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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教育是最广泛、最基础的教育，它对促进个体健康成长、社会发展都有巨大的意义。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来研究农村留守

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问题，提出了部分农村家庭主要存在亲情缺失、家庭教育责任感不足、教育观念

陈旧、教育方法落后等问题，并从家庭、学校、政府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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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most extensive and basic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individual healthy growth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many farmers choose 

to go out to work. The lack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become a new social problem 

and it is urgent and necessary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mainly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study the lack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proposes that some rural families mainly 

hav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family affection, lack of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family education, outdated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backward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family, school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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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

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

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

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12484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

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大

多数农村青壮年夫妻为了缓解家庭经济

压力，通常会将孩子和老人留在农村老

家，他们则在城市打工，而在这期间则

将错失孩子的家庭教育。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祖辈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中只能起到辅助

作用，因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隔代

祖辈的教育不仅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

上与新时期的社会要求不同，而且在体

力、精力上有限，导致儿童在学习、性

格甚至心理等方面存在各种问题。这些

问题会严重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

长。因此，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

问题应受到全社会的关注。笔者在网上

查询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的研究成果，发现大家研究的视角差异

较大，大多数是从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

的问题出发。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从农村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缺失的现状出发，例如亲情的

缺失、家庭教育责任感不足、教育观念

陈旧、教育方法落后、管理无力、学习

成绩差等问题，结合国内外已有的农村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研究经验，从家庭、

学校、政府三个方面探寻解决农村留守

儿童家庭教育缺失问题的有效对策。 

1 农村留守儿童概述 

学术界对于“留守儿童”的定义尚

存在分歧，本文采用全国妇联课题组对

留守儿童的定义：农村留守儿童即为父

母中至少有一人在外务工，从户籍所在

地农村地区流动到其他地区，无法正常

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被留在家中的0～17

岁未成年人。 

2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

现状 

2.1亲情的缺失，容易造成心理健康

问题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

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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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扮演主要角色，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

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物质作为保障，更需要亲情的

温暖和心灵的呵护。与非农村留守儿童

相比，心理健康问题是农村留守儿童比

较突出的问题。因为在孩子成长教育过

程中父母的缺失会导致亲子间相处的时

间短，沟通交流频次少， 终会影响亲

子间感情的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享受不

到正常的亲情关爱，这会对他们的性格

以及心理造成不利影响。例如，部分农

村留守儿童通常会表现出自卑、拘谨、

情绪不稳定、自控能力不强等。同时，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会导致孩子身心发展

不平衡，加上祖辈教育与父母教育的差

异较大，孩子的成长基本没有系统、没

有规划， 后会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学

习，也很容易使农村留守儿童产生心理

问题或心理障碍，导致极端行为的发生。 

2.2家庭教育责任感不足  

父母的价值观会对孩子产生重要

的影响。例如，由于缺乏长远的眼光，

只重视眼前利益，很多农村父母在接触

一些刚出高校拥有本科学历的大学生

后，了解到他们的工资待遇较低，于是

就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认为与

其花大量时间与精力去培养孩子学习，

还不如早早让他们步入社会打工挣钱，

于是在思想上不再鼓励孩子读书。同

时，农村留守儿童因年龄较小，在没有

思辨以及反抗能力的情况下，一般会听

取父母的意见并随同父母外出务工，于

是又重复父母所走的路，成为新一代农

村务工人员。由此可见，父母的思想观

念对孩子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农村留守

儿童的父母很多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群体，他们在对待孩子教育的观念上，

认为教育主要是学校的责任，要依靠学

校，他们的任务只是给孩子提供物质上

的支持。父母的责任感不足会导致孩子

从小缺少责任感， 终会影响孩子一生

的发展。 

2.3教育观念陈旧，教育方法落后 

祖辈的文化知识不足、家庭教育观

念较落后。从当前的社会结构来看，大

多数祖辈都出生于我国改革开放以前，

且年龄在60岁以上。首先，他们缺乏在

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经历，所以在给孩

子辅导作业时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在教

育孩子的过程中，祖辈可以传承先辈留

下的传统美德，如勤俭节约、尊老爱幼

等。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人的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祖辈们可能不能

很好地掌握新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经

验，也不能对孩子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其次，多数祖辈们的教育方法落后。很

多祖辈对农村留守儿童仅限于生活上的

照顾，对于孩子情感和精神上的追求不

能完全满足。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校教

学内容发生改变，祖辈自身不能完全适

应社会的转型发展，也不能很好地对儿

童进行有效的指导。因此，农村留守儿

童所接受的家庭教育不仅在教育主体上

有缺陷，而且在教育方法、教育理念等

方面也会受到主体限制的影响，在教育

效果上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2.4管理无力，学习成绩差，安全问

题令人担忧 

对于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村留守儿童

而言，学习习惯的养成、学习能力的提

高都离不开有效的家庭教育。一方面，因

为父母外出打工，祖父母充当农村留守

儿童的监护人，孩子与祖辈一起生活，

加上农村家务和农活较多，祖辈通常没

有时间、精力和耐心对孩子进行教育。同

时，很多祖辈的教育意识落后、教育方

法不当，因而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往

往是力不从心。由于长期缺少父母的管

教，再加上很多农村留守儿童的自我约

束能力较差，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不理

想。另一方面，祖辈的疏忽或是精力所

限，常常导致对孩子监护不到位，经常

发生许多安全问题。一是食品安全问题。

很多祖辈的文化水平较低，卫生知识与

食品安全知识匮乏，对孩子缺少卫生与

食品安全教育，农村留守儿童经常在课

间或放学后购买便宜的垃圾食品。孩子

的饮食缺乏营养， 终会对身体造成伤

害。二是人身安全问题。《中国青年报》

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少年儿童发生的非

正常死亡原因中，55.4%的受访者会认为

是少年儿童的安全意识薄弱。农村留守

儿童安全意识较差，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在监护人监护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容易发

生人身安全问题。同时，由于缺少父母

的保护，一些农村留守儿童在学校还会

被同学欺凌，成为无辜的受害者。这些

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消

失，而是会成为他们成长中难以抹去的

烙印。童年时期没有建立起安全感，长

大后也会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更有甚

者，由于扭曲的成长经历，一些孩子长

大后会游走于犯罪的边缘。 

3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

缺失的对策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是伴随

我国城市化发展而衍生出的问题。它不

仅是家庭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只

有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共同努力，才能

弥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 

3.1加强家庭教育的宣传力度，增强

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的责任感  

家庭是人类社会化的第一所学校，

要加强家庭教育的宣传力度。第一，要

引导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充分认识到家庭

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克服重养轻教、过

分溺爱、“读书无用”、重智轻德等错误

观念，提高家庭教育意识，增强农村留

守儿童父母的责任感。第二，加强法制

宣传教育，强化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的监

护责任意识。 新颁布的《民法总则》

规定，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未履行抚养、

教育、保护的义务和职责，可以撤销其

监护资格。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可以对农村留守儿童父母进行普法教

育，让他们履行自己抚养、教育、监督

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责任，让父母之爱

伴随孩子健康成长。第三，完善代理监

护制度。农民工外出务工将子女委托给

亲戚朋友照顾，要详细写明权利、义务

以及注意事项，从法律上保证农村留守

儿童享有正常的教育和被监护权利。第

四，定期对监护人进行家庭教育能力培

训，更新监护人的教育观念，传递科学

的家庭教育方法，使家庭教育更加正确

和规范，使农村留守儿童享有一个正常

健康的家庭教育环境。因此，提升监护

人的家庭教育能力，不仅能够引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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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心理，而且也能促进

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发展。 

3.2完善学校管理制度，弥补农村留

守儿童家庭教育功能的缺失 

在农村地区，学校是家长和学生

信赖的教育场所。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

教育缺失这一问题上，学校作为孩子教

育的主要承担者，应发挥其重要作用。

第一，学校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教育资

源优势，主动承担起农村留守儿童教育

的责任。学校要经常对农村留守儿童的

心理健康问题进行疏导。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要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教育，本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

原则，有针对性地开设符合青少年身心

发展规律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第二，

要安排专业或者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教师

担任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师，定

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在日常生活

学习中要给予农村留守儿童更多的关

注。同时，要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

文化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展示自

我的平台，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启发潜

能，使其重新认识自己，重拾自信。第

三，学校要为每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建立

档案，详细记录孩子在校的学习成绩、

品德以及心理状态等信息，通过线上或

者线下定期开家长会的形式，向农村留

守儿童父母或者监护人反馈孩子的在校

表现，同时督促其父母或监护人多与孩

子沟通交流，尽可能弥补家庭教育的缺

失给孩子造成的伤害。 

3.3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发挥政府

职能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根源

是缺失了以父母作为监护人的家庭教

育。农民之所以外出打工，主要是为了

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因此，当地政府

部门应该从这一症结入手。第一，政府

要利用当地优势，发展当地特色产业，

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创造更多

的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从源头上

减少外出务工人员，让孩子享有正常的

家庭教育。第二，政府应该加快促进基

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加大对农村地区教

育的投入力度，为每一所学校配备一定

数量的高素养的保健医生和心理专业教

师，定期为农村留守儿童进行身体检查

和心理辅导，及时掌握孩子的身体和心

理变化，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第三，

政府要努力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为学

校建设教学楼、食堂、公寓、图书馆以

及学生活动中心等硬件设施，为农村留

守儿童提供看书、娱乐、健身等课外活

动场所，这样可以让他们缓解焦虑，放

松身心，提高智力，培养情操。第四，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打破学籍考试、户籍

制度、入学制度等限制，确保农村留守

儿童无论在户籍所在地还是在流入地都

能平等地享有公共教育资源， 大限度

地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

会。第五，政府要有针对性地落实城市

公租房政策，为农民工携带子女落户提

供便利。 

4 结语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不仅是

家庭内部的问题，也是国家、社会各方

面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目前农村留

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现状出发，从家

庭、学校、社会层面提出相应的解决对

策。首先，需要加强家庭教育的宣传力

度，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的责任感；

其次，学校要完善管理制度，弥补农村

留守家庭教育功能的缺失； 后，要整

合社会资源，积极发挥政府职能，构建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支持网，多管齐

下，共同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

失问题，一起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

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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