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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西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体系探析‘

吴明永

(长江师范学院团委.皿庆涪陵408100)

    〔摘要〕西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事关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材，事关西部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

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西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折射出了西部农村留

守儿童教育体系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的严重缺失。西部农村留守儿

童教育体系的重构，需要国家、学校、家庭和社区等多方面的合力支持，以此形成共同关注留守

儿童教育的良好网络体系，促进西部农村教育、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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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一般将“留守儿童”概念界定为因父母

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需要他人照顾

的16岁以下的孩子，在学龄上一般反应为小学和

初中生[aJe“留守儿童”的概念，在诞生之初，指的

是由于父母双方或单方出国而留在家里的儿童。

随着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留守儿童”的概念也发

生了变化，其外延越来越大，逐渐演变为上述含义。

所谓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父母双方或者一方长期外出打工，由父母一方或以

外的其他人进行抚养和教育的儿童。

    一、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一)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

界高度关注的群体。2004年’5月，教育部召开“中

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讨座谈会”。2005年5月，

全国妇联等单位召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

援行动研讨会”。2006年9月，全国妇联召开“全

国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电视电话会”。目前，留守儿

童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据全国第五

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统计，我国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

近2000万人，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西部农村留

守儿童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又特殊的群体。根据有

关资料估算，截至2006年底，西部农村地区仅14

岁及以下留守儿童总量就达到了775万，其中，学

龄留守儿童不少于500万[21。以重庆为例，据重庆

市教委人士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该市农村留守儿

童人数超过85万，占全市中小学生人数的22%以

上。社会和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社会人员广泛流

动，使农村千千万万的“留守儿童”无法享受正常的

家庭教育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近年来，留守儿童

中溺水、触电、车祸、自杀等意外伤害事故时有发

生，特别是在寒暑假学校监护“空白”的时间段里，

这类事故更加频繁，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留守女童

遭受性侵害的恶劣事件[[31。西部农村留守儿童教

育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农村基础教育的持续发展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且给他们自身的健康成长

带来了严重威胁。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引起

了国家有关部门和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校、地方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以重庆为例，2005年1
月民革重庆市委向市政协二届三次全会提交《关于

建立“留守子女”教育和监护体系》的集体提案。

2006年“两会”以来，重庆市南川区鸣玉镇的“留守

儿童关爱工程”得到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多

家媒体关注。2006年5月，重庆市妇联、市教委联

合在南川区鸣玉中学举行了“全国暨重庆市农村留

守儿童示范家长学校”授牌仪式[’].

    《二)西部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

    1、留守儿童的身心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未成年人主要是在家庭和学校的双重监护下成长

的，只有在家庭监护和学校监护的相互配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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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协调下，他们才能获得一个相对健康的成长环

境。而西部农村留守儿童很多都没有得到父母的

关怀，有的留守儿童与其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有

的与其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有的则留守在姑姑、

姨妈、舅舅等亲戚家。无论是爷爷奶奶等祖辈抚养

者还是姑姑、姨妈等其他亲戚代养者，他们对留守

儿童的管理都只能是粗放型的，对留守儿童的照顾

也仅仅停留在吃饱穿暖的浅层关怀，而更为重要的

心理需求与发展则往往被忽视，使得家庭监护的覆

盖面不到位，同时和学校监护也无法协调起来，从

而带来了诸多方面的隐患。

    2、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不乐观。处在贫困中

的留守儿童，面临失学、辍学的危机，同时受农村老

年人的传统思想，文化水平的影响，教育方法落后。

还有他们的监护人身体状况差，精力不够，隔代等

原因，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引导不够，管理缺位。长

时间的亲子分离，缺乏沟通，在学习方面所出现的

困难、疑惑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与疏导，造成很

多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缺乏上进心，老师也很

难管教。在农村学校的双差生中，父母双双外出打

工的儿童比例高达34.7%，个别乡镇高达82.3%,

他们对学习和生活缺乏热情，进取心和学习自觉性

也很弱，还有厌学倾向。

    3、部分留守儿童易产生心理障碍。留守儿童

正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即弗洛伊德所认为的

“超我”牢固形成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们特别需要

长辈尤其是父母的关爱与引导。但是留守儿童的

父母远在他乡，无法及时地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

加上代养人教育观念陈旧、教育方法简单，致使他

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充满温暖亲

情的环境里，心理发展会出现很大的扭曲和变形，

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社会化过程。一项历时5年

的跟踪调查表明，农村孩子的心理障碍和行为异常

比例高达19.8肠，远高于城市孩子的8%，这其中，

55.5%的留守儿童表现为任性、冷漠、孤独和内向，

他们对待批评教育，往往采取逃学、游逛甚至离家

出走的过激行为[[s7

    4、部分留守儿童的行为习惯较差.处于义务
教育阶段的儿童，其行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

他律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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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犯大错误，监护

人对孩子的行为一般都采取放任的态度，由于缺乏

及时有效的约束管教，部分留守儿童纪律散漫，思

想和行为存在偏差。普遍看来，留守儿童的行为问

题较多。

    二、西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体系缺失探析

    《一】家庭教育的缺失

    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经商，导致了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

巨大变化，他们基本缺失了父母亲对其在衣、食、住、

行、安全、能力、爱好、审判、人格、品格及情感方面的

教育，特别是基本缺失了对父母亲的心理归属和依

恋[Cs).家庭教育的缺失是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存在各

种问题的核心要素。

    1、亲子教育缺失。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文

化将对个体产生终身的影响，但正常的家庭生活和

亲子关系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无疑是一种奢望。

外出务工的家长整天忙于打工，根本就没有时间和

精力过问孩子的学习，对孩子的困惑、需求、交往和

兴趣的关注就更少，造成教育管理的时间严重不

足。因而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缺乏同

父母沟通交流的机会，使得留守儿童的心理和精神

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亲子教育的缺失，是留守儿

童存在各种问题的根源。

    2、教育管理缺位和教育管理方式简单。监护

人由于文化水平、身体状况、精力和思想顾虑等方

面的综合因素，导致他们对留守的管理局限在“吃

饭穿衣”等基本生活的照料上，而对学习、思想和行

为等方面的教育管理就出现缺位。而孩子父母在

教育方式上简单粗暴，一般是采取以打骂为主和

“物质加放任”的教育方式，即以金钱为诱饵，成绩

好则给以金钱和物质奖励乡成绩差则一顿暴打或不

予理睬，摧毁孩子的自信心。

    3、社会行为规范教育的缺失。家长在留守儿

童的教育上出现“重智轻德，重身轻心”的现象。大

多数家长认为孩子身体好、学习好才是最重要的，

忽视从小培养孩子良好的德行，忽视孩子的心理健

康教育.在智育上，又过分关心分数，忽视孩子智
力开发和创造力的培养。家庭环境的不完整和社

会规范教育的缺乏，无法给予留守子女正确的引导

和教育。这种家庭教育的弱化和缺乏思想观念、价

值观念的教育，极易导致留守儿童人生观和价值观

的偏离，进而导致行为失范。

    4、教育上过分依赖学校。近年来，农村学校教

育在国家的重视下的确有了较大改观。但是，农村

学校教育的发展也助长了农村家庭教育的惰性，致

使农村家长过分依赖学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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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家长教育意识薄弱。农村经济生活的现实

使得人们往往感受不到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更关注

自己的经济利益，教育对他们来讲完全是一种“风

险投资”，加之目前高校自主择业制度的改革，就业

竞争压力的加剧，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他们对子女

升学的期望，使他们变得更为务实和保守。

    《二)学校教育的缺失

    1、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问题认识不到

位。由于老师自身的思想境界和教育视野的限制，

不能充分认识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在整个社会中

的重要性。而学校更多的是关注升学率，而忽略对

学生的安全健康、道德素质以及心理健康的教育.

    2、学校对留守儿童关注的缺失。一方面侧重

于在校期间的教学管理，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关

爱、生活关心难以顾及，与家长沟通难以实现，对那

些“问题儿童”经教育无效时，干脆放任不管，一推
了之。另一方面是教师较为关注学习成绩相对好

的学生，对成绩相对较差的“留守儿童”关注不够，

使“留守儿童”难免“破罐破摔”，导致学习成绩持续

下降。

    3、办学条件差。西部农村的经济非常落后，有

许多中学因条件限制还没有能够实行寄宿制，小学

的条件就更加困难。

    4、师资力量缺乏。西部农村中小学教师总体

上是师能不高，文化素养偏低。有关西部农村中小

学教师学历合格率现状的抽样调查发现，西部农村

部分贫困县合格率仅为20 ，部分乡镇合格率仅在

15%左右。加上西部农村学校的大多数老师的年龄

都偏高且结构不合理。这些教师的自身素质和教学

水平，决定了他们对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方面、生活

方面还是在心理引导方面的关注都是不够的。

    (三)社会教育的缺失

    1、制度政策障碍使西部农村留守儿童享受不

到良好的教育。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城乡

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在体制上成为农

民工市民化制约因素。农民工虽然进人了城市，但

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

度、教育制度等诸多制度障碍，阻碍了农民工由农

民变市民的进程。近年来中央政府从战略高度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为进城农民市民化开绿灯。但地

方政府出于自身多方面的权衡和考虑，往往采取了

不同的政策态度。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化”的待

遇，成为农民工被迫把其子女留在原籍“留守”的无

奈选择。现行的体制限制了农村jLA随父母进城
  6

学习的机会。二是农村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观念陈

旧，不能有效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不足。

    2、当地政府对“留守儿童”的关心不够。伴随

着“留守儿童”现象的产生，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关注

“留守儿童”，但政府的关注多停留在形式上，他们

的关怀多停留在春节等节假日的间候，没有切实解

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如对社会上

的一些娱乐场所不能进行有效管理，使一些“留守

儿童”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致使学习成绩较差。

    3、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的缺失。留守儿童由

于缺乏父母监护，而父母所委托的长辈家属及其他

亲友认为只要孩子吃饱穿暖就算尽到了监护责任，

其余的应该是孩子所在学校的责任。其结果是留守

儿童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随处可见儿童在健

康、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权益屡次受到侵犯。

    4、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教育还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教育界和社会有识之士已经高度重视

了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新闻媒体也广泛关注

并进行了大力的宜传。但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关注、

关心留守儿童的氛围，也没有形成共同帮扶农村留

守儿童的体系。

    三、西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1、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西部农民文化

程度普遍不高，他们大多教育意识淡薄，既没有充

分意识到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又误以为教育孩子是

学校的事，家长只要给钱给物当好“后勤部长”就可

以了，至于孩子学习成绩、思想品德的好差，由老师

们去管教。家长应该改变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树立

正确的教育观念和责任意识，明确教育子女是自己

的应尽之责。还要让家长认识到过于追求经济利

益，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整个家庭的发展，是以孩

子的美好前途为代价的，确保每一个农村留守儿童

都必须接受教育。

    2、完善家庭教育功能.首先，努力不让子女成

为留守儿童。父母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

能地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带到流人地人学接受

教育;或是父母在考虑外出务工、经商时，应尽可能

留一人在家照看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尽量保持家庭

教育的存在和完整。其次，父母应主动通过电话，

写信等方式加强与子女的沟通。进行情感交流和

亲子互动，尽量缩短时间间隔，增加沟通频率，同时

鼓励孩子以自己喜爱的书信方式向父母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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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感受.既让子女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以便父

母及时了解子女的成长以及在成长过程中身心发

展变化的情况，对在孩子身上出现的一些不良行

为，可能进行及时有效的引导和矫正。再次，父母

亲也加强与抚养人或监护人的交流与沟通，适当放

权给他们，让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要明确

监护权中的教育职责。对被监护人进行教育是监

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护权发生转移时，教育职

责也要相应转移。抚养人或监护人既然接受了委

托，就要真正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全权代

为管理督促其子女的学习、生活，努力为其营造近

似完整结构家庭的心理氛围和教育环境。

    3、建立家长与学校定期联系制度。留守儿童家

长应主动加强与教师的联系和沟通，及时掌握子女

的学习、生活和品行等方面的情况。对子女在成长

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与老师共同协商解决。

    (二)强化学校教育对留守儿童的关怀

    1、在留守儿童较多地区尽可能地实行学校“寄

宿制”。学校实行寄宿制度能够克服监护人管理不

到位的情况，对孩子们实施有效管理。实行寄宿制

管理的孩子有着相似的经历，对他们进行集中管

理，不但容易唤起自信，而且可以激发学习热情，增

强集体归属感。用寄宿制的办法把留守儿童集中

到学校统一管理，从宏观上讲，节省了分散管理的

社会成本，提高了效率[t7)。对留守儿童自身而言，

孩子的全部学习和生活时间都转移到了学校，充裕

的学习时间、集中的学习精力、稳定的学习情绪、浓

郁的学习氛围，再加上与满腹学识的老师的朝夕相

处，耳濡目染，这些都有利于孩子形成积极向上的

学习习惯。但是目前的广大农村小学普遍缺乏寄

宿条件。特别是一些交通方便、经济条件差的地

方，初中不能实行寄宿制度。建议加大对农村教育

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为农村学

校实行寄宿制度提供必要的资金和土地。

    2、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档案，增强教师对留

守儿童的关注和关爱。班主任要做好留守儿童的

摸底工作，将其在校的各方面表现记人档案，及时

向监护人和外出打工的家长通报其成长情况，形成

学校、家庭共同关注、共同教育的局面。教师应承

担起家长或监护人的部分责任，平等对留守儿童，

并多与农村“留守儿童”交朋友.、交流谈心，多关心、

爱护、照顾、理解他们。在安全上，要时刻提醒;在

生活上，并主动走进学生生活，主动发现问题并加

以引导，尽可能提供帮助;在心理上，要细心观察，

多方沟通;在学习上，认真辅导，让孩子们的精神世

界充满阳光、积极向上;在交往上，鼓励他们融人班

级集体中，减少其心灵的孤独和寂寞，使其保持活

泼开朗的学习和生活心态。

    3、为农村留守儿童成长搭建关怀平台。开通

亲情热线电话，为外出务工家长与子女沟通提供方

便。并使外出务工家长可随时与班主任取得联系

了解子女学习情况;设立心理健康咨询室，安排有

经验的教师担任心理医生，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发

展档案，及时发现和诊治学生出现的心健康问题，

及时帮助留守儿童解决心理上的困惑。搭建活动

平台，广泛开展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

展的各类活动，以良好的教育来留住学生的人和

心，以先进文化占领青少年教育阵地，高雅情趣来

引导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4、努力提高教师素质。西部农村由于地区条

件艰苦，许多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到偏远地区学校

工作，现有教师素质普遍不高，从而导致当前西部

广大农村师资力量薄弱。针对这种现状，一是教育

行政部门应从政策优惠和物质奖励上，鼓励更多的

高校毕业生到条件艰苦的偏远山区学校去工作，给

这些学校注人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二是加强对现

有教师的培训，使他们转变教育观念、增强奉献精

神、提高教学能力和师德师风水平，提高老师的整

体素质。使西部留守儿童接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

    (三)创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

    1、加快户籍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距。加快户

籍改革，逐步弱化乃至取消与户籍相关联的城乡分

离制从而保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政府应制定、实

施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使流人城市的农民享有与

城市人口平等权利和社会权益.同时，逐渐实现户

籍制度改革，消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壁

垒，彻底打破维多年的“二元经济体制”，引导农村

富余劳动力在城里有序流动。从政策上尽量保证

农民工子弟就地人学。二是降低民工子弟学校的

创建门槛.采取各种优惠政簧鼓励私人创办民l'.

子弟学校，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并与周边学校共

享教育资源。

    2、加大政府对西部农村基础教育的投人。政

府可以将西部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工作纳人素

质教育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总体规划。加快农村

寄宿学校的建设力度，并不断完善其基础设施，要

尽量为双亲在外地或亲友不能提供良好成长环境的

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住宿条件，使“留守儿童”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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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同学群体中成长，对缺失的家庭教育进行补偿。

加快托管制度的建立健全。加强农村中小学卫生保

健和疾病防治设施建设，为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

康与学习生活提供丰富的产品选择和公共服务。

    3、构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体系。加强落实《义

务教育法》的力度，确保每名农村儿童都能享受良

好的义务教育。西部地区的基层政府和教育行政

部门应该严格依法办事，以有效的措施督促适龄儿

童父母或其委托监护人从守法的高度，正确处理外

出务工致富与教育子女的关系，确保每个农村“留

守儿童”都享受义务教育。净化社会环境.加强社

区综合治理力度，净化社会风气。严惩违规经营的

网吧、游戏厅等娱乐场所，严打教唆、怂恿、引诱青

少年违法犯罪的邪恶势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

境，不留下教育空白。在农村建立儿童权益维护中

心，保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社会工作者通过宣

传和影响政府政策等方式、通过向政府与社会的求

助，与维权的相关部门联系与配合，动用各种社会

资源，争取和维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4、加强和改善社区教育环境。就我国社区教

育的现状来看，社区为未成年人发展提供有效帮助

的机构太少。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没有相关的未

成年人的社区教育组织，使得农村未成年人的社区

教育处于“真空”状态[Is]。因此，为了解决农村留守

儿童的教育问题，乡村两级要把关心农村留守儿童

作为促进新农村建设和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件大事

来抓，多组织干部到留守儿童家里嘘寒问暖，切实帮

助解决留守儿童的实际问题。通过建立并完善农村

教育和监护体系，使之成为农村教育保障机制，成立

关心“留守儿童”教育指导机构。可由乡镇政府牵

头，学校组织，村民委员会、派出所及热心的退休教

师等参加。实行“代理家长”制度，建立定期访问制

度、与在外务工父母联系制度，了解农村“留守儿童”

的学习、生活、健康、安全和心理状况，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承

担起更多的教育、关心和保护责任。给家庭教育缺

失的农村留守儿童营造一个温暖的社区环境。

    5、社会各界共同建立留守儿童帮扶体系。社

会各界要关注和关心留守儿童，共同努力为他们的

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媒体

应加强宣传，增强社会的关注程度，调动全社会的

积极性;教育部门应制订有关留守儿童的监测体

系，明确监测办法，在全局上整体地、动态地掌握农

村留守儿童的情况;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组织积极

募集资金，为西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提供一定的

物质帮助;青年志愿者尤其是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开

展关爱留守儿童的各种辅导活动。这样可以形成

一个社会各界共同关注西部农村留守儿童氛围，建

立起共同帮扶西部农村留守儿童体系，依靠社会大

家庭的力量来帮助教育管理留守孩子，弥补家庭教

育缺失对孩子造成的身心伤害，使他们与其他孩子

一样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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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constructing education system for west rural left一behind children
                                    WU Ming一yong

              (Communist League Committee, Yangtze River Normal College, Chongqing Ful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West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ducation is related to healthy grow-up of the children and is related to west

rural compulsory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is related to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The problems in
west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ducation reflects the serious defects in family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social educa-
tion and so on in west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ducation system. Reconstruction of west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duca-

tion system needs co-support of Chinese Government, schools, family and communities which can form a good network for talc
吨 care of the children to push for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est rural educ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 west countryside; left-behind children;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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