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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一

大批未成年的孩子被留在家里，在农村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

儿童群体留守儿童，且这个群体的人数正在不断扩大，成为

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一现状，为深入了解留守

儿童的生活、教育和身心发展情况，__县妇联、县教育局、

县关工委于2007年4月25、26日到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龙

海乡、中枢镇、芳华镇、三岔河镇的中小学进行了为期两天

的调研。据抽样调查，有的学校留守儿童比例高达50。由于

正常家庭教育的缺失，留守儿童身心发展尤其是品德、心理

健康成长方面存在的问题正日益凸显，亟待引起政府有关方

面的高度重视。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留守儿童的学习情

况呈两极分化，普遍较差。父母外出，由于缺乏有效的家庭

教育这个重要环节，留守儿童对学习缺乏热情，进取性、自

觉性不强，作业不能按时完成，应付了事，学习成绩普遍较

差。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学习缺乏热情

，不求上进，学校教育往往处于事半功倍的尴尬境地。留守

儿童一旦在某个学习环节跟不上，往往破罐子破摔，厌倦学

习、不求上进。这种情况让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十分担心，

在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贫困山区、半山区，这种情况已经影

响了班级、学校的教学质量。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学习成

绩优秀的不到20,65以上学习成绩中等或偏下，有的主课只

有30分40分，有的逃学、厌学，上课纪律性差。 但也有少数



留守儿童有着许多同龄孩子较少具有的优秀品质。比如：独

立性、自理能力强、意志品质坚定，更懂事和体贴别人。能

够把对父母的思念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有较高的学习自觉性

，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良好。这种情况虽然在留守儿童中

所占比例小，却也提示我们，对留守儿童来说，成长和生活

环境是辨证的。如何将留守儿童的不利处境转化为积极因素

，是需要探讨的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2、留守儿童的行为习

惯较差。大多数留守儿童自我控制能力不强，生活习惯不良

，表现在不讲卫生、不换衣服、挑食挑穿、乱花钱；有的留

守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在家里不听代养人教导，顶撞祖辈、

我行我素，在学校不遵守规章制度，不服管理，说谎骗人，

小偷小摸，抽烟、喝酒、打架、骂人⋯⋯成为了“问题儿童

”。如双箐口小学二年级学生保傅林在父亲外出打工多年里

，由于长期在放任自流的环境里，缺乏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

，他在家里不听代养人的教导，顶撞祖辈，我行我素，在学

校老师反映他不是干坏事，就是纪律散漫，常有迟到、旷课

、逃学、说谎、打架等现象发生；芳华中学学生谢小兵，由

于家庭困难，父亲到广东打工，他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但由

于父亲长期不在身边，他不但不听母亲话，花钱大手大脚，

而且经常顶撞老师，并且敲诈低年级同学的钱财。 3、留守

儿童心理出现偏差，少数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障碍。留守儿童

大多年龄在115岁之间，正是情感、品德、性格形成和发展的

关键时期，有的出生几个月或一周岁后，父母就外出务工，

长期与父母分离，使他们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缺乏父母的关爱，亲情失落，产生孤独感，心理失衡。我们

对名学生问卷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十分想念父母的占，有的



留守儿童父母每年回来1次，的留守儿童父母几年回来1次，

的留守儿童很少与父母电话联系。留守儿童有的情绪消极，

表现出性格内向、失落自卑、自私冷漠、脆弱孤僻或焦虑、

任性、暴躁，双箐口小学二年级学生赵晓蓉父母双双打工，

原本就内向的她在学校就更不爱讲话了，上课常常发呆，不

愿意回答老师的提问，集体活动也不愿意参加，经常独自一

人躲在一个角落；芳华中学有一个有一个叫李远的男生，父

母长期在外打工，自己一个人生活，经常独来独往，从不与

同学、老师讲话，极端的封闭。 4、监护管理不够强。对169

名留守儿童调查发现，留守儿童托付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

管的占75；拖付亲朋好友照管的占10；有5的留守儿童没有监

护人，独自一人生活。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不管是祖辈还是亲

朋好友，在他们眼里，认为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不能对他

们要求太严格。只要孩子能有饭吃，身体健康不生病，安全

不出事就尽到了责任。甚至部分监护人，因为忙于农活，对

留守儿童的生活也照料不周。在问卷调查中，如果生病了，

有14的是忽略；8的自己配药；20的给父母打电话。隔代的祖

辈对孩子过于溺爱，物质上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在本次调

研中，有一个叫黎绍林的男生，父母都到上海打工，跟外婆

生活在一起，椐他的班主任反映，他每隔一段时间，便以各

种理由向外婆要钱，然后到县城去玩耍，直到钱用完后，才

会回家。同时，祖父母等临时监护人因年老体弱等多种原因

无法认真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特别是老人防范防护能力弱

，安全保护意识不强，也导致留守儿童患病不能及时医治和

受到意外伤害的事件屡有发生，使孩子的生存状况存在诸多

隐忧。 5、监护人自身素质偏低，家庭教育缺失。由于监护



人大多数是老年人，年纪较大，文化层次不高，有的是文盲

或半文盲，他们不知道从心理上关心孩子、照顾孩子，不能

在学习上给予帮助和指导，在教育态度、教育方法上还是老

一套，与孩子交流沟通上存在困难。加之新课程改革以后，

教学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就连一些年轻的农村家长也难以

很好地辅导学生，更不用说老年人了。并且，由于监护人的

素质偏低，也造成了学校与监护人沟通上的困难。老师们更

担心，随着打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留守儿童会进一步增加

，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影响的将不再是少数人的素质，而将

是未来农村建设者这个大群体的素质。 二、产生的主要原因

1、农村家庭收入低下，父母家庭教育观念淡薄。家庭教育是

伴随孩子的终身教育，家庭教育直接影响孩子行为、心理健

康、人格与智力发展。特别是中小学时期，是人生行为习惯

、性格形成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父母外出务工，由于收入

普遍不高，居无定所难以将子女带在身边，错过对孩子教育

的黄金期，对孩子影响极大；有的父母平时与子女缺少沟通

，疏于管教，造成亲情淡漠，孩子缺乏安全感；有的父母教

育方法不得法，存在用钱补偿感情的心理，认为把钱寄回家

，孩子有吃有穿有玩就行了，物质上满足，事实上成为孩子

学习、身心发展的旁观者；祖辈隔代抚养大多偏于溺爱，以

生活照顾为主，且知识、能力上也承担不了对孩子的品德培

养、学习辅导的任务，使家庭道德教育处于真空状态。 2、

学校教育力不从心。外出务工人员将子女的教育寄望于学校

教育，而学校教育由于学生多，教学任务重，心有余力不足

。大部分留守儿童没有寄宿学校，在学校的时间有限，教师

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关爱难以顾及，与家长的沟通难以实现，



很难为留守儿童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教育，在学习上、生

活上难以给留守儿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对那些有问题

的留守儿童难以管理。再加上留守儿童特殊群体是近几年才

出现的，有的学校人数比例小，没引起重视；有的学校虽人

数比例较大，但仍在探索实践阶段。 3、社会对留守儿童关

注不够。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农村在留守儿童教育管理方

处于无人员、无设施、无场所的“三无”状态。不能有效地

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关怀的不足。 三、学校对留守儿童教

育现行的一些具体做法 1、学校领导已引起重视，并建立相

应的机制。 在调研的几所学校，都有留守儿童的统计和对留

守儿童教育的具体措施。部分学校成立留守儿童管理领导小

组，明确学校各部门及班主任、任课教师的责任，形成校内

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双箐口中学从思想教育、“五老”进

校园、模拟家庭、师生、生生结对子、建立留守儿童成长档

案等方面对留守儿童进行教育。同时，建立学校教育服务制

度。发动老师对留守儿童进行定点、定人的帮扶；与监护人

签定《监护人责任书》；班主任与留守儿童签定《自我承诺

书》，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提高留守儿童的自我管理能

力；与村社取得联系，各村设有留守儿童村社联络员；建立

《留守儿童突发事件处理预案》等。 2、学校积极开展一系

列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教育活动。 （1）定期开通“亲情热线

”电话，使留守儿童家长通过“亲情热线”经常与孩子联系

交流，使孩子可以定期向父母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

并了解父母在外工作、生活情况，加强父母子女间的情感沟

通，消除留守学生对亲情的心理饥渴。 （2）、开展模拟家

庭活动，老师充当留守儿童的临时父母，将留守儿童接到自



己家中，辅导学习，并给以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如三岔河

小学的太琼仙、飞丛仙老师，一发现留守儿童思想不稳定或

者学习下降，就将留守儿童接到自己家中，与学生交心谈心

，辅导其学习，亲自为学生做饭。 （3）建立帮扶机制，发

动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通过“两免一补

”、贫困生、特困生救助等办法对贫困留守儿童进行重点救

助。如龙海乡共有小学生3215人，2006年为1085贫困学生减免

各种费用20000多元，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每年的免费教

科书也优先向留守儿童发放； （4）开展“结对子”活动。

班主任组织学生与留守儿童结对子，学习、生活上相互关心

和帮助；同时，学校发动教师与留守儿童结对子，一个或几

个教师负责一个村的留守儿童，对其进行不定期的家访和生

活上的一些关心和照顾，做到定点、定人联系； （5）“五

老”进校园活动。发动老干部、老党员等做义务校外辅导员

，讲革命传统史，鼓励学生发挥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的优良

作风，对留守儿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3、积极建立家校联

系，举办“四老”家长学校。 学校在学生入学时，详细记录

了留守儿童家庭基本情况及父母的联系方式。当留守儿童出

现异常情况时，及时与父母取得联系。同时，针对农村留守

儿童大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做临时监护人的情况，学校对

对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四老”人员进行培训

，改变“四老”家教观念陈旧，对孙辈重养轻教、娇惯溺爱

的情况，引导这些老人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学会科学的家

庭教育方法。 4、建立留守儿童档案，进行跟踪管理。 完善

学校留守儿童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建立“三知、三多、三

沟通”机制（对留守儿童基本情况、留守儿童监护人情况、



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去向及联系电话等方面的知情；多与

留守儿童谈心交心，多开展充满人文关怀的集体活动，多到

留守儿童家庭进行家访；定期与留守儿童的父母、监护人、

代管人进行沟通）。根据每一位留守儿童身心发展的具体情

况，制定不同的教育方案，有针对性的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指

导，并进行跟踪管理。 5、积极开展各类校内外活动。 班主

任和老师给予留守儿童特殊的关爱，针对留守儿童的特点，

坚持启发、引导的疏导原则，强化行为规范的养成训练，组

织班队活动让留守儿童学会自我管理、自我保护、自我生活

，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让留守儿童在亲身体

验中受到教育，以弥补他们亲情缺失对其人格健全发展的消

极影响。 四、下一步的对留守儿童教育的意见建议 1、请上

级有关部门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给予高度重视，给基层以项

目财力支持，扩大寄宿制学校的覆盖面，让留守儿童集中到

学校吃住。对__农村教育投入，帮助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村

小、中学新办或巩固原有的寄宿学校，并按照实际留宿的留

守儿童数量，发放寄宿制学生生活补助，让留守儿童吃住集

中到学校，一是可以解决家中无人照顾的问题，二是方便学

生向老师请教问题，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三是有利于同学间

的交流，发展积极向上、开朗健康的性格和心理。四是可以

排除留守儿童上学往返途中的安全隐患。 2、学校应在留守

儿童教育中发挥主导作用。农村中小学应切实加强对留守儿

童的教育与管理。一是从生活上和心理上给予留守儿童更多

关心和关爱；二是针对留守学生特点，强化行为规范的养成

训练，在教学中加强生存教育、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

他们学会自我管理、自我保护；三是通过书信、热线电话等



形式，加强与留守学生家长的沟通，为增进孩子与父母的联

系创造条件。 3、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引导留守儿童家长重

视对子女的教育。社会各方面应针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

的问题，宣传普及家教知识，教育进城务工的农村家长认识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明确教育子女的职责。在留守儿童父母

回乡探亲时，组织他们参加家长会或家长学校学习，引导他

们经常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弥补父母不在身边给孩子造成

的不良影响。同时教育临时监护人真正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

和义务，注重道德教育，更多地满足孩子的精神需求。 4、

强化监护责任，构建亲属监护网络。相关单位要通过多种方

式，引导家长在外出务工的同时，把孩子的生活和教育事情

安排好，外出打工后要加强与孩子沟通、学会交流以及教育

孩子的科学方式和方法，发挥家长对孩子的独特的教育功能

，引导孩子健康成长。此外，要加强临时监护人的家庭教育

指导，转变监护理念，引导临时监护人及其他亲属对孩子的

文化道德教育和精神需求给予更多的关注。让远离父母的孩

子真正感到“心有人爱、身有人护、难有人帮”，合力营造

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5、发挥基层组织作用

，构建社会呵护网络。全省各乡镇、村（居）委会应尽快做

好留守儿童档案的建设工作，全面掌握留守儿童的有关情况

，针对各类留守儿童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更切合实际

地解决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问题。对于那些生活较困难和问

题突出的留守儿童要特别关注，建立社区帮扶中心，并组织

干部到留守儿童家里慰问，切实帮助留守儿童解决实际问题

。要加强农村基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由村支部负

责，统筹乡村学校的老师、村妇代会主任、退休老同志、共



青团员等各方面力量，给予留守儿童“一对一”的特别关怀

，组织他们开展有益的集体活动，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

和良好的行为习惯。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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