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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我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途径研究 
◆杨西宁 

（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山河镇东关小学  745300） 

 
摘要：基础教育十分薄弱的农村地区，大批“农村留守儿童”的存在给

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对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教育

问题，需要家庭、学校、社区之间的协调合作，从师资队伍、儿童本身、

社会情况等多方位客观地分析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从而

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教育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高度关注并积极

寻求改善对策，采取恰当的教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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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压力的不断加大，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务
工，打破了原有“铜墙铁壁”式的就业壁垒，“农村留守儿童”
这一特殊社会群体随之在农村地区产生了。由于亲情缺失、教育
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农村留守儿童”在社会化成长过程中存在
自我意识低、人际交往差、社会规范认知少等多方面的问题。虽
然今年来社会各界及各级政府部门都对“农村学前儿童”的教育
问题加以关注，也正在设身处地地积极创造条件，努力聚集各方
力量，维护他们的健康发展。但在基础教育十分薄弱的农村地区，
大批“农村留守儿童”的存在给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对此，要从
根本上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教育问题，需要家庭、学校、
社区之间的协调合作，从师资队伍、儿童本身、社会情况等多方
位客观地分析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从而探讨“农
村留守儿童”社会教育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高度关注并积极寻
求改善对策，采取恰当的教育对策。 

一、我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教育现状研究  
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与关爱本应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但迫

于生活压力的加大，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或一方只能外出务
工、经商，这便打破了原有核心家庭的稳定性。留给子女的却是
只要是留守儿童想要的一切都以金钱来交换，更多的是满足物质
上的需求而忽视精神的培养，但这远远不能满足留守儿童身心发
展需要。农村基础教育落后，投资经费较少，师资力量薄弱，体
系不完善，在留守儿童社会教育上没有明细规划。以及教育中重
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过程等现象，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各种表
现的漠视加剧他们的心理负担。 

二、我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一）存在的问题  
1.现象分析  
案例一：陈某，女，今年 6 岁，生长在三代式家庭，出生后

一年父母到外地打工，让其跟爷爷奶奶生活。从小由奶奶照顾她
奶奶在她生活中担任着双重身份，跟爷爷虽然不是有血缘亲情的
联系，但对孙女却很疼爱。奶奶每周都给孙女买小面包、糖果、
酸奶、苹果、梨子等各类零食，只要孙女一哭奶奶就用零食来安
抚，而且得到零食时总是不情愿分给同龄小朋友，占有欲很强。
爷爷奶奶平时忙于干家务就打开电视给她看，不带她参与社会生
活，认识的人少，见到陌生人时胆小害怕，不愿意开口说话，有
客人到家也不会问好，等等。 

案例分析：经过多次访问后得出陈某在生活中表现的不愿意
与人分享，胆小怕事，不礼貌等不良行为习惯的原因有： 

1.生活中没有父母的陪伴，与外界的接触较少，见识少且隔
代教育思想陈旧，得不到新的育儿知识补充。  

2.离镇上远，交通闭塞，今年才上幼儿园，接受教育时间较
晚，社会认知较弱。 

3.农村重男轻女陈旧思想观念的存在，家人对她的教育不上
心，认为只要养大就好，父母把刚出生的弟弟带在身边而陈某继
续由奶奶照顾，在心理上更是对父母的不满，从而表现得更内向。  

案例二：莫某，男，今年 11 岁，2 岁起父母都外出打工赚
钱，由奶奶照顾，每年春节回家团圆十多天，在幼儿园常与小朋
友打架，曾多次发生手被摔断。与长辈讲话总是脏话、粗话连篇，
爱动手打人。上小学后，学习跟不上，不愿意上学。不但不会写
自己的名字，就连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当有人向他问话时，时

常答非所问，答不上来总是摇头或低头。  
案例分析：经过深入了解后，莫某产生安全事故，攻击性较

强，沉默，缺乏责任感等不良行为的原因有：  
1.奶奶年迈且经常生病，还继续辛勤耕种那一亩三分地，实

际照顾孙子的时间不多，常常寄托给大伯或邻居照顾。父母在身
边时，经常因为意见不和常在孩子面前吵架。 

2.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只是给他买各种玩具，或委托别人带
新衣服回家给他，只能从玩中寻找快乐，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  

3.学龄前期与电视为伴，而电视中有很多不符合儿童发展的
内容，幼小且没有判断和选择能力的莫某，从电视上学到一些不
良行为。  

（二）问题概述  
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基本上都是隔代血亲，知识文化水平低且

观念陈旧，不重视儿童的学习，父母长年的打工生活潜移默化地
助长留守儿童产生读书无用的思想观念。监护人、父母只重视日
常物质生活，忽视精神培养和基本生活技能的训练，常导致留守
儿童溺水、触电、打斗等安全隐患。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农村，基
础教育落后，教师与学生之间没有很好形成亲密感。在教学过程
中发生的矛盾冲突，得不到及时处理，在留守儿童心理萌发厌恶
感，导致了他们对整个社会没有信任感、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够
健全的农村教育机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以及不稳定的农村留守儿
童家庭教养结构，使得留守儿童在身体发育、学业成绩、心理素
质、道德品质等方面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不良问题。  

（三）对策思考  
1.家庭教育方面  
第一，亲子之间常沟通。父母对子女的直接教育有远大影响。  
第二，选好孩子的监护人。与留守儿童相处时间长的是其监

护人，监护人的一言一行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极大，所以将孩子委
托照管时要考虑孩子的生活问题和教育环境，为孩子选择有精力
和能力的监护人。多与老师联系，知道子女的在校情况。  

第三，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少给子女安排家务劳动，多给
子女留些学习时间；给幼儿提供较为安静、舒适、多元化的学习
环境。  

第四，完善家庭结构。创建新型农村家庭，迎合新农村建设
潮流，更新观念，尽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2.社会教育方面  
第一，政府应多渠道、全方位地发展地方经济，给农民工提

供就近就业的机会。加大力度解决“三农”问题，促使农民增收
保收，减少留守儿童数量，让农村留守儿童拥有完整的家庭教育。  

第二，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基本权利。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
调：“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
远、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
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第三，当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齐心协力，多方面关
心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多给留守儿童创造锻炼的机会，关注心
理的健康发展，从而打败心理上的自卑、孤僻和偏激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