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边疆地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概况——以母村为例

1.1研究背景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缩小城乡差距，努力建设现代化。

国家在关于乡村振兴的文件中对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服务方面，

做了明确的指示，明确要提高对弱势群体的服务。从中可以看出，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度。从调研组掌握的

情况来看，该地区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国家政策的落实度、经

济水平较为落后、基层教师待遇低以及家庭教育等因素，导致了

边疆地区留守儿童的教育，还存在着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解决

边疆地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对乡村振兴教育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及地方民族团结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1.2该村留守儿童现状

调研小组走访发现，该村具有 89 名学生满足留守儿童的

条件：

该村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占比重最大。调研组走访7名留守

儿童的家庭，共发放80份调查问卷，回收76份，回收率为95%。

调研组并对该村村委、小学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到天等镇母村

原有一所小学，后因教学、生源、师资等原因，现已停办。目前，

该村三年级以上学生，需要到距离3公里的大隆村小学或到其他

地方进行就读。从调查情况来看，该村的留守儿童的人数较多，学

校与该村的距离较远，教育条件无法满足该村的教育需求，也反

映出了边疆农村教育资源有限、教育环境有待改善、留守儿童教

育问题突出。

1.3地区留守儿童人口数量大，学校师资无法满足教育需求

经崇左教育局最新数据统计显示，崇左市天等县留守儿童总

共11533人。[1]从数据显示来看，留守儿童人数占据了该县在校中

小学生总人数的21.9%，每10名学生有2名留守儿童，留守儿童

的基数非常大。同时天等县全县的教职工3046人，小学专任教师

1625人，师生比为1:19，初中专任教师607人，师生比1:26；[2]

从教师资源情况来看，全县总体不容乐观，师资较为匮乏，教

育资源远不足以支撑该地区教育的均衡发展，与城镇地区的教育

水平还具有一定的差异。

1.4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复杂

调研组发现，该村留守儿童自卑、敏感、孤僻等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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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严重，调查数据中显示有27.63% 的留守儿童曾在校园里受

到过欺凌。留守儿童因为平时与人沟通较少，在生活中缺乏安全

感和自信，内心比较脆弱。同时，监护人或代理监护人没有及时

发现他们的心理变化并对他们进行疏导，导致他们出现了消极、

恐惧的心理。具有这些心理的留守儿童，更容易在学校里受到欺

凌，给他们的成长造成创伤，进一步催生了校园打架斗殴等事件，

“严重影响了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3]

1.5该村产业单一，经济水平较为落后

该村土地类型多为旱地，种植作物主要以甘蔗、玉米等为主。

从访谈中了解到，该地区晒干的玉米约0.9元一斤，预算一千斤

的玉米大概在900—1000元。种植农作物的收入只能满足农村家

庭的基本开支。种植农作物难以给家庭增加额外的收入，当家庭

遇到突发情况时，很多家庭往往拿不出一笔较大的经费处理问题。

目前，该村只有“妈妈回家”服装手工坊，是该村的唯一产业。该

产业目前受市场、原材料、外销等因素影响，工厂的规模无法扩

大，全厂只有5员工上岗，工作时间不够稳定。工厂还时常面临

订单少、人工成本高等种种压力。从调研组实地考察的情况来看，

依靠当地目前的农业、手工纺织产业无法缓解就业问题，无法从

经济层面上为地区留守儿童教育提供有利的教育条件和保障，整

体的经济水平较为落后。

（六）该村人口劳动力流动性强，留守儿童教育环境无法得到

稳定保障

从访谈中发现，村里就业机会较少，导致该村劳动人口普遍

往外地流动，“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父母选择到外地寻求工作”。[4]又

因为留守儿童父母的就业工作的岗位十分不稳定，导致了留守儿

童教学场所频繁更换，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交流也越来越少，留守

儿童教育环境无法得到稳定的保障。

2  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2.1 父母外出打工时间长，与留守儿童之间交流时间短

该村有61.53%的留守儿童的父母一年回家一到两次家，父母

长时间不回家，导致了许多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交流出现了问

题，该村留守儿童对自己的父母逐渐陌生，甚至不想与父母进行

电话交流。“而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至少一方恰恰不能够与这些留

守儿童生活，这可能给留守儿童的成长带来不利用影响。”[5]

2.2代理监护人大多为祖父祖母辈，家庭教育容易缺失

在生活中，主要是祖辈和其他代理监护人进行留守儿童教

育，由于祖辈年纪较大，行动不便，无法为留守儿童在德、

智、体、美、劳等方面言行示范。同时，天等县天等镇母村

学习阶段 高中 中职学校 初中 小学

人数 9 6 24 50

占比例 10.10% 6.74% 26.96 56.10%

表1.1       天等县天等镇母村留守儿童的上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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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以种植玉米、甘蔗为主，在农忙期间，从客观角度来看，

代理监护人没有过多的时间陪伴在留守儿童的身边，无法顾及到

留守儿童的学习。从祖辈监管留守儿童的情况来看，更容易造

成可家庭教育的缺失。

2.3代理监护人教育观念比较落后

该村大部分留守儿童代理监护人教育观念比较落后、知识有

限，无法给留守儿童的学习提供帮助。同时，在家庭教育中，

有一部分代理监护人会有读书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会给家庭经

济造成大量负担的思想观念，经常会对留守儿童说出一些打击性

的语言，如“读不好书就去打工”。在他们的观念里，让留

守儿童外出打工有利于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改善家

庭的生活水平。

2.4代理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方式不当

该村留守儿童法定监护人和代理监护人的教育文化水平大多

处在小学、初中居多，教育观念较为落后，对留守儿童的教育

方式不当，有三个现象较为突出：第一是过分关注留守儿童的

学习成绩，忽视了留守儿童的其他方面，给留守儿童带来非常

大学习压力；第二是对留守儿童不懂得适当鼓励表扬，利用传

统打骂的教育方式对待他们的留守儿童，导致留守的身心健康的

受到较大的伤害；第三是从不过问和关心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

活，在留守儿童遇到问题时，没有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代

理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方式有待提高。

3  该地区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

3.1 该村师资匮乏，学校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该村小学在停办前，缺乏计算机、投影仪等电子设备，教

育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且仅有3 名教师在村里进行授课教学，

一名教师担任多个科目的教学，同时该3 名教师均为本地老教

师，有着一定的教龄。师资的匮乏和学校基础设施的不完善，

无法给留守儿童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

3.2 该村距离学校较远，留守儿童交通安全存在隐患

天等镇母村距离大隆村小学3.6公里，其中有3公里是县道

公路，学生上学时间较长，该公路车流量大，如果没有家长或

者监护人护送，留守儿童上学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3.3 学习主动性较差，在课堂上不善于与老师交流，留守

儿童成绩不太理想

有63.16%的留守儿童表示在课堂上很少会回答问题，留守

儿童的学习主动性较差，在课堂上不善于与老师交流，自觉性

有待提高，具有一半的留守儿童对学习不太感兴趣，有51.32%

的留守儿童平时考试成绩在70 分以下，总体成绩不太理想。

3.4三年级以上学生需要寄宿，大部分留守儿童在学习上渴

望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该村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需在学校进行寄宿管理，有77.63%

的留守儿童在学习上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学校老师

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帮助更有利于提高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

3.5 汉字书写能力有待提高,对音乐、美术等课程具有相当

大的兴趣

留守儿童的拼音知识掌握的情况较差，语文基础知识比较薄

弱，但汉字拼音和书写顺序缺少规范化的指导。该村留守儿童

有64.47%喜欢音乐，57.89%喜欢美术课程，他们更喜欢接触善

于表达及描绘自己内心世界的兴趣课堂，而学校的素质课堂较少

且传统，还不能够满足留守儿童的素质发展需要。

4  解决母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的对策

4.1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对策

建立与留守儿童、监护人、代理监护人、班主任和科任老

师五个群体的联系机制。从家庭到学校层面为留守儿童提供全面

的帮助，正确认识和了解留守儿童的性格特点，以及该阶段的

成长发展规律，鼓励留守儿童发挥自身的优势特长，培养一定

的兴趣爱好，进一步增强自己的自信心，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发展。

父母要充分利用节假日时间，通过使用电话、手机等电子

设备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

情况，定期为留守儿童解决生活和学习遇到的问题，从精神和

物质两个方面鼓励留守儿童，使其增强自信心。同时，尽量减

少父母两人都到外地打工，尽量留一个人在家陪伴留守儿童成

长，在生活中让留守儿童具有安全感。

监护人和代理监护人要转变教育观念，增强教育责任，积

极重视留守儿童的学习。监护人要及时转变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观

念，不变相打击留守儿童学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积极鼓励留

守儿童在好好学习，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不在留守儿童面前灌

输打工赚钱等观念，杜绝“读书无用论”尽量减少家庭带给留

守儿童的心理负担。

监护人和代理监护人加强自身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改变教

育方式。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为留守儿童树立榜样，教育不走三

个极端。“（1）不过分关注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忽视其他优点，打击

其积极性；（2）不利用传统的棍棒教育伤害留守儿童；（3）不一

味追求家庭经济放弃了对留守儿童的管教，从而导致留守儿童的

学习思想观念出现问题，以致留守儿童走向歪路。同时，代理监

护人需要在能力范围内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安全、温暖、健康的

成长环境”[6]充分利用农闲、周末等时间，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沟

通交流，加强关爱和关心。

4.2对于学校教育方面的对策

建立学校与法定监护人、代理监护人、科任老师一体的联

系机制，将管理细化到留守儿童的课堂学习、课下生活，学校

老师结合留守儿童的家庭情况和留守儿童自身的优、劣势进行针

对性辅导，改变留守儿童的学习现状。

学校要重视教师专业发展，加强对教师的管理和要求。定

期组织开展教学总结和交流，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对具有潜

力、责任心较强的教师，定期组织开展培训，让教师集中精力

研究教学；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教师教学责任心和学习

主动性。营造教师在生活、学习、课外活动等多方面积极关心

留守儿童的教学氛围，对于留守儿童出现的问题要了解实际情

况，积极主动探究教学方法，制定出适用于留守儿童教育的教

学计划，进一步提高留守儿童的学习能力。

建立校本课堂。开设纺织、少数民族工艺、民族舞蹈、山

歌等民族文化课堂，丰富留守儿童的课余生活，提高留守儿童

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促进少数民族地

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4.3对于政府方面的建议

积极引进专业教师人才，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加大对留

守儿童专项经费的扶持，加大对地方“儿童之家”的基础设施

的建设，改善地区学校教育设备和环境，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

健康、稳定的学习环境，积极鼓励青年大学生下到基层从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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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改变地区教育师资不足问题。组建青年志愿者团队和

大学生三下乡爱心支教团通过寒暑假期间到本地开展支教和兴趣

课堂，并开展有关于边疆地区留守儿童的文艺活动比赛，丰富

留守儿童假期生活。

结合地区创业特色和扶贫创业，派专门的技术人员和创业

经验团队，扶持地方产业的发展，为地区产业提供技术、宣传、经

验等方面的帮助，扩大产业规模，增加就业岗位，鼓励地区人才

回乡创业，从产业发展经济层面上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结合校本课程并聘请民间艺人，在学校开设民族课堂，丰富

留守儿童校园生活，传承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同时充分利用留守

儿童在学校寄宿时间，定期开展启蒙教育，通过视频影像、讲故

事、朗诵、游戏、比赛等活动，潜移默化的引导留守儿童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组织文联、妇联、青年志愿者联合会等有关人民组织团

体，到边疆地区的问题进行演讲文艺慰问演出，提高监护人的

教育思想意识，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

5  结语

总而言之，边疆地区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已经成为推动的乡

村振兴的重要问题，这也关系到了该村未来的发展，解决好该

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也需要监护人、学校、政府和社会等多方

面的支持和努力，只有通过多种力量和多种方式才能共同促进该

地区留守儿童教育的发展和教育，促进边疆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

的繁荣发展，通过教育改变农村地区思想落后现象，为推动乡

村振兴提供思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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