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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

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有些农民工把子女扔

给了老人监护或寄养他人，于是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出现一个新的

群体--留守儿童。有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

已达 2290 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将在未来几年成较大规模的上

升趋势。因此，留守儿童问题虽然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

的广泛关注，但是留守儿童问题仍然是当今社会值得关注的一个

重要课题。就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笔者在仪征市马集镇方营村

进行了走访和调查，并对留守儿童问题谈一些初浅的看法。  

  一、基本情况 

  方营村位于马集镇北首，共有20 个村民小组。常住户 540

户,现有人口 1950 人。土地面积 2684 亩，其中花园 800 亩。现

有机械加工、玩具、生态园等企业 8 家。三业总产值 2500 万元，

人均纯收入 9611元。我村大部分群众迫于生计挤进了打工队伍

中去，成为打工一族，把子女扔给了老人监护或寄养他人。据调



查，全村有留守儿童 43 人，其中在校小学生中就有18 位留守儿

童，占学生总数的 41.9%，老人监护的有 35 人，占 81.4%，寄养

他人的有 2 人，占 4.7%。 

  二、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 

  1、留守儿童成绩欠佳。大部分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中等偏

下，其中 17%的小学生成绩较差，4%的小学生成绩很差;留守儿

童中有 1%的人上学经常迟到，有时迟到的高达 27%，11%的留守

儿童有过逃学的经历。分析原因，一是打工父母对子女总体期待

不高，部分农民潜意识里认为，农村孩子学业有成的机率不大，

对孩子的学习总体期望值较低。二是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学习介入

过少。作为一个特殊的监护群体，这些老人普遍年龄大，身体差，

文盲比例较高，不但在学习上无法给留守儿童切实有效的帮助和

辅导，而且由于隔代监护，存在明显的沟通障碍，教育管理上弊

端较多。加之他们还要承担家务劳动和田间农活，基本没有时间

和精力去关注孩子的学习。 

  2、留守儿童心理出现偏差。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留守儿童

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呵护和照顾。由于亲情缺失，儿童缺少情感

和心理关怀，缺少倾诉和寻求帮助的对象，与外界不愿意接触或

接触太少，导致一些留守儿童表现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行为

孤僻等个性特征，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有的留

守儿童情绪消极，有的出现逆反心理、怨恨情绪。留守儿童大多



年龄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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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显示，留守儿童想念父母

的占 85%,有 38%的留守儿童父母每半年回来 1 次，30%的留守儿

童父母每年回来 1 次，8%的留守儿童父母几年回来 1 次，55%的

留守儿童很少与父母电话联系。有的留守儿童从小父母就长期在

外打工，一年难得回一次，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孤独、

自卑、冷漠、少语，很少或不愿与教师和同学们进行交流和玩耍，

只与个别人来往。这是典型的留守儿童心理出现了偏差。据调查

此类心理现象的儿童占留守儿童的14.3%。 

  3、留守儿童生活普遍较差。由于我村老百姓普遍文化素质

较低，大部分未掌握专长和技术，外出打工大部分从事的是劳动

密集性工种，干的是苦活、累活，且工资收入微薄，只能基本维

持家人和儿女的生活。儿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家庭经济收

入少，父母又长期在外，难以顾及到儿童的生活情况，导致部分

留守儿童营养严重不足，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据调查显示，

80%的留守儿童生活较差，20%的留守儿童生活一般。 

  4、留守儿童道德行为较差。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少年，

自律能力很弱。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儿童和监护人之间关系特殊，

只要不犯大错，监护人对孩子的行为一般都采取认可态度，由于



缺乏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不少留守儿童纪律散漫、存在行为偏

差。不少留守孩子在家里不听祖辈教导，在学校道德品行较差，

不遵守规章制度，常有迟到、旷课、逃学，说谎打架，欺负同学

等行为，有的迷恋桌球室、网吧和游戏厅，甚至与社会上一些有

不良习气的成人混在一起。 

  5、留守儿童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在留守儿童中，由于父母

长期不在身边，缺乏对儿童的安全监管，加之部分监护人和代养

人对留守儿童的安全教育不够、意识不强、监护不力，导致部分

留守儿童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特别是在双休、寒暑假期间，脱

离了学校管理回到家中，临时监护人和代养人的管理难以到位，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甚至出现安全事故。我村前几年一男孩在

河边玩耍时不慎掉入水渠中，溺水身亡。 

  三、留守儿童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措施不力。近年来，随着教育体

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能适应新时期学校

教育的方法和措施。但在调查中发现，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方面还

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学校教师与家

长的沟通难度真大，有时半年甚至一年难见留守儿童父母一面，

很难反映孩子在学校的真实表现和存在的问题，难以实现家庭和

学校共同教育的目的。二是外出打工人员对孩子的教育过于依赖

学校教育，但学校教育由于学生多，教学任务重，教师没有精力，



心有余而力不足，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关爱难以顾及。三是学校对

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缺乏有效的措施，很难在学习上、生活上

给留守儿童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并针对性给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

学习环境和教育环境。 

  2、家庭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意识淡薄。父母是儿童成长的第

一任教师，家庭教育是伴随孩子的终身教育。因此，家庭教育对

孩子行为、心理健康、道德观念与智力发展将起着决定的因素。

但在调查中发现，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尤为淡薄。一是父母与留

守子女沟通少，缺乏亲情上的交流，对孩子的成长漠不关心，放

任自流，顺其自然发展。二是监护人和代养人大多数是老年人，

文化程度不高，有的是文盲和半文盲，家庭教育意识模糊，大多

偏于溺爱，以生活照顾为主，且知识、能力上难以承担对孩子的

道德培养和学习辅导的任务。三是父母对留守儿童只是给予物质

上的满足，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缺乏对留守儿童精神上

的鼓励、鞭策与开导。四是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方法不对，父母认

为教育是学校的事、老师的事，孩子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取决于学

校和老师，事实上成为孩子学习、身心发展的旁观者。 

  3、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关注不够。近年来，社会上的一

些不良风气现象严重，对缺乏父母关爱，并在成长中留守儿童的

思想上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心理、生理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

一是农村社会教育薄弱，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观念陈旧，不能有



效地弥补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的不足;二是一些娱乐场所缺

乏有效管理，在互联网、电视、书刊等文化传播媒体中，庸俗、

低劣、暴力、色情等腐蚀内容屡禁不止，对缺乏父母关爱、亲情

关爱的留守儿童具有腐蚀性和诱惑力。 

  四、对策及建议 

  1、健全制度，完善留守儿童的管理措施。各级政府和学校

都要积极探索对留守儿童管理措施的新途径和新办法。严格责任

追究，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班主任为直接责任人，切实履行好

管理和教育留守儿童的责任。加强对寄宿制学校的教学、生活、

安全方面的管理，对留守儿童采取寄宿制管理。加强留守儿童在

双休和寒暑假期间的安全教育，解决留守儿童无人照看，学习和

安全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从而解除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2、加大投入，改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环境。近年来，外出

打工人员不断增多，各级政府都在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民营经

济和劳务经济，可见劳务经济在社会进步、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投入要下大力气，出

台有利于外出打工人员子女受教育的优惠政策，并禁止一切影响

和限制家民工子女就近入学的条条框框，免除一切不合理收费，

使打工子女在教育方面享受与城市儿童同等的待遇，重新唤起他

们的自信，进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3、创新机制，实现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的有机统一。

对于留守儿童，以家庭为主体，加强学校、社会的正面教育和引

导，建立行之有效的家庭、学校和社会联动的运作机制。家庭要

承担起教育孩子的重要责任，给予必要的家庭关爱和亲情关怀，

家长要与学校和老师经常保持联系，随时了解子女的学习和生长

情况，并对他们进行及时的引导教育。学校要肩负起教育好留守

儿童的责任，并有针对性的开展有利于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的教育

和活动，大力开发他们的潜力，激活他们的斗志，增强他们的自

信心和心理承受能力。政府要加大对留守儿童关爱的宣传力度，

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保证他们与健全家庭

一样健康成长。 

  农村留守儿童的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我国未来人口和

劳动力素质，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关系到城乡社

会稳定，因此值得全社会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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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县是一个农业大县，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民通过

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十分有限，外出务工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谋

生就业的重要途径。随着他们的外出，另一个特殊群体—农村留

守儿童也随之产生。为了解全县留守儿童现状，进一步做好留守

儿童工作，____县妇联就全县留守儿童问题深入 43 个乡镇和相

关部门进行了一次调研。 



  一、基本情况 

  ____县现有人口 87 万人，其中 0-15 岁的儿童万，留守儿童

万人，占儿童总数的%。留守儿童中单亲在外务工的约占47%，

双亲在外务工的约占53%；70%的留守儿童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

婆隔代带养，15%由亲戚带养，5%在邻居家寄养，寄宿等其他形

式的留守儿童为 10%。调查发现，儿童留守率与当地经济发展密

切相关。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乡镇，留守儿童已成为学生的

主体，而在交通便利、二三产业发展较快的乡镇，留守儿童数量

相对较少。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令人堪忧。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监

护人又因年龄、文化、体力等条件限制，无法给予孩子正确的学

习指导和监督，导致孩子出现厌学情绪。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

童的学习成绩大多处于中等和中下等水平。如江口镇中心小学

289 名留守学生中，成绩优秀的仅占 12%，68%的为中等和较差。

此外留守儿童的辍学率也相对较高。据统计，__年度全县小学学

生辍学率为%，初中为%。而留守学生分别为%和%。由于监护人受

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加上缺乏与学校的积极沟通和配合，错过了

教育孩子的最佳时机，这些都是影响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重要因

素。 



  2、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亟待关注。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

生活上缺少必要的关爱，再加上监护人缺乏教育常识，对留守儿

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介入较少，关注不够，部分留守儿童情绪消极，

失落自卑，感觉孤单，甚至心理压力过大，表现出内心封闭，情

感冷漠，性格脆弱、任性、叛逆，行为孤僻，缺乏爱心和交流的

主动性，形成一定的人格障碍。调查问卷中，虽然 60%的留守儿

童认为“最大的痛苦”是“父母不在身边”，55% 的认为“看到

别的孩子和父母在一起时很难受”，但选择“你最大的愿望”时，

选择“父母能在身边”的只占 19%，多数孩子选择了“学习好将

来出人头地”，由此可见留守儿童比较自我的个性。在自我评价

一栏中，认为在家中自己是活泼开朗的只占 45%，认为在家中自

己胆小、孤僻、不善交往的占到了 55%。许多留守儿童缺乏幸福

感，有幸福感的只占 53%，甚至有 17%的留守儿童觉得自己被遗

弃，这些对他们今后的性格形成极为不利。 

  3、留守儿童的行为习惯存在问题。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儿

童和监护人之间关系特殊，只要不犯大错，监护人对孩子的行为

一般都采取认可态度。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这些留守

儿童极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诱惑和影响，从而养成不良的行为习

惯。调查发现，一些留守儿童不服管教，我行我素，在学校自由

散漫，品行较差，常有迟到、早退、打架斗殴、说谎等现象；在

家里好吃懒做，对监护人不礼貌，不做洗碗、扫地等力所能及的

事情，甚至有夜不归家的现象发生。30%左右的留守儿童生活习



发的坏习惯，有的整天沉迷于武侠小说拉帮结派，有的迷恋网吧

和游戏厅，甚至与社会上一些有不良习气的成人混在一起。如卢

峰镇解放街女孩杨某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家中年迈的爷爷奶

奶无力管教，从而导致她经常与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走

上了抢劫犯罪的道路，被判处有期徒行 4 年零 6 个月，父母悔之

晚矣。 

  4、留守儿童安全存在隐患。由于学校、家庭之间存在安全

衔接上的“真空”，学校不可能面面俱到，监护人又普遍缺乏安

全保护意识和防范防护能力，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存在诸多隐

患，导致留守儿童伤人或被伤害等安全隐患层出不穷，甚至被拐

卖、被侵犯的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如小江乡教师__幼女案，正

是由于被__的幼女为留守女孩，寄养在亲戚家中，加上年幼无知，

才使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5、监护状况令人堪忧。据调查，留守家庭中 70%是由爷爷

奶奶等隔代亲人照看，15%由亲戚照看。可见隔代监护成为农村

留守子女主要的监护方式。调查表明，尽管%的隔代亲人很高兴

照顾留守子女，但由于体力、知识等原因，%的人表示“照看孩

子感到很吃力”。而%的亲戚表示“不乐意，但没办法，”或“无

所谓，只要父母给钱”，可见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比较冷漠。沟

通是实现家庭教育的前提条件， %的监护人直接表示“很好从不



 %的留守子女表示“有烦恼时向监护人倾诉”，

同时%的孩子还反映受过罚跪、罚站等家庭体罚行为，可见双方

在沟通态度及方式上都存在着很大问题。监护人普遍关注孩子学

习的占 70%，而对孩子品德教育关注的只占 30%，与孩子交流时

间每天保证 1 小时以上的仅有 16%，而监护人空闲时间用来看电

视、搓麻将、做家务、购物的竟达 97%。 

  三、对策与建议 

  1、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为留守儿童构建心灵家园。

一是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学校要以班级为单位，对留守学生进行

摸底造册，建立留守儿童档案。二是实行教职工结对帮扶制度。

通过实行教师与留守学生一对一帮扶制度，让留守学生得到学校

和老师更多的关爱。结对教师应加大对走读留守学生的家访，引

导和帮助孩子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可通过定期与留守学生交心

谈心，开设亲情电话，向留守学生及其家长、监护人公布校长、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电话等方式，加强学生、家长、教师三者之间

的联系，引导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三是进一步办好家长学校。要

经常开展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对监护人进行培训，开设“爷爷奶

奶家教培训班”、“临时托管亲属培训班”等，可利用假期和春

节家长回家的时机，召开留守儿童家长会，指导他们开展正确的

家庭教育。四是在课程设置上大胆创新。学校要关注留守儿童的

身心健康发展，在课程教学中加强生存教育、安全教育和法制教



开设针对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心理课程，及时发现和诊治留守

儿童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切实为留守儿童排忧解难。 

  2、强化家庭监护责任，为留守儿童筑就避风港。一是改变

父母外出方式。应尽量避免父母双双外出打工，如果父母都外出，

最好把孩子带到务工所在地上学，便于教育。二是在外打工的父

母应经常和孩子保持联系，督促其生活、学习、行为；同时还应

多与孩子的班主任联系，及时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现，和老师一道

教育孩子，促进其健康成长。三是监护人及父母既不能溺爱孩子，

也不能简单粗暴地教育孩子，要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和精神需求给

予更多的关注，正确教育和引导孩子，树立“知识改变命运” 的

观念。 

  3、切实履行政府职责，为留守儿童撑起保护伞。一是要净

化社会环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建立一套有

效的管理机制，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特别是要加强对校园周边环

境的监管整治，彻底清理校园周边的三室两厅一吧，为留守儿童

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乡村两级要把关心留守儿童作为维

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构建和谐乡村的一件大事来抓。二是大力发

展县域经济，增加农民本地就业机会。各级政府要大力发展好劳

动密集型企业，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拓宽农村富余劳动力挣

钱的门路，让更多的农民就近务工，做到“挣钱教子”两不误，



三是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政府应

加大对农村学校寄宿基础设施的投入，千方百计改善学生寄宿条

件或开办专门的留守儿童宿舍，配备专门的生活教师，以吸引外

出务工人员将子女寄宿在学校，从而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管护。四

是发挥基层组织作用，构建社会教育和监护体系。各乡镇、村（居）

委会、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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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解决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问题。要充分发

挥教育、共青团、妇联、关协等相关部门作用，共同构建农村中

小学生的社会化教育和监护体系，起到沟通家庭、学校与孩子之

间关系的桥梁作用。要动员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加入到关爱留守

儿童行动中，开展“爱心妈妈”认领留守儿童活动。对于那些生

活较困难和问题突出的留守儿童要特别关注，建立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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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留守儿童真正心有人爱，身有人护，难有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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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种田而选择外出谋生，农村

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很多班主任都谈及到留守孩子难管理，管

不好，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我带着这一问题深入走访了车辆厂

小学和崇仁小学，了解到有 60％的家庭都有父母一方或双方在

外务工，长期与自已的子女分隔两地，父母很少有机会对孩子的

日常生活问题、学习教育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沟通，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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