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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留守儿童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也

是一个弱势群体。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相互配合，通力协作。

要发挥政府职能；强化家庭教育；完善学校的教育功能，加强对留守学生的教育

和管理；要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减少农村留守儿

童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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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

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我市也不例外，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由此产生了一

大批留守儿童。所谓“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留

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1]。留守儿童是伴随着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一个弱势群体。这些儿童面临着

许多实际问题，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了许多不利的

影响。  

2008 年 1 到 4 月份，通过对汉中地区 10 个县区的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进

行了走访、调查，并且发放了 200 份调查问卷，内容涉及生活、安全、学习、心

理、道德等方面。收回有效问卷共 164 份。通过调查，了解到这些儿童确实存在

着很多问题，这对他们自身及社会的健康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一、汉中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  

1、    生活质量差，存在健康发展威胁  

由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留守儿童大多被留在农村，本来农村生活条

件就比较落后，加上长期与父母分居，他们中有很多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关爱，生

活不能自理、负担过重。调查显示：父母外出打工的家庭，其经济状况普遍较差，

71%的留守儿童有监护人，如祖辈或亲戚，这些孩子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但祖

辈的溺爱心理，亲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管教，使得留守儿童的生活出现很多问题，

表现在：一是饮食习惯差，健康不佳。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饮食结构不合理，饥饱无常，健康得不到保障。一些农民工子女因监护人监管不

力，甚至出现误吃老鼠药中毒而危及生命的现象[2]。据调查：有 56%的留守儿

童平时的饮食没有规律，57%的留守儿童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二是生活负担加

重，他们中的部分孩子平时除了学习之外，还要帮助家里干农活，这更加重了他

们的生活负担，使其处于“超负荷”的状态，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快乐幸福地成

长。安全系数低，存在伤害威胁  

留守儿童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与照顾，而大部分是由其祖辈或其他亲戚照看，

有的甚至自己单独生活，在安全上容易出现问题，表现在：一是同龄孩子的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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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龄的孩子会因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在身边而欺负他们，尤其是女童，更容易受到

人身伤害，如有些留守儿童被拐卖、敲诈、勒索等，这给他们造成严重的伤害；

调查显示：37%的女童受到过他人的伤害;二是留守儿童因心理失控伤害他人。由

于父母长期在外，他们得不到有效的管束，心理发育不良，性格内向，易暴易怒，

与他人发生矛盾时不能冷静应对，取而代之的是大打出手，给他人造成严重的身

体伤害和财产损失,44%的留守孩子，尤其是男童，当与他人产生矛盾时易激动，

给对方造成过伤害；三是留守儿童不谨慎而导致自身伤害。由于其祖辈年纪大，

行动不方便，其亲戚事情多而照顾不周，加上留守儿童年龄较小，缺乏必要的经

验和安全意识，做事考虑不周，他们容易造成自身伤害，如误食劣质食品、毒药，

摔伤，患传染病，下河洗澡溺水而亡等等，据调查：36%的留守儿童因不慎而摔

伤过，31%的孩子得过传染病。  

3、学习环境差，存在发展前导约束  

青少年是祖国未来建设的栋梁，他们正处于一生中学习、获取知识的重要时期，

而缺乏父母的管理和教育，使他们存在着输在起跑线上的威胁。首先，无人照顾

和辅导学习，影响学习成绩。留守儿童大部分是由高龄的祖辈照顾，这部分农村

老人普遍是文盲，通常只能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学习上很难给予帮助和辅导。

同时，祖孙间的思想观念差距极大，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和教育很不利。一部分留

守儿童由其亲戚照顾，一般来说，亲戚有很多事情要做，对于这些孩子的学习大

都没有时间过问或不愿管；其次，自我约束力差，主动学习的自觉性不足。有些

留守儿童自己单独生活，除了学习外，还要保证自己的日常生活，这就增加了额

外的负担。对留守儿童的学习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据调查：有 61%的留守儿童

学习比较差，52%的在作业中遇到困难时抄袭别人的或不完成，48%的出现过迟到

或旷课情况。  

4、心理关怀度低，出现心理健康障碍  

很多留守儿童在心理上不健全，表现在：一是受到父母关怀少，发展不良。留守

儿童正处于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内心最需要父母的关心，然而却缺少父

母的关怀，这使得他们易形成任性自私，性情孤僻，人际交往冷漠，优柔寡断等

问题；二是学习生活上缺乏自信心，容易气馁，理想不够远大；三是对父母态度

的矛盾。一方面对父母的思念增强，另一方面也因此产生了对父母的怨恨，尤其

当看到其他孩子和父母在一起时，心理就会形成反差，失落，疏远父母；四是产

生逆反的心理。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有的孩子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感觉别人瞧

不起自己，对于监护人及老师的管教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3]。据调查：有 51%

的留守儿童不愿主动与他人交往，48%的与同学关系较冷漠，甚至出现尖锐的矛

盾，53%的在决定做事时总是优柔寡断，没有自信心。 

5、道德教育和督导不力，存在道德养成困难  
    绝大部分留守儿童是由祖辈隔代监护，而且祖孙间的思想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加之祖

辈的过分溺爱，往往只能在物质上给予一些支持，而精神上却关注的很少，孩子在道德教育

上的缺失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是由亲戚照管，由于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亲戚普遍认为不便

过多地管教或盘问，这样久而久之，大部分留守儿童的思想道德行为就会处于严重滑坡的状

态，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学校是培养教育人的重要场所，但由于我市农村教育体系普遍薄

弱，不可能对留守儿童进行跟踪管理，自然对他们的关注就十分有限。由于以上原因，留守

儿童极易受到不良的影响，如交往不良朋友，拉帮结派，聚众闹事，抽烟酗酒，偷盗抢劫，

迷恋网络游戏，看不良录像等等，调查显示；45%的留守孩子抽烟酗酒，59%的孩子迷恋网

游，38%的孩子结交不良朋友，聚众闹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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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中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  
汉中市深处西部内陆地区，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状比较突出。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

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法治建设不健全等状况，使留守儿童问题更加突出。针对汉中市农村留

守儿童存在的具体问题，可以从社会、家庭、学校以及留守儿童自身四个方面来探究产生的

原因。                                                                 
1、社会因素  
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一、城乡二元结构使进城打工的农民无法

长期将子女带在身边照顾，原因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这种制度相伴而生的子女免

费或低收费入学、必须在原籍所在地中考、高考等制度形成的壁垒 [4]；第二、城市学校普

遍存在着拒收农村学生就读的现象。他们认为农村学生的素质普遍较低，加之各地的教育方

式、内容、教材选用不尽相同，这些孩子在短期内无法适应新的学习环境，这都会影响城市

学校的教学质量；第三、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不够，政策贯彻不严。虽然现行的对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免收学杂费的优惠政策有利于农村孩子 “上学难”的问题，但是对于农村留守儿童

的教育管理体系，汉中市还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第四、农村中许多方面的建设不完

善。人们素质普遍较低，加上地域广，管理难度大，治安环境相对混乱。使得这些孩子很容

易受到不良风气的引诱与伤害，也容易使他们染上不良习惯，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  
2、    家庭因素  
留守儿童长期不能和父母在一起，缺少家庭教育，这也是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第

一、父母思想观念错误，导致在家庭经济收入和孩子教育二者中取前者。儿童时期，父母是

其最好的启蒙老师，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父母教育的缺失，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第

二、家长的教育能力与孩子教育需求之间形成巨大落差[5]。父母外出打工，无暇顾及子女；

而作为孩子监护人的祖辈大都文化水平低，年老体弱，无能力辅导他们的学习及进行全面的

教育；由于间接血缘关系，作为孩子监护人的亲戚不便对留守儿童进行严格管教，担心他们

会产生逆反、走极端的行为，所以，就使他们存在不敢管不愿管的心理，从而使留守儿童放

任自流、荒废学业等。  
3、    学校因素  
农村学校由于教学设施，教育条件不完善，师资力量薄弱等方面的原因，对留守儿童的关注

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村中很多学校的办学思想仍停留在应试教育上，他们更关

心、重视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而大多数学习成绩处于中下水平的留守儿童却往往被忽视；第

二、农村学校由于师资力量薄弱，对学生的生理、心理、安全、道德等的教育力度不足，进

而影响他们的成长；第三、一些农村教师把文化教育和升学率作为自己的“指挥棒”，而缺乏

与这些孩子的交流沟通，使大部分留守儿童感到孤独、无助，产生自卑心理。  
4、    个人因素  
除了社会、家庭、学校因素之外，留守儿童自身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一、留守儿童因年

龄小，思想、心理不成熟，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遇事不能做出理性判断；第二、留守

儿童因长期缺乏关爱、帮助及交流沟通，形成孤僻、自暴自弃、我行我素等不良性格，在接

受教育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这无形中给其自身接受教育又增加了一道障碍。  
三、对策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继续转移，留守儿童数量也将继续扩大。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相互配合，通力协作。  
1、    发挥政府职能，加大支持力度  
 第一、政府应制定有效的政策，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

城乡平等，使得留守儿童可以随其父母进城享有同城市人相同的教育权利。第二、针对留守

儿童面临的进城上学难这一问题，对其实行优惠政策，取消他们在城市上学的“借读费”，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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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城市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读；第三、增加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及子女教育等

方面的财政投入，一方面在城市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另一方面在农村建立一些寄宿

制学校，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2、    强化家庭教育  
第一、留守儿童的父母应改变思想观念，外出务工挣钱也是为了孩子，如果因此而忽视对子

女的教育，耽误了孩子的前程，终究是得不偿失的；第二、落实对子女的教育，应尽可能留

一人在家照顾孩子，如果父母双方不得不同时在外务工，也要经常与子女保持联系或常回家

看望子女，关注他们的学习、生活、心理等状况，让他们感到亲情的温暖，使孩子从小就能

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  
3、    完善学校的教育功能，加强对留守学生的教育和管理  
对留守儿童的教育，需要学校和家庭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一是各中

小学应建立留守子女监测制度，明确监测方法，形成长期工作制度。具体来说可以为留守子

女建立专门档案，针对不同特点分类管理，对这些孩子们进行正确指导[6]；二是建立心理

咨询服务机构，配备心理指导教师，经常与留守学生交流沟通，为他们排忧解难，引导他们

走过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三是大胆进行课程改革创新，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加强道德、安

全、法制、心理等方面的教育，引导学生自我观察、自我剖析，指引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四是学校应经常组织一些集体活动，使留守学生能够积极参加并融入其中，

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和内心情感。  
4、    社会各界应广泛关注，承担起保护留守儿童的责任和义务  
社会各界应强化职能，积极参与并承担起保护留守儿童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形成全社会齐

抓共管的局面，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一是扩大媒体宣传力度，加强社

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管理；二是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重要

作用，教育、财政、卫生、民政、工商、劳动等部门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司其职，形成

完善的留守儿童监管体系；三是形成监管合力，共青团、妇联、工会、村委会等团体组织应

相互配合，强化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四是在农民工流入较多的城市建立看管机构或其

他辅导中心，对留守儿童进行帮助和管理。  
5、    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汉中地区应着重发展橘柑产业、绿茶产业、药材产业及其相关的加工工业。另外，应大力发

展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业和乡镇企业，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政府

部门要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农民回乡创业，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缩

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从而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创造有利于农村留守儿

童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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