师匮乏，处境艰难，学校自愿承担教

育和照顾辍学学生的双重责任，帮助他们学习和生活。

然而，由于社会和家庭等因素，一些留学生遭受厌学症

等不良行为，学校的作用很难充分发挥。在实际教学期

间，一些学生不能严格遵守学校的规则，在教室里做些

小动作，课外活动不能按时完成，也违反了学校的教学

秩序。 

二、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格发展不健全 

父母在抚养孩子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

在家庭教育方面，住在村子里的父母多年来一直不在家，

一个月打一次电话回家，甚至一个新年打一次电话，他

们很多人都没见过或说过话。由于差距和缺陷家庭教育

内部封闭的不足,很多孩子出现自闭、焦虑、缺乏安全感,

造成任性、冲动易怒,逆反心理问题。与此同时，作为一

名监护人，这个孩子正在高速成长，早期教育在个人特

征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住在农村地区的父母每隔一

个半月或一个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更不用说每年回家

一次了，没有见过孩子，也没有和他们说几次话。由于

突然分离或缺乏家庭教育，许多儿童出现内向、沉默、

不听话、冲动等心理问题。此外，作为监护人的祖父母，

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差异，他们往往不知道该怎样教育自

己的孙子，而父母则会把大部分原因归结到祖父母身上。

这种做法不仅不会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会加剧双方之间

的冲突，使儿童健康发展变得更加困难。最终，这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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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保持这种状态的孩子要么变得更加沉默，要么变得

更加叛逆。 

（二）学习观念偏差，无学习兴趣 

由于家庭监管不足和学校教育疏忽，一些儿童普遍

患有厌学症，认为“读书是徒劳的”。缺乏主动性、自主

性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教育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

看到很多没有知识的人也可以赚钱，所以他们认为长期

的学习生涯基本上是不必要的。这样，剩下的孩子就很

容易想出离开学校，在工作中赚钱的主意。孩子会认为

认为金钱是第一位的。他们把自己的家的不足和对社会

和金钱的失望归结为社会和金钱，认为金钱可以买到幸

福。 

（三）心理问题骤增 

由于缺乏情感和心理照顾，长期与父母沟通的时间

有限，很少有人向寻求帮助的人说话或寻求帮助，与外

界接触较少或较少。他们经常表现出情绪冷漠、行为孤

僻、悲观主义、悲观主义、无法表达自己的问题、固有

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问题。 

（四）安全隐患较多 

绝大多数农村学校的学生都住在家里，而不是在学

校。由于绝大多数留守儿童与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生活在

一起，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被监护人忽视。比如，在

饮食习惯上，不喝生水、不吃“三无”食品，注意个人

卫生，勤洗漱、换衣服等。由于没有住处，孩子每天要

往返学校两趟，途中的安全隐患也是一大问题。有的要

过马路，有的要过河进山，有的要走很远的路，存在安

全隐患。例如，在夏季，许多儿童前往湖泊和河漫滩游

泳，这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在学校，监护人与学校

之间存在安全沟通的“真空”。学校不普及，监护人普遍

缺乏安全防护知识和能力，导致留守儿童受伤、致残等

安全隐患随处可见。此外，无人看管的儿童是犯罪分子

虐待的主要对象，无人看管的女童面临的风险更大。 

（五）道德意识淡薄 

由于缺乏家庭教育，儿童在行为和价值观方面缺乏

适当的指导和指导，缺乏道德教育和纪律，这使他们更

容易偏离基本的道德价值观。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

德行为准则、自恋、自私、挥霍金钱、语言等习惯，打

架，做坏事，互相掩护，说“朋友”；贿赂的同学写作业

或考试作弊，学生不能正确的判断,明辨是非,对它们的健

康发展起到了坏作用。 

三、留守儿童存在问题的建议 
（一）学校要倾注爱心，强化管理 

学校应该把“留守儿童”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紧急

工作。每个班级都必须创建“留守儿童”的个人档案，

这些档案将被共同用来管理学校的部署。例如特殊学校

课程管理方案等。父母和孩子之间需定期电话联系，根

据孩子在学校内外的行为，班长正在尽其所能确保孩子

定期与父母接触;必须立即找到解决其他一些学生的不良

倾向以及在学校内外开放的问题的办法，耐心地说服和

教育他们;定期上门拜访、定期监护权研讨会、经验交流、

“保护儿童”教育、交流和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计划。

学校和教师应该更加关注“剩余的孩子”，鼓励和帮助。

对于那些长期留守，父母不关心的孩子来说，爱是教育

的基础，应该把爱放在第一位。 

（二）教师要体贴入微，加强指导 

老师应该好好教育学生，努力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我们需要对孩子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解他们的家庭结

构，关系，性格特征，行为习惯，道德品质。为他们制

作心理健康卡，密切监测每个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并

提供详细的记录，及时制止和正确引导他们的不良行为，

并适当地教育他们的心理训练，使他们更加平静。由于

父母的缺席，他无法与父母交流，他们内心相对孤独。

为了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保持这种情感上的差距，老师必

须更多地弥补他们的情感上的差距。这意味着我们必须

深入学生的生活，进入学生的家庭，经常在情感上与这

些学生交流，以填补他们没有父母陪伴的空白。与此同

时，各种形式的集体活动定期进行。比如，给他们一个

生日，让他们所有的同学都能照顾他们，摆脱他们的孤

独和悲伤，让他们在集体中感到温暖。 

（三）家长要承担起责任，形成合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经济水平逐渐上升，

与此同时网络通信水平发展的速度也随之提升。父母可

以通过手机微信的方式多与孩子视频通话，如果家里老

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可以尝试多与孩子的老师沟通，

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学习状况。父母一定要避免出

现“甩手掌柜”的现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导师，多

了解孩子的内收世界和情绪可以及时发现孩子的不良情

绪和生活习惯等。定期与孩子沟通，了解孩子情况，调

节孩子情绪，及时掌握孩子的动态、生活习惯、学习情

况、身体健康状况，提高孩子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让孩

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四）政府要关爱留守儿童，采取措施 

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确保教育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这是政府的责任。首先，政府必须提供义务教育，以便

实施义务教育法，使农村和贫穷地区的义务教育尽可能

免费，使农村儿童能够上学。第二，应促进农村教育的

普及、联合教育机构、集中教育资源、建立农村寄宿学

校，并在学校建立专门管理国内儿童教育的相关学校。

农村小学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增加，寄宿学校建设，为儿

童吸收剩余寄宿学校。省级政府必须发挥爱商店的作用，

包括儿童作为被告，真正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鼓励他

们自给自足和密集的教育，使他们感到社区大家庭的温

暖。第三，打破现有的城市化户口壁垒，建立符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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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0 页） 
发展的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合理移动，采取适当措施，

使农民能够进入城市，而他们的孩子可以进入城市并接

受教育。 

（五）社会要鼎力相助，互补共生 

根据我们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社会力量在加强和

改善农村社区或机构教育方面的主要作用是充分弥补社

会教育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不足，并确保互补共

生。具体措施可由基层机构或政党组织、妇女协会、农

村委员会和学校共同在农村地区建立教育和托管制度。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普遍的社会问题，

仅依靠个人和学校力量很难完全解决，这需要社会各方

面的参与。随着留守儿童的数量逐年攀升，社会人士的

力量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种社会性公益组织可

以多组织人员看望留守儿童，参与他们的学习与生活，

多关心他们，让留守儿童能够体会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积极引导他们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养乐观开朗的

性格，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关心他们、了解他们，为

他们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四、结语 
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一个特殊群

体，他们的父母外出务工，虽然从个人角度讲是为了家

庭生活的富裕，但同时，他们也为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他们幼小的孩子留在了家里，这些儿童远

离父母，失去了在父母怀里撒娇的权利，不但如此，他

们生活中缺少关爱，心理上缺少沟通和理解，调查显示，

这一群体很大比例存在着心理上或轻或重的问题，他们

心底呼唤着父母的归来，同时也呼唤着来自社会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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