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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调查研究
———以周口市抽样调查为样本

王琪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学生处，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　要］河南省既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改革开放以后又成为劳务输出大省，农村留守儿童
数量庞大。以河南省周口市部分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发现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家庭监

护薄弱、学习成绩差，亲子沟通常年缺失、心理问题突出，家庭教育方式不当、道德品行失范等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户籍制度。由于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很难在短期内得以消除，加之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在短时间

内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绝非易事。目前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

个层面做出努力。在宏观方面，一要构建分类、分地域运行机制，着力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二要构建

党委、政府统筹机制，全面建立关爱组织网络。在中观方面，一要构建基层社会的监管体系，发挥农

村社区的监护和教育作用；二要构建学校监管建设机制，发挥学校主体作用。在微观层面，要努力

让祖辈扮演好家庭教育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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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留守儿
童将持续存在并不断增加。目前，全国共有留守家

庭约７０００万户，涉及人口２．４亿，占全国总人口近
２０％。其中，农村留守家庭占全部留守家庭的
７７％，老人、妇女和儿童构成了留守家庭的主要成
员，这些留守家庭在结构上和功能上均不完整。［１］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３）》指出，２０１２年农
村留守老人约 ５０００万，约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５０％；全国妇联数据显示，留守妇女的人数也超过了
５０００万，约占２０～５９岁农村妇女总数的１４％；而
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更大，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推算，农村０～１７岁的留守儿童已达６１０３万
人，与２００５年全国１％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５年
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了约２４２万人。［２］河南作
为人口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留守儿童人数近６５５
万，占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１０．７３％。［３］数量庞大的
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着因家庭结构不完整、与父母联

系较少、缺乏父母关爱保护等而带来的各方面问题。

因此，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从微观上讲，关系到农村

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家庭幸福；从宏观上讲，关系

到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国内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高度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更成为研究热点。

现有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学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两方面着手，一般涉及学习状况、思想品

德教育、心理教育和安全常识教育等方面。曹春

华［４］将父母的缺席对儿童学习状况的影响归纳为

学习环境变迁、学习过程缺乏监督、学习动机发生改

变三个方面。潘璐等［５］对我国留守儿童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对国外针对留守儿童问题

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建议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不

能简单化，不能以个案作为研究的立论标准，应该从

客观公正的角度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研究。赵

越［６］从生活、学习、自理等方面对留守儿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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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

结构、家庭教育缺失等角度分析了问题的成因，最后

提出以学校为主来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策略。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

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帮

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的种种

问题，也为政府和社会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提

供了行之有效的建议。为准确了解河南省农村留守

儿童的现状，以及他们在教育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与

迫切需求，以促进政府、社会提早介入并采取及时有

效的关爱举措，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

河南省周口市部分留守儿童为抽样调查对象，对当

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状况、问题与对策进行研究，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１．调查对象
一般情况下，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工作时间较

长，其孩子在心理、生活、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就

会较多。同时，由于６～１７岁的青少年正处于心智
发育期，留守在家的这种生活环境对他们的成长影

响也较大。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样本调查对象确

定为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工作时间为６个月以
上、且年龄在６～１７岁的农村儿童。
２．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座谈法和个案研究法进

行研究。问卷调查法是通过访问临时监护人或留守

儿童本人了解留守儿童的个人信息、生活状况、发展

需求、社会关怀等有关情况。座谈法是通过与当地

基层工作人员进行座谈交流，了解相关部门在留守

儿童教育工作中的工作情况、发展方向、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个案研究法是通过与留守儿童本人进行访

谈，了解他们生活学习的现状、心理状况等。样本调

查地点选择在外出务工者较多的河南省周口市，选

取１０００名小学一到六年级的留守儿童和相同数量
的非留守儿童，采用艾森克人格调查问卷（ＥＰＱ少
年版）和自编农村家庭教育状况调查表（家庭监护

类型：隔代监护、单亲监护、上代监护、同辈监护；家

庭教育内容：儿童的生活、学习、品德方面；亲子沟通

交流状况：倾听儿童的烦恼，儿童向监护人诉说，关

注儿童情绪，满足儿童情感需要；家庭教养方式：讲

道理、指责批评、打骂、迁就）进行调查。

　　二、调查结果

１．生活情况
性别比和健康状况：在被调查的留守儿童中，男

孩占５３．７％，女孩占４６．３％，９４％的儿童身体状况
良好。

监护人情况和家庭经济状况：由祖父母或外祖

父母照顾的占５３．７％，由父亲或母亲单方照顾的占
３２．７％，由临时人员收取一定费用代为照顾的占
１％，无人照顾、独立生活的占１％，由亲戚、邻居等
其他人照顾的占１１．６％；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以外出
务工和在家务农为主，其中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

的占４８．３％，以在家务农为主要收入的占２８．９％。
２．学习教育和行为状况
在被调查的留守儿童中，喜欢学习的占

４８１％，学习成绩优秀和良好的占６９．３％，厌恶学
习的占７．９％。当学习中遇到问题时，向自己的监
护人寻求帮助的占８．５％，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的
占比（２１％）；得不到帮助的占６．５％，明显高于非留
守儿童的占比（２３％）。近半数的留守儿童认为父
母外出对其学习有不良影响，主要问题是学习缺乏

监督、缺少关爱。在留守儿童中有２．６％的孩子目
前处于辍学状态，基本上是在初、高中阶段。就行为

状况来说，留守儿童行为表现欠佳，或多或少存在不

良行为，部分留守儿童存在打架斗殴、小偷小摸、行

窃等现象。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行为状况对比调

查见表１。
３．心理需求情况
在被调查留守儿童中，性格内向和暴躁的占

４８％，经常与父母联系或是父母常轮流回家的留守
儿童性格相对开朗，与亲戚和临时监护人在一起生

活的留守儿童性格相对内向。在被调查留守儿童

中，有心事经常向父母诉说的占４９．１％，愿意向老
师或者同学诉说的只有１／３稍多一点。大多数被调
查留守儿童对社会交往的态度比较低调，不爱交往

甚至不交往的占５４．２４％。有２７１％的被调查留守
儿童受到欺负或者伤害，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造成了很大影响。访谈中发现，留守儿童最大的愿

表１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行为状况对比调查表 人

调查对象 迟到 旷课 抄作业 说谎 网瘾 打架 小偷小摸 行窃

留守儿童 ５５０ ９０ ４６０ ３６ ２５０ １８０ ２１０ ２０

非留守儿童 ２６０ ２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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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是希望父母回到自己身边，当被问到“是否想念

父母”时，有９４．３％的孩子回答想念，并且有７５％的
孩子希望由父母照料自己的生活。有近７０％的留
守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有近５０％的留守
儿童从来没有或不愿意与监护人进行深入的沟通，

甚至还有２０％的留守儿童从来都不愿意提及父母。
教师与留守儿童朝夕相处，在教育过程中对留守儿

童的辅导和监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调查中发

现，留守儿童表现出强烈的与教师进行交流和沟通

的意愿，希望教师能够对其进行关注；留守儿童最希

望得到的关注内容并非学习方面，首先是“与你经

常交流”（３５７％），其次是 “对你非常信任”
（２６５％），然后才是“对你的学习严格要求”
（１９５％）和“对你非常公平”（１８．５％）。

　　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

　　经过对河南省周口市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目
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１．家庭监护非常薄弱，学习成绩差
从诸多学者对留守儿童监护问题的研究结果来

看，尽管对监护类型有着不同划分，但多是在隔代监

护、上代监护、自我监护这种监护类型上进行更为详

细的划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划分方法都是基本趋

于一致的［７］。不管监护类型如何划分，其结论都指

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家庭结构不健全导致留守儿童

出现一些问题。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中相当多

的孩子几个月或一岁左右就被父母托付给他人（主

要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代养，这使得孩子的早

期教育中缺乏父母教育，正是这一问题使得他们的

学习成绩相对较差。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普遍存

在学习成绩差、上进心缺乏、厌学心理严重等问题，

而且多数留守儿童自我意识非常强烈，逆反心理也

比较严重。

２．亲子沟通常年缺失，心理问题突出
在我们所调查的留守儿童中，常年没有同父母

在一起生活的占５０％以上，父母外出务工超过５年
的所占比例分别为３６％、２７％，父母每年只能在春
节回家一次的占３０％。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父母
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打电话，谈论的主要内容是

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身体情况，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基本没有涉及。调研发现，留守儿童与监护人之间

的沟通交流严重不足（见表２），以致留守儿童感受

不到父母的关怀和温暖，从而导致感情交流缺失、精

神压抑、性格孤僻。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缺

失健全的情感关爱和正常的亲情沟通，在生活和学

习中遇到的困扰和难题不能得到有效解答，在感情

中遇到的障碍不能得到及时排除，在行为中出现的

偏差不能得到及时引导和纠正，这样日积月累，其心

理问题产生的概率自然会大大增加。

表２　留守儿童与监护人沟通情况调查表
频次 经常 有时候 很少 从来不

占比 ４９．１％ ３０．４％ １５．５％ ５．０％

３．家庭教育方式不当，道德品行失范
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文化素质都不高，

农村儿童家庭教育功能失调和弱化。祖辈一般只停

留在关心孙辈生理上的需求，如衣食住用行等，教育

的内容单调、浅显，缺乏道德教育。在河南省周口市

项城一带，外出务工人员一般都是在春节时才回家，

有的回家后对子女百依百顺，溺爱放纵，容易使子女

养成乱花钱、摆阔气的不良习气；有的奉行“不打不

成才”的理念，回家后如果了解到孩子的学习成绩

不好或者经常在外惹事打架，就态度强硬，拳打脚

踢。教育上操之过急或缓慢滞后，都会影响孩子正

常的心理发育。这种极端且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孩子

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不仅会使他们的心理产生阴

影，甚至会使他们憎恨家长。同时，极少数留守儿童

由于没有享受与同龄人对等时间的受教育过程，以

及相应的生活待遇，久而久之，会被社会边缘化，他

们长大后，会与社会格格不入、渐行渐远，甚至产生

仇视家庭、社会的畸形心态。部分留守儿童在家里

不听代养人教导，在学校不遵守规章制度，常有迟

到、旷课、说谎、打架等行为，有的迷恋网吧、游戏厅，

成为“问题儿童”。［８］

　　四、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

对策与建议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长
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户籍制度，这正

是我国实现社会转型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但

是，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和代价？当然不应该

由众多的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长来承担，而应由政

府和社会来承担，其中政府应承担主要的责任。诚

然，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户籍制度很难在

短期内得以消除，加之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

在短时间内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这样一个极为复

杂的社会问题绝非易事。但如果能建立由政府主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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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家庭、学校、新闻媒体、农村社区和各类社会组织

共同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社会支持体系，则可

以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营造良好的物质、设施、师

资条件、心理关爱和精神关怀等环境，从而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消除父母外出务工对他们身心发育和学习

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保证他们身心健康、安心学

习。［９］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

层面来努力。

１．宏观层面
应构建分类、分地域运行机制，着力突破城乡二

元结构。一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着力打造拴心

留人的本土企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

乡”，从事非农产业，而不必长期离家打工，从而有

时间给予儿童更多心灵上的安慰和教育上的关注。

二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尽快实现居住证制度，加

快“新市民”工程建设步伐，为城乡儿童提供同等教

育机会。三是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结合

户籍转移，系统建立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医疗等

保障机制，确保进城务工人员能够安居乐业。

应构建党委、政府统筹机制，全面建立关爱组织

网络。要把关爱留守儿童作为建设新农村、服务

“三农”的重要举措，列入党委、政府的工作议事日

程，实施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考核奖励责任制，推动各

个部门协调合作。一是推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的全

员管理系统。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留守儿童数量并非

准确数字，而是根据以往的统计和进入城市的农民

工数量的增长推断而来的。政府可以先建立针对农

村留守儿童的全员管理系统，再以学校为单位，对在

校的留守儿童情况进行详细登记，逐级汇总后就可

以对整个留守儿童状况有较为详尽的把握，并据此

出台一些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具体措施。二是逐步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

资，积极引导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中小学倾斜，为农

村学校的发展和各项激励机制的落实提供经费保

证；加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良

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加强对贫困留守儿童的资助，

对其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困难与需求给予特别的关

心与照顾。三是加强法律保护与法制工作建设。应

该根据留守儿童的特殊情况，完善《未成年人保护

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法定监护人和受委托监

护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使之

具备可操作性。同时，应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这

样，一方面可以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减少对留守儿

童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可以增强留守儿童的法制

观念，降低其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概率。

２．中观层面
应构建基层社会的监管体系，发挥农村社区的

监护和教育作用。留守儿童所赖以成长和生活的农

村基层，现在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血缘关

系和地缘关系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农村文化，

以及留守儿童亲属的引导和教育影响着他们的生

活、学习和成长。因此，要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

问题，一是为留守儿童搭建活动和交流的平台。在

农村社区应建立类似城市社区“四点半课堂”的活

动场所，动员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五老”

参与其中，从生活、学习和思想等多个方面对留守儿

童进行教育和引导，并组织留守儿童开展有益活动，

使留守儿童在放学后仍然有人管、有处去、有事做。

二是创造条件利用网络实现亲子视频沟通。可以利

用村部的电脑，组织留守儿童与其家长定期视频，以

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尽可能地消除留守儿

童因亲情缺失、分离焦虑而导致的性格、人格方面的

障碍。同时应引导留守儿童的父母经常与学校、临

时监护人进行沟通，掌握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以

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应构建学校监管机制，发挥学校主体作用。学

校作为留守儿童长时间学习和生活的场所，如果能

够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和心理疏导，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弥补留守儿童所缺乏的家庭温暖和亲情沟通。

因此，在《关于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

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教育部就

提出通过加大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加强对教师的

遴选与培训等措施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在教育与生

活中存在的困难。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以

下举措来构建学校的监管机制。一是推行针对留守

儿童的寄宿制学校。通过寄宿制学校对留守儿童实

行学习生活统一管理，解决其监控缺失、自控力低、

学业辅导空白，减少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和寂寞感等

诸多问题，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避免留守儿

童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二是为留守儿童建立完备

的档案系统。学校应该通过细致认真的调研走访建

立起详细的留守儿童档案，档案中除了应该包括留

守儿童的基本信息外，还应该记载留守儿童的心理

状况，并根据留守儿童的情况变化及时更新，使留守

儿童的基本状况能够在档案里得到真实的反映。通

过完备的档案，学校和教师就可以针对留守儿童不

同的性格和心理为他们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三是

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儿童对教师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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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崇拜感和依赖感，加之农村教师与留守儿童

朝夕相处，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留守儿童的思想和

行为。为此，学校一方面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使其

有能力为留守儿童进行学习、心理、行为上的引导；

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农村教师的奖励力度，充分调动

他们的积极性，以更好地促进对留守儿童的教育

管理。

３．微观层面
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儿童的第一

所学校，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具有诸多天然的优势，家

庭教育影响着儿童今后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价

值观，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

用。但是留守儿童所处的特殊环境，使得家庭教育

的这种优势几乎消失殆尽，父母的缺位也导致家庭

结构不健全、亲情沟通不顺畅、监护职责不到位等问

题的出现。在多数留守儿童家庭中，祖辈已经成为

事实上的家庭教育主角，面对这种无奈的现实，如何

发挥祖辈作为实际监护人的作用，实际监护人怎样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祖辈们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祖辈一旦成了全职

代理家长，就不能只是疼爱孩子，也不能只是关心孩

子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在疼爱关心之中担负起教

育的责任。

二要讲究隔代教育的策略。祖辈们对留守儿童

要注意宽严结合，一定要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

要注意护放结合，不能为孩子包揽一切，要放手锻炼

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要注意多陪伴留守儿童，因为

缺乏父母关爱，儿童容易产生孤独感，祖辈要尽可能

多地陪伴孩子；要注意增加孩子的伙伴交往，留守儿

童总和老人在一起，心理状态容易过早成人化，因此

应适当引导他们多与同龄伙伴交往，使其在与同伴

交往中获得锻炼和成长。

三要不与留守儿童父母争夺感情。在衣食住行

玩、吃喝拉撒睡的生活中建立的祖孙之情，当然会使

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得到部分补偿。但是，亲子之

情并不是祖孙之情可以完全替代的。所以祖辈在全

职付出后不要贪功，不要在感情上贪恋孩子的爱，不

要让孩子的感情完全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不要让留

守儿童疏远与父母的亲情，特别是要化解留守儿童

对父母的抱怨，促使父母尽可能多地表达对孩子

的爱。

四要帮留守儿童做好心理的过渡与衔接。在留

守儿童与父母分开和送回的时候，过渡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祖辈一定要从生活上和心理上帮他们做好

衔接，给留守儿童一个心理过渡期，使其在生活环境

转换的过程中顺利地适应生活的变化。

　　五、结语

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产生的独特现象，有着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

因，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是中国复杂

的“三农”问题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方面的集中体

现。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出现的问题，从短期看将对

留守儿童自身和他们的家庭，以及社会秩序带来伤

害，从长远来说必将对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

不利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的产生是

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其解决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

仅需要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相互配合，建立完备的农

村留守儿童监护教育体系，也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

的积极关注和主动作为，为留守儿童营造良好的成

长环境，更需要党和政府彻底解决目前存在的二元

经济结构、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教育、就业、福

利等制度问题，以及“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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