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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之我见 
◆董均慧 

（云南省富源县大河镇长坪小学） 

 
摘要：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新时期的特殊群体，使学校的教育和教学遇到
严峻的挑战。让我们用师爱弥补父爱和母爱，关心留守儿童心里安全；
把学校安全教育与家庭、社会紧密连接，加强留守儿童安全教育，让留
守儿童获得健康、愉快地成长，有利于满足个体素质发展需求，稳定农
村家庭幸福，建设和谐校园文化，丰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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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新时期的特殊群体，由于受亲情关爱缺
失，家庭教育缺乏，在安全方面存在较大的隐患。从溺水事故和
交通事故频发、心理健康失衡等角度，对“留守儿童”生存现状
进行分析。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安全教育,
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留守儿童使学校的教育和教学遇到
严峻的挑战。我对班级中 15 名“留守儿童”作了调查：这些孩
子大多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姨妈、姑妈看守着，首先
隔代的亲情关系，使得监护者在养育和管教方面过分溺爱，缺少
必要的限制，从而容易让这些孩子养成不良的习惯。其次他们因
大多是一些年龄较大、文化较低的人，对安全重视不够，或者没
有安全意识，很少进行安全教育。当孩子有违纪现象时，有少数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包容和支持，这样，纵容一些孩
子养成了不听话、打架、逃学、撒谎等坏习惯，不利于孩子安全、
健康成长。 

一、目前留守儿童存在的教育问题分析 
1．学习成绩不容乐观 
留守儿童在山区农村往往由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

婆看护，他们的文化水平偏低以及文化觉悟不高，导致了留守儿
童的成绩不好。通过对山区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调查发现，
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出现两极分化问题，学习成绩好的留守儿童
往往是因为他们的监护人对其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指导，让留守儿
童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而学习成绩差的儿童，往
往是监护人关心不足，认为学习是没有用的，不注意对留守儿童
学习兴趣的培养，没有让留守儿童形成正确的认识，按时完成老
师布置的作业。 

2．不好的行为习惯 
很多农村的留守儿童由于从小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养成了

不好的行为习惯。这主要归结为留守儿童往往不听从年迈的监护
人劝导，认为自己的爷爷奶奶不能理解自己，更有甚者不但不听
从长辈的教导还顶撞自己的长辈。大部分留守儿童宁愿与自己的
朋友去家乡以外的地方玩乐，也不愿意听从长辈的教导，从而出
现了留守儿童不听管教、违反校规的现象，尤其是正处于叛逆期
的男孩子，逃课上网，结伙闹事。正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
让留守儿童养成了不好的行为习惯。 

3．情感教育的不足 
目前，留守儿童存在十分严重的心理问题，主要是由于孩子

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缺失，尤其是父爱的缺失。通过对留守
儿童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儿童难以感觉到幸福，并且会产生负面
情绪，加之农村德育教育和心理教育的缺失，让留守儿童遇到情
感和心理问题时无处倾诉，渐渐变得自卑、沉默寡言，不愿与人
交流，加之，随着父母外出打工时间的延长，心理问题更加严重。
此外，部分学生出现严重的性格问题，不懂得与人和睦相处，并
对别的小伙伴存在敌意，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要归结为学校教育的
不完善，无法及时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变化，让留守儿童的心理
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建议  
众所周知，关爱留守儿童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更是我

们教师工作的重点，我们应毫不犹豫地扛起这份重担。我们工作
的任务不仅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因此，我们应该多关心
学生，尤其是缺乏父母关爱的学生——留守儿童。那么，我们应
该如何去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呢？根据我二十多年在小学
任教以来的所见、所为、所感，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借此机会呼
吁我们广大教师同仁多关爱留守儿童，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从

而营造一个和谐而温馨的校园。 
1、对留守儿童要有爱心、耐心。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教育技巧的全部奥妙就在于如何爱护儿童”。爱学生是教师必
备的心理素质，没有真正的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对留守儿童来
说，他们更缺少爱，更渴望得到老师、同学、社会的关注。因此，
我们作为老师要从小事上、细节上多关心他们。时刻关注他们的
思想变化，及时沟通。对留守儿童来说，他们更缺少爱，更渴望
得到老师、同学、社会的关爱。我们作为教师，要从小事上、细
节上多关心他们，时刻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及时沟通。用自己
的爱去弥补他们所缺少的父母的爱，让他们感受到学校就是他们
学习、成长的家。 我有一位学生叫方昊，其父母外出打工，家
里只有年老的外婆照顾他，他脑子非常聪明，但就是特别懒。刚
转学来时，每天上学都迟到，而且还不交作业，老师批评他几句，
他就干脆不来上学。一开始我找他谈话他总是唯唯是诺，转身却
我行我素。后来我通过家访才了解到他爸爸好赌，他妈妈为此常
和他爸爸吵架而闹离婚，所以孩子所承受的压力过大，导致其患
上了“心理疾病”。此后，我主动找他进行交流，谈心，鼓励他；
让同村同学陪他上下学；组织学生给他过生日，又联系他的父母，
让他们多给予孩子关爱，尽量抽空回家陪陪孩子……慢慢的他变
了，不再迟到，开始交作业，成绩也有很大的提高。 

2、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是外
出务工父母无暇顾及的严重问题，孩子感情上得不到交流，得不
到正确的引导和帮助，缺少父母的温暖和教育，这对学生心理产
生极大影响。留守儿童一般内向、自卑、敏感，性格比较脆弱。
另一部分学生是父母在外打工，经常往家里寄钱，经常给孩子钱，
加上监护人的娇宠溺爱，导致孩子养成乱花钱、逃学、自暴自弃
等不良行为，这样的学生往往自私、孤僻、暴躁、蛮横。针对这
一特点，我利用班会讲节俭的重要性，放一些农民工在外打工的
影片，让他们养成节俭的生活习惯，体会父母的不易，让他们感
到父母出去不是不爱他们，而是为了使他们生活更好。并举办丰
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办有手抄报、音体美
兴趣小组等，这些活动的开展填补了学生心灵的空白，让他们觉
得学校生活充实、美好。另外，开展心理疏导活动，及时解答他
们的疑惑。帮他们少走弯路。 

3、加强对留守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增强学生法制观念。大
多数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监管，自制力差，脾气暴躁，往往
因为一点小事与同学打架，甚至动用刀子等器具，严重影响了其
他学生的安全，造成极坏影响。而女生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作
为班主任，我利用每周的班会课、安全课，对学生进行各方面的
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告诉学生如何自我保护。从电视上、网络
上、多搜集一些实际例子，对学生进行教育。 

4、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质量。留守儿童许多是由他
们的奶奶、外婆等隔代亲属来抚养的，而农村这样的老人文盲率
超过 70％，他们无法对孩子进行辅导，也很难与孩子进行思想
交流，缺少及时的学业辅导与心理沟通。许多留守儿童因成绩不
好而产生厌学情绪，进而走上辍学道路。可以开展一帮一活动，
或给他们开小灶，真正体会到了班级的温暖和学习的乐趣。” 

总之，作为老师既要做思想道路的引路人，又要做孩子学习
进步的引导者，生活的保护者。因此做到“三多”、“二知”、“一
沟通”很重要。“三多”，即多与“留守儿童”谈心，弥补“留守
儿童”的亲情缺失；多鼓励支持孩子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多进
行家访，了解孩子在家活动和学习情况；“二知”即知道留守儿
童的个人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一沟通”即定期与留守儿童父
母电话交流沟通，并采取针对措施，提供必要的帮助。用关爱、
亲情为留守儿童营造温馨的家园氛围。 

总而言之，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让
我们用师爱弥补父爱和母爱，关心留守儿童心里安全；把学校安
全教育与家庭、社会紧密连接，加强留守儿童安全教育，让留守
儿童获得健康、愉快地成长，有利于满足个体素质发展需求，稳
定农村家庭幸福，建设和谐校园文化，丰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