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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探析 ①

赵艳霞
（邵东县委党校，湖南 邵阳４２２８００）

摘　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集中体现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影响到农村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建设。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要在党的正确领导、政府的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家庭、学校、社会

三位一体，共建留守儿童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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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城市化、工业化迅
猛发展，城乡差距日益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一个不

可阻挡的趋势，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有群体出现在农村

中。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集中体现了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

遭遇的矛盾和困惑，而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

留守儿童的未来，更影响到农村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建设。

１　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留守儿童一词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指父母

一方或双方流动到其他地方，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因此

不能长期与父母或父母中的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儿童［１］。

据全国妇联统计，在 ２０１０年底，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约
５８６１万，平均每４个农村儿童中就有１个留守儿童。并
且留守儿童的数量正呈现递增的趋势。从无数的报道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儿童因留守而发生的事故数不胜数。可

以说，无数农村留守儿童正有意无意地成为一个家庭、一

个地方、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２　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
２．１　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农民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生产要素等限制，很难自由流通。改

革开放如一夜春风吹暖大地，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低廉

劳动力，城乡差距的拉大进一步刺激着农民走向城市。

但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地位、权利的不平

等，城市并没有真正的容纳他们。收入低、工作环境恶

劣、社会保障不健全、子女入学难等，常常困扰着他们。

可以说，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发展某种意义上就是以城乡
二元分制为前提、亦是为发展代价的。为了更好的生活，

他们走进城市，而因为生活的艰辛，他们不得不把孩子留

守在农村。因此，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

体制的结构矛盾。

因此，彻底解决留守子女问题的前提是消弭城乡发

展的差距，这不仅仅是要解决表面上所呈现的农民的社

会保障问题，或者提高农民的收入等，其本质是社会权利

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

２．２　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
２．２．１　家庭之伤：重养轻教，方式不当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留守儿童的家庭已与传统

意义上的家庭在结构上有一定的区别，留守家庭中家庭

结构的不健全导致留守儿童在道德品质、心理素质、学业

成绩，以及身体发育方面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家

庭结构的不健全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长期处于

“真空状态”，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他们无法言传身教，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

困惑、难题都无人倾诉。培养孩子，就要多和他们在一

起，因为亲情的抚慰和关怀有助于孩子的成长，留守儿童

最渴望也最欠缺的就是父母的陪伴与教导。同时，大部

分留守儿童是隔代监护，老人除了要从事繁重的农活，还

要担起带养孩子的重任，力不从心，因此，留守儿童安全

隐患不容小觑。另外一些父母因为不能陪伴孩子感觉愧

疚，在物质上进行弥补，对待孩子的要求从不说不，这种

放纵＋溺爱的教育模式使得孩子性格暴躁、自我等。
２．２．２　学校之伤：爱的死角，教育失衡

首先是教育评价机制的不合理。素质教育是国家所

倡导的教育模式，但是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在许多农村

学校仍然是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分数高低成为衡量学

生优秀与否的唯一准则。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留守儿童

由于没有父母的陪伴，作业没有人督促，学习没有人指

导，成绩不理想。有一些外出务工的父母认为能挣钱就

是本事，忽略孩子的学习，甚至有些孩子没有完成基础教

育就被父母带出打工。错误的金钱观导致他们学习积极

性普遍不高。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也放松了对部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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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较差的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其次，学校教育管理

方式简单化。基层教育者大部分素质偏低，教育方式简

单粗暴，对于一些叛逆的无人管教的留守儿童，他们或者

体罚，或者置之不理，管理方式的简单化导致留守儿童更

加自暴自弃。同时，乡村教师由于经济地位低下，除了从

事教育之外，他们还兼职做一些补贴家用的事情，无暇顾

及留守儿童的学习，更谈不上心理关注和德行教育。第

三，学校课程设置与儿童身心发展不相适应。农村基础

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匮乏，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没有心

灵沟通和交流，学校没有专门的心理教师和课程。处于

生长期的儿童遇到问题无处解惑，容易产生心理偏差。

２．２．３　社会之伤：环境不优，关爱失调
庸俗文化、读书无用论以及大众传媒的不良内容对

留守儿童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正处在人格发展关键

时期的未成年人，由于自制能力弱、猎奇心强等因素，根

本不具备完整的评判能力，也就不可能理性对待来自低

俗文化的各种影响。学校、家庭、社区都会对未成年人进

行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使未成年人的人格正向

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但在低俗文化的影响下，就会出现人

格发展的不确定性，出现一种摇摆不定的游离状态，如果

低俗化的影响占据主体地位，那么未成年人的人格形成

将会向着学校家庭教育相反的方向发展，后果将不堪设

想，而留守儿童更甚。

３　共建留守儿童爱的家园
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要符合社会管理规律，具有长

期性、复杂性、普遍性，需要我们按照“三个最大限度”的

要求，不断加强和创新管理方式，逐步完善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管理格局。

３．１　强化政府职能，建立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

部分。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对此城市

应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完善社会服务机制。”［２］健全的社

会服务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观念，是我们

发展的目标之一。对于留守儿童，各级政府要从实际出

发，强化职能，建立起关爱留守儿童长效机制。首先，当

地政府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吸引农民回乡自

主创业，增加农民工就业的机会。第二，政府要加大对义

务教育、未成年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引导家长

多关注孩子。“子不教，父之过”，抚养和教育孩子是父母

的义务和责任，对于一些不负责任的父母，政府要采取一

定的措施进行惩处。第三，政府要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

的投入，提高教师待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条件和

环境。要建立好农村寄宿制学校，营造温馨环境，使留守

儿童物质条件得到满足的同时，感受到家的温暖。第四，

社会环境对留守儿童有着巨大影响，为了杜绝低俗内容

向孩子的灌输，政府要加大城镇文化建设，净化学校周边

社会环境，对一些游戏厅、娱乐场进行严格管制，根治毒

害人类精神的毒草，宣传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让孩子们

在健康的文化环境中学习成长。

３．２　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学校与留守儿童接触最多，因此学校教育要与家庭

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积极了解和关注留守儿童，发

挥主阵地作用。首先，学校要对留守儿童的情况进行摸

底调查，建立起留守儿童档案，掌握留守儿童发展动态，

了解其生活情况、思想动态。同时，学校要强化教师队伍

建设，引进专业的心理教师，加大对留守儿童思想品德、

道德言行、安全知识和理想信念的教育，使其建立起崇高

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和人生观。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知识讲座，对一些问题学生单独辅导，引导他们

走向正常的生活轨道。第三，学校可以开设亲情电话和

留守儿童信箱等，积极与其父母沟通，孩子们也可以通过

网络、电话多与父母交流谈心。利用假期开展家长会，使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形成合力，帮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３．３　发挥家庭教育功能，提高家长教育管理能力
父母是孩子们的贴心人，作为留守儿童家庭，外出务

工的父母更加要贴近孩子。家长要转变观念，重视孩子

的精神和心理的需求，加强亲子间的交流和沟通，要多与

学校和老师保持联系，利用网络平台与孩子多见面，多聊

天，随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学习状况，出现异常情况

时及时引导，不过分溺爱，不粗暴打骂，耐心指导教育，促

进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长。同时，作为孩子的临时监护人

要树立起角色意识，父母在选择监护人时也要考虑实际

情况，一些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自己都成问题，更加谈不

上管教孩子。父母要重视孩子的监护权，多创造时间和

机会与孩子交流，使留守儿童受到更多的监督、照顾和

关爱。

３．４　整合社区资源，共建留守儿童爱的家园
社区在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因此要调动社会力量，整合社区资源，为留守儿童的

成长贡献力量。首先，村委会可以联合团委、妇联、工会、

居委会、学校等机构，利用中小学退休教师、青年志愿者、

爱心人士以及党政工作人员等，建立“一帮一”牵手活动

和代理家长制度，共同构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和监护体

系；其次，社区可以积极建设少年宫、图书馆、农村书屋等

娱乐场所，引导孩子们多读书看报，使他们的闲暇时间不

会充斥着游戏机、打架斗殴、拉帮结社等。第三，社区可

以充分利用电视、网络、广播等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引导

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关心与帮助。在如今，留守儿童

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电影、电视、书籍开

始以留守儿童为素材，反应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各界基

层组织要充分调动力量，对留守儿童集中进行思想道德

教育，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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