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9), 95-101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91624   

文章引用: 郑佩霞, 金艳. 一个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的叙事研究[J]. 教育进展, 2024, 14(9): 95-101. 
DOI: 10.12677/ae.2024.1491624 

 
 

一个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的叙事研究 

郑佩霞，金  艳  

惠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小学教育系，广东 惠州 
 
收稿日期：2024年7月30日；录用日期：2024年8月26日；发布日期：2024年9月5日 

 
 

 
摘  要 

隔代教育在农村留守儿童中是普遍现象。有部分研究显示，隔代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产生消极

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叙事研究的方法针对一个隔代教育的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实际情况进行研究。

通过观察记录和非正式访谈的方式搜集研究对象的日常隔代教育故事，并选取有代表性的隔代教育故

事进行呈现与解读。接着，针对隔代教育故事中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根据隔代教育问题尝试

性地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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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Many researches show that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refore,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narrative research to conduct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the issue of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daily inter-
generational education stori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informal interviews, and clas-
sical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stories were selected for pres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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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issues reflected in the st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in-
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problems, some targete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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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教育是留守儿童健康人格形成的重要场所，决定着留守儿童人格完善和身心健康成长[1]，关系

着儿童、家庭、国家的未来和希望。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 1550.56 万，且有 96%
的农村留守儿童处于隔代教养中。但是，在隔代教育家庭中，祖辈家长文化水平偏低，尤其在农村地区，

很大一部分祖辈家长还处于文盲或者半文盲状态，他们难以采取科学的方法解决留守儿童教育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而是根据生活经验教育留守儿童，导致家庭教育质量较低[2]。这种特殊的教育形态，在农

村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祖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直接影响教育质

量[3]，影响留守儿童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化，从而影响国家培养未来的栋梁之才。许多学者关于农村留

守儿童隔代教育现状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提出隔代教育溺爱过度，在教育内容仅仅停留在“吃饱穿

暖”、忽视心理需求[4]；有学者认为是年迈的祖辈文化水平较低且缺乏教育意识[1]；也有学者认为是

隔代教育问题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5]；还有学者认为祖辈教育留守儿童缺乏情感交流，关

爱儿童不足[6]。目前针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养相关的研究中，理论研究集中于讨论与分析农村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开展现状等方面[7]，但以往的研究并未对农村家庭中隔代家长的现实

情况做针对性的研究，忽略了隔代教育的真实问题。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认知发展理论，他认为影响

儿童认知发展的因素有成熟、平衡、自然经验和社会经验[8]。从认知发展理论的角度出发，隔代教育

留守儿童可能受祖辈的认知水平、较少的自然经验及有限的社会经验的影响，从而将影响留守儿童的

认知发展。因此，本文通过叙事研究的方法，更真实的展现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现状，客观而深入地

了解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所发现的问题，向不同主体提出相应可行的对策建

议，以期在无法改变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存在状况的前提下能够提升其质量，解离隔代家庭教育难

题，提高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教育质量，为农村留守儿童营造健康良好的成长与学习环境，服务国家战

略，助力乡村振兴。 

2. 进入研究现场 

2.1. 小胡的个人基本情况和家庭基本情况 

2.1.1. 小胡的个人基本资料 
小胡(化名)，女，出生于 2012 年 8 月，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爸爸与妈妈同时照顾她到 3 岁时决定一

起出去打工，小胡便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从 3 岁开始留守，至今已有 8 年的时间，留守时间较长，所

以受其现在监护人即爷爷奶奶的影响较大。 
据班主任介绍，小胡的语数英三门成绩稳定在班级前 10 名，其中数学最好，语文相对较差，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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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进步的趋势。小胡平时不怎么说话，很文静，和同学相处也还可以，但也是别人与她说话她才会说。

平时，每次下课都只坐在桌子上做题，也不和其他人玩耍。 

2.1.2. 家庭基本情况 
小胡家庭主要成员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胡和弟弟。爷爷奶奶平常通过种菜卖菜补贴家用，小

胡姐弟就读于镇中心小学。爸爸和妈妈在外地工作，爸爸在装修公司工作，妈妈在化妆品厂工作。父母

偶尔周末会回来一天看望小胡。 

2.2. 他人眼中的小胡 

奶奶：我的孙女小胡是很懂事，作业都会尽量在学校先完成，回家就会帮我干干家务活然后再去看电视。我

觉得这样也特别好，学会多点家务活，对将来有好处。不过她不太爱出去玩，整个人是比较安静的，我也问过她

在学校和同学相处得怎么样，她说挺好的。我也就没管了。而且她身体比较弱，换季总是要生病，每次都要几天

才能好。 
爷爷：小胡成绩很不错、在家也懂事，经常帮她奶奶干活。我希望她也能够帮助他弟弟辅导一下，所以平常会

多让她照看她弟。但感觉她偶尔不太乐意，所以我有时会说她。每次考完试她都会让我们打电话给她爸妈，然后跟

她爸妈说很久的电话，我跟她说去休息了，她会再多讲几分钟，这孩子还是很念着父母的。 
父母：我们长时间在外面打工，很少回家，和孩子更多的是电话联系。我们较多的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和

身体问题。小胡会在电话里告诉我们她考了班里第几名，问我们高不高兴。还会说爷爷奶奶和她在家的一些事，

但很少听她说起班里同学。也不知道她和班级里同学相处得怎么样，是否融洽，在她交友方面我们还是比较担心

的。 
同学：我和小胡也做了两年的同桌，不过我感觉她不太爱说话，所以我比较多的是转过身后去和后面的同学聊

天。下课了她也不爱出去玩，老是在座位上写练习册。我觉得她能多和我聊天我会比较喜欢她的。 

2.3. 隔代教育故事的呈现与解读 

在观察研究对象的过程中，通过研究对象的家庭成员的访谈，记录搜集到发生在小胡身上的比较有

代表性的隔代教育故事，现呈现与解读如下。 

2.3.1. “橡皮擦而已，不用计较太多”：错误的处理矛盾方法 

当问到小胡怎么平常没有和其他邻居小孩一起玩时，小胡奶奶回忆：“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她就不爱和

其他人一起玩了。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吧，我记得有一天她回来说小雨抢走了她的叮当猫橡皮擦，她想要回来

但小雨不肯，然后她就哭着回来了。我当时想着就是一块橡皮擦而已，所以我跟她说我再买一块给你，小雨想要就

给她吧。我和她奶奶关系好，为了一块橡皮擦去找他们显得我们太小气。我还记得小胡当时哭着说那个橡皮擦是妈

妈过年带她去文具店买的，是奖励给她得了班里第五名的礼物。我说没事，奶奶再买一块一样的给你，而且平常小

雨很有礼貌、学习也好，你跟她好好相处，你们两个一起玩是好事，不要计较这件事了。但是小胡还是一直哭，我实

在没办法只能陪着她一起去小雨家要回橡皮擦。小雨奶奶还让小雨和小胡道歉，我当时很不好意思，连忙说‘没事，

小雨要是喜欢我也买一块给她，很小的事，不用道歉，两个小孩还是好朋友’。但是后面小胡就不怎么和小雨以及其

他小孩一起玩了。” 

小胡在与同伴的日常交往中发生矛盾时，小胡奶奶没有第一时间询问小胡事情的起因，而是提出

她认为的合适的“解决方法”，也就是再另外买一块给小胡，同时让小胡不要太小气，要和对方好好相

处，因为对方有礼貌、学习也好。这样的行为会带给小胡错误的观念，即拿别人东西不是什么大事，尤

其是对方如果是你的邻居、好朋友或者是亲近的人时，要“让一让”。让小胡产生胆怯心理，因为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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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己的东西却因为对方和自己的关系就要相让，久而久之，她会变得不敢争取，习惯性让出自己的

东西。同时，小胡奶奶对小胡不够尊重。小胡说明橡皮擦对自己的重要性，小胡奶奶没有重视，容易把

孩子重视的事情想得简单，按照“大人的方法”去解决，不询问孩子的意见，反而觉得小胡小气，没有

顾及到小胡的情绪。久而久之，留守儿童长期处于“被决定”的状态，容易形成怯懦、不敢自主决定的

性格。 

2.3.2. “没有丰富的休闲活动”：单一的游戏方式与狭窄的活动范围 

周五放学后，笔者问小胡：“周末不用上学，除了写作业你还打算做些什么呢？”她很小声的回答说：“在家看

电视和做家务。”玩游戏应该是所有孩子的天性，但像小胡整天待在家里的行为令笔者有些诧异，于是笔者询问小

胡：“你不喜欢出去玩吗？”小胡更加小声的说：“奶奶不太喜欢我出去，她觉得我出去外面玩比较危险。而且我平

常还要帮忙干活、要是我出去了她找不到我，等回来我要挨骂。”笔者找了一个机会询问了奶奶对于小胡出去玩这

件事的看法。小胡奶奶自然说到：“她出门玩我不放心、最好是在我能看得到的地方玩。有时候有空我也会带他们

姐弟两出去公园散步，我觉得这样就很不错啦。而且她写完作业还得帮忙看一下她弟写作业，又得帮我做家务，她

出去玩我就找不到她了。”  

儿童在玩耍中更新认知内容、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社会情感活动能力等等。儿童需要接触外界，从中

汲取更多的学习资源。但农村祖辈出于安全考虑，选择将留守儿童限制在自己能看到的视线范围内，留

守儿童的活动场所固定且单一。同时，祖辈由于忙于农活或家务，少有时间陪孩子玩耍，且他们提供给

儿童玩耍的方式较少，多为看电视、在院子里玩，儿童的娱乐方式少且接触的人和事物少，不利于儿童

的创造性发展。 

2.3.3. “强制性的写作文”：简单粗暴的辅导方式 

当询问小胡的学习情况时，小胡奶奶缓缓的说出了自己了解到的：“小胡自己学习很自觉，每天回来都

认真写作业，作业也很少问我们。不过最近她班主任也就是语文老师跟我聊到小胡的语文学习情况，说她的语文在

习作方面存在较大问题。我也问了老师该怎么解决，她说要多说、多读、多写、多改和多鼓励，让我们监督小胡。但

是具体怎么做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我每天都让小胡写一篇作文，还专门买了一本《优秀作文》让小胡看呢。有时还

让她给我读文章，但是我听不太懂普通话所以我也不太了解小胡说了什么。至于改作文，我没办法，都是让她带到

学校找老师改，她有没有找老师我也不知道。不过每次让她写作文她不太开心，不想写。我就批评了她说老师说要

多写才行，不能偷懒不写，这样语文进步不了。她就继续写了。” 

从小胡奶奶的访谈中了解到在辅导小胡学习方面，小胡奶奶教育观念存在误解和态度比较随便。她

简单的将老师的建议定义为每天写作文，且小胡不想写她会批评，使得小胡容易产生厌恶心理，进而更

讨厌习作。同时，由于小胡奶奶文化水平有限，很难对小胡的作文进行辅导。小胡奶奶偏重于形式上的

管教，即每天让小胡写作文，但是不会关注到小胡作文的内容、是否交给老师修改、有没有学会一些习

作方法等。 

2.3.4. “不被重视的作品”：缺少鼓励的教育方式 

小胡拿着蜡笔在一张 A4 纸上画着什么，笔者走过去一看发现是一张英文菜单。小胡说这是英语老师布置的作

业，英语老师还说要在班里选出 5 幅画的好的去参加年级比赛，赢了还有奖品。笔者看到小胡很认真的在上面画出

面包、牛奶英语单词对应的图形，再进行涂色。然后又小心翼翼的写上英语单词，十分专注而细心。这时奶奶过来

叫小胡画完就去扫院子，小胡高兴地询问奶奶自己画的怎么样。小胡奶奶匆匆看了一眼，说画的不像也没事，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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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业而已，然后就又回厨房洗菜了。 

小胡十分认真的完成作业，而且想同奶奶分享自己的作品，但是奶奶并不在意，而且直接给出否定

的“画的不好”的话，严重打击了小胡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在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奶奶对于小胡缺乏耐

心和关心，对其作品的质量不在意，无视了小胡对作品的珍视和期望。小胡奶奶的做法会使小胡产生消

极的自我评价，认为是自己画不好。 

3. 留守儿童隔代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3.1. 隔代家庭教育代沟观念明显 

留守儿童的隔代监护人普遍年事已高，祖孙年龄相差很大，对事物的看法也不相同。同时，相对于

留守儿童，隔代监护人在农村生活经验和接触的人和事有限，许多教育儿童的价值观念还处于他们当时

的儿童时期。而留守儿童赶“潮流”，接触新事物，主意多。所以，当留守儿童的观点和行为与隔代监护

人不同时，隔代监护人常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处理事情，没有考虑自己的观点与时代的不适应，更没有考

虑儿童内心的想法，常否定他们的行为和观点[9]，挫伤了儿童独立自主的发展。如同小胡奶奶在处理小

胡橡皮擦被抢的事件时，她认为是一件小事，没必要计较，觉得重新买一块给小胡就行。这使得小胡今

后不敢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当孙辈无法获得祖辈的支持和安全感，也会使祖孙的情感疏远。久而久之，

祖辈之间就无法正常、有效的沟通。 

3.2. 隔代家庭教育安全警戒过度 

留守儿童的隔代监护人由于自己的体力不足于陪伴孩子一起玩耍，也害怕出现意外事件无法处理，

怕“孩子不能出事，出事了就无法向孩子父母交待”。为了儿童不出安全事故，要求儿童在“能看得到的

地方玩”，倾向于圈养儿童。像小胡爷爷和小胡奶奶更多是陪同孩子一起看电视，只是偶尔带其逛公园。

玩游戏应该是孩子的天性，常圈养在家中看电视将隔断了儿童与外界交流的可能，无法满足儿童的社交

需求[3]。隔代监护人高度警惕的安全意识与社会安全有关，社会上出现的“拐卖儿童”的案例在老人心

中留下很大的阴影；同时，这种安全意识是由于父母监护人的缺位强加于祖辈监护人，无形中增加了隔

代监护人的育儿压力。 

3.3. 隔代家庭教育辅导能力不足 

有调查研究显示，74.96%的留守祖父母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留守祖父和祖母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5.84 年和 3.16 年[3]。由于隔代监护人自己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教育方法是源于生活经验，没有接受与时俱

进的教育理念，虽然他们关心孩子的学习，但都处于“心有余，力不足”的状态[10]。小胡奶奶等老一辈

农村人，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受教育机会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小胡奶奶用自己理解的方式来帮助

小胡“提高”习作能力，但由于采用强制的方法，反而容易让小胡厌恶写作文，最后适得其反。教育行为

是教育意识的外在体现，错误的教育意识会导致错误的教育行为。 

3.4. 隔代家庭教育鼓励引导匮乏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养方式中，一直都是“棍棒之下出孝子”“打是亲、骂是爱”，是一种专制型的

家庭教养方式。在这种家庭教养方式下，监护人的专制、严厉要求展现出来。长此以往，没有接受高层

次教育的老人普遍吝啬赞扬。像小胡奶奶的做法会使小胡产生消极的自我评价，认为可能是自己画不好。

如果后续小胡奶奶依然无视或者是持否定态度看待小胡的行为，会导致小胡不敢尝试新事物。但是，儿

童的成长需要鼓励和引导，儿童的自信才慢慢培养和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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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 

4.1. 学习科学教育理念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祖辈的教育理念直接影响祖辈对孙辈的家庭教育效果[10]。针对隔代家庭教育

存在的问题，为了提升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效果，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加强留守儿童父母的家庭教

育观念。一些父母认为自己赚钱就行，孩子交给祖辈抚养，而孩子的学习则由学校负责，完全没有意识

到自身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应该尽到的责任。民政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在外工作的留守儿童父母定期

根据儿童的发展特点推送一下家庭教育方面的文章，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家庭教

育。同时，父母与祖辈应建立常态沟通机制，向留守在家的隔代监护人传递、输出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二是依靠学校教育或专业人才的帮扶，采取个案辅导的方法，让隔代监护人能理解现代教育理念以及教

育方法。同时，各村委可以举办家庭教育经验交流座谈会，分享一下祖辈监护人的一些科学、正确的家

庭教育方式。 

4.2. 明确生命安全责任 

对于隔代监护人来说，留守儿童父母是否具有责任意识，责任意识的强弱程度影响家庭教育质量，

进而影响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与发展。以往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父母责任意识不强[11]，但普遍

对于孩子的安全要求很高。在现实情况下，由于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缺位，留守儿童的安全责任全

部推给祖辈，所以在隔代监护人的头脑中始终有一条“不能出事”的安全弦。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从

留守儿童的父母入手，父母是儿童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祖辈在安全职责中具有辅助功能。父母和祖

辈必须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为隔代监护人一个安全信任的教育环境。其次，留守儿童家长可以通过视

频电话等方式与留守儿童、祖辈沟通交流，潜移默化地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加以传递，形成一

种家风影响下一代[11]，同时缓解祖辈的教养压力。 

4.3.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针对隔代教育中的学习问题，留守儿童的父母缺位和隔代监护人的辅导能力不足，学校教师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尤其重要。自主学习是以留守儿童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留守儿童独立地分析、探索、

实践、质疑、创造等方法来实现学习目标。首先，父母的外出务工要成为孩子自主学习的动力，而不是

阻力。父母在外辛苦打拼是为了孩子，要让孩子理解家长的苦心，让孩子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做好管

理自己的小主人。其次，联合学校教育，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留守儿童自己规划学习，

根据学习进程找出薄弱点，查漏补缺。父母在此过程中可通过线上形式与留守儿童进行远程视频，督促

孩子认真学习[12]，使家庭教育达到最佳的效果。 

4.4. 转变家庭教养方式 

虽然在中国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使部分学生的学业成绩优异[13]，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

这种家庭教养方式已经不适应儿童发展的需要。当儿童行为表现良好时及时给予表扬，可以引导儿童逐

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奖励应以精神奖励为主，隔代祖辈可以通过夸赞、点头、微笑等方式激励儿童，

也可辅以必要的物质奖励如书籍、学习用品等。同时，祖辈应树立榜样的示范作用，在与留守儿童的日

常交往中注意自身言行举止，文明处事、诚实待人，给儿童树立良好榜样，当好儿童成长的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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