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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教育是儿童成长发展的起点和关键环节，尤其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上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发

现，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面临责任意识缺乏、家庭教育知识匮乏、隔代监护不当以及情感交流

缺乏等诸多困境。对此，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监护责任主体应增强责任意识、深化家庭教育认知、掌

握养育之道、关注儿童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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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serv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a crucial juncture in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
opment, particularly highlighting its importance in the educ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family education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currently faces 
numerous difficulties, including a lack of responsibility awareness,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family 
education, improper grandparental guardianship, and inadequat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n re-
sponse, the primary entities responsible for the education and guardianship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shoul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family educa-
tion, master parenting skills, and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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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育人是教育的起点，是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基础，具有一定的扎根性和奠基性[1]，家庭教育

对儿童的全面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替代的。当前由于受到现实条件的

制约和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陷入困境，其成长发展也遭遇威胁。因此，聚焦农村留

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分析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困境、探寻其对策，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中相关规定，以维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2.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困境 

2.1. 父母责任意识缺乏，不够重视家庭教育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父母参与是家庭社会资本的重要测度指标，在儿童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2]。长期亲子分离的家庭模式，必然导致父母家庭教育角色和教育职能的缺失，对留守儿童成长、

发展造成影响[3]。当前，许多农村家庭对家庭教育的认知仍然存在不明确之处，尤其未充分认识到家庭

教育对于留守儿童的重要性。他们普遍存在一种错误观念，将教育与家庭、家长的角色割裂开来，将“教

育”狭义地等同于“学校教育”，认为一旦儿童入学，教育的责任就完全转移至教师与学校，由此低估家

庭教育的关键作用。这些家庭倾向于把家庭教育视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或补充，而非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核

心组成部分。他们缺乏家庭教育责任意识，未能充分理解其在儿童教育中的不可替代性。此外，这些家

庭在对待儿童时，更多关注于物质层面的满足，认为只需提供儿童基本生活需求，便履行了父母职责。 
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发展上，这些家庭却表现出明显的疏忽。他们较少主动关心儿童的内心世

界，缺乏对儿童真实想法、情感的深入理解与关注，亦未能建立稳固且有效的亲子沟通渠道，这导致儿

童在面对困惑、挫折时不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这种家庭教育责任意识的缺失，反映出农村留守儿童

父母对家庭教育本质与价值认知的不足。 

2.2. 家庭教育知识匮乏，家长教育能力有限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家长的教育知识匮乏以及教育能力不足。全国妇

联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显示，50%的家长不知道用何种方法教育儿童。面对新环境下成长的子

女，不少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对家庭教育感到茫然和力不从心[4]。布迪厄的阶层轨迹理论认为，家庭中形

成的阶层习惯对教育方式起决定作用[5]。农村留守儿童家长在应对子女成长需求时，缺乏科学的教育理

念和实践指导。他们在处理儿童教育问题时，大多凭借自身的生活经验和传统观念，而未能采取现代科

学的教育方式。这种局限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家长在应对儿童成长中的复杂问题时显得无力甚至盲目。 
此外，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知不足，农村留守儿童家长普遍认为儿童的教育主

要依赖学校，家庭的职责仅限于提供生活保障。正是这种教育角色的误解，农村留守儿童家长未能发挥

其在儿童成长中的积极引导作用，使得其家庭教育的功能被大大弱化。同时，农村地区缺乏系统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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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持和培训机制，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家长难以获取有效的教育资源和指导。虽然一些地区已经开展

家庭教育相关的培训和宣传活动，但总体覆盖有限，农村留守儿童家长的参与度不高，这进一步导致农

村留守儿童家长在面对复杂的教育问题时表现出被动性。 

2.3. 隔代监护不当，重养育轻教育 

在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中，隔代监护已成为普遍现象。长期亲子分离的家庭模式，必然导致父

母家庭教育角色和教育职能的缺失，对留守儿童成长、发展造成影响[4]。由于祖辈的教育理念和监护方

式存在局限性，隔代监护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养育轻教育”的倾向。祖辈监护者更侧重于儿童的日常生

活照料，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忽视了儿童的心理发展、情感关怀和学业指导等方面。这种“养

育”与“教育”的不平衡，使得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情感支持和学业指导，最终在心理健

康、社会适应能力和学业表现上出现诸多问题。 
隔代监护的教育不当与祖辈的教育观念、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祖辈通常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自身

的受教育水平有限，无法适应当代儿童教育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祖辈常常难以有效帮助农村留守儿

童应对学业上的挑战，也难以理解农村留守儿童在情感上的需求。这种观念与能力上的缺陷，导致隔代

监护中的教育内容更多局限于表面的养育，而忽视了农村留守儿童内在的情感需求与认知发展。此外，

祖辈在监护过程中常出现溺爱或过度保护，缺乏适当的教育引导。这不仅会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形成依赖

性人格，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还会导致他们在面对社会生活和学业挑战时表现出较低的应对能力。同

时，祖辈监护者在与学校的沟通和合作方面也存在不足，由于祖辈监护者通常难以理解或适应学校的现

代教育理念，他们在配合学校教育方面的主动性和能力较为欠缺，无法与学校形成有效的教育合力，进

一步削弱了家庭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支持作用，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教育联动不畅。 

2.4. 情感交流缺乏，忽视心理需求 

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中所遭遇的挑战，从心理学视角深入分析，主要体现在情感联结的断裂与

心理需求满足的缺失上。依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儿童期是个体形成信任感、自主性、主动

性和勤奋感等关键心理社会能力的重要阶段，这些能力的构建深受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角色的影响。

在此阶段，父母或主要监护人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提供者，更是儿童情感依恋的基石和心理安全的港湾。

父母的积极参与、同理心的展现以及持续的支持，是儿童情绪稳定与心理健康发展的核心要素。然而，

大量农村父母因外出务工长期离家，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无法享受到日常的亲密互动与情感

关怀。他们的情感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极易出现内向、孤僻的性格特征，甚至表现出社交退缩，进

一步加剧孤独感与焦虑情绪。 
此外，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体系往往由祖辈或其他非直系亲属构成，他们在年龄、教育背景及育儿

观念上的局限，使得他们难以识别并有效应对儿童复杂多变的心理需求。依据社会学习理论，儿童在成

长过程中通过观察模仿学习社交技能与行为模式，而缺乏适宜引导与支持的环境，可能导致留守儿童在

社交技巧、情绪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滞后，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学业成就及人际关系的质量。长期以往，

这种情感与心理支持的缺失，可能对儿童的整体人格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阻碍其形成健康、积极的自我

认同与社会角色定位。 

3.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对策 

3.1. 重视家庭教育，增强责任意识 

第一，外出务工的父母需深刻认识到，家庭教育不仅限于物质保障，还包括对子女思想发展、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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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以及生活等全方面的教育。父母应在日常生活中采取定期联络的方式，如视频通话等，主动承担父

母的职责，确保与儿童的情感联结和学习生活的沟通，营造积极的家庭教育氛围，给予子女足够的家庭

温暖与支持。 
第二，学校可通过宣传活动强化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教育责任意识，并引导他们积极

与教师沟通，主动参与家校互动。具体而言，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应当定期主动和教师交流家庭教育

情况，更好地明确自身的教育责任。通过情感沟通，学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监护人对家庭教育的参

与度和责任感。 
第三，地方政府应依据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招商引资政策，增加就业岗位，进而

为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创造条件，让具备劳动力的监护人能返乡就业，从根源上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的

发生。例如，政府可以支持农村推广本地农副产品或特色食品，以此吸引企业投资，增加本地就业机会，

从而有效缓解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 

3.2. 深化家庭教育认知，提升家长教育水平 

第一，农村留守儿童家长应当深刻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明确家庭教育不仅包括物质支持，还

包括道德教育、心理疏导及生活能力的培养。农村留守儿童家长可以通过参加社区组织的家庭教育讲座、

阅读相关书籍和资料，提升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技能，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子女的成长。这种认知的提升不

仅有助于农村留守儿童家长形成科学的教育观念，还能够使其在与子女的日常互动中，关注儿童的情感

需求与心理健康。 
第二，学校在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家长教育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学校应主动为家长提供学习机

会，通过开展家庭教育培训课程、家庭教育指导和家校共育活动等形式，帮助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

此外，学校还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教育能力。同时，积极开展“家校共育”模式，密切学校

教师与家长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教育需求，共同探讨制定合理有效的教育方式[6]。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通过鼓励学生与家长共同参与家校共育活动，提升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帮助家长在实践中积累

教育经验。 
第三，地方政府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提升方面应采取积极措施。政府可以通过

设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组织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为农村留守儿童家长提供针对性的教育

支持与咨询服务。同时，政府可通过政策激励，鼓励学校与社区合作，开展各类家庭教育活动，以提高

农村家庭的整体教育素养。此外，政府应在农村地区推广成功的家庭教育模式和案例，为农村留守儿童

家长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以实现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有效支持。 

3.3. 重视隔代教育，掌握养育之道 

第一，祖辈监护人应当认识到，除了基本的生活照料外，他们在儿童教育中的角色同样重要。祖辈

需要更新观念，参与到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中。通过主动学习现代教育理念和育儿方

法，更有效地指导和支持儿童的全面发展。 
第二，学校应引导祖辈做好隔代教育。教师可以定期与祖辈监护人进行沟通，传递教育信息和方法，

以增强其教育意识。学校还应开展面向祖辈的教育培训和工作坊，帮助他们掌握现代教育技巧，掌握与

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有效沟通、提供情感支持和开展学习辅导的方法等。同时，学校可以鼓励祖辈参与校

内活动，通过共同参与的方式，增进农村留守儿童与祖辈之间的情感联系，从而促进隔代教育的有效实

施。 
第三，地方政府应该重视隔代教育。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支持社区和学校为隔代监护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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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综合服务，尤其是在心理辅导和教育培训方面。此外，政府应促进社区资源的整合，建立“隔代教

育支持中心”，为祖辈监护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培训，帮助他们平衡养育与教育的责任。通过多方协同，

地方政府能够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温暖和谐的成长环境，从而促进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健康快乐成

长。 

3.4. 增加亲子交流，关注心理需求  

第一，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应主动增加与子女的情感沟通，要深入了解和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情感及

心理需求。父母在日常交流中应鼓励儿童自由表达内心感受，并倾听他们的想法与困惑，通过积极沟通

来构建信任关系和情感支持。同时，父母需时刻关注子女的心理健康，及时识别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

并采取适当的疏导措施，以减少情绪问题对儿童成长的负面影响。此类关爱行为不仅能够增强儿童的情

感归属感，还可有效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第二，学校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支持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应有意识地创造亲子互

动的条件，提升家庭教育的参与度，从而增加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交流的机会。例如，教师可定期组织

亲子互动实践活动，或通过布置具有家庭教育意义的课后作业，鼓励学生与父母一同完成，从而推动亲

子互动的频率和质量。此类活动不仅能有效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情感连接，还为父母提供了更多参与子

女教育的机会。 
第三，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支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政策落实。通过制定明确的帮扶制度，分配相

关部门的责任与目标，确保有效实施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机制。地方政府应整合各方资源，以

社区或学校为单位建设“关爱之家”心理支持中心，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定期的心理辅导及支持服务，

构建持续性心理健康保障机制。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专业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配置，定期评估和跟踪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以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系统性的心理支持。 

4.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面临的困境，包括责任意识缺乏、家庭教育知识匮乏、隔代

监护不当以及情感交流缺乏等问题，并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通过增强责任意识、提升家长

教育水平、重视隔代教育及增加亲子交流等措施，旨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通过

家庭、学校与政府的共同努力，可以有效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环境，促进其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未来，应持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和措施，为留守儿童创造更加有利的

成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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