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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建设工作的持续开展，来自农村地区的转移人
口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这部分人群虽然为城市与乡村建设贡献了
巨大力量，但同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他们的孩子成为了农村
地区的留守儿童。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因此必
须更加重视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群体，帮助他们解决成长过程中
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心和爱
护。为此，相关教育人员要积极开发校外教育的优质资源，为
孩子们打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1  留守儿童概述
留守儿童主要来自农村和乡镇地区，由于他们的父母选择到

城市或海外打工，因此并不能够亲力亲为的完成下一代的抚养任
务，不得不将自己的孩子交由其他家庭成员来照看。随着留守
儿童数量的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开始关注这部分特殊
的儿童群体。有部分学者认为，留守儿童主要是对孩子与家长
之间的亲子离异现象所作出的描绘；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留
守儿童所指的是因家长出外工作而不得不将其留在户籍所在地的
儿童。整体而言，留守儿童主要是指年龄在16 岁以下的小学或
初中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被留
在家乡由其他家庭成员照顾的儿童群体。

2  面向留守儿童开发校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措施建议
2.1构建留守儿童校外活动场所
对于正处于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而言，他们更加容易出现各

种不良的心理障碍和情绪，例如自卑、害怕社交、渴望关爱以及
过度敏感等等。为了能够进一步激发这部分儿童的潜力，让他们
可以更好地融入到校园生活中，可以有针对性地组织不同主题的
文体活动，将有着共同爱好和兴趣特长的留守儿童组织到一起，
让他们在校外活动场所中一起学习、游戏。通过此种方式，不仅
可以让留守儿童充分感受到社会家庭的温暖，同时也能够强化他
们的合作意识，缓解不良压力。

2.2开展专题教育
2.2.1心理教育
大多数留守儿童在内心深处都有着很多的想法，但由于他们

存在着一定的自卑心理，因此并不会主动向他人诉说或寻求帮助。
这样的孩子经常会做出一些令人惊讶的举动，即使是一个微小的
打击，都会让他们的心理防线崩溃，竟然产生绝望的感受。为此，
在开展校外专题教育时，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留守儿童的心理
健康教育上，从他们的角度出发来与之谈心，尊重孩子们的每一
个想法和意见，并采用平和的态度来引导他们正确排解压力。

2.2.2亲情教育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尊老爱幼，每一位华夏儿女都非常重

视亲情、重视家庭、重视人伦。因此，为了能够帮助留守儿童健
康快乐的成长，在专题教育中要凸显出亲情元素。由于留守儿童
长时间与自己的父母相分离，因此在生活中十分缺乏关心与呵护。
教育者应当帮助留守儿童找到与父母之间的正确沟通方法，通过
微信视频、电话和短信的方式来进行交流，以此来弥补亲子之间

借助校外教育优质资源，让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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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关于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个地区中的校外教育机构应当竭尽所能的开发优
质教育资源，为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留守儿童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教育支持，以此来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为此，笔者结合自身经验
给出了几点开发校外教育资源的措施建议，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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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缺失。
2.2.3挫折教育
成为留守儿童已成事实，开展校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孩

子们丰富课余生活，因此教育者切记不要采用掩耳盗铃的方式来
组织教学活动，而是要通过适当的挫折教育来帮助孩子们更好的
面对自己当前的境遇，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直面困难和问题
的良好心态。事实上，对于正处于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而言，由
于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已经相对成熟，因此教育者应当以对待一个
成人的态度来完成教学任务。例如，可以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种类
型的比赛，让他们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正确的看待失败。并将失
败所产生的不甘和愤怒转变为下一次成功的动力，以此来形成不
屈不挠的顽强性格。

2.3组织成长教育活动
校外教育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课程辅导或作业指导，而是要与

留守儿童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让他们可以在集体氛围中体会到
关心与呵护。例如，校外教育机构可以组织留守儿童参与以生命
之水为主题的科学实验活动，让孩子们通过动手实验来了解水资
源的宝贵，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科学核心素养。此外，还可以定期
组织防火演习活动，聘请消防人员来到教育机构中，教给孩子们
正确使用灭火器和灭火栓的方法，并掌握一些在遭遇火情时自救
自保的技能。对于绝大多数的留守儿童而言，他们之所以会产生
不同程度上的自卑心理，主要是由于在家庭中缺乏父母的引导和
关心，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课余生活，尤其是在看到其
他同学有家长陪伴时，会产生十分酸楚的心情。为此，校外教育
机构还可以利用周末或假期的时间，将留守儿童组织到当地的农
业园区中进行采摘活动；同时也可以在植树节或中秋节等节日中，
带领留守儿童共同组织主题晚会，让他们在课余生活中不再形单
影只。需要强调的是，校外教育机构还要经常性地与学生家长进
行沟通，将孩子们在活动中的表现和日常的心理状态告知给家长，
共同商议出更好的教育方式。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问题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

现象，其不仅关乎孩子们本身的健康成长，同时也涉及到农村地
区的建设与稳定社会的构建。为此，农村地区的初中学校需要与
校外教育机构形成合力，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积极关注并切实
解决留守儿童的校外教育问题，帮助学生家长掌握正确与孩子进
行远程沟通的方法，以此来减少由留守儿童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促进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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