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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探析’

宵 云

(贡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皿庆400067)

    [摘要」目前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数I不断增多。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心理问题已经

成为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一个独特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关注、参与。解决农村留守儿

童的问题除T强化家庭功能，外出父母多关心孩子的生活、身体、情感和心理健康状况，提高

“隔代教育”的质黄外，还必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农村留守儿空社会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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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

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

很多农民工在自己进城的同时由于受到诸多条件

的限制，无力解决孩子进城读书问题，只能选择将

孩子留在了农村并托付给其他人代为照看，一个特

殊的儿童群体— “留守儿童”由此诞生了。“留守

儿童”是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在外打

工而被交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在户籍所在地来

抚养、教育和管理的未满18岁的人。资料显示，全

国现有留守儿童2200多万，约占全国农村儿童总

数的8%。由祖辈和其他监护人监管的留守儿童

占80%以上，监护人仅识字和没有文化的占70%

以上。“留守儿童”年龄基本呈均匀分布，6周岁及

以上的学龄儿童占全部留守儿童的“.28%。主

要集中在四川、广东、江西、安徽、湖南、海南等经济

比较落后的省。

    二、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

    1、生活状况问题。与其他孩子相比，留守儿童

缺少父母的照顾，容易在营养状况、身体健康等方

面受到影响。

    2、教育问题。父母与留守子女的分离，造成家

庭教育的弱化，留守儿童大多是由隔代监护的，由

于祖辈年龄较大，文化程度偏低，在教育引导孩子

方面往往有心无力，祖辈与青少年之间存在代沟，

缺乏深度沟通，导致监护职责的浅层化，使留守儿

童的家庭教育走向放任自流或者娇宠溺爱两个极

端。从而造成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不稳定或下滑退

步现象，农村留守儿童辍学、失学现象也十分严重。

    3、心理问题。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情感上

的缺失，且极端的压抑，可能给其带来心灵上的伤

害，寄人篱下的生活体验。内心的封闭、情感的冷

漠，甚至行为的孤僻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同时，由

于他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父母之爱的缺

失使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

上的引导和帮助，由此而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

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导致孩子缺乏对外

部世界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这种情感欠缺严重影响

了他们与别人的社会交往，容易出现性格缺陷和心

理障碍。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成为

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的主要障碍。

    4、安全隐患问题。外出务工父母将未成年子

女托付给老人或亲戚朋友，他们认为孩子只要有人

给吃、穿、住就行了，却忽视了留守孩子、特别是留

守女孩的人身安全问题，正由于这一原因造成未成

年女孩被伤害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据公安部门

有关调查显示，在被拐卖的儿童当中，流动儿童占

第一位，留守儿童占第二位。

三、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体系思考

(一)社会工作者的介入

随着中国社会的加速发展，社会工作职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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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工作者一角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识

和了解。社会工作是一门促进社会变迁、协助解决

社会问题和增进人类福利的专业，是以利他主义为

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专业技巧进行的助

人自助活动。社会工作同时是一项帮助有需要的

人士发现自己的潜能，提高个人的社会适应性能力

的助人性的职业。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各种矛盾

的润滑剂和调和剂，他的工作目的就是协助政府去

帮助人民解决各种问题，实现其每一个人的人生价

值，并利用一切资源为人民谋福利。对于农村留守

儿童的伺题社工也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其

进行服务。

    1、农村留守儿童的个案工作。个案工作是社

会工作三大直接服务方法之一，由于目前专业社工

有限，个案工作只适合问题严重的留守儿童。社会

工作者遵循同情心、尊重、接纳等价值理念，对留守

儿童及家庭运用关系建立、沟通、积极倾听、澄清、

回馈、非语言沟通等方法和技巧，通过全面了解留

守儿童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朋辈关系等，结合其

个性特征，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有针对性地

为每一个留守儿童制定具体的服务方案，解决他们

在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消除他们的

情绪困扰，解决孤独、自卑、敌视等心理问题。

    2、农村留守儿童的小组工作。小组工作是社

会工作的一种方法，主要由社会工作者通过有目的

小组活动和组员间的互动，促使成员彼此建立关

系，并以个人能力与需求为基础，处理个人、人与人

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开发个人潜能，学习解

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获得个人成长。目前在社工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小组工作不失为有效的形式。农

村留守儿童的小组工作6-8人为一组，可设计6

次小组活动，每次活动1-2个小时，每周一次。内

容如表(1),

    ‘二)完善学校教育及监管功能

    1、教师作为除父母之外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

“重要社会他人”，对儿童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

教师应积极主动地与留守学生形成亲密关系，建立

融洽的情感联系，班主任对留守儿童要多些关心，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激励学生自强自立。同时，

班主任要成为留守孩子与家长沟通的桥梁，了解孩

子在家的情况，以便及时帮助留守学生，要经常组

织留守儿童参与文体娱乐活动，充实业余生活。

    2、在学校成立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工作

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者或
  2

其他专业人员所组成，学校要建立留守儿童跟踪管

理档案，通过留守学生档案，学校一方面要加强对

留守孩子的特殊关心和监护，另一方面要有专门的

老师负责定期与留守儿童父母的联系和沟通，分类

区别对待，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管理。对留守儿

童开展个案工作，开设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

心理课程，使他们能够理解父母的辛劳，转换角度

去认识生活中的困难，增强适应能力，使他们健康

成长。

                      表(1)

节次 主题 目的 主要方法和技巧 家建作亚

第一节彼此认识

1、社工人黄与组

员相互认识.
2、介绍小纽目

的、内容、挽刘.

1,玻冰游戏.

2, 7解家度成员.
3、订立规别.

画家度田

第二节欣赏自我

1、彼此进一步熟
悉.

2、提高自信.

1、玻冰游戏。
2、讲成长经历.

3,讲自已的化点

(欣赏自我)
4、小组分事.

1、每天对镜徽
笑。

2、每天i动与
人打招呼。

第三节开液自我

1、克爪自闭，释

放不良情绪.

2、学习人际交拄
与沟通的技巧.

1,家度作亚总结分

析.

2,讲自己录难过的
一件事.

3、小组经脸分享.

1,每天与盆护

人史谈不少于

10分仲.

2、阅读“人际文

往与沟通”相关

书籍.

第四节

培养良

好的学

习习惯

1、掌握正确的学
习方法

2、提高学习成
蜻.

1,分卒家晚作业.

2、遨请成蜻好的同

学进行经脸交流.

3、社工的引导

4、小组分事.

1、按时宪成作
业。

2、每天傲好复
习、预习。

第五节理解父母

1、理解父母的艰

辛.

2、消除片父母的

怨恨情绪.

3,学会与父母沟

通，粉进感情.

1,游戏

2、每人讲讲父毋的

艰辛与不易.

3,学会感忍:说几
句感谢父母的话.

1,与父母写信

(两周一次)

2、每天带家里

做一至两件家

务事.

第六节 总结
总结及分事小组

感受

1,赞灸组员
2,洲试

3,评佑

    3、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农村寄宿制学校，解决留

守儿童无人照看、学习和安全得不到保障的间题，从

而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后顾之优。让留守儿童在老

师、同学群体中成长，以对缺失的家庭教育进行补偿，

使寄宿学校变成留守儿童“暂时的家".

    《三)充分发挥社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教育

作用

    农村社区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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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也是留守儿童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社区文 障，特别是子女人学等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

化以及社区成员的引导和监督，对留守儿童的表现 2、政府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可
和性格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以预测，在目前和将来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打工子
    1、建立村“关心下一代工作室”。可以先在一个 弟学校都会作为农村打工者子女人学的主渠道之

镇进行试点，镇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领导小组，村工 一而存在，国家和政府必须加大对它们的扶持力
作室由村里的老干部、退休教师等组成骨干帮教队 度。一是要通过对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定期培训的
伍，从生产、生活、学习和思想四个方面关心留守儿 方式，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和教师的教学水平.二是
童，并形成了走访制度、检查制度、评比制度等.在 要对打工学校教学质量进行定期检查和督导，帮助
社区可开展“手拉手”活动，团队干部、辅导员、退休 它们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只有这
老干部、青年志愿者、同学与留守儿童结对帮扶，开 样，才能保证农村打工者子女在城市“不但有学上，
展走访、谈心、捐助、写信、辅导、管理等活动，让留守

儿童得到亲人般的关怀和师长般的教导。

    2、实行“代理家长制”，让留守儿童有依靠。由

村里的老干部、党员、青年志愿者等担任代理家长，

每周与留守儿童联系交流、辅导作业一次，每月与留

守儿童的父母、任课教师、托管人联系一次，每季度

向乡镇(街道)关爱留守儿童工作机构报告一次工作

进展情况，多与留守儿童谈心沟通、多参加学校组织

的学生集体活动、多到留守儿童家中走访.

    3、开展社区公民教育活动，健全社区互助网

络，提倡邻里支援，使留守儿童在社区环境中直接

受益。

    《四)社会政策的支持

    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和与之

相关的就业和教育体制，消除城乡差别，从根本上

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1、打破户籍制度的束缚，给予流动农民市民待

遇，保护流动农民的权益。二十多年来，流动农民已

经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城市政

府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市民一样对待流动农民。应该

像城市下岗职工一样，农民工也应该在收税、社会保

而且能够上好学”.

    3、逐步取消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的限制，政

府要规定开放包括重点中小学在内的所有城市公办

学校，农民工子女可以根据其居住地选择就近人学，

并一律免收借读费。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应避免

对他们的歧视现象，为他们提供均等的接受教育的

机会，这是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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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of left一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XIAO Yu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Chongg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g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more and more left-hphind (̀f111.1rPn ;n r,ii-I rhi w }t Present. The cuu\.ataVll Q11}U

psychology of the left一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have become a special social problem in the peri-

od of social transition of China and need the whole society to care for and participate in. Besides inten-

sifying family function, that the parents who work far from the family take more care of the living,

health, feeling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the children, and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inter一genera-

tion educati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left一behind children must make full use of social re-

sources and establish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the children.

Keywords:left一behind children; countryside;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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