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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
问题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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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家庭教育作为最普遍、最基础的教育方式，在个人成长、家庭

幸福、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导致留守儿童缺乏家庭教育，使其在教育、心理、道德等方面都面临危机。教育儿童是社会、家庭、

学校三个方面的责任，家庭是孩子最直接的社交化场所，而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是影响儿童

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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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must vigorously develop rural education, and ru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development. As the most common and basic education method, family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ersonal 
growth, family happine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the family education of rural left behind children has attracted 
much social attention. Due to the long absence of parents, the lack of family education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has led to the education 
crisis,psychology, and morality. Educating children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society, family and school. Family is the most direct 
socializing place for children, and parents are children's fi rst teachers. Their educational ideas and methods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 ect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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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现状

1.1留守儿童监护现状

通过访谈结果发现，目前，H村的留守儿童监护形式

以代际监护为主，继代际监护之后是单亲监护和其他亲属   

监护。

在访谈中，共有5名代际监护人。这些留守儿童的父

亲和母亲都在外地打工，他们把自己的孩子交给爷爷奶奶

或姥姥姥爷来抚养。可想而知，这种监护形式存在很多

问题。首先，老人们在体力和精力上都受到限制，通常无

法很好地对孩子进行教育。而且，因为年纪相差太多，他

们在与孩子沟通时，存在很大的代沟，无法进行有效的沟

通。还有2名单亲监护人，孩子长期与父亲或母亲一方生活

在一起，这样的父亲或母亲被称为单亲监护人[1]。

1.2家庭教育现状

通过访谈结果来看，H村的留守儿童在进行家庭教育

时，一般采用微信电话或视频等方式，沟通的内容以学

习、生活为主。在外出打工的父母工作繁忙，很少有空余

的时间，再加上孩子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只有在

周末才会和他们联系。由于长期的离别，留守儿童与家长

之间的情感交流存在着一定的隔阂，致使部分儿童认为家

长的言语并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2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2.1监护人对留守儿童教育力不从心

访谈发现，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是60多岁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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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为青年人和中年人的迁移，种地、家务等重体力劳

动向老年人转移。由于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不好，自我保护

能力差，农活繁重，很难抽出时间和精力来照料留守儿

童，导致家庭教育很难有效的进行。在8个被访谈家庭中，

他们的家庭教育方式主要是暴力监护、溺爱监护以及放任

监护。这三种监护方式导致了留守儿童在学习和生活上都

会出现很多问题[2]。

2.2监护人缺乏对留守儿童学习上的指导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代际监护人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

如祖父母文化程度较低，且多为文盲或半文盲。虽然有代

际监护人关心孩子的学习，但是，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

制，这些监护人无法引导学生有效的完成家庭作业，更谈

不上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法及时

完成作业、缺乏扎实的知识，这些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会

持续下降，导致他们最终对学习丧失了兴趣[3]。

2.3监护人过度溺爱导致道德失范

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时间分离，没有父母爱的陪伴的日子

里，父母总是希望能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在物质

上，只要是父母能给的，他们都会尽力满足，从而产生了

溺爱现象；在生活方面，都是家长包办。可见，家长对子

女的过分溺爱，造成了部分儿童没有尊重老人的意识，认

为老人理所应当为他们做一切事情。其中，留守儿童道德

教育主要表现为留守儿童不遵守学校纪律、打架斗殴、违

反校纪等方面。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所限，他们的道德

认识尚处在萌芽状态，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没有足够的

判断力，不能获得父母的帮助，从而导致他们产生了不同

的社会观念和价值观，从而导致了他们的犯罪行为。

2.4父母缺少对留守儿童的言传身教

在家庭教育中，没有什么能取代父母对子女的影响，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可以找到父母的影子。著名教育家

马卡连柯曾说：“一个家长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每一行

为举止的注重，就是对子女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教育方

法。”[4]通过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好的表率，对

孩子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孩子最初的行为习

惯，都是从模仿父母而来的。根据留守儿童的访谈结果来

看，首先，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居住在外地，大多数一年

只回一次家，这就造成了他们不能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言传

身教。其次，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在

日常生活中，会出现说脏话、暴力等不良行为，而模仿是

儿童最主要的学习方式之一，这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都

会产生不良影响。

3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家庭方面

3.1.1父母的角色效应弱化

家庭成员在孩子的健康成长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父母外

出务工造成了家庭教育的缺失，父母的角色地位也随之降

低。留守儿童因为与父母长期分离不能体会到母爱与父

爱，它破坏了儿童辨别是非的能力，破坏了道德判断的标

准。这必然影响孩子的心理发展、人格的形成，进而影响

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道德修养。此外，到城市打工的农村

父母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对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认识不

足，对家庭教育缺乏责任感。正因如此，到大城市工作的

父母越来越多，对孩子的教育也越来越少，孩子的人生成

长也会没有方向。

3.1.2过分依赖学校教育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学校就像他们的第二个家，是

他们最主要的学习地点。学校教育的首要作用就是对人类

文化与知识的继承，它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知识获取

能力，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多元化的专门人才。在这

种情况下，很多父母只能依靠学校来承担子女的教育，因

此，学校已经变成了“托儿所”。而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

和城里相比是落后的，农村教师在艰难的教育环境中也很

难全面的关注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状况，在教育资

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留守儿童往往被忽略。

3.2学校方面

3.2.1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形同虚设”

农村的学校受到公共经费、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条

件的制约，在学校只能开设一些固定的教学科目，例如语

文、数学和英语等主科课程，不能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安

全教育等特色课程[5]。尽管进行了相应的教学，但由于缺少

受过专业培训的老师，教学内容也只是流于表面。长此以

往，农村留守儿童缺乏心理、安全、法律等教育，而这恰

恰是他们了解世界、与外界交往的主要途径，因此，开设

心理健康教育等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教育缺失导致了

的留守儿童关爱缺失、人格缺失、心理发育障碍等问题，

需要学校和教师的关注与指导。

3.2.2教师“忽视”留守儿童

对于留守儿童，学校和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他们父

母缺位时的替代者角色，承担起了帮助留守儿童实现社会

化的重任。然而，学校教育有明显的局限性，教师们大多

数没有明确意识到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以及这些儿童

的心理需求[6]。老师对学生的重视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

生的表现，有的老师对成绩好的孩子更加看重，而对成绩

差的留守儿童漠不关心，导致这些孩子越来越落后。根据

一项调查，农村留守儿童的考试及格率只有60%，而普通学

生的及格率为87%。因此，留守儿童往往是被教师忽略的群

体。此外，大多数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比较差，师资力量

比较薄弱，有些教师一人负责多年级、多班级的教学，根

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这些留守儿童的感受，即使老师

偶尔会给他们一些身体和心理上的关心，但也只是一种形

式，对他们而言，在学校里，课本上的知识是最重要的，

心理上的辅导完全不必要。但农村留守儿童缺乏家庭教

育，必须加强对其心理因素的指导和支持，以促进其健康

成长[7]。

3.3社会环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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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农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尚未形成

通过访谈结果发现，在农村地区，监护人缺乏家庭教

育的理论和方法，也因此引发了许多问题。但是他们找不

到渠道去学习，学校、教育部门有这样的能力，但他们却

缺乏为家长提供服务的意识。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没有

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使得农村留守儿童的

家庭教育资源比较匮乏。近年来，尽管我国出台了许多家

庭教育指导政策，但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和接受程度不是很

高，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并没有形成。在访谈中，当被问及

是否从学校或其它任何地方获得帮助时，监护人们都说没

有。这种现象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这种资源与需求不匹

配，监护人缺少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制约了留守儿童家

庭教育有效发展。

3.3.2社会工作介入服务不足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家庭，没有一个完整

的家庭，缺乏父母的关爱，对他们的心理伤害和社会化都

有很大的影响[8]。因此，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是社区工作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调查发现，由于当前社会工作在留守

儿童家庭教育中的作用还不够充分，有关方面的工作人员

没有深入到他们的家庭中去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从而造

成了缺少针对性的服务。比如，有关部门对农村儿童的家

庭教育还不够重视，他们的生活太单调，大部分的时间都

花在学校、家里，很少参与课外活动，对社会的认识也不

够深入，因些，社会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社会工作的功能，

让他们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和帮助，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   

童年。

4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解决对策

4.1提高监护人家庭教育的意识，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

理念

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先教育自己，然后才能教育子

女。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也是在不断地学习、认识自己。

在这一过程中，家长或监护人应转变教育态度，增强自我

意识，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树立平等、民主的教育

方法，尊重孩子的情感、自尊和选择，增强孩子的思想意

识，要重视学生的道德修养，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此基础上，父母应该加强对家庭教育的研究，充分认识

和理解儿童的心理特征，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其进行针

对性的教育。家长和监护人也应该加强对孩子的责任意

识，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子女的成长不只是衣食住行，

还有教育，父母要尽力为子女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结构和

良好的家庭氛围。

4.2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

根据访谈结果来看，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缺乏家庭教育，

时常会出现心理问题，因此，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十

分必要的，应采取“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中的

问题和困惑。此外，还应对留守儿童教师进行了经常性的

培训。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到留守儿童缺少关爱、心理上

的弱势，更加关注他们的学业、生活。学校和老师必须转

变这种以分数衡量学生、注重录取率的观点。对于有严重

被忽视的孩子的班级，学校可能会指派专门的工作人员来

协助他们的学业和生活需求。因为留守儿童缺乏很多父母

的爱，容易出现心理虚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成长中的

孩子好奇心和求知欲很强，帮助留守儿童分散注意力，形

成良好的学习兴趣，树立信心，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

4.3开展积极有效的社会工作和社区教育

社会工作者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首先，社会工作者应该建立有针对性的帮扶计划，建

立完整的个案，这是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的根

本。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走访、家访等途径，并针对其特

点，制订具体的帮扶计划。例如，笔者通过走访了东郊乡

后水五村，并深入的了解到了8个留守儿童的个案。其次，

社会工作者应该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促使留守儿童

可以更有效地融入社会。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社工可以

从两个方面来推动留守儿童的参与。第一，社会工作者应

积极鼓励留守儿童参与，提高他们的自觉性。第二，在社

区中开展对留守儿童的救助，增强与他们的交往，获得留

守儿童家庭的信任，从根本上解决其家庭教育问题。

5　结语

农民工为我国劳动力输入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但其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是受教育的弱势群体，因

此，社会、学校、家庭要齐心协力，对其家庭教育进行帮

助。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

社会各界的重视，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共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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