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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点和基点，是儿童健康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对儿童身心发展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在农村地区，受家庭结构和家长教育理念影响，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主

要表现为隔代家庭结构下教育样态的复杂、代际传递下教育规约的束缚以及文化基因下教育理念的固化

等。藉此，文章通过揭示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对策，以期

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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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base of education, an indispensable social a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and ha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influenced by family structure and parents’ educational phi-
losophy, family educa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faces great challenges, which are mainly mani-
fested in the complexity of educational patterns und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structure, the 
constraints of educational statutes under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nd the solidif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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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under the cultural genes, and so on. Therefor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oblems of family educa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
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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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15 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在出要充分认识加强家庭

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教育观念与幼儿的全面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家长幼儿教育观念影响着幼儿

的身心健康发展，直接形塑着幼儿的行为。然在农村地区，许多家长缺位幼儿教育，使得农村留守儿童

出现多种样态的家庭教育问题。为了能够真实有效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现实样态，选取了 G
省 K 市 4 个村庄作为田野点进行深入研究。根据调查，从农村地区的家庭结构、教育样态以及家长教育

观念等来探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对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1]。在农村地区，

家庭结构、家长教育理念以及乡村教育规约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重要问题，也是影响留守儿童家

庭教育的主要因素。 

2.1. 隔代家庭中的显性教育样态 

农村地区多数家庭结构呈现为“半主干”“半核心”的状态，即为形式上为主干家庭，实际上为祖

辈照料儿童，即隔代家庭。在隔代家庭结构下，留守儿童的抚养与照料，不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

连接，更是对子女的生命成长过程给予的责任支持。在隔代家庭结构下由于家长对于子女抚养教育责任

意识不强、对子女关心不够，使得他们不能及时了解孩子的需求并给予正确的引导，也不能及时与孩子

沟通从而使隔代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对于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来说，隔代家庭给留守儿童带来了诸多家

庭教育上的困难 [2]。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可细化为家长教育观念不正确，对儿童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

留守儿童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在家庭环境中，如果父母没有做到言传身教的话，将会影响到儿童

自身的发展。 

2.1.1. 隐性矛盾 
在农村地区，多数家长外出务工，将儿童托给祖辈代为照料。藉此，主干家庭的家庭结构退居其次，

隔代家庭成为了农村地区的主要家庭结构，隔代带养变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模式。隔代带养面临着许多问

题和挑战，祖辈之间的交往行为即为隔代家庭教育样态的表现。教育样态是指用来描述地区某一时期教

育具有某类显著特征的概念范畴。教育样态的核心构成要素通常包括广泛信守的教育观念假设、普遍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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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规则制度以及日常工作中习而不察的方式方法等等。 
在村落里，隔代家庭教育中常常呈现出留守儿童与祖辈之间的“极限拉扯”。而在隔代家庭成员组

成中，留守儿童一般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因此，在处理事情时，也表现出非同小可的“团结”，通常

表现为留守儿童联合起来撒谎、甚至辱骂老人等。隔代的矛盾都是由小及大，即小现象可能揭示出许多

事物的本质。例如，当儿童未完成作业就外出玩耍，天黑都未归家时，祖辈和儿童之间的矛盾就显示出

来了。因为祖辈会采取一定的措施约束儿童的行为，而儿童会采取对策破解家长给定的规则。在许多生

活琐事中，折射出出了隔代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教育样态。 

2.1.2. 显性样态 
家长的文化水平会制约其教育理念，也会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 [3]。在农村地区，缘于幼儿家长受教

育程度低，不能够准确理解教育对幼儿长远发展的深远意义。多数家长认为“幼儿园”不是幼儿的必修

课，义务教育才是。现实中，部分小学学校需要幼儿的幼儿园就读证明，间接促进了学前教育的蓬勃发

展。但多数农村家长会等到幼儿 5~6 岁时，直接送入幼儿园读大班，以应付教育制度。部分农村家长盲

目地理解学前教育，认为幼儿去幼儿园目的是游戏，对幼儿未能达到实质性的发展意义。这不仅说明家

长忽视了幼儿园教育对幼儿长远的发展作用，更从侧面反映了家长不健全的家庭教育观念。 
留守儿童面临的不仅仅是家长教育观念的偏颇带来的迟缓发育，还承受着家长不能陪同教育的无奈。

农村幼儿做入园体检时，多由祖辈家长陪同，普遍存在一位家长携带四五位小朋友的现象。由于语言不

通，以及祖辈家长不清楚体检流程，本应半个小时完成的活动，实际花费了四五个小时。据调查得知，

在农村地区，多数老人都会照顾四五个孙子，负责小朋友们的生活起居，而对孩子们的教育却无能为力。

然而年轻家长都在外务工，只有春节时才会回来。除此之外，为了节约成本，农村家长会采取多个幼儿

“一同入园”的教育措施。当四个小朋友年龄差不多大时，有两个孩子应该去年入园的，就会推迟到今

年跟两个小的孩子一起。因为村寨没有幼儿园，只能去镇上的幼儿园读，所以家长也需要去镇上租房子

给孩子住。这对很多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大开销，为了省钱，只能让年龄大的孩子等着小的幼儿年龄到

了再一同上幼儿园。其实，这不只是这一个家庭的故事，更是许许多多农村家庭的缩影。 
同时，从中折射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在农村地区，许多留守儿童常年跟随只会本民族语言的

长辈生活，使得儿童的语言发展速度及其缓慢，不利于儿童的深远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在环境的影响下，农村留守儿童只会说本民族语言，极大部分儿童在入学之前都不会用普通话表达；第

二，在入园后接触到汉语，儿童不能很好地接收和消化教师和同伴传达的信息；第三，与其他及早接触

汉语的同伴相比，这些农村留守儿童会有不自信的表现，可能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认为自己的口音太重

而不敢在公共场合表达。在隔代带养中，长辈未能关注到儿童的全面发展，能够关注到的只是儿童身体

养护。在农村地区，这种教育样态是普遍的、片面的、不健全的。 

2.2. 代际传递下的隐性教育规约 

农村地区对儿童未来发展的期望相对较高，这也是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原因之一。对于农村地

区而言，经常容易忽视的是隐性的教育规约，即在家长和儿童的潜意识中总会保存有一些封建、落后的

教育思想。在种情况下，儿童也很难接受新事物。代际传递下所表现出来的隐性教育规约主要表现在家

庭层面和社会层面。 

2.2.1. 家庭层面 
当前，存在许多家庭成员关系破裂的现象。而在农村地区，家庭关系会呈两极化发展。一种呈现状

态是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和睦相处，儿童生长于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氛围中。而另一种则是，家长跟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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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的关系极度紧张，原因在于家长与祖辈的教育观念出现差异。除此之外，由于文化观念、风俗习惯的

差异，家长消化不了老人制定的部分规矩和习俗，而老人接受不了很多新颖的事物。老人对自己制定的

规矩，很难做到“一视同仁”。现如今这种家庭矛盾在农村地区数不胜数，如果处理不当，则不益于儿

童健全人格的发展。 
除此之外，部分家长会反对儿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并且认为老人照顾孩子也不会照顾得很细致、

周到，对老人存有偏执的看法。这种偏执的看法，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家长要引导儿童正确认识少数

民族文化，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儿童发展是家庭教育的核心，父母要以身作则，不能给儿童灌输狭隘

的民族观念，要引导儿童热爱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使儿童从小接受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熏陶。

更多时候，家长会可以提防长辈与幼儿单独相处或是老人亲近幼儿。为了避免祖辈的传统观念影响儿童

的发展，许多年轻家长会带着幼儿在城镇租房子、常年不回家，家长的这种观念和行为会在潜移默化中

影响着儿童，也会在无意中固化儿童的思想。 

2.2.2. 社会层面 
中国“家本位”的村落文化使得乡土情结是代代中国人永远的牵绊，当教育活动进入家庭生存视野

之中，建构了一种“巩固家庭”与“生存法则”共同影响的互动关系时，其所形塑的农村家长幼儿教育

观念则呈现出以家庭文化为基础、家庭发展为目的、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教育样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过去普遍存在“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说辞在农村地区已经很少存在。与之相对的是，家长普遍

注重幼儿的教育活动，期望将幼儿培育成医护人员、人民教师和公务员等公职人员，农村家长都希望幼

儿将来能够拿上“铁饭碗”， [4]从而保证家庭地位不被瓦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农村家长的幼

儿教育观念具有功利主义导向。家长将受教育视为幼儿改变命运，取得良好仕途的主要途径。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的农村家长教育观念注重以德为本，强调幼儿的道德品质养成，认

为幼儿良好品质的习得是其长远发展的基石，在启蒙教育中也渗透了幼儿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农村

家庭美德都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延续和发展千百年来农耕文明培育出来的传统道德体系，形成了中国人

特有的重视故土家园和血脉宗亲的情怀，以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淳朴善良的道德品质。” [5]农村地

区的家长对幼儿知识获取方法的指导性不强，但是却对幼儿的道德品质方面进行着强有力的约束。在留

守儿童教育内容上，传统的家长观念认为幼儿教育的内容应以品德教育为主，比之学习知识，更重要的

是良好品质的形成。藉此，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较为落后，学习压力也相对较大，从而出现焦虑、

情绪不平衡等内隐问题。 

2.3. 文化基因下的线性教育理念 

家长的教育理念不正确，或者对儿童的教育方法不当，都会导致儿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农

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户都加入了外出打工，这也使得留守儿童增加。但是由于在经济条件上和

文化程度上与父母分离，让这些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产生不同问题。在文化基因的作

用下，农村地区的家长都会呈现出线性的教育理念，即教育观念陈旧，不能及时更新，对于儿童教育方

法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2.3.1. 忽视数字风险 
许多留守儿童在家出现了手机不离手现象，我们称之为“手机瘾”现象。家长在外务工，为了方便

与儿童沟通，便给家里的老人买了智能手机。近两年疫情的原因，儿童需要在手机上完成一些学习任务，

加之一些老人不懂得使用智能手机，这就给儿童创造了过度玩手机的机会，最后手机由学习工具变成玩

游戏、刷视频的娱乐工具。儿童有了更多的娱乐时间和机会，家长不在身边制止，只是电话上的叮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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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无疑是杯水车薪。 
在村落里，经常能看到三四岁的幼儿拿着手机刷短视频，爷爷奶奶则在忙着整理家务的景象。很多

家长甚至认为，手机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因为幼儿有了手机便不再哭闹着出去玩，也不会耽搁老人收拾

家务。还有年纪稍大一点的儿童拿着手机窝在房间里打各种各样的游戏。儿童沉迷于游戏当中，不按时

吃饭，更不会主动完成作业和学习任务。另外，受数字媒介的影响，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留守儿童的语

言习惯表现得更差一些，如：说脏话、频繁使用网络热词，包括在短视频中学到的“梗”。由于农村家

长不准确的教育方式，数字风险以及悄然潜入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中。手机、电视等数字产品变成了留

守儿童最亲密的玩伴，使得儿童不再主动的去接触大自然、与自然亲密的接触。 

2.3.2. 传统教育方式 
由于父母和儿童相处时间少，很难形成健康的亲子关系。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内心深处缺失了陪伴

和爱。前一阶段的发展水平会影响后一阶段的发展，儿童在早期缺少父母的爱护和陪伴，从而使得儿童

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理解爱的含义，不懂得爱父母、爱长辈、爱他人甚至是爱自己。心理上爱的缺失

和缺少父母直接的陪伴更会使儿童产生自卑感，也容易形成被抛弃和被忽略的感受。其实，留守儿童表

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表现通常只是自己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当留守儿童用一些较为不太恰当的方法处理

事情时，人格内核发展的不完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即为他们的保护色。 
为了弥补留守儿童心理上的缺失，许多父母会在物质上无条件满足儿童。不管其提什么要求，家长

都会不假思索的答应。其实，这对儿童的长远发展是极其不利。儿童早期在物质方面得到过度满足，可

能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物质方面挫折的时候，就会逃避挫折，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父母为了弥补自己不能给予孩子陪伴的愧疚，通常会给儿童超额的生活费，也会给儿童买各种“名牌”，

这种补偿方式可能会使儿童养成不良习惯，儿童也容易形成攀比的心理。在此情况下，家长可能给了而

稍微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儿童没有接受到应有的家庭教育，以后的精神生活还是会陷入贫穷。目前，多

数儿童不会与父母保持密切的联系，只有在没钱的时候才会打电话给父母，所以经常能听到家长有“只

有没钱的时候才想起自己有爸妈”的无奈话语。 

3. 对策与建议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各个家长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把留

守儿童家庭教育工作做得更好，才能更好地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6]。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地区家庭教

育工作，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家长应该从幼

儿的实际需要出发，采取适当措施。构建常态教育教育样态的同时破除保守的社区教育规约，以此促进

现代家长教育理念的更新。 

3.1. 构建常态家庭教育样态 

家长为了生计外出谋生，这是一个很现实又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了有效解决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

题，家长应把儿童带在身边，不仅可以常时给予儿童陪伴和关爱，也会促进亲子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

展。由于老一辈的生活条件艰苦，没有接受过教育，不能给予孩子学习上的帮助和辅导，而只能照顾孩

子的生活起居。加上年龄较大，也没有精力去给予幼儿其他方面的教育，例如道德教育、健康教育和安

全教育等。相对而言，父母会比老人更加注重儿童的教育。当一个小孩从爷爷奶奶那里得到了关爱，他

就会有一种被保护和依赖的感觉。同时，也容易产生不良的心理状况，进而引发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

儿童在留守家庭中长大，与家长的沟通与沟通、亲子关系淡漠，造成幼儿心理上的孤独无助、恐惧不安

等消极情感状况。因此，家长积极承担家庭责任，既可以增强子女的安全感，又可以促进亲子关系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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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展，亲自抚养孩童会对儿童的全面和谐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除此之外，家长应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许多留守儿童出现的多种问题几乎都是由于家长不及时关

注和纠正导致的。家庭的新生儿较多，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重男轻女现象。因此，如果前面出生的孩

子不是男孩，许多家长就会为了要一个男孩子一直生育，直到实现期望。幼儿太多，家长不仅在生活上

负担较重，而且在教育上也会力不从心。加之家长常年在外，间接导致了幼儿与家长感情淡薄。在调查

中得知，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这样的例子：孩子出生后几个月，父母外出打工，年关才会回乡，甚至有

些家长连续好几年不回来，等到孩子准备上幼儿园时，才会“衣锦还乡”。家长回乡时，幼儿会表现出

羞怯和迷茫，不敢主动与家长交流。随着时间的消磨，孩子已经和家长生疏了，这时候的父母对孩子来

说像是陌生人，似乎手机上的爸爸妈妈更亲切一些。所以家长可以考虑优生优育，而不是为了生孩子而

生孩子。优生的同时也可以间接保证了优育，家长的压力不会太大，也会相对有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孩子

健康成长。 

3.2. 破除保守社区教育规约 

2001 年教育部颁发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纲要》充分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提出了终

身教育的理念、以幼儿发展为本的理念和科学的幼儿教育的理念。该时期国家、社会、学校各个层面都

重视幼儿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在社会文化的熏染下，农村文化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教育观念与

农村文化息息相关，在该文化作用下，人们逐渐破除对幼儿教育的误解，意识到幼儿园教育对幼儿全面

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为指导幼儿园和家庭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育措施，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教育部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颁布《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防止和克服学前教育“小学化”现

象提供了具体方法和建议。在对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学习后，农村家长更好地了解了幼儿发展的本质和

学习特点，关注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7]不再强加自己的意愿给幼儿。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过去留守儿童的放学活动丰富，并且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大

自然。不仅是放风筝、跳皮筋等活动，儿时的我们还会上山寻找稀罕的植物，门前栽满了各式各样的花

花草草。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会使得孩子的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也会使孩子在内心建立起对大自然存

在的神秘力量的敬畏之心。但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很多家长在寒暑假也不会让孩子回

农村去居住。受这种环境变化的影响，大多的留守儿童没有接触过大自然，都是与爷爷奶奶长期居住在

城镇，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探索自然的秘密。家长应该放松对孩子的控制欲，让儿童有自主选择的机会。

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多带孩子回农村感受大自然的美妙。这里所强调的也就是儿童教育者们所推崇的自

然教育。自然教育的具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教育要尊重幼儿的特性与个性，顺应幼儿身心发展的自然规

律；二是要允许幼儿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自主探索、游戏和学习以丰富幼儿的认知经验，提升幼儿的审美

体验和锻炼幼儿的身体素质 [8]。自然教育应是以幼儿的天性为指引，以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目的，

借助各种自然之物来对幼儿的经验进行启蒙和教育。 

3.3. 更新现代家长教育理念 

当前的农村家长逐渐将幼儿的发展与家庭的地位发展分离开来，将幼儿视为独立的个体，具有自由

发展的空间和路径。农村家长不再将幼儿的发展的视为家庭发展的唯一途径，也不将幼儿发展利益作为

教育的出发点。当代家长通常关注幼儿的身心和谐发展状况，重视幼儿的非智力因素发展。除此之外，

家长重视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给幼儿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注重自身的榜样作用，使幼儿在耳濡目染

中得到发展。虽然家庭在与幼儿个体的关系正日益沦为一种合作社伙伴的角色， [9]幼儿的发展不再明显

地与家庭发展捆绑在一起，但是在代际传递的影响下，以幼儿的发展联系家庭的地位的文化观念刻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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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长的基因里。 
家长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正视学前教育的教育作用。虽然国家政策上没有硬性要求，但是为了

儿童能够更好的适应小学生活，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入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家长应利用休

闲时间，多学习和了解幼儿园教育的真正内涵，理解游戏化的教学活动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幼儿在幼儿园不只是参与各种各样的游戏，还会学习一些生活技能和养成许多良好的生活习

惯。游戏也不是纯粹的玩，而是每一个游戏活动都有内在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幼儿的认知、技能

和情感的发展。除此之外，家长不应用物质弥补儿童心理的缺失，应培育儿童正确的金钱观，使幼儿明

白钱不是用完了就可以一直跟家长索取的。很多时候应让幼儿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换取一些零花

钱，用劳动来获得零花钱的这种“交易”活动会让儿童形成正确的金钱观，让儿童习得生活没有捷径，

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充实一生的观念。农村地区的家长应形成正确的教育观，重视幼儿教育，扮演好孩子

第一任老师的形象。 

4. 结语 

家庭是儿童加入的第一个组织，父母也是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第一人，需要家长重视留守儿童的家

庭教育，做好家庭教育工作，并为孩子日后走出家庭、走进社会打好基础。家庭教育是幼儿教育的第一

站，像接力跑一样，每一棒的交接都非常重要。因此，家长要看到留守儿童潜在的各种小问题，并及时

处理好。俗话说“小小偷针，大时偷金”，讲的就是一个个小细节影响着儿童的长远发展，每一个我们

不以为然的小事，都会在时间和环境的影响下，变成一个个影响个体人格发展的大事。家长对孩子，特

别是留守儿童的教育不要松懈，不要存在孩子交给学校就什么都不用管了的心态，更不能有只要保证孩

子的物质充足就行了的想法。家长应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存有的重要引导作用，积极地担起应

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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