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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 ,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 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建设中留守儿童成为人们所关心的话题 , 是农民所面临的
一个现实问题。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 , 心理问题凸现 ,身心发展受到影响 ,已经成为学校、家庭、社会所关注的难题。在分析了
和谐农村建设中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成因的基础上 ,提出了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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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

任务。目前农村社会中, 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现象普

遍, 农村中留守儿童逐渐增多。留守儿童一词最早出现于20

世纪90 年代, 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 孩子留

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

童( 一般指16 周岁以下的儿童) 。目前, 我国进城的农民工

将近2 亿人,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2 290 万人, 并呈大规

模上升的趋势。儿童时期, 本应是在父母的膝下享受呵护无

忧无虑快乐生活的时期, 却因父母外出打工不能享受正常的

关爱, 不能像正常家庭的孩子那样生活、成长。这不单是一

个儿童的家庭问题, 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仅关系到儿童

的成长, 还关系到和谐新农村建设, 关系到我国明天的社会

主义建设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因此, 关注和谐农村建设中留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意义重大。

1  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河南是一人口大省, 有9 768 万人( 2005 年统计) 。农村

人口占71 .1 % , 每年外出务工人员有1 500 多万人。在河南

农村仅14 周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就达254 万人。这些儿童的

心理状况不容乐观 , 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1 .1 性格孤僻、自我封闭  大多数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

亲情, 没有感情依靠, 较少与人交往。长期的寡言而沉默、焦

虑而紧张就容易形成孤僻、自卑的心理。有调查显示: 父母

均在家的非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和自信心方面要显著高于

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 而单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这方面又显

著高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

1 .2  情绪易失控、容易冲动 留守儿童一般年龄在16 周岁

以下, 正处于身心发育时期, 情绪不稳定, 再加上意志薄弱 ,

容易造成情绪失控, 导致冲动行为发生, 有时会形成犯罪。

据公安留守儿童部2004 年调查显示 , 全国未成年人受侵害及

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数在农村, 其中大多数又是留守儿童。

湖南团省委对湖南省未成年犯进行了一次调查, 发现18 岁

以下未成年犯中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占40 % , 而在16 岁以

下的未成年犯中, 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高达50 % 。

1 .3 心理应激能力差  留守儿童由于年龄所限, 遇到突发

事件, 应激能力非常弱。在2005 年, 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的

“5·31”特大洪灾中 , 有12 名儿童死亡, 其中11 名是留守儿

童。在2007 年7 月, 河南省驻马店平舆县连续遭到暴雨和特

大暴雨的袭击, 对于突然发生的水灾, 很多留守儿童显得手

足无措 , 非常恐慌。面对留守儿童出现的心理危机, 没有父

母在身边进行及时的抚慰, 易造成心灵的创伤。

1 .4  认知偏差、“读书无用” 父母外出打工使某些留守儿

童错误地认为不上学也能打工挣钱 , 新的读书无用论出现。

有一学生逃学打工, 面对老师的责问, 回答说: “反正读完书

也是打工, 还不如早点出去。”许多留守儿童学习目的不明

确, 学习积极性不高, 纪律涣散, 再加上在家无人辅导, 学习

成绩普遍较差, 逐渐逃学、辍学而过早流向社会。

2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

2 .1 父母责任意识淡薄  抚养教育孩子是父母的天职 , 对

于每一对父母来说, 一方面要为子女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条

件、教育条件和安全保障 ; 另一方面, 也应给予子女父母亲情

和家庭温暖, 使其在情感、道德、行为、心理等方面健康发展 ,

但许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并没有做到这些。河南省妇联的一

项调查表明: 调查范围内96 % 的留守儿童表示愿意与父母一

起生活, 而这些家庭中59 % 的父母在外打工时间为1～3 年 ,

每周都与孩子联系的父母只占5 % ,79 % 的家长只是不固定

地与孩子联系, 还有1 % 的家长根本不与孩子联系。全国妇

联对进城务工妇女调查显示: 进城务工妇女中 , 有60 % 将孩

子留在农村由家人带养, 每年见孩子1 ～2 次的占87 .3 % ,

1 ～2 年才能见到孩子1 次的占12 .7 % 。

以上调查可以看出, 亲情的缺失是导致儿童产生心理健

康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

2 .2 隔代教育、监管不力 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 监

护人多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祖辈, 他们多认为孩子不

在父母身边很可怜, 因而对留守儿童管理不到位, 缺乏及时

有效的约束管教, 只要不犯大错, 对孩子的行为一般都采取

认可的态度。再者 , 由于老人本身上了年纪 , 有时对孩子的

管教也是力不从心。孩子的生活、学习习惯无人监督、培养 ,

造成留守儿童行为偏差, 因此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在家里不

听话, 在学校不遵守纪律, 常有迟到、早退、旷课、说谎、打架

等行为, 还有的迷恋桌球、网吧、游戏厅, 甚至与社会上一些

有不良习气的人混在一起, 以致有可能离家出走或走上违法

犯罪道路。

2 .3  学校教育的缺失与偏差 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展时

期, 身心变化较快, 充满活力和朝气 , 富于好奇和想象, 情感

丰富而又脆弱, 其依赖性和独立性, 冲动性和理智性 , 自觉性

和任性并存。由于缺少家庭疏通心理矛盾的渠道 , 在生活中

遇到许多心理困惑与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而在学校中,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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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不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 ,

忽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不去关注儿童的情绪与情感的变化 ,

致使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 再加上有些学校的管

理方式简单 , 某些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不高, 学校又缺乏有

效的监管, 导致个别教师教学方法粗暴, 对留守儿童的身心

健康更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2 .4 安全感缺失 留守儿童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 农村的

治安环境不良, 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也不够, 再加上

留守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够, 导致危害留守儿童身心

健康的犯罪行为频频发生。近年来, 留守儿童人身安全受到

影响, 受侵害的案件呈上升趋势。据邓州市法院少年法庭对

近三年来审理的涉及留守儿童合法权益受侵害案件调查, 发

现这类案件每年以将近15 % 的速度递增。2005 年以来 , 该庭

共审理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133 件, 被侵害的未成年人达

208 人, 涉及留守儿童126 人, 占被侵害未成年人数的60 % ,

其中2005 年留守儿童被侵害达38 人,2006 年52 人,2007 年

上半年已达36 人, 呈逐年上升态势。

3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应对策略

3 .1 加强对父母的责任心教育 河南省某村有一外出打工

者, 经过多年的打拼, 率先在村里建起了小洋楼。但物质上

的充实并没有让他高兴起来, 因为他的4 个孩子, 有3 个学

习成绩很差,“为了赚更多的钱, 却忽略了对孩子的照顾和教

育, 孩子的前途耽误了, 我赚更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此打

工者懊悔地说:“如果现在能重新选择, 我会更看重孩子的前

途。”像这样后悔的父母远不止一个, 有的已认识到教育孩子

的重要性, 而有的还没有认识到。因此,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

留守儿童父母的教育引导, 使他们不仅从思想上更要从行动

上切实担负起对孩子的监护责任 , 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3 .2 提高“四老”的教育水平  在河南省 , 留守儿童随“四

老”生活的占37 .27 % , 这些“四老”家长( 爷爷、奶奶、姥姥、姥

爷) 大多体力差、精力差, 文化水平不高, 文盲半文盲占大多

数。在监护留守儿童时普遍存在着重物质轻精神, 重养育轻

教育, 重看管轻沟通的现象。为此, 河南省妇联发出倡议: 以

家庭教育为切入点, 通过创办简便易行的“四老”家长学校和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心 , 开展一些有益的亲子活动, 让“四

老”家长们在学习交流中掌握科学的家教方法, 教育引导留

守儿童健康成长。目前, 河南各地拥有“四老”家长学校2 930

所,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心570 多个。这些机构在提高“四

老”家长素质的同时, 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也提供了保障。

3 .3 加快农村寄宿学校建设  在国家、政府还不能完全解

决现阶段留守儿童问题的情况下 , 农村寄宿学校的建立是一

种良好的探索模式。在安徽省界首市砖集镇, 有一个砖集二

小, 吸引着周边四、五个县的农村外出务工家长, 纷纷把孩子

送到这里, 这是一个农村青年王震创办的实行吃、住、管、教

的全寄托式学校, 学校制定了一整套管理细则 , 涉及学生学

习、生活、娱乐、心理关怀等多个方面, 解决了800 多名留守

儿童的生活、学习问题, 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可。目前, 河南农

村都在推广全日制寄宿学校的做法, 各地创造条件使寄宿学

校切实成为留守儿童的家。

3 .4  国家政策引导 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法》规定: 国家

对所有儿童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 但按规定儿童是在户口所

在地享受这种待遇, 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学龄儿童不能进入当

地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过去, 农民工子女要进入公办学

校借读, 每年要交纳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的赞助费。现

在, 许多城市制定政策、创造条件使公办学校尽量多的接纳

农民工子女, 免收借读费, 减少农民工负担。

从2007 年起, 我国农村中小学生全部免收学杂费, 此举

惠及1 .5 亿农村儿童。这项举措的实施保证了农村留守儿

童完成义务教育, 减少了儿童辍学率, 减轻了农民负担, 为农

村儿童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同时, 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

强调, 各地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档案, 健全动态检测机制, 及时

掌握留守儿童情况, 把做好留守儿童教育、管护工作列入当

地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4  结语

留守儿童是农民的希望 , 也是国家的希望。切实解决好

这一社会问题, 将为农民办件大好事, 使农民兄弟放心务工 ,

安心生产。但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家庭、社会、学校多方面

参与, 需要政府各个部门教育、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协作

共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就能使农村留守儿童的工作做得

更好, 和谐新农村建设更有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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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法应完善,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 养护者受益权应优先于

所有权中的收益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环境资源的可持

续供应。如果我们坚持所有权中的收益权优于养护者受益

权, 则会大大挫伤养护者改善环境的积极性, 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实施将会因无法落实而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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