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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阐述了县级图书馆为留守儿童服务的必要性,并就县级

图书馆如何为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提出了可行性措施,以期为县级公共图书馆如何为留守儿童发挥社会

教育职能功效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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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父母选择外

出打工,留守儿童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特

殊群体。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

一方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农村由长辈或

者其他人照看,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

共同生活的未成年人。这批未成年人由

于长期和父母两地分离,缺少关爱和管

教,占绝对大比例的隔代教育又不尽人

意,导致了留守儿童在学习、心理、性格,

甚至安全方面带来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公共图书馆是社会公共文化传播的重要

公益机构,肩负着社会文化教育的责任,

有义务改善留守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文化

环境,加强人文关怀教育,促其健康成

长。本文重点对县级图书馆在农村留守

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及如何更好的为农

村留守儿童提供服务进行探讨。 

1 我国留守儿童的现状 

据民政部 新统计显示,与2016年

相比,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虽总体下降了

22.9%,但目前仍然高达697万余人,主要

分布在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

湖北和贵州等中西部地区。从监护情况

看,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

祖父母照顾,4%的农村留守儿童由其他

亲戚朋友监护。由于长期和父母两地分

离,监护人素质低,导致他们身心、学习、

成长都面临着失管、失教和失衡。在这

一特殊群体身上明显出现了以下问题： 

1.1亲情缺失,心理发展异常 

青少年期是个性发展和形成的关键

时期,父母的关爱、良好的家庭教育对青

少年个性的健康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

用。但是,农村留守儿童们由于其父母长

时间不在身边,家庭的“缺陷”使留守子

女无法享受到正常的亲情关爱,生活中

的烦恼,困惑无法得到父母的正确引导

和鼓励,无助感,失落感和被遗弃感逐渐

形成,严重影响了留守子女心理的健康

成长。 

1.2学校教育乏力,义务教育难保证 

农村的现实条件决定了农村教育相

对滞后,学校缺乏对留守儿童的针对性

教育,监护人本身也没有能力对其学习

进行监督,导致绝大部门留守儿童学习

成绩偏差、学习情趣不浓,一旦成绩不理

想,就产生退学或外出打工的念头。 

1.3家庭教育缺失,人生安全难以

保障 

家庭教育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无法取代的作

用。由于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心教育,

而监护人又大多属年龄偏大,文化层次

不高,除了满足基本的温饱外,往往疏于

沟通和管教,导致留守儿童出现恶习不

能得到及时纠正,面对突发性伤亡事件、

不法分子侵害利用事件也缺乏应变和自

救能力。 

1.4社会环境复杂,自我控制能力差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

盾不断凸现,不良思想随之而来。首先,

网络游戏、色情影像、黑社会势力等不

健康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在农村留守儿童

中传播；其次,由于进城务工给家庭经济

带来的改善,导致了“金钱万能”的价值

观和“逍遥享乐”的人生观的错误观念

的形成。在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没有

发育完全之前,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和

教育,对社会上的各种复杂、不良现象缺

乏足够的判断力和抵抗力,这些不良的

思想导致留守儿童或过早辍学,或染上

恶习,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也给社会留

下了巨大安全隐患。 

2 县级图书馆为留守儿童服务

的必要性 

2.1贯彻落实政策法规的需要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

划》中明确指出,要着力保障农村留守儿

童、城市流动儿童和贫困家庭儿童的基

本阅读需求。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

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未成年人的思想道

德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为留守儿

童服务是时代发展对图书馆提出的要求,

也是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法规的需要,更

是图书馆事业获得更好发展的途径。 

2.2履行社会教育职能的需要 

公共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

产、教育社会、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

力资源的工作职责。这说明图书馆是社

会教育体系中重要的文化育人场所,是

学校教育的拓展和延伸。县级图书馆应

该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开发智力职能,

为留守儿童提供针对性的服务。通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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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健康向上、传播真善美的优秀少儿阅

读资源和开展丰富的阅读活动,对他们

给予文化帮扶和精神关怀,在获取知识

的同时,开阔视野,使留守儿童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 基层公共图书馆为农村留守

儿童服务的措施 

3.1做好针对性的藏书建设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

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

个民族的阅读水平。”阅读是了解人生和

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 好的途径,促

使人形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和健全的人

格。阅读不仅能够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

和兴趣,而且为智慧发展提供了一把钥

匙。在选择藏书上应以思想性强、知识

性广、趣味性浓、健康明朗、图文并茂

的少儿读物为主,强调经典阅读。同时,

为了为弥补亲情情感不足,增强农村留

守儿童自救自护的能力,图书馆还应适

当采购心理健康、安全教育、生存教育

等方面知识的书籍,让孩子们通过书籍

慰藉心灵,通过阅读提高自救和自我保

护的能力,减少事故的发生。 

3.2开展“馆校联合”阅读服务 

让图书馆走进学校,近学生, 大限

度地让图书馆发挥出育人功能,以此来

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阅读素养和能力。

比如和农村留守儿童多的学校建立合作

关系,设立留守儿童图书馆流动点。在建

立图书馆流动点前,对学校进行考察,对

留守儿童家庭背景,道德水平,知识水

平、阅读需求进行初步了解,然后将所需

书籍送到学校,并帮助这些学校建立图

书室,完善图书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定期

为他们更换新的、适合他们阅读的图书。

定期举办各种以“走进课堂”为主题的

阅读活动,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了解他

们的阅读特点,指导他们阅读方法。定期

邀请专家在学校开展富有特色的心理健

康、安全教育、法制课堂等讲座,帮助留

守儿童消除成长中的烦恼、学习中的困

惑、人际关系中的疙瘩、生活中的苦闷。

引领留守儿童们去了解图书馆、走进图

书馆。 

3.3以农家书屋建设为契机,服务延

伸到乡镇农村 

农家书屋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农村

的延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相应国家号召,目前多地方

因地制宜的建立符合当地特点的以县级

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文

化站、村(社区)图书室(农家书屋)等为

分馆或者基层服务点的总分馆制,完善

了数字化、网络化服务体系和配送体系,

促进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向城乡基层延

伸。县级图书馆对农家书屋的统筹管理,

基本实现了公共阅读资源的有效整合,

通过县图书馆在藏书采购、业务指导、

人员培训、技术支持等方面的统一管理,

有效解决了农家书屋书籍单一、管理不

专业、设备落后的问题。农家书屋一般

都是在行政村或自然村建立,很方便农

村留守儿童看书学习,是他们课外学习

文化的 佳场所,基本解决了边远地区

的“留守儿童”看书难的问题,让广大“留

守儿童”都能在家门口享有公共图书馆

的文化服务,丰富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精

神文化生活,激发了农村留守儿童对知

识的兴趣和热爱,提高了农村留守儿童

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3.4重视指导阅读服务 

儿童的阅读动机不明确,随意性较

大,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究心理强,兴趣

广泛,尚未具备独立思维能力。因此,指

导他们正确选择图书,开展导读工作十

分必要。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阅

读兴趣,图书馆应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

推荐书籍,实行分级阅读指导。如向学龄

前儿童推荐图片画册、绘本等,向低年级

学生推荐图文并茂带拼音的童话故事等,

向中高年级学生推荐知识性强或者以思

想性为主的经典名著等。图书馆开展农

村留守儿童导读工作,一是要提升管理

人员的业务素养,管理人员除了思想道

德、分级阅读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等方

面的要求外,他们还必须要具有少儿教

育,少儿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了解农村

留守儿童的阅读需求；二是要与学校老

师配合,以班为单位开展阅读指导,引导

儿童认真读书,勤于思考。三是可利用乡

镇退休干部、党团员,让他们担当读书导

读志愿者,辅导留守儿童读书,使其掌握

正确的阅读方法。 

4 结束语 

儿童时期正是一个人生理和心理

发生转变和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也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确

立的时期,如果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得不

到及时关注和解决,家庭与社会都将会

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县级图书

馆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增强为农村留

守儿童服务的意识,积极探索有效途径,

努力为农村留守儿童构筑健康成长的

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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