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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亲情与家庭教育缺失问题的对策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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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留守儿童亲情与家庭教育缺少对于他们以后成长产生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本文提出应当加强父母等家庭教育观念，增加父母与孩子的沟

通频率，针对留守儿童进行一些课外活动使父母不在身边对儿童的影响
得到缓解，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加优质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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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个体的健康成长以及成才均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区域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都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大部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造成
了十分严竣的教育问题。 

一、农村留守儿童亲情与家庭教育问题的具体分析 
1.缺乏学习监督，家庭关注少，学习能力较差 
农村父母普遍受文化教育程度低，难以对孩子的学习给予必

要的监督和指导，而当孩子遇到学习方面的问题时，难以找到询
问的对象，不利于其学习的进步。另一方面，孩子的祖辈老人由
于孩子父母不在身旁可能会过分的溺爱与纵容，对其不管束，使
孩子学习习惯的养成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儿童时期是人智力开
发的重要时期，缺少正确的引导以及必要的家庭关注势必会影响
孩子智力的发育，是农村孩子的学习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2.缺少父母关怀，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因为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外务工无法从小陪伴，孩子的衣食住

行方面也只能靠孩子的爷爷奶奶等提供，孩子缺乏必要的心理沟
通，因此容易养成自闭的性格。儿童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塑造性格
的重要时期，长期缺乏父母的关怀以及愉快的家庭氛围使得许多
留守儿童渴望得到“亲情”，感受家的温暖，心理承受能力较弱，
心理健康受到影响。而大多数父母认识到自己对孩子的关心不
够，出于愧疚，一味地用物质来满足孩子的要求却忽略了孩子的
精神世界，这样容易误导孩子片面的追求物质，对孩子的心理健
康极为不利。 

3.缺少安全教育，人身安全存在隐患 
拐卖留守儿童相关事故常有发生，祖辈年事已高，体力较差，

而孩子正处于活泼好动的年纪，许多孩子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教
育，独自外出玩耍。因此溺水、人口拐卖的事故经常发生。部分
孩子甚至养成极端心理，出现自残、违法乱纪等行为。 

二、增强留守儿童亲情与家庭教育的对策 
1. 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 
留守儿童亲情与家庭教育缺少问题，从本质上来看是缺失监

护人的监管与陪伴，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最佳的办法就是让孩子不
再留守，所以，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加大对农村的经
济投入，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好乡村资源，使外出务工人员返回
家乡创业，另一方面，通过进行招商引资，加大扶持与发展农村
地方企业的力度，地方企业用人大都来自当地的劳动力；此外，
通过创业补贴政策，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在农村创业，开展有机农
场，家禽畜的养殖等。促进返乡创业进行良性循环，使得农村父
母离土不离乡，这样一来，孩子的父母可以长期陪伴孩子，从根
本上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2.改变祖辈的教育观念 
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在孩子身边，因此孩子祖辈们承担起了照

顾孩子生活与教育的责任。首先，祖辈老人应改变传统观念，了
解孩子所需的家庭教育知识、学习新的育儿观念，将更多的精力
转移到儿童的教育学习问题上，其次，孩子的监护人要严格监督
孩子的学习，保证孩子每天作业按时完成，定期与孩子老师进行
沟通，以便于及时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即使孩子出现
学习与生活上的问题，也能够及时解决。此外，祖辈应当多与孩
子父母沟通有关孩子教育，心理等方面问题，协助老师做好孩子
的学习教育工作。 

3.提高孩子父母的责任意识 
外出务工的父母大都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需要使他们认识

到责任的重要性，提升他们的责任意识使他们与孩子保持沟通，
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防止孩子走向心理偏激。在外务
工的父母应当经常并主动与孩子沟通交流，以便于深入了解孩子
的心理状况，询问有关他们的生活、学习方面的情况，能够及时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增加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如果情况允许，
家长应当有一方能够在家乡陪在孩子身边，如果父母双方都外出
务工，应尽量选择离家乡近的地点工作，尽可能多回家与孩子团
聚，如情况限制，也应当利用通讯工具与孩子保持密切的联系。
多与孩子进行亲情交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挂念以及亲情的温
暖。同时也须时常与家中祖辈，老师等联系，了解清楚孩子在校
的学习生活。 

4.增加留守儿童的课外活动 
由于孩子缺少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父母的心理疏导，孩子也难

以明辨是非，所以很多不良思想容易占据孩子的内心，不利于孩
子的心理发育。因此，乡村学校应该为留守儿童增加更多的课外
活动供其选择，由此弥补孩子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老师也需要
对留守儿童额外关注，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课外活动中，分散并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让留守儿童能够在课外活动中缓解心情，并
由此学会自我管理，能够学会独自生活，让留守儿童能够在自身
实践中接受良好的教育，弥补他们由于长期缺少亲情对其人格健
全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5.学校开展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 
学校方面应发挥出自身教育的主动性，老师应当主动与孩子

家长联系、建立学生家长微信群、QQ 群，通过家访和流动家长
委员会等途径加强学校与家长之间的联系，以自身对学生的关
怀、负责，加强家长对孩子学习情况的重视。学校也可以与地方
政府联合起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与培训，提升家长自身素质，更
新家长的教育观念，改变家长的教育方法。 

亲情与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并走向成熟过程中最为重要的
一环，然而，由于家长亲情教育的缺少，留守儿童的亲情与家庭
教育缺少可能会为他们今后的成长过程带来无法逆转的不利后
果。祖辈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思想比较传统更偏向于保守，很难
对孩子的生活、学习、心理进行全方位的关注与指点。对农村留
守儿童亲情与家庭教育缺少的问题需要政府以及相关行业协同
起来，加大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的投入，通过外部资源的提升
来弥补亲情以及家庭教育缺少对孩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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