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312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学生服务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研究 
刘秉谦  李润杰 

（山东协和学院）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广大农村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需要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
一就是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是乡村振兴中绕不开的难题,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本文旨在探讨大
学生投入到留守儿童事业中的关爱体系研究，发挥大学生在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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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

力外出打工，从而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如何

处理社会转型期留守儿童群体的成长问题，是乡村振兴中绕不开的

难题,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村留

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和相关条件，而大学生是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能够为农村留守

儿童带去一份力所能及的关爱。大学生积极投入到关爱留守儿童事

业中，不仅有利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帮助他们拥有一

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有效促进家庭的和谐与稳定，还

能充分锻炼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为乡村振兴战略尽一份力量。 

一、农村留守儿童概况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由父母单方

或其他亲属监督照护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他们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陪伴和教育，容易受到不良社会现

象的影响，心理上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并且孩子的学习问题、

生活满意度问题都有待于提高。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得到了

提高，但是部分农村留守儿童还存在生活困难的问题，需要得到更

好地提高；学习方面，由于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长期共同生活，年

龄较大的祖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学习教育意识缺失，留守儿童在学

习上不能得到充分的辅导，导致孩子学习不积极主动、自觉性差、

学习意识差甚至容易产生不良的习惯等问题；心理方面，留守儿童

长期不和父母生活，缺失父爱母爱，且祖辈的照顾缺乏对孩子心理

问题的疏导，导致孩子出现孤僻不合群、心里淡漠、情绪低落、缺

乏安全感等心理问题，极大的影响其身心健康；在道德行为方面，

留守儿童由于其监护人文化水平低，对孩子溺爱和放纵，个别孩子

道德素质低下、脏话连篇、打架斗殴。综合留守儿童出现的这些问

题，都需要呼吁全社会来共同帮助、形成合力。大学生作为时代新

人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留守儿童解决存在的问题。 

二、大学生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分析 
由于大学生还没有完全步入社会，学习任务中、没有收入来源、

心理还未完全成熟等，因此在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方面还存在着一系

列的问题和短板。 

（一）大学生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知识水平有限 

在校大学生专门学习学前教育专业、心理学专业或是师范类的

学生数量相比而言比较少，多数是其他专业的学生。因此对于大部

分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说，对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缺

乏专业的学习和培训，在进行具体的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实践活动

中没有科学规范的专业指导，面对留守儿童存在的这样那样的身心

问题的时候稍显力不从心。 

（二）大学生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时间精力有限 

大学生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学习，同时还要面临专升本、考研、

就业等压力，所以可能在低年级的时候大学生热情高涨、参与积极

性强，时间比较充裕，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

问题随之出现，导致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缺乏连续性和长期性。

并且项目团队的人员频繁更换也不利于服务工作，所以这也是大学

生关爱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出现的弊端。 

（三）大学生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 

大学生服务于农村的留守儿童肯定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比如往

返的交通费、买一些小的礼品、帮扶的必需品等等。但是大学生没

有独立的经济能力，这种服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的经济

负担，都给实践活动的长期进行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留守儿童

所在的村、大学生所在学校是否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支持政策和帮扶

规划也是需要探讨的话题。 

三、大学生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优势分析 
当前大学生积极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人数呈现上升

的趋势，这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也和大学

生自身的服务优势密切相关。 

（一）大学生年龄较小、精力旺盛 

当代大学生大都是 05 后，年龄比较小，相对于留守儿童的祖

辈监护人来说和儿童的代沟小，更容易有共同语言，容易拉近和孩

子们的距离。从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家庭教养的经验，更知道如

何和儿童进行交流，儿童们在心理等方面的诉求，建立一种友好的

帮扶关系。同时大学生精力旺盛，有一定的时间和意愿参与到帮扶

农村的留守儿童中，大学生的交友特点也能吸引更多的身边同学、

朋友积极参与到这样的关爱实践之中。 

（二）大学生有知识文化、能力较高 

进入到大学校门的大学生都经历了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和艰苦

的中考、高考，本身涉猎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经过大学的

集中学习，大学生也具备了更深刻的理论知识，经过大学的实践历

练，学生参与到学生活动中，也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表达、分析理解、

解决问题、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因此在组织对农村留守儿

童的关爱实践中能够科学制定计划，高校实施。同时当代大学生除

了智育水平高之外，还多才多艺，因此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帮扶之

中能够给从德、智、体、美、老等各个方面进行帮助，这也极大的

发挥了大学生的优势，给留守儿童带来了很好的福利。 

（三）大学生有奉献精神、纪律性强 

大学生作为时代新人，有较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大

学生的积极性非常容易被调动起来。现在高校中有很多的大学生志

愿服务社团，大学生们都在积极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从事一些志

愿服务活动。走进敬老院、福利院，关爱老人；走进农村、社区进

行知识宣传；走上马路，担当交通指挥员；和贫困地区的孩子结对

子定边帮扶……因此，在大学生的认知中，服务社会和人民是自己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多种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成了大学生在大

学生活中的必要一课。在专业的指导老师带领下，大学生能够在最

短的实践内组建团队进行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工作，纪律性强、

效率高，能够全身心投入到留守儿童工作中。 

四、大学生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对策研究 
结合农村留守儿童出现的问题，结合当前大学生服务留守儿童

的关爱情况，以及当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的特点和实际，设计恰

当合理、切实可行的留守儿童关爱对策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

中药内容。 

（一）寻求社会的支持 

由于大学生的时间、资金等都十分有限，而短暂的、不连续的

关爱服务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也起不到根本性的改变作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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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工作又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巨大

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仅仅依靠大学生的力量很难以实现。因此在

大学生积极参与的基础上，还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形成关爱

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留守儿童的关爱。 

关爱团队可以依托当地和社会其他专业组织或专业机构进行

志愿服务活动，可以通过社会募捐、志愿者自筹等方式，寻求外部

资金支持，确保更好地、更长久地进行关爱活动。 

（二）学校政策、资金、制度上的支持 

虽然大学生有较高的志愿服务积极性，但是这种积极性仍然需
扽要各方面 有效调动，所以高校也要出台相关的政策、制度来鼓励、

保障大学生积极投入到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中。高校可以制定大学志

愿服务社会的相关规章制度，比如对学生给与一定的奖助学金申请

加分、荣誉加分的制度倾斜，，并给大学生的志愿活动提供一定的

资金支持，为大学生对留守儿童关爱积极性和可实施性的提高提供

基础和保障。学校成立专门的服务农村留守儿童社团组织或志愿服

务队，在专门指导教师的帮助之下，自上而下进行活动的设计、组

织、运行，打造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能力、有热情的志愿关爱

农村留守儿童队伍，从而解决留守儿童关爱的不连续性、不规范性

等问题。 

（三）大学生关爱服务内容探索 

根据项目组成员的个人兴趣特长，根据了解道德农村留守儿童

的数量、生活状态、需要帮助的地方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大

学生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具体内容。 

1.阳光支教 

针对农村生活单一，没有过多的的娱乐设施，并且一些像水库、

池塘村庄里孩子们的娱乐项目存在安全隐患。利用周末的时间，大

学生前往学校驻地的农村进行支教活动，根据需求孩子的数量可以

分组进行也可以一对一进行，帮助留守儿童解决学习上的困难。大

学生的特长和爱好比较丰富，针对大学生自身的优势开展特色帮扶

小组。画画、唱歌、书法、诗歌朗诵等有天赋、有优势的同学可以

组建专门的天热长兴趣小组，在给孩子进行学业辅导的同时，也增

加了他们特长发展的需要。针对留守儿童大都由旁系亲属或者隔代

的爷爷奶奶抚养，缺少父母关爱，造成多数留守儿童内心自卑、消

极、孤僻等心理问题。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可以邀请受过心理教育

的老师一同前去），多和孩子进行沟通，促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向老人们介绍手机、电脑等现代产品的使用，让老人们可以融入孩

子们的世界，减少祖孙产生隔代差的矛盾。 

2.能力锻炼 

帮助他们打扫卫生，帮助孩子们一起创作，装扮房子，并在劳

动中，体会劳动的不易，优化特闷生活环境。和孩子们一起做手工、

画画等，挖掘留守儿童内心的艺术细胞，并帮助他们组织义卖，所

得收入用于帮助孩子们改善生活条件。带领孩子们进行游戏，并在

其中锻炼孩子的团队合作能力和精神。多年来，少年宫一直是城里

孩子走向艺术殿堂、启蒙美育的乐园，高水平的老师，完善的设备，

多种多样的艺术辅导班应有尽有。但农村孩子没有这么幸运，别说

是少年宫，就是学校的音体美课，也是专业老师严重短缺。以至于

农村孩子到了大学，新生文娱晚会几乎就是城里孩子的专利，而艺

考大军里，也鲜有农村孩子的踪影。其实，有艺术才能的农村娃很

多，只是苦于找不到学艺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乡下孩子的遗憾。 

3.心灵之窗 

组织孩子们进行“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的热线电话活动，

记录打工人的不易和留守儿童对爸爸妈妈的想念。邀请学校的专业

心理教师来为孩子们及其家长开展讲座、咨询活动，并对他们出现

的问题进行疏导和帮助。项目组成员和孩子们结成一对一、一对多

的帮扶对子，开展定点帮扶。 

4.健康关怀 

针对专业优势，提前进行培训并成立医疗小分队，在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前去为孩子们体检，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让留守儿童的

身体健康得保障。为照顾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等老人进行健康知识

科普、量血压、量血糖等，保障老人身体健康，让孩子们的基本照

顾得到保障。 

5.到外面看看 

在村委会及家长的允许下，邀请指导教师一同地带领孩子进行

一次大学之旅，体会大学生活的多姿多彩，让孩子们树立好好学习

的目标，早日前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而后带着一身本领回来帮助家

乡摆脱贫困。 

6.发掘当地特色 

通过寻找当地手巧的老人，让其进行手工创作，录制创作视频，

记录创作要点，创作方法。将成品放到相关公众号首页。吸引大家

观看，结尾附上创作教学，并标明教学视频的价格（具体价格根据

创作的难易程度来定）。向上了年纪的老人询问当地故事，每个不

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故事，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在这里诞生，创作。

通过录音记录老人的话语，后期通过写稿在当地进行报纸宣传，通

过喜马拉雅有声读物播放、申请相关电视台前来专访等方式，扩大

当地影响力，形成当地特有的品牌。 

7.记录美好 

将记录的创作视频发布的抖音、快手等视频软件，让更多人发

现。和留守儿童在当地进行创作，将制作视频发布到抖音等视频软

件，一周二次直播，在周末、假期增加到隔一天一次，事实更新相

关视频，扩大影响力，分享留守儿童的快乐。分享当地的特色文化，

形成品牌。后期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同时每二周和孩子们进行视频

通话，了解孩子们的动向，避免因只去一次而对孩子们的内心造成

二次伤害。 

结束语 
让留守儿童不再“流泪”“流浪”。让经济落后地区的每一位孩

子都能享受都美的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美

育对孩子的作用。开发智力陶冶情操，培养美感愉悦身心。相比之

下，城市美育有着更好的氛围和物质基础，而农村美育，尽管有着

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理念、师资和财力的支撑。

弥补农村美育的缺憾，帮助农村的留守儿童解决这样那样的困惑，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的我们来说要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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