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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童”行，助力脱贫攻坚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猛硐乡“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班”团队项
目报告

何立群 1　陶爱梅 2　姜立辉 3　张文菊 4 　徐　旭 5

指导教师：杨斌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16

为了更好开展 2019 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云
南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社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领导首先

给我们“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班”团队明确了项目目的：深入

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进行社会调查，体验和了解党的精准

扶贫政策下当地民情，调查当地留守儿童心理需求；结合专

业特长，开办“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班”，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脱贫攻坚战中的孩子携手“童”行，建功新时代。其次，团

队总结 2018 年“三下乡”实践经验，采取“提前成立团队—
实践能力培训—寒假调研—针对性备课—开设留守儿童暑期

兴趣课堂—课后家访”等方式开展活动，项目实施过程中，

我们以“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为宗旨，发挥团队成员

小学教育专业特长，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产生了丰厚的实

践成果和不菲的社会价值。

一、开展活动及主要成果

（一）培训及调研方案设计（2018年 12月—2019年 1月）
为了组织开展好寒假调查活动，学院老师给小组成员做

了 2 场、总共 4 个课时的“如何开展调研活动”的专题培训，
培训了文献查阅方法、信息采集与处理、访谈技能、社会调

查的开展注意事项等的知识，确定了调查对象，开展文献查

阅，明确了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一般心理问题以及国家针对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帮扶政策，完成调研方案设计，为

完成寒假调研活动做好充分准备，同时有效提高小组人员的

文献查阅能力和文献综述能力。

（二）寒假实地调研（2019年 1月—2月）
1. 留守儿童生活地民情调查
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乡，少数民族贫困乡。瑶族、壮族、

苗族三个民族占全村人口 95%，地处中越边境，中越自卫反
击战使这个地区比全国改革开放晚了 14 年，加上交通不便，
产业发展受限制，到 2018 年底仍有 73 户未脱贫。乡政府制

定的精准扶贫政策重点是“就业扶贫”，鼓励、奖励群众外出

务工脱贫，经济收入提升的同时，使得这个地区的留守儿童

相对于其他地区较高。而留守儿童除享受针对城乡义务教育

学生的学杂费全免政策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带

来的“营养餐”外，麻栗坡县建立“村里建立留守儿童之家

和亲情聊天室、设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咨询室、设立假期兴

趣班”的计划，在实际调查中发现未得到了落实，关注留守

儿童心理需求成为了脱贫攻坚战中一件“顾不过来”的事。

2. 留守儿童心理需求调查
考虑到留守儿童一般性具有的孤僻自卑、不自信等心理

特点，对猛硐乡坝子村留守儿童心理需求调查，我们采用了

团体访谈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团体活动对坝子村

小学的（1 年级到 5 年级）25 名留守儿童进行了团体访谈，

鼓励学生利用卡纸，发挥想象制作小房子，孩子们用手中的

作品表达着对亲人的思念和父母常伴身旁的内心渴望，我们

深切感受到他们因亲情的缺失而对温情、关爱、陪伴强烈的

心理需求。同时，小组成员每人对坝子村 1 名以上留守儿童
心理需求进行了个案访谈，发现他们的心理需求除了与团体

访谈相似点外，他们更希望得到父母非训导式关爱，希望得

到被庇护的安全感，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期待，但又对未

来缺乏信心等心理特点。个案访谈形成了 5 篇个案访谈记录
（例见附件 1），队员陶爱梅完成题为《浅析文山麻栗坡“留

守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论文 1 篇（见附录

2）。
（三）备课（2019年 4月—5月）
为了 7 月份办好坝子村留守儿童暑期班，队员们于 5 月

8 日开始集体备课，教学设计以猛硐乡寒假实地调查情况和

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为主线，大家一致认为兴趣课堂的教学

目的重点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育，课程设计的初衷和落

脚点是弥补当地留守儿童心理需求的缺失，使他们能在关爱、

温情的滋养中茁壮、健康、快乐地成长。教学内容设计原来

包含“游子吟”诗歌学习，考虑到猛硐乡暑期兴趣班由不同

年级的学生构成，理解能力不同，大家认为这个教学内容不

宜开展，并对方案进行认真修改，教学方案最终确定由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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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萝卜蹲》、手工制作《左邻右舍》、音乐手语操《感恩

的心》、《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4 部分组成，小组成员
共完成 3 个教案（例见附件 3），为暑期开展兴趣班做了充分
的学情调查准备。

（四）开展“暑假兴趣课堂”（2019年 7月）
2019 年 7 月 26 日志愿者在坝子小学开展了“暑期兴趣

班”活动共 8 个学时，有 25 位不同年龄段的留守儿童及 6 位
家长参加了活动。

教学过程中，我们始终以“温暖、关爱、陪伴”为主线

贯穿每一个教学环节，积极与孩子们交流互动，引导那些个

性内向的孩子积极投入到班级活动中来、鼓励他们大胆展示

自我；活动开展中，我们邀请现场为数不多到场的父母加入

到教学活动中来，与孩子们一起亲情互动，当父母看到孩

子和着音乐比划着手语操、为自己唱着“感恩的心，感谢有

你……”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暑期兴趣班活动掀起高潮！

整个过程中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容触动了我们每一个志愿者

的心灵，最可贵的是，我们与孩子之间建立了情感，于是第

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了未来作为教师的我们身上沉甸甸的社会

责任，迸发出学好专业知识携手“童”行的勃勃动力！

（五）深入灾区安置点家访（2019年 7月）
教学中我们发现有些孩子住在“9·02”特大山洪泥石

流灾害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7 月 27 晚我们来到安置点开展
“送温暖”家访活动，给孩子们讲故事、表演节目，给夜晚的

安置点送去欢声笑语。之后我们与孩子爷爷奶奶聊天，说明

呵护孩子心灵是孩子以后发展的基础，家长们也表示这是作

为家长的义务，最后志愿者在安置房里为灾民群众准放映了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让安置点家长们和孩子们感受国家

强大和全社会对灾区家长、孩子的关爱。

二、社会价值

（一）身体力行，携手“童”行，助力脱贫攻坚

首先，志愿者走进贫困山村，为留守儿儿童们送去温暖，

带去希望，让更多家长安心务工，用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其次，志愿者回学校后开展“三下乡活动成果宣讲”活动，

极大引发了我院大学生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我们向学院申请

建立“小学教育专业志愿者暑期返乡办兴趣班”长效机制，

已经得到学校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将会有更多的大学生

与贫困地区的孩子携手“童”行，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搭

建爱的桥梁，让他们人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二）献计献策，助力脱贫攻坚

基于猛硐乡的实际情况和孩子们的心理需求，我们提出

了 3 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建议得到了猛硐乡政府的认可和采
纳，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1. 建议猛硐乡政府对外出务工父母技能培训中增设亲情
交流技能培训

调查中发现孩子们希望得到父母的关爱，却不喜欢甚至

抵触父母说教式、训导式的交流和沟通，导致与父母沟通不

畅，亲情交流受阻，建议增加父母与孩子异地沟通技能培训，

让孩子能感受到他们想要的亲情温暖。

2. 建议政府多渠道宣传猛硐乡，让更多的人知道当地古
树茶以及坝子村的商业价值，让开发商走进村子、让父母回

到家乡、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建议对留守儿童也“建档立卡”，便于增强社会、学

校、志愿者对留守儿童的关爱。

（三）呼吁社会脱贫攻坚战更应携手“童”行

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倒计时，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问题在

猛硐乡更显突出，脱贫攻坚成败贵在精准，关注贫困地区留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应贯穿“五个一批”工程和“两不

愁三保障”的每个环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顾此失彼，真正

实现全面脱贫“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