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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留守儿童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实则是家庭经济收入匮乏与抚养教育职责缺失双重困境下的一种

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衍生物。通过分析相关政策文件，实地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式访谈获取资料，借

助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对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县D县N村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进行全面梳理。研究发现，农村

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普遍低下，呈现情绪障碍与心理困境、人际交往缺失与自我管理难题、学业困境与

应对能力弱化以及社会适应不良与行为偏差样态。其中，家庭照护资源匮乏、教学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社

会支持体系缺失是自我效能感低下形成原因。文章提出应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以期改善

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和心理状态，增强其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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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pecial group in society,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actually a product of the compromise of the 
times under the dual dilemma of lack of family economic income and lack of parenting and educa-
tion responsibili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field participatory obser-
vation and un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self-efficac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N Village, County D, 
Guangxi Ethnic Minority Autonomous County was comprehensively sorted out with the help of so-
cio-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elf-efficacy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was 
generally low, showing emotional disorders and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lack of interpersonal com-
munication and self-management problems, academic difficulties and weakened coping ability, and 
social maladjustment and behavioural deviations. Among them, the lack of family care resources,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lack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 are the reasons for 
low self-efficac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onstruct a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
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growth environment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enhance their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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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就业岗位与薪资待遇的不对等加剧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人

口迁移潮。目前，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国家主要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民政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留守儿童群体给予了持续且

高度的关注，从 2012 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到 2015 年发布

的《关于印发建立广西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工作方案的通知》，再到 2016 年的《关于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直至 2021 年的《关于印发广西妇女发展规划和广西儿童

发展规划的通知》，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彰显了政府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深切关怀与不懈努力。然而，

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动、社会偏见的存在等多重因素，留守儿童在心理和社会发展层面面临着诸多困境，

这些困境导致他们的自我效能感显著降低，进而诱发了一系列心理和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身心

健康发展和社会融入进程。因此，如何有效提升留守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并亟

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留守儿童的概念使用语境主要范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因此国外学者更聚焦于对弱势儿童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弱势儿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存环境、照顾方式和心理问题等方面。现有研究表明，孤儿及

服刑人员子女等特殊儿童群体的成长发展受到多重结构性困境的交互影响：在机构层面，规模过大、人

员配置不足的收养机构易导致同质化照料模式，加剧儿童个体化需求被忽视的风险[1]；在家庭与社会层

面，亲子分离创伤[2]、家庭支持系统缺位[3]及社会歧视压力[4]共同构成持续性心理创伤源，显著增加反

社会行为倾向；在研究范式层面，学界呈现出从关注物质生存条件向深度解析心理发展机制的转向，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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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聚焦机构情感忽视[5]等变量对儿童社会适应的长期效应。这些发现揭示，改善特殊儿童福祉需构建“环

境优化–心理干预–社会支持”的三维干预框架，其核心在于通过精细化养育和针对性心理服务修复儿

童的发展生态系统。 
国内学者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政策层面，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支持系统和社

会工作介入开展研究。但国内学者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政策层面。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体系

和社会支持系统和社会工作介入开展研究。社会救助体系方面，董溯战认为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

制度构建与实施的支柱，国家应以适度国家观为理念，以国民连带为基础，遵循需求原则，努力推进制

度的法定化，完善机构设置，保障资金筹措，协调不同机构关系[6]。霍翠芳、家小聪认为目前与留守儿

童有关的法律呈现针对性法律缺少、相关法规可操作性差、效力级别偏低以及留守儿童处于弱势地位，

在受教育权受到损害时，司法不支持教育公益诉讼，往往进行耗费人力物力的司法救济，救济渠道有限

且效益微小[7]。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周春芳认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尚缺乏“支持家庭”“多元共治”

等理念，“事后补缺型”的制度设计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和家庭的发展性需求，可能会通过降低未来

人力资本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8]。在农村，由亲属负担监护留守儿童，很可能面临被遗弃的问题；

邻里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仅是暂时的帮忙，他们认为留守儿童应是政府的事。政府意识到其存在的严重性，

但各方面支持极其不足。社会工作介入方面，近年来，社会工作在我国社会问题预防与治理方面发挥日

益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工作介入，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留守儿童增能赋权，恢复其弱化的社会功能，

扩大其广泛的社会参与，促进社会融入。许彩丽等人指出重新认识家庭分离、在分类基础上有针对性地

开展干预是留守儿童社会工作介入的前提和依据[9]。阳忠艳等人发现小组工作方法对解决直过民族地区

易地搬迁社区留守儿童存在的安全问题有着显著的效果。但这种方法不能完全满足留守儿童的安全需求，

需整合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种方法进行介入，以达到最佳效果[10]。王鸿波认为需要建立

“国家兜底责任 + 家庭首要责任 + 社会工作力量补充责任”权责机制来调适二者间的关系，并在此基

础上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体系[11]。何姗姗等人认为应强化专业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实施家

庭增权服务，管控伦理风险，推进社会力量的有序联动和社会资源的广泛吸纳，并完善相关儿童福利政

策监督反馈机制，以增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的福祉[12]。 
纵观以往研究，国内外学者对留守儿童的人际关系、社会融入的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于救助研

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对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个人潜能发挥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等方面仍有所欠

缺。因此，本研究以广西 H 市农村留守儿童为例，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探索以“家–校–社”协同

育人体系为框架的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提升策略，推动形成更加关注儿童全面发展、注重个体潜能激发

的社会支持体系。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 

本研究根植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Social Ecosystem Theory)，这一跨学科的框架旨在深入剖析并阐释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它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及生态学等多个领域的理论精髓，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工作学者对个人与社会双重维度的日益关注，系统理论逐渐在社会工

作领域占据了核心地位。1979 年，美国杰出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在其著作《人

类发展生态学》中，首次全面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出人的发展是个体与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结

果，个体在成长历程中与生态系统紧密相连，这些系统以多样化的形式深刻影响着人的发展轨迹。布朗

芬布伦纳创造性地将生态系统细分为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以及长期系统(或时间系统)，这一

系统模型不仅深化了对问题的理解，也优化了一般系统理论中较为抽象的系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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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有以下核心观点：一是个体与环境视为整体。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将个体与环境视为一个不可

分割的整体，并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动态的、双向的，个体不仅受到环境的影响，

同时也对环境产生影响。二是生态系统层次划分。该理论提出了生态系统层次的概念，将个体发展与周

围环境交互作用构成的生态系统划分为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布朗芬布伦纳的五层划分还包括

外系统、宏系统以及长期系统)。这三个系统相互关联，共同影响着个体的发展。三是动态平衡。社会生

态系统理论还强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即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断变化的。个体需要不断适

应环境的变化，以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这种适应过程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四是影响机

制。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不仅受到内在心理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外在环境因素的制约。微观系统(如家

庭、朋友等亲密关系)对个体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中观系统(如学校、社区等)通过提供资源和机会影响

个体的行为；宏观系统(如政策、文化等)则通过塑造社会环境和价值观来间接影响个体行为。 

2.2. 分析框架 

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在探讨儿童发展时，研究者应重视其发展的情境依赖性，全面

考察儿童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理解环境因素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13]。本研究以布朗分布伦

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理论观点尝试构建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分析框架(如图 1)。 
 

 
Figure 1.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self-efficacy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图 1. 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分析框架 

 
图中深刻体现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中关于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核心理念。从圆心出发，首先

聚焦于家庭这一微观系统，它是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基石，对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随后，向外扩展，涵盖了同辈、邻里等微观系统元素。这些微观系统不仅与家庭紧密相连，共同塑

造着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还通过日常互动、相互支持等方式，进一步影响着留守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和

行为模式。再向外延伸，看到了父母用人单位、学校和社区等中观系统。学校作为另一个关键的中观系

统，对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尤为显著。学校不仅是知识传授的殿堂，更是留守儿童社会技能、自

我认知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场所。有效的学校教育能够显著提升留守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帮助他们更好

地融入社会。而父母用人单位和社区则通过提供经济支持、社会资源和文化活动等，间接或直接地影响

着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和自我效能感。此外，还涉及更广泛的宏观系统，包括社会、文化和政策等层面。

这些宏观系统通过制定政策、塑造社会文化、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对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和自我效能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4307


蒙耀宏，崔娟 
 

 

DOI: 10.12677/ass.2025.144307 436 社会科学前沿 

 

感产生深远影响。政策层面的支持和保障，对于改善留守儿童的生活条件、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在整个过程中，微观系统(如家庭、同辈、邻里)、中观系统(如父母用人单位、学校、社区)以及宏观

系统(如社会、文化、政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个系统

不仅深刻影响着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和发展，还揭示了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3. 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现状 

本次研究聚焦于广西 H 市 D 县的 N 村，研究者依托 D 县 X 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在服

务过程中以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式访谈为主收集资料，分析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的现状以及形成机制。

N 村位于 D 县 B 乡，常住 988 人，居住地民族分布为瑶族、汉族。常住人口中大部分是留守老年人、留

守儿童、留守妇女。据统计截止 2022 年 6 月，14 岁以下的儿童 141 人，登记在册残疾人 29 人，60~79
岁 229 人，80 岁以上 141 人。广西地区留守儿童的数量大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 30%，其中男性占 53%，

女性占 47%。留守儿童数量的分布不均，以农村为主，城市的留守儿童数量也逐年增加。因为留守儿童

自我效能感现状的相关信息较为有限，但根据现有资料和政策文件，可以推断一些基本情况。自我效能

感涉及个体对自己完成任务和应对挑战的能力的信念。留守儿童可能因为家庭环境的不稳定、社会歧视、

教育资源的不足以及心理健康服务的缺乏而感到自我效能感低下。他们可能缺乏积极的角色模型、适当

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心理支持。根据以往相关研究以及走访调研事实表明，留守儿童总体上存在较低的

自我效能感，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自我效能感低下的表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情绪障碍与心理困境 

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可能会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情绪问题。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焦虑

情绪，对未知的未来感到担忧，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过分紧张。抑郁情绪也是留守儿童常见的心理问

题，他们可能经常感到沮丧、无助，对周围的事物失去兴趣。同时，恐惧情绪也可能困扰着他们，无论是

对于孤独、被遗弃的恐惧，还是对于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难的恐惧，都可能让他们的心灵承受巨大

的压力。这些情绪障碍不仅影响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还可能导致他们在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

自尊方面存在问题。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认为自己不如其他孩子优秀，缺乏自信心和自

我肯定。这种负面的自我评价会进一步削弱他们的心理韧性，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更容易感到无助和沮

丧。长期下来，这种情绪与心理障碍可能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3.2. 人际交往缺失与自我管理难题 

由于家庭环境的不稳定性，留守儿童在人际交往中往往表现出动力不足、交往意识淡薄的特点。他

们可能缺乏主动与人交往的勇气和信心，难以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在与人相处时，他们可能会显得拘

谨、内向，甚至有时会因为害怕被拒绝而主动回避社交场合。同时，留守儿童在自我管理方面也可能存

在严重的问题。他们可能缺乏自我控制力，难以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比如，他们可能会因为一

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或者无法抵制诱惑而沉迷于游戏、电视等。这种自我管理能力的缺失不仅会影响他

们的学习和生活，还会进一步加剧他们在人际交往中的困难，使他们更加孤立无援。 

3.3. 学业困境与应对能力弱化 

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往往表现不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学习支持和心理激励。由于父母长

期不在身边，他们可能无法得到及时的辅导和帮助，导致学习上的困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同时，他们

也可能因为缺乏父母的关爱和鼓励而失去学习的动力和目标，学业效能低下。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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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可能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他们可能会选择回避问题，逃避现实，或者采取情绪中心的应对策

略，如通过发脾气、哭泣等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这种消极的应对方式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让他

们更加无助和沮丧。长期下来，他们可能会失去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缺乏有效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3.4. 社会适应不良与行为偏差 

在社会适应方面，留守儿童可能表现出较差的适应能力。他们可能难以融入集体生活，无法与其他

孩子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由于缺乏社会参与和社交技能，他们可能会在社交场合中显得格格不入，无

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长期的情绪问题和缺乏适当的引导还可能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反社会行

为。他们可能会因为内心的愤怒和不满而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如打人、骂人等。或者，他们可能会因为

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而走上违法的道路。这些反社会行为不仅会对他们自己的未来发展造成严

重的负面影响，还会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成威胁。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帮助他们克服这些社会适应与行为问题。 

4. 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低下形成机制分析 

4.1. 家庭照护资源匮乏，隔代抚养成为常态 

父母是儿童启蒙教育之“引路人”，家庭是铸就孩童人生初始“纽扣”的启蒙殿堂。父母还承担着

构建和维护家庭环境的重要责任，家庭环境是儿童日常活动的核心场所，对儿童各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

的、潜在的影响，家庭环境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父母所认识[14]。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

下，农村村民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他们需为子女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以确保其健康成长；另一

方面，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有限，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因此，村民们不得不背负着经济与发展的重

压，选择离乡背井，或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或“外地务工人员”，开启了他们的务工之旅。正如

A 所言：“我们家之前在乡里面开小卖部的，因为收取六合彩赌博家里面破产了，父母只能去广东打工

挣钱还债，只有过年和清明才会回来。”(202406271021)家庭变故频发，经济障碍随之而来，跨区域流动

成为普通家庭应对重大风险的一种底线性策略。当流动家庭共同孕育出新生儿时，儿童留守可能性与年

龄和性别存在密切关联[15]。正如 B 所言：“爸爸和妈妈出去外面挣钱，把 2 岁的弟弟带上了，没有带

上我，我跟两个姐姐还有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说我要到读书的年纪了，在家里边比较好，我心里希

望他们留下来，有时看到别的小朋友的父母来喊他们回家，我总是想起我的爸爸妈妈。”(2024060271120) 
追求物质丰富和经济收益的行为，导致了家庭照护功能的缺失，父母作为名义上的监护人，其“应

然”的监护职责实际上更多地被隔代祖父母所“实然”承担，这一现象进而引发了留守儿童与祖父母之

间因代际沟通差异而产生的诸多问题。一方面，受民族地区农村特定时代背景的差异性影响，祖父母辈

的处世哲学与思维方式势必会与在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留守儿童产生冲突与碰撞。留守儿童在日常

生活中，其自我效能感往往在新旧文化与思想的不断磨合过程中遭受损害。正如 C 所言：之前我发烧的

很严重，奶奶请道公给我作法，喝符水，后面被村干部开车拉去乡里面的卫生院打针才好，有些同学就

嘲笑我被鬼上身了，老师来家访把奶奶说了一顿，说生病了就去医院，请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202406280912)。 
另一方面，由于祖父母与留守儿童在教育观念和方法上的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学习成长环境受到

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祖父母辈往往秉持着传统而朴素的教育理念，强调勤劳、节俭和顺从，而对于现代

教育体系中强调的创新思维、个性发展及综合素质培养则认识不足。这种教育观念上的滞后，不仅限制

了留守儿童视野的拓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探索未知和表达自我的欲望。D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我爷爷总是说，读书就是为了以后能找个好工作，赚钱养家。但他不懂，我其实对科学特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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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想做些小实验或者参加学校的科技比赛，爷爷总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不如多帮家里干点活。上次学

校组织机器人制作比赛，我特别想参加，但爷爷不同意，说那些都是没用的玩意儿，最后我只好放弃了。

(202407011430)”这种教育观念上的差异，不仅让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可能错失发展特长的机会，更在心理

层面造成了他们自我认同的困惑和自信心的缺失。当留守儿童看到同龄人在多元的教育环境中茁壮成长，

而自己却因家庭环境的限制无法充分展现自我时，内心难免会产生挫败感和被边缘化的感觉。长此以往，

这种心理状态的持续积累，可能会对他们的社交能力、情感发展乃至未来的职业选择都产生深远的负面

影响。 

4.2.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学校教育独木难支 

学校是儿童获取知识、培养能力的重要场所，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学校更是他们接触外界、拓

宽视野的主要途径。然而，地域差异也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城市未成年人通常能接触到更优质的

学习资源，而农村未成年人则相对处于劣势[16]。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差距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师资力

量、教学设施、课程设置等。农村学校往往面临优秀教师流失、教学设备陈旧、课程单一等问题。这些不

足直接限制了留守儿童的学习体验和成长空间。正如 E 所言：“我们学校的老师很少，而且很多老师都

是教好几门课的，他们很忙，有时候根本顾不上我们。学校的实验室也好久没用了，里面的设备都坏了，

我们想做实验都没办法。”(202407051545) 
除了硬件设施的欠缺，农村学校在素质教育领域的缺失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学校普遍

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开设多样化的兴趣班和特长课程，来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创新能力。相比之下，

农村学校的教育模式往往局限于传统的学科教学，缺乏对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创新思维的有效培育。这种

教育模式上的差异，使得留守儿童在与城市同龄人的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F 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我很羡慕城里的同学，他们可以学画画、学音乐，参加各种比赛和活动。而我们学校除了上课就是上

课，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我觉得自己好像比他们差了很多，有时候都不好意思和他们说

话。”(202407061630)农村学校在素质教育方面的缺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城市学校普遍秉持

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通过开设丰富多样的兴趣班和特长课程，积极培养学生的个性特质和创新能力。

然而，农村学校的教育模式却往往局限于传统的学科教学范畴，缺乏对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创新思维的有

效培养与激励。这种教育模式上的显著差异，使得留守儿童在与城市同龄人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

位。 

4.3. 社会支持体系缺失，社区关爱尚待加强 

社会支持体系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外部资源，它涵盖了政府、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亲朋好

友等多个层面。对于农村留守儿童而言，一个健全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够为他们提供情感慰藉、学业辅导、

生活照顾等多方面的帮助。然而，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社会支持体系却显得相

当薄弱。留守儿童的早期社会剥夺、低社会支持和虐待与社会交流和灵活性困难增加有关，并且在以后

的生活中持续存在[17]。 
一方面，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留守儿童关爱领域的投入仍显不足。尽管近年来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的

关注度持续提升，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爱政策，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受限于资源分配有限及监

管机制不健全等因素，诸多政策并未能有效落地实施。社区作为留守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间，其在关

爱留守儿童方面的潜能尚未得到充分挖掘。社区活动匮乏、志愿服务体系缺失，导致留守儿童在课余时

间常常处于无人监护的状态。G 表示：“我们村里很少有人关心我们留守儿童，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

忙。有时候我遇到困难，也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我希望村里能多一些关心我们的人，能陪我们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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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我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202407021024) 
另一方面，社区内部的关爱文化尚需进一步培育。在诸多农村地区，村民们因忙于生计，往往疏于

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与照拂，邻里间的互助精神亦显不足，对于留守儿童的困境与需求常持漠视态度。这

种社会支持体系的缺位，不仅使留守儿童在情感层面体验到孤独与无助，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身心健康

与成长进程造成了负面影响。H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我们社区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确实做得不够。我

们也想为他们做些什么，但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很多想法都未能实现。我们希望政府和社会能给予更

多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能更好地为留守儿童服务。” 

5. “家–校–社”：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效能感提升策略探析 

家庭、学校和社会，作为儿童成长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与角色。家庭是儿

童情感发展的摇篮，学校是他们知识学习与技能培养的重要场所，而社会则是他们形成价值观、参与社

会实践的广阔舞台。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儿童的成长轨迹。本体系强调以家庭支撑为主，通

过政策引导、家庭教育指导、家庭沟通机制等多方面的努力，强化家庭在留守儿童成长中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注重学校教育的辅助功能，通过优化教育资源、强化心理支持等措施，为留守儿童提供优质的教

育服务。此外，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完善支持体系，加强社区关爱，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温馨、包容的

成长环境。 

5.1. “微观家庭支撑”：回归家庭功能，提供充足照护 

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的留守儿童支持体系需聚焦三层次干预。其一，实施“家门口就业振兴计划”，

衔接《乡村振兴促进法》第 26 条产业扶持政策，在县域层面设立“父母返乡创业专项基金”(省级财政

出资 30% + 县级配套 20% + 企业定向捐赠 50%)，重点发展“县域产业链 + 家庭工坊”模式(如农产品

深加工、非遗手工艺代工)，人社部门联合职业院校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按“培训 1 人、就业 1 户”

标准发放 800 元/人补贴)，同步推行“柔性务工政策”(企业为本地员工提供弹性工时，确保每日 3 小时

亲子陪伴时间)，力争 3 年内实现重点县父母本地就业率提升至 65%；其二，建立“家庭教育能力认证体

系”，依托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开展“阶梯式家长培训”(基础级：儿童心理发展 48 课时；进阶级：亲

子沟通技巧 32 课时)，通过“以考促学”模式颁发《农村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格证书(持证家长可优先获

取小额创业贷款)，并开发“家育通”App (整合北师大家庭教育资源库，提供情景模拟教学模块)，确保

2 年内实现留守儿童主要照护人培训覆盖率 80%；其三，构建“亲子联结强化工程”，由教育部牵头制

定《留守儿童家校社协同沟通标准》，要求学校设立“亲情沟通日”(每月第二周周五下午开放机房供视

频通话，中国移动“和教育”平台提供免费流量包)，社区建立“家庭联络站”(配备社工协助撰写“成长

日记”并每月寄送务工父母)，同时推行“双向沟通考核制”(父母每月至少完成 4 次有效沟通记录纳入

务工企业社会责任考评，子女参与沟通情况计入学校德育积分)。该方案通过政策捆绑(就业、教育、通信

多部门联动)、资源嵌套(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和技术赋能(数字化培训与沟通平台)三重路径，在 3 年周

期内形成“本地就业增收–家庭功能修复–亲子关系重建”的良性循环，同步建立“家庭支撑指数”评

估模型(含父母返乡率、亲子互动频率等 8 项指标)，允许县域结合监测数据动态调整 20%措施，最终实现

留守儿童家庭完整照护率提升至 75%以上。 

5.2. “中观学校教育”：优化教育资源，强化心理支持 

针对留守儿童教育支持体系的构建，需通过政策衔接、资源整合与分阶段实施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

在教育资源优化方面，对接《乡村振兴促进法》及省级财政专项，分三年完成校舍安全改造(优先危房)、
数字教学设备全覆盖(20 人/台标准)及乡镇级学习中心建设(含远程教育终端)，同步实施“三定向”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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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定向培养、招聘、补贴)与“1 + N”培训体系(省级专家 + 在地社工)，将教师对留守儿童的关怀成

效纳入职称评审核心指标；在心理支持层面，依据国家心理健康服务政策，搭建“三级筛查机制”(班主

任观察→校心理咨询→县级确诊)与“彩虹档案”动态数据库(按风险等级分类干预)，联合高校、医院开

发“心晴驿站”App 提供 AI 情绪预警，并通过“心理营养计划”(每日心灵对话、绘画治疗)与“四点半

课程”(农业科技实践、非遗工作坊)实现课内外心理干预；在社会协同机制上，建立政企社联动模式，包

括教育局牵头的 12 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企业认领“五个一工程”(图书角、文体活动等)、移动公司技术

支持亲子视频连线，并培育在地社会组织管理志愿者；为确保可持续性，需构建“留守儿童发展指数”

评估体系(含学业进步率等 12 指标)，允许县域动态调整 30%措施，同时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省级配套及

社会捐赠(占比 ≥ 20%)保障资金，并依托教育云平台对接公安数据实现精准监测。该方案通过分层推进(3
年硬件升级 + 5 年心理干预)、模块化设计(政策工具包 + 标准化流程)与多方责任共担(政府主导 + 专业

支撑 + 社会参与)，在现有法律与资源框架内形成可复制、可调整的留守儿童教育生态改良路径。 

5.3. “宏观社会资源”：完善支持体系，加强社区关爱 

构建政社协同的留守儿童关爱网络需实施四大核心策略。其一，建立政策驱动的资源整合机制，民

政部门牵头制定《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白名单》，将企业捐赠(如设立“雏鹰助学金”)、基金会项目(如中

国扶贫基金会“童伴妈妈”计划)与政府购买服务(按《政府采购法》22 号文执行)进行标准化对接，要求

县域整合资金时社会投入占比不低于 30%，并优先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倾斜；其二，打造社区关爱服

务闭环，依托乡镇社工站实施“三维介入”：组建“1 名专职社工 + 3 名志愿者 + 1 名儿童主任”的驻

村团队(人社部“三支一扶”计划延伸)，开发“社区儿童之家”智慧管理平台(集成考勤、服务记录、预

警功能)，并建立“需求发现–服务匹配–成效评估“标准化流程(使用民政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工具包)；其三，激活市场主体参与动能，税务部门对参与企业执行“捐赠额 12%税前扣除 + ESG 评级

加分”双重激励，引导企业实施“五个一”帮扶(资助 1 个社区儿童之家、提供 1 个家长远程就业岗位、

开展 1 项职业技能体验课等)，同时联合美团、京东等平台企业开发“留守家庭电商创业扶持计划”，增

强家庭内生发展能力；其四，创新儿童参与机制，在 14 周岁以上留守儿童中试点“社区儿童议事会”(每
季度审议关爱项目预算)，推行“服务积分银行”制度(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可兑换学习用品)，并通过“童

声电台”等自媒体平台构建儿童意见表达渠道。该体系通过政策衔接(链接《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41 条

社区保护责任)、技术赋能(社工服务智能管理系统)、市场化运作(企业参与 ESG 激励机制)三重保障，形

成“财政资金保基本 + 社会资本扩服务 + 家庭能力促长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确保 3 年内实现重点

地区社区关爱服务覆盖率达 90%以上，留守儿童社区参与率提升至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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