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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支持及整合 ①

———以广东湛江高校为例

张媛，高法成
（广东海洋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湛江５２４０８８）

摘　要：通过对湛江４所高校大学生问卷调查，分析大学生是否曾参与过帮助留守儿童、不愿意参与的原因等，以了
解大学生对留守儿童的服务意愿。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普遍愿意服务留守儿童，但大多还停留在意愿上；服务形式过

于简单，服务途径单一是制约大学生服务留守儿童的重要原因。因此，高校应该建立服务机构对接驻地中小学，补充教

育资源不足造成的留守儿童的教育、安全及心理问题，这也是短期内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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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经济的活力加速释放，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农村劳动力

也得到了释放窗口，但受政策与客观条件的限制，农民工不能带着未成年的子女一同进城。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些被称为“留守儿童”的子女在成长中呈现出各种社会性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

据中国妇联的调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６１００万人，其中４６．７４％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都
外出，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３２．６７％；有１０．７％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
住。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所有留守儿童的３．３７％［１］。目前我国学界对留守儿童问题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学习教育以及心理健康三个方面。

在人身安全方面，首先是临时监护人无法履行监护责任的问题。郭三玲指出监护权的缺失，父母疏

于照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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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护意识不

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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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其次是留守儿童成为人贩子

与性侵害的对象。由于看护不及时，教育又起不到警示儿童自我保护的作用，致使留守儿童被拐、被性

侵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具体的问题又呈现２种性质，“一是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或人身伤害；二是自
己行为失控，走上违法犯罪甚至自杀轻生之路，危及自己的人身和生命”［３］。

在教育方面，因父母长期外出，临时监护人又多以老年人为主，造成留守儿童学习只能依靠学校管

理，难以获得有效的家庭辅导与监督，而这样的孩子因学习不好又会产生厌学、逃学的恶性循环，农村留

守儿童又是重中之重。研究表明，“６～１１岁农村留守儿童中，有３．３４％的儿童没有按照规定接受义务
教育，这些儿童推迟入学的问题比较突出，未上过学的儿童达２．４４％；在１２～１４岁农村留守儿童中，
２２９％的儿童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这些儿童主要在小学阶段终止学业，未读完小学或者小学毕业就
终止学业的儿童占１．７４％；１５～１７岁农村留守儿童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最高，达４．８３％，其
中没有读完小学或者小学毕业就终止学业的儿童占３．７１％”［４］。这其中更大的问题是，由于隔代看护，
“超过半数的留守儿童不能和父母中的任何一方在一起生活，他们只能与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其他

亲属在一起生活。这种状况，对留守儿童的性格培养、心理发展等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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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方面，留守儿童因父母的远离且缺乏有效的交流，与一般儿童成长过程殊异，有着更早成熟

的心理状态，看事情想问题具有更强烈的自我主观色彩，“父母双方或单方与留守儿童长期分离，缺少

父母的关爱，监护教养方式不当或监护人文化素质过低等因素，有可能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

响，如焦虑倾向、孤独倾向、过敏倾向、抑郁、身体症状等”［６］。

如今的新问题是，留守儿童的存在状况仍然改变不了，比起第一代留守儿童，今天的留守儿童面对

的情况愈发地复杂起来，通讯设备的发达与使用成本的廉价，也造成留守儿童过度早熟、敏感，种种社会

帮扶难以走进留守儿童的内心。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改变不了社会存在留守儿童的现状，那又能

如何令留守儿童得到安全保护与良好教育，成长为心理健康的社会人呢？事实上，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

体被以往研究忽略了，他们作为社会的未来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笔者相应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２　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中“湛江高校”指的是全日制本科院校。湛江市共有４所全日制本科院校，分别是广东海

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岭南师范学院和广东医学院。将大学生对服务留守儿童的意愿及看法

操作化为以下变量：１）不同高校大学生服务意愿的差异；２）有无留守经历与服务意愿之间的关系；３）曾
参与服务留守儿童的活动与服务意愿的关系；４）影响大学生参与服务留守儿童活动的因素。

问卷的发放与收集采取“分别进行，独立填答问卷，当场完成，当场检查，当场回收”的形式。填答

问卷的时间为１５～２５ｍｉｎ。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２２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１５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８％。其
中，广东海洋大学学生接受调查占比为３１．２％，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为１８．６％，岭南师范学院为３２．
１％，广东医学院１８．１％。
２．１　不同高校大学生服务留守儿童意愿的差异

大学生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知识面比较广，平时通过各种途径对留守儿童的相关信息有一定的关注

和了解，加之学校对社会实践的要求以及大学生自身对个人发展的需求等等，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

性和责任感也相对较强，所以我们假设“大学生对服务留守儿童有强烈的意愿”。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愿意服务留守儿童的有１６５人，不确定的有４６人，而不愿意服务留守儿童的仅有３人。这个数据与我
们的假设“大学生对服务留守儿童有强烈的意愿”是相符合的。其中，岭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对服务留

守儿童的意愿最为强烈。

２．２　有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与服务意愿之间的关系
在调查中，我们向每位被调查者都询问了这样３个问题：本人是否有过留守经历、有没有参加过服

务留守儿童的活动和是否愿意帮助留守儿童。考虑到曾经有过留守经历的学生会对留守儿童群体有深

刻的体会和共鸣，更有意愿投身于服务活动之中，因此，我们提出了理论假设：有过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比

没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更有意愿去服务留守儿童。调查数据显示，有留守经历并且参加过服务活动的

大学生比例是１３．６％，没有留守经历但有参加过服务活动的人数比例为１０．２％；另外，有留守经历但没
有参加过服务活动为８６．４％，没有留守经历也没有参加过服务活动的为８９．８％。有留守经历的人比没
有留守经历的人更多地参与到服务留守儿童活动中，但两者相差小于３％，没有明显的差异；在调查样
本中，没有参加过服务活动的人居大多数，这部分人当中有无留守经历的百分比相差小于３％，没有明
显的差异。而就对“本人是否有留守经历”和“是否愿意给予帮助”２个变量的卡方检验结果均大于
０５，两变量间的相关程度低，因此有无留守经历与服务意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不能认为有过留守
经历的大学生比没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更有意愿去服务留守儿童。

２．３　大学生对留守儿童的印象与他们服务留守儿童的意愿的关系
我们假设：对留守儿童的印象会影响他们的服务意愿。但由“是否愿意帮助留守儿童”和“对留守

儿童的印象”交叉数据表（表１）来看，大学生对留守儿童的积极印象，例如“开朗”“独立懂事”“聪明”
和“上进”共有２１３人次，其中愿意帮助留守儿童的有２０８人次，占了９７．７％，不愿意帮助留守儿童的只
有５人次；而对留守儿童的消极印象，例如“调皮任性”“内向”“厌学”“敏感”“叛逆”“孤僻”和“暴力”
的共有４０２人，其中，表示愿意帮助留守儿童的有３９５人，占了９８．３％，表示不愿意帮助留守儿童的也只
有５人。从上述数据来看，大学生对留守儿童的印象并不影响他们服务的意愿，反而是对服务留守儿童
有着很高的积极性。

２．４　影响大学生不愿参与服务留守儿童活动的因素
那是什么问题影响到了大学生服务留守儿童的意愿了呢？表２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以及

“没有合适的参与渠道”成为制约大学生参与服务的重要原因。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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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对留守儿童的印象与服务意愿的关系比较 交叉表
是否愿意帮助留守儿童

是 否
总计

对留守

儿童的

印象

开朗 １７ １ １８
独立懂事 １１４ ２ １１６
聪明 ２６ ０ ２６
上进 ５１ ２ ５３

调皮任性 ２９ １ ３０
内向 １０８ ２ １１０
厌学 ３４ ０ ３４
敏感 ９１ １ ９２
叛逆 ４３ ０ ４３
孤僻 ８１ １ ８２
暴力 ９ ０ ９

其他　　　 ２ ０ ２
总计 １６５ ３ １６８

表２　 制约服务意愿的因素分析
响应

Ｎ 百分比／％
个案

百分比／％

影响您不愿参

与关于留守儿

童的志愿服务

活动的因素是

什么？

活动达不到应

有的社会效应，

作用不大

１２ １６．２ ３０．０

没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
２１ ２８．４ ５２．５

没有合适的参

与渠道
２０ ２７．０ ５０．０

自身不感兴趣 ７ ９．５ １７．５

不了解留守儿

童这一群体
１２ １６．２ ３０．０

其他　　　 ２ ２．７ ５．０

总计 ７４ １００．０ １８５．０

３　结论与建议
本次对湛江高校大学生服务留守儿童意愿及看法的调查，研究结果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值得进一

步探讨。如何操作具体的服务，笔者利用指导学生参加２０１４年“挑战杯·创青春”广东省大学生创业大赛
公益赛的机会，以设计“心港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的项目获得银奖的同时，又以该项目的设计组建“社会听

筒”实践团队，与上海零点青年公益创业发展中心和广东与人公益基金会合作，在粤西地区展开了关爱留

守儿童、助力成长的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针对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启示与经验，

高校应主动出击，整合大学生、社会与政府的资源，构建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教育支持体系：

一是高校应与驻区政府的职能部门建立有效的联系机制。我们之所以未能形成有效的大学生帮

扶，根本原因在于各高校与驻区政府未能建立起来有效的联系机制，无法将大学生推到留守儿童的前沿

阵地，实现大学生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支持。因此，高校在相应的学生管理与组织上，应利用自身与政府

的关系，主动与政府的职能部门建立有效的联系机制，为实现大学生服务于留守儿童的行动搭建良好的

平台。

二是灵活利用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对接留守儿童教育支持活动。纵观高校的教学特点，社会实践

教学已经成为大学生教育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环，众多高校已经将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

会，用知识服务于社会的重要训练方式，这恰恰为大学生服务于留守儿童创造了嵌入口。

三是优化大学生支教活动，创新留守儿童教育支持的连续性。大学生支教已经成为对农村学生提

供智力支持的重要手段，但不容忽视的是，大学生支教活动的碎片形式阻碍了支教效益的扩大化，同时

农村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少，且在暑期中随父母流入城市，这令大学生的支教越来越难有稳定的实施对

象。因此，从高校这一源头抓起，以长远目标为导引，结合留守儿童的特点，以城市为中心，承接各类社

会组织关爱留守儿童的项目，以夏令营的形式将留守儿童引入持续而正常的教育中。

四是鼓励大学生创业承接政府社会服务，持续关爱留守儿童。政府应该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将

服务留守儿童的职能转移到民间社会服务机构，鼓励大学生以创业的形式开办这类机构，将学校已经积

累的经验与政府资金结合起来，延续服务活动，实现对留守儿童的持续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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