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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至关重要,良好的教育有利于人的健康成长,有利于对自我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教育

就更加重要了,对于这群孩子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极大的影响。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对儿童的关注也是对国家未来的关注。在新时代我们需要

格外关注留守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 

 

1 云南省农村留守儿童的情况 

1.1农村留守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有孩子的

父母一方或者双方独自外出打工将孩子留在农村由长辈照顾。且父母外出

打工时间超过半年及以上,儿童年龄不超过16周岁。 

1.2云南省留守儿童的特点 

1.2.1云南省留守儿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

而这一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据报告显

示2000年,留守儿童占全省儿童比重为3.43%,2007年为7.76%,截止到2018

年8月为8.98%。
①
我省留守儿童占全省儿童的比重不断增加,将为他们的生

活、学习、心理健康、安全等埋下隐患。 

1.2.2留守儿童年龄偏小,留守时间较长 

从年龄方面来看,云南省留守儿童小于6岁就留守的占32%,在7-12岁

时留守的占53%,年龄偏小。从留守时间来看,我省有34%的农村留守儿童父

母外出三年以上,有31%的一年至三年,有35%的四个月至一年。
①
 

1.2.3与父母联系少、见面难 

我省留守儿童父母打工选择在省外的比重较大,超过了一半,根据报

告显示为53%,在省内打工的比例相对较小为17%。这样促使农村留守儿童

与父母见面少,更多的是通过电话、书信等方式联系,且在这其中有46%的

经常保持联系,有46%的偶尔联系,有8%的从不联系。每年能与父母能见上

一面的是罕事,多年才见一面比较普遍。
①
 

1.3云南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现状 

1.3.1家庭教育以隔代教育为主 

隔代教育是云南省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主要方式,几乎占了一半,据

报告显示为49%。隔代教育是由于外出务工的父母无法将其未成年的孩子

带在身边进行教育,只能留在家中,由爷爷奶奶或其他长辈来照顾孩子并

对其进行教育。 

1.3.2留守儿童在学业方面的情况 

留守儿童在学业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逃学、辍学现象比较普遍,学习

成绩不理想。根据报告摘要显示有56.8%的留守儿童经常迟到,仅仅只有

0.8%的从不迟到；有35.5%的每天都能完成作业,有40.3%的有时候能完成,

有4.7%的偶尔能完成；有14.7%的留守儿童有过辍学经历,约有一半的老师

认为留守儿童的学业比非留守儿童的差。 

1.3.3留守儿童在学校教育资源方面的情况 

农村留守儿童在接受学校教育选择学校时通常会选择离家比较近的

学校,这样的学校通常是在村里,相比城里的学校可能会存在学校设施简

陋的问题。同时,由于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而言各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一些

优秀的教师不愿意选择在农村地区教学,致使留守儿童所接受的知识有一

定的局限性。 

2 云南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2.1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不容乐观 

对于大部分留守儿童来说,他们认为接受教育去学校学习只是家里长

辈的要求或者是觉得学校有小伙伴可以一起玩耍,并没有觉得通过学习可

以认知世界,可以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可以为将来自己的前途打下基础,

总是以敷衍的态度来对待学习情况。 

2.2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严重,缺乏对安全知识、道德的把控 

目前存在农村留守儿童并没有接受到来自父母的亲情关爱或者是安

全教育、道德教育,以致会出现农村孩子被拐卖,或在遇到自然灾害时,并

没有自我保护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由于孩子多是由爷爷辈亲戚抚养,

老人们对孩子的关爱更多时候是对生活方面的关爱,缺乏对孩子道德方面

的教育,导致孩子运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能力不足。此外,由于隔代教育,

使得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式都与新时代的社会有一些出入,导致留守儿

童在后期的学校教育方面表现出与非留守儿童明显的差别。同时,教育起

点的不公平会使得留守儿童在经后的机会和结果方面产生不公平的现象。

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都与家庭教育的缺失分不开。 

2.3农村留守儿童学校教育资源不足 

2.3.1学校设施简陋 

留守儿童多处在读书阶段。学校是留守儿童学习和生活的另一个地方,

良好的学习环境有利于他们的学习和成长。目前农村学校存在基础设施配

备简单,难以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同时,留守儿童本来就处于无人管教的

状态,由于宿舍欠缺,不可能使所有的孩子都住校,促使一部分留守儿童在

外租住,给他们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2.3.2教师队伍素质不高,师生比严重失衡 

教师是教育发展主要推力,而良好的教师队伍建设是促使民族地区教

育发展和改善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学校教师队伍的素质高低

将是直接影响该校的教育功能能否得到实现的决定因素。在农村地区高素

质专业教育人才引不进来,难以保证当地的学校教学质量。此外,在许多地

区存在一所小学只有一两个教师的情况,这样不能保证老师对学生的全面

教育。 

2.3.3留守儿童在校期间的管理制度不完善 

留守儿童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他们在学校时时间怎么安排,怎样根

据留守儿童的特点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怎样实现对留守儿童系统化管理,

在管理过程中既能考虑到这部分学生的特殊性,又能实现教育学生的目的

是学校管理者需要考虑并解决的问题。 

3 留守儿童教育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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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父母角色的缺位促使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不完整 

现在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人们的追求也提高了,为了让孩子生活好一

点,很多家长带着“养家糊口”的责任上路,立志让自己的家庭赶快好起来,

但是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并不能够让孩子在精神方面得到满足,比较典型的

是儿童的教育,在家庭教育中不仅包括对生活常识的教育,心理健康的教

育、情感的教育还包括安全的教育。父母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由于角色的

缺位,使得儿童无论是在 基本的安全教育还是在情感教育方面都有一定

程度的缺失,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 

3.2政府和社会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方面的关心和投入不够 

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教师分配和财力支持。

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的教育投入更多的集中在社会关注度高的城市公立

学校,在农村学校的投入较少。这就造成农村地区教学设施的简陋,学校只

能配备 基本教学器材,有的地区甚至连 基本的教学器材都不能够保

证。除了 基本教学器材之外,孩子的教育还需要一些辅助器材,这样才能

保证孩子的全面发展。但是在现在的情况看来,一些学校只注重对孩子文

化课程的教学,对孩子的课外活动、心理方面或是人生观、世界观等的教

育涉及甚少,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在农村教育方面投入不足、教师缺乏和

设施跟不上。 

3.3学校管理对留守儿童缺乏针对性 

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于城市而言受到一定的限制再加上农村

学校对留守儿童的管理不完善以及相关认识不足,存在教育管理责任不明

确,对留守儿童教育只是局限于知识的传播,忽视了对安全、心理方面的教

育。另外,学校的教育与家庭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互补方式,使农村留守儿

童教育状况得不到有效的改善。 后,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并没有针对

性,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并没有什么教育方面的不同,这样促使留守儿

童在家庭教育缺失方面在学校并不能得到弥补,造成一部分学生三观出现

问题。 

4 留守儿童教育存在问题的对策 

4.1强化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由学校牵头,政府和企业参与其中共同来加强亲子教育。学校采

取办家长会、家长读书会等方式使父母了解到需要根据儿童的成长阶段选

择不同的沟通方式,企业适当的给外出务工的员工休假时间,让这部分父

母能够与留守儿童见面,加强父母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学校定期举行亲子

活动,让留守儿童和父母或是代理监护人之间通过活动加强沟通和交流,

为日后对孩子的教育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其次,留守儿童家中更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父母亲人对留

守儿童多一点关心和陪伴,在生活的点滴中教育孩子。 

后,留守儿童的父母对儿童的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物质方面,还应重

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和思想品德状况。 

4.2学校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 

首先,学校进行规范化管理,在全校范围内实施寄宿制度,对于留守儿

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生活上的管理和学习上的管理一视同仁,不区别对待。寄

宿制管理还能解除进城务工父母的后顾之忧,同时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

以及安全问题能够进行有效管理,也能保护留守儿童的自尊心。 

其次,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管理制度。在档案中记录每一位留守儿童的

基本情况和在校情况,以便学校及时掌握留守儿童的现状,及时与父母进

行沟通和交流,也有利于学校和家长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育。 

后,学校采用专人负责的方式来关心和照顾留守儿童。针对留守儿

童缺乏亲情、心理脆弱的特点,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更多关系和照顾,让这

一部分留守儿童在学校不再“留守”。 

4.3政府和社会应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方面的支持 

首先,政府加强政策的引导,鼓励高素质高文化的人才去农村地区担

任教师,为农村地区教师资源扩大渠道,为建立学校良好的学习教育环境

打好基础。 

其次,官方媒体应该大力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多加报道,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有能力有责任的人共同来关注农村留守儿童,

让这一部分特殊的人群能够在国家、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爱的环境下健康成

长,让留守儿童的教育不缺位,为更美好的未来努力。 

后,对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依靠社会各界人士,为这

一部分特殊的儿童提供生活、学习和机会,让这部分儿童能够健康成长,

成为祖国有用之人。 

注释： 

①2018 年云南留守儿童现状调查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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