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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8_AF_A6_E8_c26_226962.htm 热点话题一：“留守

孩”问题（广州新东方热点话题深度剖析：对于这个话题的

考察，实际上既和全国的热点相一致，也与广西的热点相一

致。从全国的角度看，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每年全国有1.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而从广西的情况看，与全

国相一致，目前，全区农村有400万富余劳动力，每年还新

增30万农村劳动力。2004年广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增人

数为68.84万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还不能把孩子全部带在身边上学，只

能把他们留在家乡，这群留守在家乡的孩子，与离异家庭、

父母亡故家庭的中小学生一起被称为“空巢”学生或“留守

孩子”。这些少了父爱、母爱、少了家庭温暖的农村孩子，

面临着生活、学业、心理上的诸多困惑，有的还出现了严重

的问题。因此，广西政府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以来都非

常地重视。采取许多措施保障这些“留守孩子”的权益，也

取得很大的成果。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综合全国的情况，实

际上，目前农村“留守孩子”的学习、生活及心理状况基本

上还是良好的，学习态度积极向上，生活稳定和身心健康占

主流。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比如农村

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这本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及城

市化建设步伐加快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

条有效途径。但据统计，目前，在广西农民家庭收入构成中



，外出务工收入占30％。根据广西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快推

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总目标，从2004年开始，每年将培

训拟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50万人，新增输送到区外就业35

万人以上，新增区内转移就业15万人。据资料显示，全国农

民工留守子女适龄学童已达7000万左右，据某次对南宁市12

个县区及宜州、钟山、防城区中的6个乡镇农村770009名初中

、小学在校生调查显示，共有“空巢”学生143752人，占在

校学生总数的18.67％，其中，比例最高的为武鸣县，全县农

村在校学生总数为62884人，“空巢”学生为38535人，占在校

学生总数的61.28％。这是未成年学生中的特殊群体、复杂群

体，更是弱势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家庭生活环境将会

引发一系列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问题，这些问题极有可能

向社会问题方面发展。综合来看，“留守孩”问题是目前甚

至是以后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因此，广州新东方的戴斌

老师建议广大的考生应给予适当的关注和了解。）一、就“

留守孩”问题的现状，结合国内的主流观点，广州新东方的

戴斌老师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极需全社会给予关注的特殊

群体“留守孩”群体。（二）“留守孩”缺少父母的关爱，

获得家庭教育机会极其有限。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教育和影响孩子的道德情操，家庭教育环节因父母远离他乡

而缺失，将导致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不到位。尽管父

母可以通过电话、书信监管孩子，祖辈、亲戚等监护人可照

顾生活，在学校有老师教育等，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三）

父母远离孩子，因得不到正常的关爱、呵护，部分“空巢”

学生出现情感缺失，心理健康问题凸显。首先，有相当一部



分“空巢”学生出现经常或有时心情烦躁、觉得忧郁等。其

次，“留守孩”有“与众不同”的孤立感。（四）“留守孩

”课余活动单调，大多数孩子过早地承担了家务劳动的重担

，易对孩子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五）“隔代带养”、“

亲戚监护”导致监护不到位，使部分“留守孩”的人身安全

得不到有效保护。（六）“留守孩”的出现，使学校及老师

增加教育负担。“留守孩”的特殊性和复杂型，使一些本应

由家长负责的家庭教育责任转嫁到了学校和老师的身上，也

就自然地增加了学校及老师的教育负担和责任。二、解决“

留守孩”问题的对策。针对以上种种问题，结合国内目前的

主流观点，广州新东方的戴斌老师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

手：（1）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的倾斜政策和采取有关

措施，保障“留守孩”的健康成长。应进一步完善《未成年

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等

法规条例的实施细则，细化和明确具体的处罚条例，增强其

操作性，早日明确外来工子女教育的管理主体，健全其服务

体系，建立保障机制，落实和保障孩子异地上学的倾斜政策

。一方面，使更多的家长外出打工时，能够将自己的子女带

上，在打工的流入地就近安排他们上学；另一方面，政府要

加大投入，增加并落实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较多的地区有计划

地配套筹建寄宿制学校、托管中心、心理咨询站等有关机构

的专项经费，因地制宜，调整学校办学模式，采取多种形式

让农村“留守孩子”得到相应的教育、管理与关爱，明确这

些机构的职责权限，为农村“留守孩”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

的环境。（2）整合各种资源，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密切配合

，形成合力。教育、妇联、团委、关工委等部门要继续做好



家庭教育研究工作，力争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研究方面取得

新的突破。建议社会各界共同承担起责任，整合各种资源，

有条件的农村可创建村镇父母课堂等家庭教育基地，为广大

家庭提供儿童道德培养、营养健康、体能训练、心理健康等

方面的指导和帮助。群团组织可以举办一些替代性的活动，

让有亲和力的成人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他们父母的角色，对这

些留守儿童给予生活关怀、心理咨询、教育辅导等综合性的

情感慰藉，让孩子找到心理支持。组织教育志愿者成立家庭

教育社团，定期开展活动，吸引农村孩子参与活动，发挥其

自主参与的热情与积极性，锻炼孩子们的社会活动能力。 

（3）学校要加强对“留守孩”教育管理模式的探索，因地制

宜地创新学校办学模式。要推动老师、辅导员、同学与“留

守孩”之间的互动交流，给予他们学习、生活、心理上的关

怀和爱护，积极探索一些经验，可以通过结对子、举办兴趣

班、文化、体育活动小组，引导“留守孩”参与其中，减少

他们的孤立感、忧郁感，增强他们的合群和合作意识、沟通

意识。此外，还要加强学校、村委会、邻居以及家庭的合作

，为“留守孩”提供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兴趣爱好等一

系列的管理、照顾机制，共同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充满关爱

、和谐的社会、学校、家庭和邻里关系。（4）加强分类指导

、培训，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活动。加强对外出打工经商父

母、隔代家长、村干部、教师、校长等的分类培训，对父母

要进行家庭教育知识的培训，树立“孩子的教育和全面健康

发展需要家长的精心呵护和全面关怀”的理念，担负起家庭

教育的责任。（5）政府要鼓励有条件的父母，把孩子接到身

边，让其在打工地接受义务教育，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条



件。一时无法把孩子接到城市的，要认真从孩子成长需求的

角度出发，寻找和确立孩子的合适监护人，细致地落实孩子

的被监护权。（6）要重点抓好教师和村干部的培训，将学生

在学校和在家期间都要监管到位。要注意抓好传、帮、带工

作，传递教育经验，要特别关注那些父母常年外出不回，家

庭不和睦，人丁稀少，经常不与父母联系，不知道父母在何

处打工的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有针对性地实施关爱工程。

（7）投资建立农村“留守孩”学生公寓，将“留守孩”集中

住校管理，改善吃住条件；在学校建立互联网站，方便孩子

与父母、老师与父母视频交流；在学校建立图书室，完善文

体活动设施，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8）节假期间组织返乡

的家长听取家教知识讲座，提高家教水平；并通过父母向隔

代家长传授一些教育管理知识和方法。同时要拿出更多的时

间与孩子联系，创造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孩子谈话沟通，对

孩子的道德发展和精神需求给予更多关注。（9）在孩子留守

地开展“结对认亲”活动，呼吁更多的“爱心父母”与留守

孩子建立亲情关系，弥补亲情缺失。同时打造“青少年维权

岗”、心理咨询中心和“留守孩”托管中心等平台，不断创

新“留守孩”关爱载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