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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区清江镇农村留守儿童参与体育锻炼现状的 

调查与研究 
◆黄  永 

（重庆市荣昌安富中学  402466）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
方法、对清江镇农村留守儿童参与体育锻炼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与研究，
调查结果显示：清江镇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对子女的成长关心不够，父母
角色的缺少对儿童参加体育活动锻炼产生了不良影响，隔代管教留守儿
童的祖父母由于年事高，文化水平低，在孩子的教育、体育锻炼上缺乏
指导。清江镇体育娱乐设施比较缺少，儿童课余体育文化和娱乐生活枯
燥乏味，健康观念落后，场地器材缺乏等制约清江镇农村留守儿童的体
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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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荣昌区清江镇位于重庆市西南部，地处川渝结合部。人口

15453 人，面积 17.9 平方公里。 
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在外打工而

被交由父母或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农村留守
儿童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历史进程而产生的，在城市经
济利益和农业增收困难的驱动下，单靠农作物的收成也不能满足
家里的开支，清江镇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天气、自然等多方面的
制约，农作物的收成锐减，农民的收入整体降低，这就导致了农
民难以单靠在家务农就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所以很多
农村劳动力开始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去打工，由于受很多因素的影
响，农民工在自己进城的同时却不能解决孩子进城读书的问题。
于是他们只能把孩子留在农村，孩子只能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或者其他亲戚一起生活，最终形成农民工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
局面。从而形成了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儿童时期是人身体发育、
性格养成，知识积累的关键时期，由于生活环境不稳定，缺乏父
母的关爱，有的留守儿童受到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产生“读书
无用论”思想，他们认为不读书也能挣钱，于是纷纷离校外出，
走上了漫漫打工路，学校对此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们一个离开校园。所以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应当得到更多的关爱。
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也存在诸多的不足，教师不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往往只关心学生学习成绩，忽视了对其德、体、美、劳的
关注，致使留守儿童思想散漫，体质下降，不服从管理，在这种
教育局面下，学生很难得到全面的发展。当今社会，留守儿童作
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 ，能否健康的成长已成为当今社
会的重大问题，也越来越倍受人民的关注。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荣昌区清江镇竹林坝、八块田、分水、河中、茄湾家中父母

双方都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儿童。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发 
在研究的过程中通过电子阅览大量查阅国内外关于健康教

育、关注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留守儿童怎样产生等
方面的著作和期刊，通过 cnkl 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知网
等数据库查找与本研究相关资料。 

2.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目的的设计对清江镇农村留守儿童体育锻炼参与

情况的相关研究进行问卷调查。以清江镇民政局所统计出的留守
儿童家庭进行发放问卷，共计发放问卷 120 份 回收 112 份，有
效问卷 10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 

三、结果与分析 
3.1 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调查的两个村中有效的样本 108 人，其中男生 66 人，

所占总人数的比例 61%，女生 42 人，所占总人数的比例 39%，
大多数家庭是父亲单独外出打工，有一小部分是母亲单独外出打
工，父亲外出打工的占普遍现象。因此很多留守儿童都是与母亲
一起生活。因大多数家庭系父亲外出打工，父亲角色的缺少难免
会对儿童教育的成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父母都外出打工的家庭
均把子女交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看管，这就形成了隔代管教的
局面，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水平较低，没有能力在学习、体育锻

炼上给予孩子提供帮助，并且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很多老人只
是在生活照顾孙子女，在孩子教育管理上却是力不从心。 

3.2 留守儿童闲暇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安排状况 
表 3-1  留守儿童闲暇时间 

男 
休暇时间       占男生 

人数  
               百分比 

女 
占女生 

人数 
    百分比 

总人数 占总人数 
百分比 

没有 
10-30 分钟 
30-60 分钟 
60-120 分钟 
120 分钟以
上 

0     0 
2   3.03 
5   7.57 
12  18.19 
47  71.21 

2    4.76 
4    9.52 
4    9.52 
10  23.82 
22  52.38 

2 
6 
9 
22 
69 

1.85 
5.50 
8.30 
20.45 
63.9 

如表 3-1 所示，清江镇留守儿童休暇时间比较充裕，休暇时
间是指除上课学习和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时间之外可自由支配
的时间，这部分时间主要用于娱乐和休息。在调查的 108 个留守
儿童当中，每天休暇时间超过 2 小时的为 69 人约占整个留守儿
童的 63.9%，每天休暇时间低于 30 分钟的留守儿童仅仅占整个
调查样本的 7.35%，休暇时间在 30 分钟以上的留守儿童占整个
样本的 92.65%。  

表 3-2  留守儿童闲暇时间的支配 
支配内容 男 女 总人数 百分比 

看电视 
做家务干农活 
和同伴玩耍 
体育锻炼的 
上网或玩游戏 

42 
7 
5 
9 
3 

27 
7 
6 
1 
1 

69 
14 
11 
10 
4 

63.89 
12.97 
10.19 
9.25 
3.70 

如表 3-2 所示，本研究对留守儿童休暇时间的支配所做相关
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比较充裕的休暇时间内大多数的留守儿童选
择了看电视或在家干农活，他们所占总人数比列分别为 63.89%、
12.97%，也有一部分儿童选择了在休暇时间内与同伴玩耍，仅极
少部分人选择上网或游戏，因留守儿童的体育参与意识不高，在
休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的仅占留守儿童的 9.25%。体育锻炼作为
一种缓解心理压力的有效手段，还没有被广大留守儿童监护人充
分认识。因此，农村学校体育课与课外体育活动应当注重培养留
守儿童浓厚的体育锻炼兴趣，使他们养成良好终身体育锻炼的习
惯。 

四、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清江镇三分之二的农村留守儿童的休暇时间充裕，在休暇时

间内仅有 9.25%的儿童参与体育锻炼，体育锻炼人数少。农村留
守儿童健康观念落后，许多儿童没有发现自己的特长与兴趣爱
好，大部分儿童都是以强身健体、体育中考等为动机参加体育锻
炼。由于清江镇可供留守儿童使用的场地器材缺乏、可选体育锻
炼项目少、缺乏体育运动知识和专业人员进行体育指导、儿童没
有养成锻炼的习惯、体育锻炼持续的时间少。 

2 建议 
学校与家庭不合拍，导致学校、家庭对留守儿童的管理存在

盲区，加强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指导与交流，提高监护人对体育
锻炼的认识，树立其健康第一的育人观念，学校与家庭合作，是
促进儿童参与体育锻炼的有效途径，为孩子创造良好的体育锻炼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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