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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流动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被外出务工父母遗留在家的儿童数量日益攀升，出现

了大批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已成为许多学科研究人员关注的主要问题。长期的亲子分

离、缺乏指导可能会导致留守儿童教育的缺失，并对其学习投入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学习投入一直是

衡量教育有效性的指标，对学业成就以及学生未来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因而本研究对以往国内外研究

文献进行综述，首先介绍了留守儿童及学习投入的概念，接着对留守儿童学习投入的研究现状和影响因

素进行全面的梳理，最后提出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加以展望，以期为提升该群体的学习投入水平提供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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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size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left at home by their migrant parents is ris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left-behind child-
ren” have emerged. The healthy grow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become a major concern of re-
searchers in many disciplines. Prolonged parent-child separation and lack of guidance may lead to 
a lack of educa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learning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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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gagement has always been a measure of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tuden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previous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 first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then comprehensively sorted out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finally pointed out the short-
comings and forecast the future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learning engagement of thi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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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过去 30 年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不仅为

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也改变了中国农村的人口构成。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地区的

务工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例如昂贵的学费)，因此大多数父母不得不将他们的孩子留在家乡，因此出现了

一个新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已成为许多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

类学)研究人员关注的主要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的风险更大，特别是当父

母双方(而不仅仅是一方)都移居到城市时(Zhao et al., 2015)。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这种不健康的家

庭结构会加剧留守儿童感知到的情感剥夺感，因此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大多学者是探讨他们的心理问

题和外化问题行为，如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他们往往表现出

更高的焦虑水平和更低的自尊水平(Shi et al., 2016)，有更多的攻击行为(郝文等，2020)；学者们对留守儿

童学习方面关注相对较少，而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出现却会显著影响其在学习中的投入程度。本文对我

国留守儿童学习投入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和反思，以期为我国留守儿童学习投入问题提供依

据及参考。 

2. 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进城务工 6 个月及以上，被留在户籍所在地的未成年人(郝振，崔丽娟，

2007)，这些孩子大多由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张利洪与刘洲(张利洪，刘洲，2006)按照留守儿童父母

外出数量，把留守儿童分为“单亲留守儿童”和“双亲留守儿童”。其中单亲型为父母一方外出，双亲

型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研究表明，双留守，即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是最常见的留守类型，其次是父亲

外出务工，然后再是母亲(Wen & Lin, 2012)。关于留守儿童的年龄界定，有部分研究限制在 16 岁以下(刘
思君，2021；熊红星等，2020)，另一部分则将留守儿童的年龄放宽至 18 岁以下(Song et al., 2018; 戚柳燕，

2016)。民政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达 697 万名，其中，留守儿童数量最多的中

西部七省占比近 70%，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占比高达 78.2% (周威，陈泽，2022)。 

3. 学习投入 

学习投入一直是衡量教育有效性的指标(Kim, 2014)。学习投入已经从一个单维的概念发展到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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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多维形式(Fredricks et al., 2004; Li, 2011)，其中 Schaufeli 和 Fredricks 提出的学习投入概念得到国内

外众多学者的采纳。Schaufeli (Schaufeli et al., 2002)认为学习投入可以是一个整体概念，它指的是一种积

极的、充实的、与学习相关的心理状态，其特征是活力、奉献和专注。活力指的是学习时具有高水平的

心理弹性，愿意在学业上投入精力，并采取积极的学习态度。奉献的特点是对学校的意义感、热情、自

豪感、认同感。专注的特点是行为表现和心流体验，如完全沉浸在学习中并乐此不疲，以至于时间过得

很快。Fredricks (Fredricks et al., 2004)认为学习投入主要包含行为、情感和认知三个方面的投入。行为投

入是指对课堂和学校活动的参与；情感投入是指对学校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反应；认知投入主要描述学

生在处理复杂的学习内容和掌握困难的技能时，愿意长期努力，进行深入思考的程度。目前，国内外关

于学习投入的研究群体主要集中在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等普通群体，对留守儿童学习投入的研究较

少。因此，加大对这一群体学习投入的探讨，不仅可以丰富相关的理论研究，还可以为教育实践提供实

际指导。 

4. 留守儿童学习投入研究现状 

留守现象的巨大规模引起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学者们的研究方向逐渐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转向留守儿童面临的学习投入问题。关于这些孩子的学习投入表现，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学习投入显

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王玉姣，2021；张庆华等，2020)。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学习行为上的表现

没有非留守儿童积极，在学习活动中的积极情感体验低于非留守儿童，并且所使用的学习策略也更少(刘
婉，2021)。然而，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发现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学习投入上没有显著差异(Chen 
et al., 2013; Lan & Moscardino, 2019)。此外，与流动初中生相比，留守初中生的学习投入状态远不如流动

群体，这也说明了对初中生的学习方面来说，流动比留守对他们的学习更有帮助(戚柳燕，2016)。 
留守儿童的学习投入是否存在性别、年级差异，还没形成统一的观点。在性别上，少数学者认为留

守儿童学习投入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董泽松等，2017)；多数学者发现农村留守

儿童的学习投入和性别之间差异性不显著(李毛毛，2022；任科，2020)。在年级上，苏雅(苏雅，2019)研
究发现留守儿童学习投入存在显著差异，初一学生在学习投入的得分最高，初三学生得分最低；而任科

(任科，2020)对小学四年级至初三的留守儿童进行研究发现，其学习投入和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此外，

刘思君(刘思君，2021)发现五、六年级留守儿童学习投入存在年龄差异，年龄越小学习投入得分越高。 

5. 留守儿童学习投入影响因素 

综合以往的研究，发现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个体以及环境因素，其中个体因素包括人口

统计学变量和心理学变量因素，环境因素主要包含家庭和学校两大板块。此外，Fredricks 等人(Fredricks 
et al., 2004)指出，学习投入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因此，考察个体和环境变量对学习投入的影

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学习活动(王鉴，2015)。 

5.1. 个体因素 

在个体因素上，除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外，留守儿童的共情、逆境信念、时间管理倾向、手机依赖、

安全感、感恩水平、领悟社会支持以及领悟教师情感支持也对其学习投入产生影响。Lan (Lan, 2022)比较

了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学习投入情况，考察了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留守状态与学习投入之间

的关系，发现这两个共情成分都与学习投入呈正相关。J. Li 等人(Li et al., 2022)在考察逆境信念与留守儿

童学习投入之间的纵向关系并揭示其潜在机制的研究中，发现逆境信念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越坚定

的逆境信念对学习投入的贡献越大。苏雅(苏雅，2019)的调查发现，时间管理倾向和学习投入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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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初中生时间管理倾向水平越高，学习投入水平就越高。Zhen 等人(Zhen et al., 2020)的研究表明

留守儿童的手机依赖与学习投入呈负相关，在手机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可能会分散了他们的学习活动，并

最终导致更少的学习投入。万娇娇等人(万娇娇等，2021)的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初中生安全感能正向预测

学习投入，提升自身安全感能够促进学习投入。董泽松等人(董泽松等，2017)对桂东民族地区的留守儿童

进行团体施测，发现感恩各维度及总分和学习投入之间均呈正相关，即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感恩的水平越

高，越会在日常学习活动中表现出较高的投入水平。李毛毛(李毛毛，2022)研究发现留守初中生的领悟社

会支持与学习投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当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的程度越高，学生会觉得学习有趣，学习

起来更加投入与专注。教师作为留守儿童在社会关系中重要的成年人，若留守儿童领悟到更多的教师情

感支持，学习投入也会更积极(张萍，孟凡闫，2023)。 

5.2. 环境因素 

生态系统理论主张在由不同层次的环境系统组成的生态系统中考察儿童的发展(Bronfenbrenner, 
1986)。认为儿童的发展是个体与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其中近端环境系统的影响最为直接和

强烈；家庭和学校是影响儿童一生的重要近端环境。由此可见，由家长组成的家庭环境和由师生组成的

学校环境都可能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习投入。故本研究将影响留守儿童学习投入的环境因素分为家庭与学

校两部分。 
1) 家庭因素 
在家庭上，留守儿童学习投入与其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留守

儿童处于自己在家或隔代抚养的状态，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管，容易对其学习投入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留守儿童的看护人教养方式对其学习投入有重要作用。如果留守儿童的看护人采用了积极合理的

教育方式，则留守儿童在学习时就会更加的积极主动，富有活力(杨飞英，2017)。 
父母一方在家的家庭结构对孩子的学习影响可能与父母双方都不在家的家庭结构的孩子截然不同。

Wen 和 Lin (Wen & Lin, 2012)的研究发现，针对不同类型的留守家庭，母亲外出务工(而不是父亲)留下的

孩子最不支持父母离开，学习投入方面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对于父母都到城市工作的留守儿童来说，Song
等人(Song et al., 2018)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祖孙关系比亲子关系更能预测学习投入。祖父母是近在咫

尺的照顾者，对留守儿童的行为有最直接的控制，祖孙关系可能对留守儿童行为结果的形成具有有效的

补偿作用，从而影响儿童的学习投入。 
当面对亲子分离状态的不利处境时，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家庭支持、父母教育期望、良好的亲子沟通

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投入显得愈发重要。获得更充足家庭支持的学生极可以鼓励子女做出务实的选择，进

而增强学习投入(周威，陈泽，2022)。张庆华等(张庆华等，2020)对我国河南、四川、贵州、山西等地 1535 
名留守儿童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父母教育期望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习投入，外出务工父母通过表达

积极的教育期望，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指导，可以减轻留守经历对儿童学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刘思君(刘思

君，2021)的研究发现，良好的亲子沟通能够促进留守孩子的学习投入，而问题沟通容易导致孩子心理上

的不满，并反映在父母最关心的外部行为上，对孩子的学习投入带来消极影响。 
2) 学校因素 
就学校环境而言，班级是留守学生学习的具体活动场域，老师和同学是留守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陪

伴者，因而班级氛围、教师支持、同伴支持、师生关系等都与其学习投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微等人(张
微等，2022)对 1533 名留守初中学生的感知班级氛围与学习投入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留守初中生感知班

级氛围与学习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留守初中生感知班级氛围越和谐，其学习投入越高。老师和同

伴对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支持的留守儿童而言，是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社会支持来源。研究表明，在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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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会支持体系中，教师情感支持对留守儿童学习投入的提升影响最深，同伴支持次之(周威，陈泽，

2022)。师生关系是教师情感支持和关怀的重要反映指标，良好的师生关系反映了教师能够为留守儿童提

供良好的情感支持，这种支持使儿童更能接纳自己、亲近老师，从而更好地参与学校活动，在学习中也

能更加投入(熊红星等，2020)。谭丽苹等人(谭丽苹等，2022)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积极的师生关系会

增加留守儿童与老师在学习上的沟通，给予个体学习上的鼓励和支持，进而使其增加更多的学习投入行

为。 

6. 不足与展望 

相较于以往研究者普遍关注留守儿童的负面后果，将留守儿童等同于问题儿童而言，研究者们把目

光转向研究留守儿童的学习投入这一积极方面是值得赞扬的，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部分丰硕的成果，但

是仍存在不足与改进之处。 
1) 概念界定不一。无论是留守儿童的概念还是学习投入的概念，从研究初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

统一的界定。留守儿童的必备条件有三，一是父母一方还是双方外出。二是父母外出的时间多久才能称

为留守儿童。三是孩子年龄界限为多少。而现阶段在对留守儿童进行研究的文献中，学者们对留守年龄

及留守时间上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学习投入从一个单维逐渐演化成为多维的过程中，国内外研究者对

学习投入的定义各不相同，尚未有关于学习投入统一、权威的概念。因此界定留守儿童的与学习投入的

内涵与外延对于未来研究者们统一研究群体、明确研究方向显得尤为重要。 
2) 目前的研究大多为横断面调查，数据几乎是通过自我报告量表收集的，存在研究内容及方法较单

一的问题，因而未来在做调查时应增加质性研究作为辅助，并尽可能采用纵向设计为结果带来更大说服

力。 
3) 原因研究杂乱且影响机制研究较少。留守儿童学习投入的研究显示，影响学习投入的因素，不论

从内部还是外部均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哪些是导致留守儿童学习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呢？其缓冲

因素或中介因素的研究是否到位？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4) 干预方案缺乏。当前对留守儿童学习投入的研究主要为描述性研究以及各种相关性研究, 针对该

群体的干预方案严重不足。除了已有的基于领悟社会支持的团体辅导对提高留守学生学习投入水平的可

行性之外(李毛毛，2022)，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加大对干预方法的探讨，为解决留守儿童的学习投入问题提

供有效的依据，尽可能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不同年龄阶段留守儿童的学习投入干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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