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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成长教育实践性研究
� � � 以重庆市巴南区为例

*

李 � 孜,李 � 燕

(重庆工商大学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 ]以重庆市巴南区农村留守儿童为例,对留守儿童成长教育现状及其需求进行实证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法对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学习教育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等

进行研究。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于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和留守儿童自

身等多方面。政府、社会、学校以及留守儿童家庭都应承担起相应责任,共同监管、解决留守儿

童成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加强对留守儿童的自我教育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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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进程不断加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 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以来,伴随各种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农村劳动力从

土地上解放出来, 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以此,

农民工大量形成
[ 1]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

测调查,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542万人。但是,由于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

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及其生活保障缺乏、经济

基础不稳定等多方面原因致使广大农民工在城市难

以落地生根,更无法将其子女带在身边,从而形成一

大批农村留守儿童。流动人口的问题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逐渐引起社会的重视,而留守儿童这一特殊

群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则是在 2004年, 中

国各主要媒体都开始报道他们在学业、生活及性格

培养等方面面临着困难和问题
[ 2]
。

目前从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教育局的统计口径

来看, 均未有直接有关留守儿童的统计数据, 也没

有太多的相关信息来说明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总

体状况
[ 3 ]
。中国人民大学段成荣教授等人关于

 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 !报告中 [ 4]
, 利用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表 0. 95∀ 抽样数据, 通过对留守儿

童家庭的定义和分类,计算出留守儿童在全体儿童

中所占比例为 8. 05% ,并利用全国 2000年人口普

查数据 � � � 14岁及以下儿童总量为 28452. 76万

人,推算出全国留守儿童数量为 2290. 45万人。而

据全国妇联统计
[ 5 ]

, 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

5800万人且集中分布在中西部人口大省。

本文选取重庆市巴南区农村两所学校: 清溪小

学和先华中学进行实证研究。巴南区位于重庆主城

南部, 2007年末, 全区户籍总人口约 87. 19万人,其

中农业人口约 59. 15万人, 比重高达 67. 8%
[ 6] [ 7]
。

本次调研所选择的两校共有在校学生 682人,其中

留守儿童 427人,占总学生比例 62. 6%。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1.留守儿童概念

本研究在采纳叶敬忠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

中儿童定义的基础上, 将留守儿童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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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 (未

满 18周岁的人 )
[ 3]
。全国妇联又根据年龄将儿童

划分为三个部分:幼儿 ( 0~ 5周岁 )、义务教育阶段

儿童 ( 6~ 14周岁 )和大龄儿童 ( 15~ 17周岁 )
[ 5]
。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为重庆市巴南区麻柳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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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先华中学和清溪中心小学两所学校留守儿童。

由于幼儿缺乏行为能力,大龄儿童又多在外读书,

所以本文所提及的留守儿童均为义务教育阶段和

稍大年龄的儿童,即 6~ 16周岁的儿童。

3. 研究方法

结合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的方式, 2008年 6

月,课题组对重庆市巴南区麻柳嘴镇先华中学和清

溪中心小学两所学校的部分老师及学生作了问卷

调查和半结构访问,同时走访了部分监护人。问卷

调查共进行三次:第一次针对清溪小学三年级以上

学生和先华中学所有学生进行 #留守儿童总数及

家庭结构类型 ∃问卷调查, 下发问卷 681份, 回收

681份,回收率 100%, 有效率 100%。第二次是在

第一次的基础上,从 427名留守儿童中随机抽取留

守儿童填写 #留守儿童调查问卷 ∃表,下发问卷 100

份,回收 100份, 回收率 100%, 有效率 100%。第

三次则是针对两校班主任填答 #留守儿童现状调

查问卷 ∃表, 下发问卷 15份, 回收 13份, 回收率

86. 67% ,有效率 86. 67%。

本文采用 SPSS13. 0统计软件对留守儿童日常

生活状况、学习问题、情感问题、心理状况以及道德

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并从社会、学

校、家庭以及留守儿童自身等多方面提出应对措施。

三、研究结果

1.两校留守儿童基本情况

( 1)两所学校留守儿童数量

据校方提供的在校学生统计资料,两所学校共

有学生 681人 (小学 385人;中学 296人 )。两校留

守儿童数量详情见表 1。

表 1� 两所学校留守儿童数量

清溪小学 先华中学 两校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总计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留守儿童 118 61 126 66 244 63 89 62 94 61 183 62 207 62 220 64 427 63

非留守儿童 75 39 66 34 141 37 54 38 59 39 113 38 129 38 125 36 254 37

合计 193 100 192 100 385 100 143 100 153 100 296 100 336 100 345 100 681 100

表 2� 两所学校留守儿童家庭结构分布情况

清溪小学 先华中学 合计

% n % n % n

父母外出情况

单亲外出 54 38 80 37 134 37

双亲外出 87 62 137 63 224 63

小计 141 100 217 100 358 100

家庭结构情况

和母亲 34 24 50 23 84 23

和母亲及 (外 )祖父母 8 6 11 5 19 5

和父亲 10 7 14 6 24 7

和父亲及 (外 )祖父母 2 1 5 2 7 2

和 (外 )祖父母 82 59 120 56 202 57

和其他人 2 1 6 3 8 2

其他 (如独住 ) 3 2 11 5 14 4

小计 141 100 217 100 358 100

� � 由表 1可以看出, 两校共有留守儿童 427人

(小学: 244人;中学: 183人 ) ,占学生总数的 63% ,

其中小学比例为 63%,中学比例为 62%, 小学和中

学留守儿童比例基本持平。问卷调查显示留守儿

童中女孩的比例略高于男孩。

( 2)两校留守儿童家庭结构情况

参考全国妇联发布的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
况研究报告 !, 根据不同监护类型将留守儿童家庭
结构划分为父母一方外出留守儿童和父母双方外

出留守儿童两大类共 7小类。所调查两校留守儿

童家庭结构分布详情见表 2。

考虑低年龄组学生自身行为能力的限制,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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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问卷调查只对两校小学三年级及以上年级的

585名儿童进行。两校各年级人数基本情况如下:

清溪小学三年级两个班, 87人; 四年级一个班, 52

人;五年级两个班, 77人; 六年级两个班, 73人; 合

计 289人;先华中学初一至初三年级均有两个班,

分别有 110人, 107人, 79人, 合计 296人。

由表 2可以看出, 本次调查的留守儿童共计

358人,占符合研究条件的两校儿童数量的 62%。

所调查的留守儿童中,父母一方外出占 37%, 父母

双方均外出高达 63%。留守儿童大多和 (外 )祖父

母一起生活 (即隔代家庭结构 )的比例为 57% , 其

次为母亲单独监管,占到 23% ,并远远高于父亲单

独监管的比例 (为 7% )。

2. 两校留守儿童成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两校小学三年级及以上年级的留守儿童中随

机抽样选取 100名留守儿童填写  留守儿童调查问
卷!。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巴南区两校留守儿童的父

母打工地点呈集中趋势,多集中在其户籍所在地中

心城市 � � � 重庆主城区 (占 79% )。这一现象与重

庆市农民工流动方向十分吻合。问卷调查中所反映

的留守儿童成长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 1)留守儿童生活情况

问卷调查显示, 94%的留守儿童表示想留在父

母身边与他们一起生活。父母不在身边时有 77%

的留守儿童表现出有烦恼, 其中 30%的留守儿童

认为生活烦恼来源于家庭, 27%来源于学习, 20%

来源于同学。进一步对他们的生活希望进行调查,

35%的留守儿童在生活上希望能得到学校和父母

的关怀, 38%的留守儿童希望父母在外可以平安、

健康。换一个角度思考也更表明留守儿童平时感

受不到或很少感受到学校的关怀和父母的关爱, 他

们对在外打工的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十分忧虑

(见图 1)。
图 1� 留守儿童生活中的希望

� � 调查分析还发现, 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时 32%

的留守儿童表示首先向自己的同学或朋友求助,

24%靠自己解决, 21%给父母打电话寻求解决方

法, 20%求助于老师,只有 3%的儿童愿意先向身

边的亲戚求助。结论一方面表现出留守儿童的独

立生活能力,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一种担忧, 留

守儿童的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时期,自身

生理、心理、发育等都面临着许多变化和烦恼,由于

他们从父母那里很少有机会得到正确的教育和引

导,导致他们更倾向于从同学、朋友处去获取信息,

而同龄伙伴在生活经验、正确生活知识的掌握、人

际交往的理解与认识等各方面都比较幼稚,缺乏对

事物正确与否的判断能力,因此大多数留守儿童更

易受到一些同龄人的不良习惯、越轨行为的影响。

调查中老师介绍说: #在学校不守纪律、调皮捣蛋
的孩子相当数量来自打工家庭。∃一些留守儿童小
小年纪就沾染上吸烟、喝酒、赌博、偷摸等恶习; 有

的留守儿童生活习惯不良,表现在不讲卫生、不换

衣服、挑食挑穿、乱花钱;有的留守儿童行为习惯较

差,在家里不听监护人教导, 顶撞祖辈、我行我素,

在学校不遵守规章制度,不服管理, 说谎骗人,小偷

小摸, 甚至被不良青年利用参加一些盗窃、斗殴、寻

衅滋事等违法行为, 成为 #问题儿童 ∃。
总体来说, 本次调查的留守儿童对于自己目前

所处的学习与生活状况觉得满意的占 52% , 而有

22%的儿童觉得还凑合, 26%的儿童对目前生活状

况不满意, 他们想要改变但又无可奈何, 尤其是父

母双方外出由祖辈监管的那部分儿童,其生活状况

堪忧。

( 2)留守儿童学习教育情况

问卷调查发现, 学习上有 67%的留守儿童认

为读书是为满足自己需要, 但仍有高达 33% 的留

守儿童认为学习是别人强迫, 并非自觉学习, #读
书无用论 ∃的情绪在一部分留守儿童中存在。例
如有的 #留守儿童 ∃认为自己的父母没有文化却照
样天南海北的做生意、挣钱, 认为自己将来会像父

母一样能挣钱, 现在学习好坏无关紧要, 于是出现

从不想学到厌学、逃学,学习成绩明显下降的现象。

由于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这个重要环节,留守儿童

对学习缺乏热情,进取性、自觉性不强,作业不能按

时完成,应付了事,学习成绩普遍较差。调查显示,

有 40. 68%的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 43. 25%的

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中等偏下, 12. 73%的学习成绩

较好, 仅有 3. 34% 的学习成绩优秀。留守儿童学

习成绩多处于中下水平,给老师带来的麻烦也明显

多于其他非留守儿童。

同时, 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不在身边, 对留守

儿童学习方面的帮助和监督大大减少,甚至完全减

除了, 使孩子在学习方面处于一种无人过问的状

况, #学好了没人夸,学坏了也无人骂 ∃。监护人对
留守儿童的学习和教育关注较少,导致家庭教育滞

后于留守儿童的成长需求。结合前面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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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以上的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的, 年事

已高、文化素质较低的祖辈监护人基本没有能力辅

导和监督孩子学习,只有母亲在家的家庭由于母亲

承担了一家全部的生计,也很少有时间去关注和督

导孩子的学习。因此进一步调查留守儿童在学习

上的迫切需求, 统计结果显示, 48%的留守儿童希

望在学习上得到更多的指点和辅导, 例如他们更希

望得到父母、教师等多途径的辅导和同学的帮助,

27%的留守儿童还希望自己学习成绩优异,以此为

父母争光 (见表 3)。
表 3� 留守儿童学习上的期望

学习期望 n %

得到更多辅导 48 48%

得到同学们帮助 5 5%

得到父母帮助 6 6%

学习好为父母争光 27 27%

得到老师帮助 4 4%

得到丰富的学习资料 6 6%

和父母在城市学习 3 3%

不想读书想赚钱 1 1%

总计 100 100%

( 3)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

问卷分析显示, 58%的留守儿童半年及其以上

时间才与其父母联系,有近 1 /4的留守儿童家长 1

年甚至 1年以上才回家一次。由于长期的单亲监

护或隔代监护,甚至是他人监护、无人监护,使留守

儿童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得到父母的关爱,家长也

不能随时了解、把握孩子的心理、思想变化。这种

亲情的缺失使孩子变得孤僻、抑郁, 甚至有一种被

遗弃的感觉
[ 8]
。调查中了解到, 有一女孩原本是

个活泼开朗的孩子, 父母外出后, 心中的话没有人

倾听, 苦恼、忧愁没有人化解,渐渐变得孤僻、脆弱,

把自己隔绝在同学之外,不愿与人交流, 整日沉默

寡言, 一点小事, 一点小挫折都经受不起, 受到委

屈,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 一天不出来。专家认为

在缺乏父母关爱和正常家庭氛围的环境下成长起

来的儿童, 往往缺乏安全感且人际交往能力也较

差。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 43%的留守儿

童能在家里来了陌生客人时主动热情招呼, 却有

57%的被动接受或者不予理睬, 甚至躲避。当他们

受到委屈时,只有 51%的人会为自己辩解,而 49%

的人独自生闷气或者与人争吵。 18%的儿童认为

社会不公,前途昏暗, 21%的儿童认为如果得到政

府帮助,生活会好一些,有 33%的留守儿童想要通

过努力学习来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经济情况。

另一方面, 调查还发现在留守儿童中, 放纵溺

爱型家长的比例比其他儿童中的比例要高得多。

究其原因, 主要是监护人管不了,不会管,外出父母

则管不到, 留守学生几乎生活在无限制状态下, 无

形中助长了其自私任性、霸道蛮横、逆反心理重、以

自我为中心等极端性格。由于部分父母们长期在

外,无法亲自照顾子女, 大多靠电话与他们取得联

系,而且联系与沟通的时间、频率也不定,由此产生

负疚感,于是采取金钱、物质的方式进行补偿,使得

留守儿童拥有零花钱的数量增加, 使用自由度提

高,极易养成孩子好逸恶劳、奢侈浪费、互相攀比、

乱花钱、摆阔气的陋习,并直接导致读书无用论、拜

金主义等错误思想产生。

总的来说, 这些留守儿童对自己的生活、经济

现状并不满意, 但又缺乏其他改变的途径。留守儿

童中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人格

扭曲等隐患。留守儿童更多地表现出寄希望于读

书和政府帮助来改变生活,他们更希望得到社会公

平的对待。

( 4)留守儿童健康及其健康教育情况

半结构式访谈结果表明, 留守儿童患病的时

候,往往因为农村卫生条件的薄弱或家庭经济能力

较差, 很少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甚至由于监护人

的疏忽,出现病情发现不及时、延误治疗等现象。

此次调查中了解到,当地一名 15岁的留守男孩, 休

学在家,独住, 由相邻住的爷爷奶奶照顾。由于父

母长期在外打工,去年小学六年级的他在学校体育

课上打篮球摔伤, 膝盖部位留有淤血,由于没有及

时发现治疗,后来病情恶化不得不选择了手术, 而

术后又由于缺乏科学的照顾,伤口一直感染, 持续

到今年,最后医生决定截肢,从此只能一条腿走路。

调查中还发现, 留守儿童意外伤害事故也频频发

生,例如留守儿童溺水身亡事故每年皆有发生。通

过对老师和监护人的访谈发现,他们普遍认为留守

儿童还面临许多安全隐患,他们担心留守儿童由于

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上父母不在

身边没有直接的关爱与监护,很可能会成为不法分

子的侵害对象, 而且有时受到侵害后由于没有倾诉

的亲人,导致后果往往不易被早期发现。现实社会

中 #留守儿童 ∃男性多会成为人贩子注意的目标,

而女性儿童多受到人身的侵害。

问卷调查显示, 有 57% 的留守儿童对青春期

性知识教育完全不了解;进一步调查发现, 有 78%

留守儿童不知道男生生殖器官发育成熟的标志, 有

74%的留守儿童不知道女生生殖器官发育成熟的

标志; 58%的留守儿童表示出现遗精或月经时,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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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会慌乱、紧张; 同时, 42%的留守儿童很需要父母

或老师主动来指导自己与异性交往, 35%的留守儿

童想要主动向他们询问与异性交往的有关知识。

据老师介绍,由于缺乏青春期教育, 面对身体发育

变化而又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导致少女怀孕的悲剧

在留守儿童中时有发生。

3. 两校留守儿童所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留守儿童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是学校、家庭、社

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1)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村留守儿

童问题的制度原因

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成千上万

的年轻父母离开土地而去城市打工挣钱, 由于这些

流动的父母在城市的生活不稳定、经济较为拮据,

致使大部分外出务工父母无法将孩子带出共同生

活。同时,从渊源上讲,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农业

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实行城乡分治, 这种制度也使

得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必须缴纳过高的城市生

活费、借读费及其他教育支出, 这些专门面向农民

工子女收取的不合理收费使得农民工子女对进城

上学望而却步。

( 2)政府和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欠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在公共政策的制定

过程中体现出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但政府往

往是代表一定社会群体利益或自身利益需求的一

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加上我国又是以经济完成指标

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尺度, 这就更使得地

方官员片面地强调经济的发展,在多数场合政府更

加注重效率,而忽视了政府作为社会公正的代表,

忽视了政府作为弱势群体利益保障者的角色。因

此,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边缘化群体 � � � 农村留守儿
童,只要在不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

其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是很难影响到政府公共政

策制定的,表现在政府部门在处理农村留守儿童的

问题上更倾向于选择行政不作为, 任其发展的态

度
[ 9]

,政府缺乏相应的社会政策将留守儿童的保

护问题加以明确化和规范化。同时, 民间非政府组

织在我国又比较弱小,还不能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

担当起社会责任。而社会媒体虽大力号召 #关爱
留守儿童∃, 但各界的 #关爱 ∃也仅停留于表面的形
式上, 很少有实际行动。而所谓的 #照顾∃也就是
每年象征性选择小部分留守儿童家庭送一些礼物,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和深层次问题。

( 3)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有限

我国的义务教育学校由于学生多、教学任务

重、应试观念比较重, 尤其是农村社会教育薄弱, 教

育资源缺乏,教育观念陈旧, 严重影响了学生们的

身心健康。有的班级人数较多, 教师没有精力, 心

有余力不足,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关爱难以顾及, 与

家长的沟通难以实现, 在学习上、生活上难以给留

守儿童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对那些有问题的留

守儿童难以管理。再加上留守儿童特殊群体是近

几年才出现的, 没引起重视或缺乏有效的措施, 很

难为留守儿童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教育。有时学

校在教育管理无效时,干脆放任不管,听之任之, 只

要在校不出问题, 一推了之, 更有甚者鼓励 #问题
儿童∃结束学校生活, 眼不见心不烦, 致使学校教

育和家庭教育严重脱节。而且每周周一至周五, 学

生在校可由学校或老师管理,但是一到双休日, 老

师就鞭长莫及。

( 4)家庭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意识淡薄

家庭温暖的缺失使留守儿童在性格、心理方面

产生了很大的变异,他们难于融入正常的同龄人群

体。由于父辈或祖辈监护人自身缺乏文化修养, 没

有注意到家庭教育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力。在一次

与留守儿童监护人的对话中, 有位监护人这样说

道: #家长只管孩子的穿衣吃饭, 教育是学校教师

的事, 孩子交给学校, 由学校管,我们没有什么不放

心的。∃这位家长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
家长的看法。他们在照顾留守儿童时,只关注其吃

饭穿衣,忽略了心理健康与行为引导的重要性,长期

放任、纵容孩子,导致其性格心理扭曲,行为发生偏

差,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另外,留守儿童的其他关

系人对他们虽有同情或监管的义务, 但却又因自身

家庭的负担和亲缘关系的深浅不同而无可奈何。

四、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建议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必

然经历的一次涅槃, 关注留守儿童,解决留守儿童

存在的问题已成为全社会无法回避的紧迫任务。

1.政府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立法和关注

首先, 应逐步取消户籍管理制度, 完善身份证

管理制度, 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方便外出农

民工子女就地上学。政府应为留守儿童进城上学

制定优惠政策, 让孩子跟着外出打工的父母就学,

给予农民工及其子女以切实的市民待遇,让其子女

享有平等教育的机会
[ 10]
。

其次, 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进程。村城镇化发

展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有利于用小城区

这个发展极去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从客观上讲,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就从根本上减

少了留守儿童的产生,而农村的繁荣发展也客观上

牵制了农民工进行流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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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级政府应更新观念, 加大对留守儿童

各类问题的立法保护。政府要改革公共官员政绩

考核制度, 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 要把关爱留守儿

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应制定留守儿童福利政策

并采取法律手段保障政策的实施,把留守儿童福利

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为他们提供现金、实物、社

会服务和教育培训等帮助,尤其应立法解决生活在

贫困家庭的儿童其生活、教育、医疗方面的各种保

障问题。政府还应大力发展留守儿童福利事业, 借

鉴其他福利机构管理模式, 建立留守儿童福利机

构,使留守儿童得到全社会的关心与照顾
[ 10]
。

最后,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校园周边环境的

整治力度,尤其网吧、游戏厅、录像厅等。由政府协

调组织派出所、工商所等单位, 坚持定期巡查与突

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净化环境, 为留守儿童提供

良好的社会环境,营造有利于他们身心发展的社会

氛围。同时,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培育和发展民间组

织,充分引导和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加大其对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的参与程度。

2. 学校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

首先,学校加强教育就必须加大政府对学校的

投入, 政府应合理配备城乡教育资源。第一, 国家

财政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应适当向农村倾斜,为乡村

学校添置必要的现代化硬件设施,同时以政策优惠

或经济补贴的形式吸引高素质教育人才加入农村

教育的行列;第二,政府应在农村建立寄宿制学校,

寄宿制学校可以解决留守儿童无人照看、学习和安

全得不到保障的问题, 解除进城务工农民工的 #后
顾之忧 ∃。在吸引和接收更多农村留守儿童的同
时,可以相对减少进城流动儿童的数量, 从而减轻

城市教育的压力。但由于绝大多数农村县市政府

财政困难, 难以承受寄宿学校的财政投入, 需要国

家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 为寄宿制学校

的建设创造条件,切实解决学生宿舍、食堂、厕所等

设施不足问题, 改善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环境, 并单

独配备生活老师, 统一管理留守儿童的学习与生

活。在难以全面建立寄宿学校的状况下, 也可采取

多渠道投资方式举办 #留守儿童托管中心 ∃、#留守
儿童乐园∃等, 让留守儿童离校不离教, 离校不离

管。第三,城市应取消面向农民工子女收取的不合

理收费。面向农民工所收取的借读费本身就是一

种歧视性的规定, 违背了公平教育的原则, 加上农

民工本身是一批经济收入比较低下的社会群体, 过

高的借读费及教育支出使农民工难以承受,因此探

索取消面向农民工子女收取的不合理收费,实行以

流入地政府为主的财政供给制度来合理分摊农民

工子女的教育成本。

其次,应发挥农村社区教育功能,健全农村留守

儿童社会监护体系。社区的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对

社区居民的教化过程,其中也包括对青少年的教育。

但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很少或没有相关的少年

儿童的社区教育组织, 使得农村少年儿童的教育与

成长发展在社区教育这一块尚处于真空之中。因

此,政府有责任为留守儿童创造健康成长的良好社

区环境,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社会监护体系。

最后, 应完善农村学校对留守儿童的监管体

系。第一, 学校应建立留守学生个人及其家长和监

护人档案。档案可采取实名制,详细记载留守学生

及家长和监护人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

业、文化程度、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 方便老师了

解其家庭背景、生活状况, 有助于研究他们的行为

习惯、性格心理等。第二, 开展班主任或专门指定

老师与留守学生以及他们身边的同学进行定期或

不定期的谈话交流活动,了解他们生活、学习、心理

等方面的问题, 做好书面记录, 全面掌握留守学生

信息, 随时应对留守学生的突发状况。第三, 联合

电信部门, 开展主动与留守学生家长联系的有效渠

道,如为留守学生、老师与家长开辟 #绿色电话通
道 ∃,通过短信的方式使三方保持信息畅通, 做到

学生、家长、学校老师 #三位一体 ∃。第四, 学校开

设针对留守儿童心理教育的课程,解决他们心理上

的困惑,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同时保持老师与

学生 #亦师亦友 ∃的亲密关系, 让留守儿童,尤其是

让寄宿的留守学生感受到来自学校的关爱。第五,

学校组织以班级或年级为单位的、充满人文关怀的

集体活动 (如组织同学为留守儿童过生日、组织留

守儿童一起参加聚会活动等 ) , 凝聚留守儿童团体

的力量,让他们更多感染学校大家庭的氛围。

3.家庭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

家庭和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是留守儿童

健康成长的基础,具有不可替代性。家庭教育方法

不单是我国主要的家庭问题,对农村留守儿童来说

更是如此。目前这方面工作虽然主要是妇联和教

育部门在处理, 但也局限于城市地区,在农村的亲

子教育还是个空白。

首先, 要让家长知道如何科学教育和关心留守

儿童, 就应加强对留守儿童家长自身的教育, 提高

他们的监护责任意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应加

强对父母的家庭教育责任和家教知识的宣传和培

训,可将家庭教育知识纳入外出务工人员的培训内

容,转变其教育观念, 使其从注重传统的课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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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真正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和道德品质的全面

发展。

其次,应提倡父母尽可能与孩子生活在一起。

鼓励外出务工的父母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把孩

子接到务工地区上学, 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条

件。无法把孩子接到身边的,要从有利于孩子成长

的角度出发,寻找确定孩子的最佳监护人并和孩子

的老师保持定期交流。尽最大可能降低母亲外出

务工的比例。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不管是照

顾孩子饮食起居,还是教育孩子,母亲更有优势。

最后,应提倡父母要争取尽量多的时间与孩子

沟通, 走进孩子心灵深处,尽力满足孩子渴望父母

关怀和爱护的心理需求。父母一方在外务工, 留守

家中的另一方应承担起这一责任,平时主动联系另

一方家长,多与孩子交流。双方均在外务工的家长

则要主动加强与其他监护人以及与学校老师的联

系,及时掌握孩子的近期情况, 对孩子的成功加以

鼓励, 失误加以正确的引导。在外的家长或监护人

也还可以为孩子制定 #亲子交流时间表 ∃, 提醒他
们定期给家长写信、打电话, 甚至发短信、写邮件、

聊 QQ等, 增进双方感情, 满足其情感需求。

4. 加强留守儿童的自我教育和引导

鼓励留守儿童多看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书籍, 多

与身边的亲戚、朋友、老师、朋友沟通。还可以鼓励

他们组建 #留守儿童互助小组 ∃, 以他们的知识基
础、兴趣爱好、学习能力合理搭配, 选出组长, 组织

平时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小组成员间做到相互

友爱, 坦诚相见, 民主平等,养成健康文明的合作互

助意识
[ 11]
。培养他们以集体的形式参加社会活

动,丰富课余生活。最终帮助留守儿童树立起自信

心和自尊心,促进他们正确面对一切困难, 通过不

断完善自己,做生活中的强者。

总之, 留守儿童问题的妥善解决, 不仅有利于

我国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我国义务教

育的落实, 有利于城乡教育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于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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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grow ing and

education in rural area of Ban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LI Z ,i LI Yan
(S ch ool of Poli tic s and S oc ia lDevelopm en t, C hongqing T echnology and Busin ess Un iv ersity, Ch ong qing 400067, Ch ina )

Abstracts: Objective: to take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 l area o f Ban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 le, the em pir ica l

research about the status quo and dem ands of the ir grow th education w as conducted. M ethods: using the me thods o f questionna ire

survey and sem i�structured interv iew s, the liv ing condition, education and menta l hea 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 ere ana lyzed.

Conc lusions: the liv ing cond ition o f le ft�beh ind ch ildren is w orry ing; the ir study ing is lacking o f enthusiasm; the ir em otion and

m entality is lacking o f caring; their prope r behav ior and mo ra l notion is lack ing of correct guidance. The impact factors resu lted

from such a ffects as the nation, soc ie ty, schoo ls, fam ilies and them selves. Suggestion: the governm ents, communities, schoo ls

and the ir fam ilies shou ld assum e correspond ing responsib ilities, superv ise and so lve the prob lem s of le ft�beh ind ch ildren toge ther,

m eanwh ile, the ir self�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 thened.

Keywords: left�behind ch ildren in rural area; househo ld reg ister system; education consciousness; m enta l hea lth; com pu lso 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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