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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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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入手，通过对当前农村留

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进一步分析，结合新时代背景，提出了几点

能提升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对策建议。希望本文的浅见能

让社会都广泛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并能为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

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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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大
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谋生，留守儿童的内心需求也发生
了转变。然而，由于受制于二元户籍制度和教育政策壁垒的影响，
很多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问题仍得不到解决，这也是造成农村留
守儿童数量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农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支撑，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日渐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研究
的重点课题之一。 

1.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分析 
在我国，“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应引起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留守儿童是指外出务工连续三个月以上的农民
托留在户籍所在地家乡，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接受义务
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他们的监护人多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
的甚至无监护人而独自生活在居所。他们从小与父母分开，长期
生活在缺少父母爱护的失爱环境中，他们性格孤僻，或冷漠跋扈，
在成长过程中缺少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人生观、社会观、世界
观等价值观念常有偏颇，心理发展极易出现异常，还有不少人最
终走向了犯罪的不归路。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普遍化和严重性，
社会也越发关心农村留守儿童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根据民政部、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健全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民发[2019]34
号）：当前全国乡镇和街道一级配备了 4.5 万名“儿童督导员”，
在村一级配备了 62 万名“儿童主任”。另据权威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共有留守儿童 697 万人，虽较 2017 年总体数量
下降 22.7%，但这一群体的数字仍触目惊心。根据留守儿童的区
域划分来看，四川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总人数达 76.5 万，
其次分别为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贵州，这 7 个省份
的农村留守儿童总数占全国总署的 69.7%，其中有 96%的农村留
守儿童是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4%的留守儿童由其他亲戚
朋友监护，独居者数量非常少；从留守儿童的性别构成上来看，
其中男孩约占 54.5%，女孩约占 45.5%；从年龄结构来看，6-13
岁的儿童群体数量比重最大，超过了 50%。众多社会案例警醒我
们：虽然这些留守儿童大多有人监管，但并不代表他们所遭受的
伤害和安全隐患降低，这也是造成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严重和心
理不健全的主要因素。 

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熟悉有充满美好的词语，我
们都希望自己的童年是快乐美好、多彩绚烂、温暖如春的，因为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们才更容易明媚阳光，具有
社会责任和担当。而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因为他们从未感受过爱，
也不知道怎么去付出爱，在社会的冷漠中他们会将自己封闭起
来，如果在思想上不能及时引导他们，就有可能成长思想的毒瘤，
这也告诉我们：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我们不应只将目光集中在吃
饱穿暖等问题上，而应该让他们获得良好的思想教育，保持内心
的积极健康向上，这样才能帮助留守儿童更好的身心成长，成为
对社会、对祖国、对家庭有用的栋梁之才。 

2018 年国际安徒生获奖者、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就携带新
作“一个留守儿童的故事”到新西兰，向世界讲述这个属于中国
的故事。故事的梗概为“一对父母为了筹钱盖房，外出打工，使

男孩和他的妹妹成为留守儿童。之后，为寻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
奶奶，男孩带着妹妹，还有家里的一只羊和一只鹅，踏上了远方
的路。”曹文轩称：“它的题材是中国的，但主题是人类的。因为
这个作品，中国留守儿童这一特殊庞大群体再度受到社会乃至世
界的关注，通过曹文轩儿童文学的表现手法，也再度引发了全社
会关于如何改善并优化留守儿童生存和教育环境的新思考。 

2.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2.1 学习主动性差，家庭人格教育缺失 
对留守儿童来说，因缺少青年一代父母的关爱，在学习上往

往表现并不主动，学习吊儿郎当，应付了事，甚至会在看到父辈
没有文化却照样出门打工的现状下，认为“读书无用”，还会和
同龄早就出去打工赚钱生活自由的人相比，一心想着早点步入社
会，而非将心思放在学习上。此外，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常
年在外打工，他们往往一年都回不了一次家，十天半月可能才和
孩子通一个电话，因而这些孩子在家庭人格教育方面极度欠缺，
往往他们对隔代教育又存在代沟，久而久之，致使他们在人格发
展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 

2.2 思想品行问题严重，安全隐患问题突出 
在当前的农村留守儿童中，管教孩子的多为老人，特别是现

在的孩子都少，老人多对留守儿童采取“金钱放任”的溺爱补偿
式教育，父母则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盲目进行物质满足，
却忽略了伦理道德和法制教育方面的跟进，一些父母甚至秉承
“不犯大错就行”的教育态度，所以，在当前农村的留守儿童身
上存在很严重的好逸恶劳、盲目比拼物质条件的状况。特别对家
中监护孩子的老人来说，对孩子多报以“放任自流”的监管态度，
对孩子的学习和在校生活都不过问，也无法辅导，因而，这些农
村留守儿童的纪律性和规章意识都较为淡薄，具体表现如迟到早
退、旷课早恋、痴迷手机游戏等。 

随着网络和电子产品的日益普及，农村留守儿童也对此痴
迷，但他们在环境的适应方面还不强，对社会及人的好坏甄选方
面还存在很大短板，对社会并无防备，对网络上的不良用心之人
也缺少防范，当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两者间出现断板时，就给了
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同时也给留守儿童的不良发展创造了更多的
可能，这也是造成留守儿童伤人和被伤害事件频发，安全隐患严
重的一个主要因素。 

3.3 师资力量不足，社会救助匮乏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儿童思想品德教育的成效离不开学校

的教育和家庭的配合，但在不少农村地区，相关的教学设备并不
健全，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能留下来的优秀教师也不多，因而造
成农村地区教学质量的受限。加之农村地区教育监管体制的不健
全，也影响了农村学校学风建设，这都意味着打造过硬的师资力
量团队并非易事。 

在这种环境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上加
难，并日渐成为一种社会问题。然而社会现实是：当你缺少知识
储备和经济思维时，社会地位就会受到一定影响，社会竞争力也
较弱，只能出卖劳动力来换取经济收入。在用体力换钱的父辈打
工者来说，当他们无力承担子女教育问题时，多会选择向社会求
助的方式，然而，由于社会救助匮乏，相关机构团体的缺失，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留守儿童的人生选项，由此表明，在注重
人才发展的新时代，知识性社会应给予农村留守儿童更多社会救
助的可能和机会。 

3.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农村留守儿童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对
策建议 

3.1 重视家庭教育，做好孩子的榜样 
留守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应重视孩子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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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之余应勤与孩子沟通，引导孩子慎重交友，帮助他们培养健
康的兴趣爱好，尽可能远离电子产品和设备，通过增加日常陪伴
来消除他们内心的孤独感，培养他们爱的能力，从而树立远大志
向。对于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来说，“言传大于身教”，必须控制粗
暴教育方法，建立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真正从内心上成为孩子
的朋友，以身作则，给他们树立榜样的力量。 

3.2 注重校园思想政治教育氛围的营建 
教师在对留守儿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可采取如下

措施：第一，心理、情感教育方面。根据留守儿童的身心特点进
行柔性教学，通过开展心理辅导会议等方式让学生自主讨论，在
消除孩子的胆怯羞涩心理的同时，也能更开放性解决孩子们遇到
的现实问题。当然，也可通过设置匿名邮箱的方法，让学生在外
聘专业心理人员的辅导中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第二，素质文
化教育方面。文化教育的开展离不开政策的出台，只有让学生先
入学才能再教育，但在农村地区，教育设施的不完善、教职人员
待遇低下等都是限制教育水平的关键，所以，只有在提升教师待
遇和教育资源的前提下，让外出务工人员有钱赚，才能提升留守
儿童的入学率，接受良好教育，提升学生品格。 

3.3 重视联合办学，发挥多方合力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

力外，还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当前的农村学校应改变
传统的办学模式，重视联合办学，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和
政府的合力，通过政策积极引导和舆论导向等，让全社会对留守
儿童都给予高度关注，为他们创造安全、温暖的生存环境。对社

会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应严厉惩治，鼓励幼儿积极
寻求社会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则应尽快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肩负
起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责任，结合社会环境和民众呼声完善
相应的政策机制，为农村留守儿童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并不应该只停留在物质

满足的表面上，而应深入其思想和心灵深处，为他们的内心健康
成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保障，消除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以帮助
他们找回童真，远离孤独，感受温暖，今早实现“不再留守”的
内心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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