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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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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留守儿童群体随着我国流动人口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增加，成了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也越来越

突出，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对留守儿童的现状、留守儿童教育存在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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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在创造中国发展

奇迹的同时，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均衡，教育资源、医疗资

源空间分配不均匀的现象和矛盾依然存在。造成了大量的农

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

部分资源型为发展主型的城市在资源枯竭之后，大量劳动力

也出现了大范围转移。劳动力大量、大范围的转移，留守儿

童的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留守儿童教育方面

的矛盾比较突出和明显，虽然政府采取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但依然问题突出。如何确保留守儿童教育的公平权仍然

是需要高度关注和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二、留守儿童教育现状分析

1.“留守儿童”的界定

学界目前对于“留守儿童”定义存在一定的争论，如

何界定“留守”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有的观点认为父母需

要双方长期间外出，不能有效照顾儿童的属于“留守儿童”，

还有的观点认为短时间虽然可以见面，但按照短周期进行循

环的依然属于“留守儿童”。本文对于“留守儿童”的界定

是父母双方只有在周末可以回家 1-2 天，其他时间均在外

务工的家庭儿童为“留守儿童”。这种情况，虽然父母每周

都会回家，但回家时间短，回家后还需要处理其他事务，对

于少年儿童的关注和照顾力度较低，关怀程度不够，依然对

少年儿童有较大的影响。

2.“留守儿童”的比例较高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选取山东不同县域的 17 所乡镇学

校进行调查问卷，发放调查问卷 1130 份，按照确定的“留

守儿童”的定义，留守儿童为 138 人，留守儿童比例达到

12.54%。

3. 留守儿童的低年级比例偏高

从 138 名留守儿童的年级情况来看，低年级的留守儿

童比例高于高年级留守儿童的比例，呈现递减趋势，产生这

种现象的主要因素有两种，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父母的年

龄也在增长，同时家庭当中赡养老人的问题也逐渐突出，外

出务工的情况也在逐渐减少，同时，山东自古以来，对于教

育的重视程度高，很多父母觉得趁着孩子年龄小，多打拼几

年，多积累财富，等孩子到了小学高年级，要面临读初中，

中考、高考等问题，父母这种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也是使

父母回归家庭的重要原因。

4. 留守儿童的性别比例正常

对于 138 名留守儿童的性别进行分析，性别比例跟全

国同年龄段男女性别比例高度吻合，没有出现留守儿童当中

女童比例高的现象，也不存在女童入学比例低的现象，充分

说明，我国高度重视男女平等在教育当中体现出的结果。

5. 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感情问题

通过研究，留守儿童与父母感情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

情感障碍，约 30% 的儿童与父母感情较为疏远，感情的疏远，

对于教育的很好进行也是极为不利的，儿童与父母感情疏

远，父母缺乏管教，而儿童多由祖辈养育和照顾，受限于祖

辈的年龄、身体因素、教育素养等问题，祖辈对儿童的养育

更多的是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儿童在某些方面教育的缺失，

就会造成一部分“问题少年”的出现，这样不只是影响了少

年儿童的成长，同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三、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 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临沂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存在以下

的问题：

（1）理想道德教育缺失

道德习惯的养成，家庭的教育处于主要地位，因为家

庭是儿童的生活场所，所以儿童需要在家庭完成道德习惯养

成的第一课，如果缺乏家庭的影响，只靠学校，对于儿童道

德的养成是有很大不足的，容易使儿童的道德方面形成某些

不利于弥补的缺陷。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务工，儿童多被交

由祖辈和亲戚代为抚育，在祖辈或亲戚眼中，代为抚育最重

要的就是解决儿童的衣食住行等温饱问题，而对于儿童的道

德习惯养成容易忽略。

（2）学习成绩容易滑坡

通过调查走访，调查对象没有明显的智力不足，造成

学习成绩不足的原因多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父母外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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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后，无法给予有效的督促和辅导，祖辈和亲戚的约束力度

缺乏，造成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容易出现滑坡。同时，由于

缺乏家庭的有效约束，留守儿童对于游戏的迷恋程度也高于

非留守儿童，特别是目前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留守儿童无

节制的使用智能手机，造成留守儿童深陷游戏不能自拔，导

致学习压力越来越大，厌学情绪的产生也越来越多。

2. 存在的原因分析

（1）农村人口向城市务工，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由

“父母 - 子女”家庭结构变为了“祖辈 - 孙辈”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的改变，造成了家庭教育模式的改变，也同时造成

家庭教育功能的改变，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被

弱化甚至丧失，同时家庭在“家校教育体系”本应发挥重要

作用，特别是作为桥梁的沟通作用，家庭教育被弱化之后，

“家校教育体系”也会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家庭结构的变

化直接影响了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2）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和升学考试制度不断的在优

化，特别是在中小城市打破了传统的户籍制度，同时对于在

城市务工子女入学方面也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在特大城

市、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务工子女入学方面还存在一定

的限制，特别是大城市房价较高，为稳定房价，购房资格又

常与户籍、社保等方面相挂钩，加之大城市较高的房价，使

进城务工人员举家搬迁的可能性降低，无法更多的实现子女

随父母进城接受教育。

四、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对策的建议

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不仅影响

到教育的公平与正义，同时对于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

会发展也是不利的，需要各方面高度重视。

1. 建立健全各方关注留守儿童的机制

因为留守儿童出现的教育问题，看似是一个教育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给予高度关注，需

要整合各类资源提供更加有效、高效的社会服务，真正提高

服务留守儿童教育帮扶的精准度。

2. 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力度，扩大就业

农村务工人员进城务工，实属为了生计的无奈之举，

如果小城市的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农村务工人员可以就近

在所属县域实现就业，这样对于子女的高质量教育的实现也

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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