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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基数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滋生出的问题愈演愈烈，并且逐步演变为社会

问题。本研究以郴州市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百场宣讲为例，在项目组实地参与宣讲、走访调研的基础上，

展开行动研究。该文章的实质性研究内容即是通过亲子沟通知识教育，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父母沟通能力。

探究出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的现状和问题。基于此，文章深入剖析了农村留守儿童及父母亲子沟通

障碍的原因，进一步归纳出亲子沟通教育的路径。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亲子沟通的教育体系，帮助外

出务工者掌握沟通交流技巧以及提升整体的家庭教育能力。以期达到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根本目的，

为后续研究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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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the problems of a large number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evolved into social problems. This study 
takes the example of 100 lectures on caring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enzhou City, and 
conducts action research based on the project team’s participation in the lectures and visits. The 
substantive research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is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parent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rough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educa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re 
investigated.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auses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barrier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nd further summarizes the path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he article aim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parent-child com-
munication for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help migrant workers master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family education abi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car-
ing and protecting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we provide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s for subse-
quen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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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飞速提高以及社会变革的高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谋求生活的数

量持续增长。一些父母迫不得已将子女留在农村，孤身去大城市拼搏，大规模的留守儿童因此而生。

文章采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界定，即指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被调

查时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每年在外务工时间累计超过 6 个月，被留在农村地区交由父母单方、祖辈、他人

照顾或无人照顾的农村儿童。据民政部统计，截至 2018 年 8 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 697 万人。

与 2016 年首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 902 万人相比，下降了 22.7% [1]。虽然近年来脱贫攻坚、

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实施，为从源头上减少农村儿童留守现象提供了

利好的政策支持。但是，农村留守儿童也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且随着农村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现

象突出，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易受伤害，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发展难以健全。面临留守儿童

行为失范、情感受挫、学业障碍、人际沟通不畅等一系列问题，党和国家高度十分重视对留守儿童的

关爱和保护。 
2016 年 2 月 14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规定，重点在于

帮扶留守儿童家庭[2]。2019 年，民政部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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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发动社会各方参与动员引导广大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重点加强贫困农村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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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救助帮扶，引导企业督促员工依法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责任[3]。2020 年，民政

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的通知》，再次强调

以实际行动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从家庭监护、儿童安全自护、亲情沟通和工作履职四个专题开展宣讲内

容，以全面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水平。 
为此，郴州市宣讲组历经两个月，走遍郴州 11 个县区，开展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百场宣讲活动。

基于实践基础上，展开行动研究，因此，全文重在描述农村留守儿童与亲子沟通的现状；探讨农村留守

儿童父母的沟通意识程度；剖析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不畅的原因；以及社会工作如何参与农村留守

儿童及其父母沟通能力的提升？ 

2. 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现状和问题 

2.1. 学龄期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大 

目前，就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情况及有关对留守儿童年龄分布的趋向来看，不容乐观。农村留守儿童

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学龄前儿童规模快速膨胀。根据全国妇联统计留守儿童调查报告显示[4]，学龄前农

村留守儿童(0~5 岁)达 2342 万，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 38.37%，比 2005 年的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增加了

757 万，增幅达 47.73%。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规模为 2948 万，其中小学(6~11 岁)和初中(12~14 岁)学
龄阶段儿童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分别占 32.01%和 16.30%，规模分别为 1953 万和 995 万。与 2005 年相比，

小学和初中学龄阶段留守儿童分别减少了 89 万和 226 万，共减少 315 万，降幅为 9.65%。大龄留守儿童

(15~17 岁)占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为 13.32%，规模达 813 万，比 2005 年减少了 199 万，降幅为 19.68%。

仅五年间，学龄前留守儿童规模快速膨胀，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减少，大龄留守儿童规模明显收缩。

而学龄期，依据埃里克森的理论，这一时期心理任务是培养孩子奋发向上的精神，克服自卑感，以及鼓

励儿童积极动脑并努力完成自己喜欢的各种健康有益的活动。但留守儿童因与父母相隔甚远，缺少父母

的贴心照顾与心灵上的关爱，致使这一阶段的孩子在成长中更容易出现自卑心理，轻易否定自己的能力。

张晓双也认为国内很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存在比较严重的自卑心理，并且随着父母外出打工时间的延长，

这种自卑体验会增加和泛化[5]。因此，面临我国庞大基数的学龄期留守儿童，父母的关爱与陪伴更为紧

要。 

2.2. 农村留守儿童认知产生偏差 

大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缺少了父母的关爱和情感上的支持，易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在社会价值观上

产生的偏差。张晓双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部分留守儿童存在错

误的认知且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16]。一方面，现实中，农村留守儿童本就属于弱

势群体，在生活中或多或少会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再者与父母沟通失效，潜移默化中农村留守儿童的

心理容易产生“社会就是不公平的”偏差观念。此外，农村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务工，惯用物质补偿

弥合亲情[6]。这也令部分农村留守儿童轻易产生厌学想法，认为自己父母文化不高也能挣钱[16]。这将

引致农村留守儿童更加相信“读书无用论”，继而加深了农村留守儿童在行动上和心理上对于学业的轻

视[7]。另一方面，农村提倡“诚实敦厚”的良好美德，但是，当农村的孩子进入复杂的城市生活，会发

现自己的“诚信”并没有被善待，反而被不法的人利用、伤害。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的一项调

查数据分析得出。认为“社会上存在不公平现象”的农村留守儿童占据 48%；认为“诚实守信的人容易

受欺骗”的农村留守儿童更占到了 52%。这些认知偏差导致农村留守儿童对社会的不信任，缺乏安全感。

因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留守儿童，帮助其与父母进行定时、有效地沟通，从而得到父母正确地引导，为他

们营造一个健康快乐地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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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监护无力 

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 年)》的数据获悉，留守儿童在一年内与父母见面 1~2 次的

人数占 29.4%，年均见面 3~4 次的人数占 11.7%，年均见面 5 次以上的人数占 32.7%。一年内与父母见面

5 次以上的留守儿童还不到一半，而一年内与父母见面 1~2 次的却高达 30%。这说明了父母监护严重不

到位，因父母角色的缺席，容易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8]，所以农村留守儿童在幼年时

期更应该得到父母的陪伴与关爱，以弥补留守儿童内心那份对亲情的渴望。 
数据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由外祖父母监护人数占 89.3%，3.3%由亲朋好友监护，而由无监护能力人

监护占 3.4%，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竟占 4%。父母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的缺失，导致外祖父母成为最主

要的监护力量，这种本末倒置关系，容易对留守儿童的性格塑造产生不良影响。与此同时，外祖父母文

化水平及教育观念、教育意识均比较弱。并且作为老人，精力也十分有限，除保障孩子吃穿外，无力满

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要。也无法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有鉴于此，农村只管生不管教的现象仍

长期存在，这也将致使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生理、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问题。国外研究发现，由祖辈抚养的

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情绪和问题行为，其犯罪率更高，存在焦虑、抑郁情绪以及一系列的适应困难问题

[9] [10]。此外，由父母一方留在农村照料留守儿童，父亲或母亲一方既要照顾老人、操持家务、打理农

活等，往往身心透支。对子女的教育容易疏忽，与子女的沟通方式简单粗暴，致使儿童家庭教育环境不

完整，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全面的发展[11]。总之，留守儿童大多集中在 6 岁到 13 岁，其中将近 90%的

人是属于隔代抚养，感受不到父母的呵护和关爱，对留守儿童监护不力，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出现了偏差。

因此，提高留守儿童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意识，提升留守儿童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能力，提高留守儿童

家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能力，对于融洽亲子关系及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2.4. 留守儿童家庭沟通缺失 

实际上，大多数在外务工父母自身文化水平有限，其与农村留守儿童沟通不注重方法，且交流方式

单一，子女无法得到父母的关爱与良好的亲子教育，而其他合法监护人却又无法完全代替父母的角色，

父母也对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发展的关注度不够，致使家庭教育功能的缺失[12]。据来自“中国青少年研

究中心”于六省十二县农村学校关于留守儿童调查数据研究得出。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以下问题：遭到

团伙或帮派欺负、养成不良嗜好或行为、心理问题突出、学习成绩差或学习上存在困惑、遭受意外伤害

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父母与孩子长期分离，所以双方沟通产生了困难。基于此，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父母无法给予孩子正确的教育，也不会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而农村留守儿童与

(外)祖父母存在代际隔阂，与父母存在空间距离，更无法及时倾诉，从而使农村留守儿童极易染上恶习或

遭受他人侵害。亦或导致负面情绪长期积压于心中，不仅无法专心学习，还易出现偏差行为。导致留守

儿童与父母及其监护人的沟通缺失，整个家庭结构失衡。 

3. 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障碍的原因分析 

3.1. 亲子分隔两地，亲情维系发展困难 

当前，在城镇化迅猛发展之下，一大批农村劳动人口相继流入城镇。我国第一批民工潮开始于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至今将近 30 年，第一批外出务工者基本已回归农村，第二批、第三批前

赴后继，除了极少数农民能够在城市扎根，完成“移民”外，绝大多数家庭仍生活在农村，只剩下老年

人和儿童。由于城乡二元化结构机制的存在，以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就学受到各种限制，农村父

母不能将孩子带到自己工作的地方，这也就造成了父母与自己的孩子两地分居，有的孩子几年也不能与

父母见上一面，长此以往，形成了事实上的家庭分离模式[13]，也引发了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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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教授所观察到的，现在我国农村家庭普遍呈现出一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现象”[14]，
往往是孩子生下来断奶后，年轻夫妻双双外出，孩子交给祖辈代养，父母与孩子长期分离，出现“子不

识娘，娘不知子”的尴尬局面，以致于面对长期不见面的孩子，父母不知道该说什么，甚至无话可说。

打电话时，父母除了询问孩子学习情况以及生活情况外，没有其他话题。正如《如何与孩子面对面沟通》

一书中情境，当父母与孩子“久别见面”时，大多数家长都会习惯性的采用这种沟通方式。 
孩子：爸爸，你回来了？ 
父亲：嗯。 
孩子：你给我买了啥？ 
父亲：就知道要东西，这次考得咋样了？ 
孩子：…… 
父亲：一看就考得不怎么样，还想要东西！ 
孩子：不给买拉倒。 
上述与孩子的常见的错误对话方式，容易使孩子对家长有敬畏之心和厌恶之情，并不利于促进亲子

关系的和谐。 

3.2. 家庭教育缺失，父母沟通能力欠缺 

家庭是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是一个人得以成长的场所，是心灵的归属之地，而家庭氛围对家庭成

员特别是儿童的成长，对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

父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可社会上却没有地方学习如何担任父母。换言之，年轻单身的男女双方从

相爱，结婚，再到生子，父母这一职业自然而成，社会没有提供给她们学习做好父母的教育服务。刘军

等人认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教育观念落后且陈旧，忽略了儿童成长的各种需求。大多数家庭沿袭

传统养育方式，仅重视生理上的养育，却忽视儿童的人格发展[15]。而社会提供家长教育的公共服务不

足，父母对孩子养育能力极其有限，尤其是亲子在沟通不畅，产生认知及行为上的分歧时。当代父母因

工作繁忙，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和孩子交流。据上学路上的问卷调查得知，全国有 260 万左右的孩子一整

年接不到父母打来的一个电话。出生在甘肃的一个男孩子曾说：“我恨我爸，我就当没他，每个月只有

他给我‘发工资’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没死。”或者趁着吃饭的时间父母给农村家里的孩子打个电话，但

总是离不开那几句话，比如，“你吃饭了吗？”、“最近是不是有和同学打架了？”、“学习情况怎么

样？”、“还缺钱吗？”等等。正如胡国雄等学者认为是由于外出务工父母与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空间上

的距离，无法直接交流。所以，在外务工的父母与农村留守子女通话时，聊天内容大多是有关学业成绩、

学校表现以及是否服从监护人管束。因此，无效的沟通方式是家长教育子女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各子系统组成，在同一场域中相互联结、彼此影响

的过程[16]。每个成员都扮演着多重的社会角色，在这多重的角色当中，他们平衡着各自不同的角色之

间所带来的冲突和矛盾。当然，家庭系统也是家庭中每个成员动力的源泉。在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当中，

父母离开孩子外出打工，这就在无形中破坏了家庭系统的某些功能，以致家庭系统在运行当中出现停滞，

甚至是瘫痪。那么，要想家庭系统在正常的情形下进行良性运行，就需要用有效的沟通来维系家庭系统。 

3.3. 亲子沟通无效，家庭教养方式粗暴 

在外务工的父母自身由于工作强度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教养子女，虽然对子女常常深感愧疚，

但补偿的方式大多是以物质代替情感陪伴。社会学认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并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职责，

然而，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存在着“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错之”、“错而不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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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问题[17]。而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父母也认为只要让孩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便已经尽

到养育的责任，对于孩子情感方面的需求关心极少，甚至，有些父母觉得没什么必要，认为把心思花在

这上面纯属是浪费时间。这些不合理的想法都会导致亲子关系疏离。在国际萨提亚临床治疗理论中就提

出以下几种错误的沟通方式： 
一是指责型沟通。在日常生活中，身为孩子的长辈，有意无意之间就会使用指责、责备、抱怨的话

语，或者经常用“你要……你应该……你不要……”像这样简单的要求和命令式的句式，孩子可能会认

为父母亲是在呵斥、教训他，所以他会不高兴、不理你，或者和你争吵。例如：你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儿，你应该向你哥好好学学……。 
二是打岔型沟通。有的家长不知道要聊些什么，但是又想和孩子化解沉默，于是问东问西、漫无主

题、东拉西扯、抓不住重点，对话毫无深度，导致孩子很反感。例如：孩子正津津有味的观看一个武打

片时，妈妈却说：这个节目不错啊，很形象、很真实，真希望自己能天天看这个节目！ 
三是超理智型沟通。还有的父母一直在跟孩子讲道理，完全不关心孩子的感受，缺乏同理心。例如：

你已经长大了，得懂事了，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把碗打碎了就是错了，错了就得认错，把地扫了，

这么大了还等着我给你收拾这一堆烂摊子……。 
四是，讨好型沟通。另外一种就是觉得亏欠孩子太多，一味地讨好孩子，孩子也特别不愿意和这样

的家长聊天。例如：宝贝多吃点肉，这个也好吃，这个是我特地给你带回来的，多吃点……。 
基于此，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应当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18]，和子女沟通时，一方面更应该多

考虑子女的感受，不能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把子女当作人偶，随意摆弄。每一个孩子都有独立的思想，

学会了辨别谁是“好人”和“坏人”。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在考虑孩子的感受的基础上，需要

注意和子女沟通的方式，尊重他们自己的体验和判断能力，这将有利于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形成与发展。 

4. 社会工作介入亲子沟通能力提升路径 

4.1. 增能赋权，提升亲子沟通意识 

社会工作参与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沟通能力，可以通过向留守儿童的父母进行介绍、宣讲等形

式，指导父母如何与孩子进行面对面沟通，训练父母如何给孩子打电话，以及如何拓展沟通内容，营造

沟通氛围等。重现了父母与孩子的对话场景，告诉父母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学会倾听，不要随便阻止孩子的谈论。如果急于教育孩子，将会阻碍他们与父母交流的意愿，

渐渐地孩子越来越不愿和父母亲进行沟通，且这种对话方式也是枯燥的、不对等的以及不流畅的交流。

在通过电话交谈中要尊重孩子的表达习惯和叙事方式，不可频频打断孩子的讲述，但可给以适当的提醒

和回应，以增强其分析、归纳的能力，增加共情机会。 
第二，聊生活，谈见闻。多说说自己的日常生活工作，所在大城市的见闻，让孩子更好、更多地了

解外面的世界，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体谅父母，也会使他们对父母所处的环境有一个相对客观的看法。 
第三，注意安全教育。当担心孩子遇到困难和危险时，假期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可以角色扮演遇到该

种情况的处理方式，在电话或者视频中多和他讨论如遇上述情况的解决办法。当真正发生时，因为已经

与孩子商量过了，孩子不仅有了心理准备、有了对策，而且他也不再孤单，就好像父母时刻陪在他身边

共同面对问题。 
第四，呵护孩子，给予自身的支持与陪伴。如果孩子做错了事、闯了祸，不要轻易责怪他，尽量与

他一起分析发生的事情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负能量的话少说，即便说，语调需要坚定，理解分析对

错的原因。需要让孩子知道父母是不开心的，但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减少焦躁的情绪。孩子往往

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学会许多为人处世准则，如果父母不在身边，孩子就缺少了学习的机会，有可能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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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莽撞，处事、社交以及情商发展方面也许稍微欠缺。 
第五，保证信息畅通。充分利用微信、QQ 等聊天软件，定期给孩子分享照片，包括日常生活和工作，

有趣的奇闻异事，这样的形式更形象、更深动、更容易让双方接受。尽量使用视频通话，能够看到彼此

的模样，减缓孩子在留守岁月里对爱的渴望和亲情的缺失。 
通过沟通有利于挖掘孩子内心深出的所思所想，从而更好地了解孩子的需求，走入孩子的心中。从

而让父母知道孩子最渴盼的是什么，以此培养留守儿童家庭的父母教育孩子的意识。 

4.2. 亲子教育，掌握沟通交流技巧 

与孩子沟通方法存在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千差万别。父母掌握良好的沟通技巧，有利于提升亲

子间的沟通能力，这也是促进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举措。而为了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使用沟通技巧必

会事倍功半，其中包括非语言技巧、语言技巧、自我表达技巧、倾听和反应技巧、影响技巧、营造气氛

的技巧。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个案方法，采取一对一的辅导，帮助在城里务工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们熟

练掌握沟通技巧。并且，通过列举不正确的沟通方式及场景，如“久别见面时”的场景： 
父亲：见到我咋不说话？ 
孩子：…… 
父亲：不认识我啦？ 
孩子：认识。 
父亲：那为啥不叫爸？真是越来越不懂事！ 
孩子：就不叫咋了？ 
基于此，改变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固有错误与孩子沟通的方式。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运用小组工作专业方法，建立同质性较高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能力提升小组。

聘请专家，采取形象生动的语言，面对面的展开宣讲、指导，并且展开小组交流学习。总体上，社会工

作者通过向留守儿童家长介绍多种形式的有效沟通的技巧，把握沟通时机，多样化使用沟通技巧，如“与

孩子一起活动”，“多鼓励、少打击”、“多些耐心、少些焦躁”、“注意说话方式”等。将会逐步提

升农村留守儿童父母的沟通能力。 

4.3. 增加供给，提升家庭教育能力 

2006 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意见》出台，其中强调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输

入地政府要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

要，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聚集在建筑工地、砖厂、

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他们的业余生活单调，只有手机和电视，几乎没有文化生活，在他们生活的地方找

不到书和报纸。如果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如社区、图书馆、文化广场等平台，提供一些书籍，教育培训、

学历提升、家庭教育、公益讲座等，有针对性地对进城务工的父母们进行教育、咨询服务等，增强他们

家庭教育的能力，重视与子女沟通，担负起孩子健康成长的监护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实现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公共服务供给平等化，对外出务工农民工提供生活保障，使这

一批进城的农民工人无后顾之忧，进而为留守儿童进城接受良好的教育提供机会，从而实现农民工子女

的随迁；第二，增强农村及偏远地区留守儿童教育补给力度，使他们在教育的起跑线上与城市儿童缩减

距离；第三，国家专项开放返乡节假日，让农民工们“常回家看看”，及时了解孩子情况，掌握孩子动

向，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第四，家庭、学校及社会相互合作，实现多方联动教育，为提升家庭教育能

力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强大的动力；第五，整合有效资源，发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对亲子关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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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重建及优化其家庭支持系统，发挥家庭在留守儿童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增强父母教育能力，从而

培养留守儿童融合能力、自我教育能力及自尊自强。构建社会支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社会文化系统

等，为实现政企结合支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 

5. 结语 

文章主要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父母沟通能力提升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行文脉络分别是从留

守儿童问题提出、现状阐述、原因剖析、对策建议这四大方面一一展开。在农村留守儿童数量日益激增

的趋势下，社会工作的服务重心更应以家庭为主要力量，以国家、社会、学校为辅助力量，多方联动共

同为留守儿童成长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让农村留守儿童在父母陪伴下健康成长，使家庭更加和睦，让

农村留守儿童在父母的陪伴及悉心呵护下健康茁壮地成长。与此同时，应加强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建设，

利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个案工作方法、社区工作方法和团体工作方法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辅导和社会

性塑造。促使家庭成员更加亲近，让留守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得到全面发展，让留守儿

童与父母的关系更加亲密，从而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拥护者，成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助力者，为中国的繁荣昌盛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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