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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留守儿童学校适应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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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到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壮年来到城市打工赚钱，留下

他们的子女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学校是其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更是未来社会的雏形。近年来，留守儿童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具

备良好的学校适应能力不仅有利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建立和谐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其学习到必要的社会知识，为更好地成长、

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在综合以往研究基础之上，梳理分析出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方面面临的问题，深入了解造成其学校适应不良的

原因，打破以往单一的研究对策，细致分析社会、学校、家庭以及留守儿童自身方面应该采取的措施，旨在形成“教育合力”，有效缓

解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问题。共同构建一张以关注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为中心的支持网络，助其尽快适应学校生活，健康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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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所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 ）学业适应不良

1. 学习 成绩较差

在学业适应方面，很多时候学习成绩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学生

的学业适应情况。教师、家长等通过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其进行学

业适应的评价，而学生也通过自己的成绩来衡量自己在校的表现，

层次等。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得出，在学者们的数据调查中得知：

发现大多数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为薄弱，在中下游水平，部分

还存在偏科现象。

2. 学习 态度不端

留守儿童由于监护人监护不到位，教师对其关注较少，自身

性格孤僻，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导致他们并没有形成端正

的学习态度。具体表现为上课不主动回答问题，对待学习缺乏进

取心，缺乏学习兴趣，作业拖拖拉拉不能及时完成等。

（二 ）行为问题凸显

1. 害怕 畏缩行为

由于缺乏父母的情感关爱，造成这部分留守儿童缺乏自信。

胆小畏缩，害怕他人嘲笑自己“没父母的孩子”。在学校中表现为：

与同学教师都不会有过多的交流互动，话少沉默，孤僻不合群，

自己默默地待在教室角落。不关心班集体活动，难以建立起正常

的人际关系。

2. 暴力 攻击行为

由于缺乏父母的监管督促，再加上自身心理较为敏感，在面

临其他同龄人的一些言语的刺激时，选择大打出手，与同学之间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小摩擦就打架、骂人，冲动好斗。不听教师

的建议指导，面对教师的批评教育顶撞甚至反驳动手。易结交社

会不良人士，做事容易冲动走向极端。

（三 ）情绪问题产生

情绪，是对于主观认知经验的一种通称，是由多种感觉、行

为和思想综合产生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状态。是指人有喜、怒、哀、

乐、惧等的心理体验。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他们的

情绪更加容易受外界环境，同伴、监护人以及教师等的影响。

父母 长期不在身边，在突发问题时无人帮助和引导，就会造

成他们产生孤独、寂寞、无助感。没有父母榜样的引导，缺乏教

师的及时关注，导致部分留守儿童情绪管理能力较差。产生消极

情绪时，一部分留守儿童将其藏于内心无法排解，造成不良情绪

的恶性循环。另外一些留守儿童的情绪易表露于形，将不愉快的

情绪发泄在监护人、同伴身上，对监护人大喊大叫，打骂同学等，

久而久之，外界就容易给留守儿童贴上“问题少年”的称号，反

而给其造成更加不好的影响。

二 .  留守儿童学校适应不良原因分析

（一 ）社会方面

当 前，社会对于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学校适应问题关注还不

够，甚至还存在对部分留守儿童 “污名化”的现象。在他们眼中，

就如当今的部分网络媒体报道一样：留守儿童就是“问题少年”

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不够客观全面，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使得一

部分人以偏概全的去看待留守儿童，做出不公正地评价。正是因

为一些社会舆论和环境的影响暗示，使得这部分留守儿童即使没

有问题，也变成了人们口中的“问题少年”，从而导致他们在学习、

人际交往、表达情绪方面不自觉的产生压力，给其身心发展带来

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不良行为的恶性循环。

（二  ）学校方面

农村地区各方面发展相对比较落后，教学设备不齐全，教学

资源匮乏。例如：无法建立健全的体育运动场去保证儿童们的基

础运动，无法搭建多媒体教学平台使得学生了解多样的文化知识。

大多数的农村学校都缺乏健康心理咨询室以及相关的咨询老师。

从而导致对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忽视，使得这些儿童在产生心理

上的问题时得不到专业帮助和疏导，从而影响着其学校适应水平。

（三  ）家庭方面

1. 家庭 情感缺失及沟通不足

父母长年外出打工，空间上的距离使得监护人无法给予儿童

更多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关心照顾。因此，留守儿童只能将这种情

感沟通转移到同学、教师身上。然而更多情况下，他们在遇到困难，

受到欺负时选择了默默承担，长期下来，就造成这些留守儿童更

加打不开心扉，出现一系列的不良情绪和行为。

2. 家庭 支持力度不够

留守儿童的生活主要是单亲监护、亲属监护、隔代监护和无

人监护等。单亲抚养的家庭中，监护人一人要承担家中农活以及

琐碎小事等的重担，很难抽出足够的时间来去细致关心留守儿童

的学校适应情况。隔代抚养的家庭中，监护人大多为（外）祖父母，

年龄较大有时还常伴有疾病，文化程度低、思想固化。他们对于

留守儿童的教育监管缺乏正确的理论依据。放任不管或溺爱等行

为都不利于儿童健康身心的形成。造成留守儿童出现不良学校适

应现象的原因还有就是父母等监护人错误榜样的示范和引导。

（四 ）自身方面

1. 留守 儿童安全感缺失、自信心不足

父母外出打工，有些因为节省路费即使节假日也都不能回家。

在一些传统节日本应该团圆的时刻，留守儿童们都是独自度过。

久而久之，在他们心中逐渐淡化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开始怀疑父

母是否已经抛弃自己，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 心生自卑，在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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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往中就容易躲避，很难与同伴、同学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

2. 留守 儿童自我评价不当

留守儿童远离自己的父母和正常的家庭教育，无法与父母进

行及时沟通交流，感受不到关爱，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任何事都

是独自一人承担，容易在意、担心他人的看法，想要证明自己却

又怕做错，总是觉得自己比同龄人低人一等。由于没有正确而又

合理的家庭教育，一次失败后，就开始否定自己， 觉得自己一事

无成，陷入自责，从而变得更加的胆小和不敢尝试。

三 . 缓解农村留守儿童学校适应不良的对策和建议

（一 ）社会应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和支持

政府 引领，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物质文化生活。

想要真正缓解农村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问题，政府应该着力

完善农村经济发 展。留守儿童最初形成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较差，

父母前往外地以赚取钱财，用来补贴家用。因此，政府应该下放

农村开发政策，去合理地开发农村可利用的社会资源， 例如：种

植蔬菜大棚，果园等。鼓励更多的企业在农村开办工厂，解决这

些留守儿童父母的工作问题。这样一来，这些儿童的父母就不用

外出打工，增多了与子女的沟通交流机会，从而缓解父母子女间

的隔阂提高留守儿童各方面的适应能力。

（二  ）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留守儿童学校适应方面的建设性作用

1. 学校 应该为农村留守儿童去除“污名”

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能力如何，只有在校园中才能真正有所

 体现。因此， 在对留守儿童进行学校教育时，应该以关爱这些孩

子的身心健康为出发点，不要设立留守儿童与普通儿童的分类，

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

他们由于约束能力较差，犯错是难免的。因此教师应该全面

平等看待问题，不要总是把原因归结于父母外出打工，缺乏家庭

管教等。客观公平的对待每一位学生， 通过学校的力量去帮助他

们去除身上所带的“污名”。

2. 建立  家校合作，定期与留守儿童学生家长沟通交流

因为留守儿童的父母不能及时关注到自己孩子的学业、行为

以及情绪上的变化，这就需要教师加强与学生间的联系，定期与

留守儿童家长交流学生在校表现，做好孩子和家长之间有效沟通

的桥梁。其次，对留守儿童的父母进行合理的培训，使其学会科

学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最后，学校教师要充分利用好假期机会，

定时进行家访，了解留守儿童的家庭情况，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教

育和帮助。通过学校和家庭的配合，不断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学

校适应能力，从而使其健康成长。

（三  ）引导留守儿童正确评价认识自己

我们应该用信任、尊重、鼓励、支持的态度来对待留守儿童。

用期许的眼光看待留守儿童，使其发现自身的闪光点，正确评价

自己，树立信心。对于性格内向、孤僻的孩子，要多给予关爱， 

使得他们走出压抑的内心，促进积极情绪的形成。对于留守儿童

自身，更应该自立自强，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主动询问求助。学

会理解父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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