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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
主要不足和若干建议

李宏翰，袁　书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当前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已有研究通常论及留

守儿童的概念、规模、监护类型、存在问题（包括学习、心理、品德、安全等问题），从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方面

提出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由于研究者对留守儿童往往有先入为主的问题倾向，本领域的研究存在

文献传讹、文献混乱和文献失范等相互关联的不足。为了突破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瓶颈，细化和深化研究，研
究过程中需要强调质疑态度、研究伦理、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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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指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

系”［１］，这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提出

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高慧斌（２０１０）认为农村

留守儿童研 究，业 已 经 历 了 两 个 阶 段，其 中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年为第 一 阶 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为 第 二 阶 段。［２］

谭深（２０１１）认为，第一阶段是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全

景描述，第二阶段是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细化。［３］

以“留守儿童”为关键词的ＣＮＫＩ检索表明，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年的文 献 分 别 为３、３、５０、１９５、７７１篇，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年分 别 为２４７６、３４４１、３２１８、３５３１篇，２０１１和

２０１２年 为２８１１、２７３４篇，２０１３年 截 至１１月 份 为

６６２篇。据此推 测，目 前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问 题 研 究 处

于继续细化和需要深化的阶段，并且遇到了研究瓶

颈。因此，梳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基本现状，
考察存在的主要不足，提出相应的研究建议，有望突

破当前的研究瓶颈，从而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服务体系提供有益的参照。

二、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

在我国，“留守儿童”是在１９９４年首次出现的词

汇。上官子木（１９９４）率先提出“留守儿童”问题。［４］

不过，这里的“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出国而被留在国

内的未成年人，并非现在各界更为关注的农村留守

儿童。当然，“留守儿童”作为一个术语，则被接受和

使用起来。嗣后，以“农村留守儿童”为主题的文章

零星见于报刊，但多停留在对“留守儿童”这一社会

现象的观察和呼吁关注的层面上。较早系统研究农

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是蒋忠、柏跃斌（１９９８），他们认为

流动人口中单独外出的打工者，将妻儿安置在家中，
由于父母异地而居，家庭教育总量减少，父亲对孩子

的引导教育作用削弱。［５］自此，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问

题的研究逐渐展开，留守儿童成了社会关注的一个

焦点。近年来，相关的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不断涌

现，研究者主要从留守儿童的概念、规模、监护类型、
存在的教育问题以及解决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一）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

有研究者（例如，刘祖强、谭淼，２００６）认为，尽管

与农村留守儿童这一概念相关或相近的称谓不少，但
是学界对农村留守儿童概念的界定基本一致。［６］文献

中广为引用的留守儿童概念主要有三个。其一，吴霓

（２００４）定义：所谓“留守子女”，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

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人照顾、年龄在

１６周岁以下的孩子。［７］其二，范先佐（２００５）定义：农村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进城或到经济发达地

区务工而将子女留在老家的那些孩子。［８］其三，叶敬

忠等（２００５）定义：留守儿童是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

或单方长期在外打工而被交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

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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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定义的共同之处是“父母双方或一方

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农村老家的儿童”，但在其他限定

方面又各不相同，有的明确了留守儿童的年龄范围，
有的指出了父母外出的时间限定。段成荣、周福林

（２００５）认为，要严格定义留守儿童，应确定外出父母

的数量、父母外出的时间、孩子的年龄界定这三个基

本要素。［１０］实际上，只有少数研究对上述三个要素作

出了界定。在三个基本要素中，能够 形 成 共 识 的 是

“父母双方或单方外出”的孩子为留守儿童，而在外出

时间和儿童年龄的界定上，基本没有共识。实际上，
许多研究者往往根据需要给出自己的定义。例如，孙
玮玮（２００６）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生活在农村地区，不

满１４周岁，父母双方或一方 在 外 打 工，跟 随 父 母 单

方、祖辈或其他亲戚生活的儿童。［１１］王秋香、欧阳晨

（２００６）认为，留守儿童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在户籍地以

外谋生时把未成年的子女留在户籍地而产生的一个

特殊的社会群体，具体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

（半年以上）而留守在农村的少年儿童。［１２］

（二）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

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即数量，可能确实是一个难

以具体计量的问题，目前的数据相差悬殊，从１　０００万

到１．３亿不等。其中，代表性的说法有五种。其一，
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１日教育部召开讨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座谈会，会议指出全国流动人口已超过１．３亿人，１６岁

以下的留守儿童已近１　０００万人。与会专家学者及教

育部官员基本认同这一数据，这是来自官方的比较权

威的看法（续梅，２００４）。［１３］其二，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新
京报》刊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儿所主任孙宏艳的

文章《６　７５５万“留守儿童”亟待关注》，认为我国农村

留守儿童有６　７５５万 人。［１４］其 三，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５日

《中国青年报》刊登《留守子女渴望亲情：来自“中国打

工第一镇”的 调 查 报 告》，指 出 我 国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有

７　０００多万人（朱信宁等，２００５）。［１５］其四，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４日《光明日报》头版《江西于都县实施“留守孩”关爱

工程》提到我国有１．３亿因父母外出务工而留守农村

的少年儿童（谢贵芳等，２００４）。［１６］其五，２００５年８月

２４日《新京报》报道，我国有１．２亿农民常年于城市务

工经商，由此产生了近２　０００万少年儿童留守家中（王
石川，２００５）。［１７］此外，有些研究者还在文章中引用了

一些说法。例如，秦秋红（２００６）指出，根据２０００年第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当时全国留守儿童达

２　３００多万 人。［１８］陈 越（２００７）指 出，据 国 家 统 计 局 估

计，目 前 全 国１５岁 以 下 的 留 守 儿 童 约 有１　０００万

人。［１９］

（三）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

已有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类型或留守情况

类型的划分较为一致，一般分为四类或三类。殷世

东、朱明山（２００６）将留守儿童生活的家庭类型划分

为：单亲监 护 型（由 父 亲 或 母 亲 一 人 在 家 抚 养），占

５２．５％；祖辈监护型（父母均外出打工，子女由祖辈

抚养），占４０．５％；亲 朋 监 护 型（把 孩 子 托 付 给 亲 戚

朋友如叔婶、姑舅或朋友监管），占４．７％；自我监护

型（孩子自我管理），占２．３％。［２０］张德乾（２００６）以父

母双双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将他们划

分为祖辈监护型，占８９．２％；亲朋监护型，占７．１％；
自我监护型，占２．８％；寄养别家型，占０．９％。［２１］孙

玮玮（２００６）将 留 守 儿 童 划 分 为：单 亲 抚 养 型，占

６６．７％；祖 辈 抚 养 型，占２４．２％；亲 朋 抚 养 型，占

３．０％；自 我 监 护 型，占６．１％。［１１］王 秋 香、欧 阳 晨

（２００６）指 出，留 守 儿 童 可 分 为 单 亲 监 护 型（约 占

４０％）、祖辈 监 护 型（约 占５０％）、亲 朋 监 护 型、自 我

监护型，属于后面两种类型的留守儿童较少，共约占

１０％。［１２］陈越（２００７）将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的留守儿

童划分 为 隔 辈 监 护 型（占９０％）、上 辈 监 护 型（占

５％）、同辈监护型（哥哥、嫂嫂或姐姐、姐夫监护）、自
我监护型，属于后面两种类型的留守儿童较少，共占

５％。［１９］此外，叶敬忠等（２００５）将农村留守儿童的监

护类型 划 分 为 隔 代 监 护、上 代 监 护 和 自 我 监 护 三

种。［９］

（四）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 领 域 的 研 究 几 乎 都 涉 及 留 守 儿 童 存 在 的 问

题，描述的情况也大体一致，即认为留守儿童在各个

方面发展得不太好；偶尔会有文章谈到留守儿童的

积极情况。
１．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问题

对于父母外出打工是否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习，
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

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影响。例如，
刘霞等（２００７）发现，父母在家的学生与留守儿童在

学业行为上没有明显差异，留守儿童在学习信心和

学习效能感上都略高于父母在家的儿童，父母外出

还改善了学习条件。［２２］另一种观点认为父母外出打

工对留守 儿 童 的 学 习 成 绩 有 极 大 的 负 面 影 响。例

如，姚云（２００５）指出，临时监护人的监管不力造成留

守儿童学习落后，留守儿童的成绩出现两极分化，并
且这种分化很不平衡，成绩好的比例较低。在其调

查的２００名留守儿童中，成绩较差的占４５．７％，成绩

中等偏下的占３９．３％，成绩较好的占１１．５％，成绩

优秀的仅占３．５％。［２３］王艳波、吴新林（２００３）认为，
由于缺乏督促与鼓励，大多数留守儿童学习动力不

足，没有成就感，成绩一般；只有少数自控能力较好

的留守儿童能够刻苦、认真学习，成绩优异。［２４］

２．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研究者描述了留守儿童多方面的心理问题。例

如，周宗奎等（２００５）发现，留守儿童年龄越小，心理

问题越突出，女 生 甚 于 男 生；在 人 际 关 系 和 自 信 方

面，留守儿童明显不如非留守儿童，而在孤独感、社

交焦虑方面则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显著差异。［２５］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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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指出，留守儿童正处于青少年情感、性格变化

的转折时期，长期与父母分离使他们在生理和心理

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消极情绪长期困扰着他们，使
其变得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出任性、暴躁、
极端的性格。［２６］此 外，王 东 宇、王 丽 芬（２００５）认 为，
父母与孩子分离时间的长短、代养人的教养方式、是
否与兄弟姐妹同住，以及性别、年级等是影响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２７］

３．农村留守儿童的品德问题

在道德品质方面，不少研究者发现留守儿童存

在突出问题。例如，李秀英（２００４）认为，留守儿童的

监护人不管是祖辈还是其他亲朋好友，都将临时监

护责任理解为让孩子吃饱穿暖，不出事，而忽视了儿

童身心健康和人格的教育，造成留守儿童道德教育

的缺失。［２８］殷世东、朱明山（２００６）研究发现，部分留

守儿童好逸恶劳、奢侈浪费、旷课逃学，甚至和社会

上有不 良 习 气 的 人 混 在 一 起。［２０］迟 希 新（２００６）指

出，留守儿童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都受

到了负面影响，有些孩子甚至出现严重的过错行为

和强烈的反 社 会 倾 向。［２９］孙 志 飞（２００６）认 为，留 守

儿童思想功利化、世俗化甚至庸俗化，对社会共同理

想和主流价值缺乏认同。［３０］

４．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

不少研究者认为，留守儿童由于得不到家庭和

父母的有效监管，农村学校又缺少安全教育，所以容

易产生隐患。周宗奎等（２００５）指出，留守儿童安全

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容易受到他人的人身伤

害和非法侵害；二是自己行为失控，走上违法犯罪甚

至自杀轻生 之 路，危 及 自 己 的 人 身 和 生 命。［２５］付 玉

萍（２００５）认为，留守儿童无人监管，水塘里游泳，网

吧中沉迷，公路上飞车，吸烟喝酒，想干什么就干什

么，其 身 体、精 神 屡 受 伤 害。［３１］朱 蕴 丽、潘 克 栋

（２００５）指出，留守儿童防范意识和安全知识匮乏，且
长期生活在弱势群体中间，容易发生交通、水火等安

全事故，甚至受到不法分子的人身侵害。［３２］

（五）关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

范先佐（２００５）指出，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

育问题，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条

件，这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协调

合作。［８］研究者正是从这四个方面提出解决留守儿

童教育问题对策的。
１．政府工作方面

研究者建议政府在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过

程中重点做好三项工作。首先，建设农村寄宿制学

校，解决留守儿童无人照看，学习、安全得不到保障

的问题，为 进 城 务 工 农 民 解 决 后 顾 之 忧（范 先 佐，
２００５）。［８］其次，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 除 城 乡 差 别；
依靠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制力量加强对留守

儿童的管理（林宏，２００３）。［２６］再次，政府应加大对打

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唐喜梅、卢清，２００６）［３３］，建

立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管理机制，让留守儿童不

再留守（林宏，２００３）。［２６］

２．社会力量方面

研究者强调社会要为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负起

责任，并提出：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农村留守儿

童的 健 康 成 长 创 造 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 （范 先 佐，
２００５）［８］；发挥社区综合教育功能，形 成 社 区、学 校、
家庭立体式的教育管理网络（林宏，２００３）。［２６］

３．学校教育方面

有研究者（林宏，２００３）提出，要依靠学校主渠道

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教学工作管理，要建立留守

儿童专项档案。学校要成立留守儿童管理和教育工

作小组，制定工作计划，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

动，鼓励、吸收留守儿童参加课外活动或兴趣小组，
使他们在集 体 中 得 到 关 心、感 到 温 暖。［２６］有 研 究 者

（刘岳启、周宏，２００６）提出，要建立家长定期联系制

度，运用书信、电话、家访和召开家长会等途径，与留

守 儿 童 家 长 保 持 沟 通 和 联 系。［３４］类 似 地，范 先 佐

（２００５）认为，学校应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承担与

留守儿童家庭的联系；重视学生的心理咨询与辅导，
建立 留 守 儿 童 心 理 发 展 档 案。［８］此 外，也 有 研 究 者

（唐喜梅、卢清，２００６）提出建立“代管家长制”，建立

留守儿童“托管中心”。［３３］

４．家庭教育方面

谢海燕、刘玖玲（２００６）提出，父母外出 务 工 前，
应慎重考虑被委托人是否具备监护条件，如身体、经
济、思想品德 状 况，父 母 应 加 强 与 临 时 监 护 人 的 沟

通、联系。［３５］孙玉 娜、孙 玉 艳（２００７）指 出，尽 量 减 少

自我 留 守、隔 代 监 护、上 代 寄 养 型 留 守 儿 童 的 出

现；［３６］殷世东、朱明山（２００６）认为，父母应改变教育

观念，积极主动地与学校联系，以便及时了解孩子身

心发展的状况，配合、支持学校的教育工作。［２０］

二、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主要不足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

多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缺失。综观当前本领域

的研究文献，很容易发现存在的不足，较为突出的方

面至少涉及文献传讹、文献混乱和文献失范等相互

关联的现象，而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研究者

先入为主的倾向。
（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不足的主要现象

１．文献传讹现象

不 少 文 献 有 夸 大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存 在 问 题 的 倾

向，有人云亦云特别是以讹传讹的现象。典型表现

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倾向于“以偏概全”和“绝
对化”，把个别留守儿童的问题，笼统说成是留守儿

童的问题，认 为 留 守 儿 童 的 问 题 就 是 留 守 造 成 的。
不少研究者将留守儿童某些方面（例如学业成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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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品行等）的问题归结为留守所致，而其研究方法（调
查法，而非实验法）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描述农

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时，倾向于将一般儿童中存在的问

题描述成留守儿童所特有的。这是极其不当的做法，
容易混淆视听，对留守儿童也是一种伤害。相应研究

论文的大量出现，实则加重了传讹现象，较多研究者

显得缺乏应有的科学态度，未能审慎地对待研究文

献，更缺乏检视有关观点的独立、批判眼光。
２．文献混乱现象

已有文献显得颇为混乱，就连一些基本情况都

相互矛盾。例如，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问题，目前出

现的数据过 于 悬 殊，而 且 似 乎 都 有 理 有 据，比 较 权

威，并被广泛引用。又如，不少研究照搬“经典”文献

上的现成内容，往往只做少量修改。实际上，这个领

域的很多文献属于低水平的重复研究，造成留守儿

童问题研究的虚假繁荣，貌似成果卓著、文献丰富，
实际上有见地、创新性的成果非常有限。有的研究

者不了解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不知道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的原理，提出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策略不

合时宜。例如，不知道乡镇企业的许多弊端，依然提

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

题。
３．文献失范现象

本领域的许多文献不够规范，典型表现是将调查

论文写成文献综述，而文献综述中又掺杂作者个人的

个别数据，或生硬地加上“笔者的调查表明”。许多文

献都只是“据有关资料统计……”而未给出相应的参

考文献，不知这些统计资料是作者杜撰的，还是确有

依据的。有的研究者所下结论比较草率，几乎将留守

儿童说得一无是处；夸大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将他

们描述得近乎全是缺点，或者将农村留守儿童混同于

农村的未来人口。事实上，本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有

害的“经典结论”和“经典文献”。许多研究者都参考、
抄袭、改编为数不多的几篇经典论文，这严重影响了

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因为研究者往往没

有新的发现。尤其严重的是，不少研究者将“经典论

文”中的某些偏颇的观点当成了事实不断传播。此

外，还存在个别作者一稿多投的不良现象。
（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不足的根本原因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存在不足有诸多原

因，而根本原因可能是很多研究者存在先入为主的

倾向，即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各个方面都是不好的。
在此情况下，他们的研究结果基本上都“验证”了自

己的“预设”，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心理、品德、
安全等各个方面的状况令人担忧。然而，这种研究

思路和研究程序可能存在重大缺陷，从而，相应的研

究结论也值得推敲。余凌、罗国芬（２００５）指出，虽然

农村留守儿童是近年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但

是，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却绝不是近年来才独有的现

象，也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例如，我国古代以及日

本历史上都 出 现 过 留 守 儿 童 现 象。［３７］其 实，就 是 从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后“民工潮”产生前，也存在

留守儿童现象，那时的情况通常是，非农业户口的丈

夫在城市工作，农业户口的妻子在农村务农，子女跟

着母亲在农村生活和接受教育。与其他农村家庭相

比，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通常更好，在外工作的父亲

能够提供农村少见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因此，那时

的农村留守儿童不仅没有弱势群体的感受，相反，他
们其实具有明显的优越心理。虽然当年在外工作的

农村留守儿童的家长比今天在外打工的农村留守儿

童的家长可能更有地位，但是，从孩子成长过程中需

要父母抚养和教育的角度来看，农村留守儿童与家

长的关系的性质则是一样或类似的。那时，很少听

说这样的孩子由于留守农村而产生问题，今天为什

么一定会产生问题？纵然时代不同了，相同或类似

的情况会有不同的效果，然而，去掉偏见，采取中立

科学的态度来研究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显得非常重要。

三、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若干建议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问 题 研 究 要 想 更 好 地 细 化 和 深

化，更加有效地解决当前遇到的研究瓶颈问题，研究

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质疑态度、研究伦理、创新意识

和科学精神。
（一）应有质疑态度

以前面提到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例，这里的

关键问题不 在 于 质 疑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规 模 的 具 体 数

字，而是质疑研究成果的质量。一些研究者或许只

是简单引用别人的数字或观点，缺乏必要的思考，对
探索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可能还

有诸多消极影响，例如，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在本

领域，文献存在的突出麻烦是，一个人的言论，甚至

是臆想之词，经多人引用，最终被当成确乎存在的事

实。这是非常不好的学风和文风，不仅不能促进问

题的解决，反而误导大众，让人浮躁。因此，开展留

守儿童研究尤其需要质疑态度。
（二）应有研究伦理

相关的研究倾向于将异质的农民工、农民工家

庭、农民工的留守儿童全部视为同质的，将一种刻板

印象无限夸大。这样的研究无助于解决农村留守儿

童的教育问题，反倒使社会以一种别样的眼光来看

待农村留守儿童，将农村留守儿童看成或想像成一

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一些研究者已将留守儿童脸谱

化了。本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些格式化的说法，
这本身就形成了对留守儿童及其相伴问题的刻板印

象，例如，“临时监护人大多局限于让孩子吃饱穿暖

之类的浅层关怀”、“祖辈溺爱孙子”。研究者为了突

出自己研究 的 意 义，会 有 意 无 意 发 表 歧 视 性 言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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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者无视留守儿童存在多种形式，片面认为

留守儿童就是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的儿童；有人随意

改变留守儿童的概念，而依其概念，这样的双亲外出

务工的留守儿童并不是整个留守儿童群体，作者的

言论不能适用于其他留守儿童。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了一个较为负面

的标签，其内涵则不断由研究者、媒体、教师、留守儿

童本人及其父母充实和校验。将想像的情况当成真

实情况来描述，而这样的内容被其他作者引用，进一

步增强了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可靠性。然而，实地考

察发现，留守儿童由父母一方和由祖辈抚养，风格差

别很大，祖辈并不溺爱留守儿童（孙玮玮，２００６）。［１１］

这样的研究结果更可信，同时也说明不少将祖辈抚

养说成溺爱 的 文 献，多 是 作 者 想 像 或 照 搬 的 结 果。
此外，研究者还倾向于夸大父母对子女发展的作用，
似乎父母在身边，儿童的发展都没问题，只要父母不

在身边，儿童就将发展得一无是处。研究者应当转

换思维，例如，即使留守儿童没有所谓的问题，也仍

是值得研究的，从而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价值取向

去研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效果可能会更好。
（三）应有创新意识

研究者提出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
其实 只 限 于 四 个 方 面，即 政 府、社 会、学 校 和 家 庭。
在微观层面，这些措施往往是理论思辨，其逻辑起点

可能就是无效的。例如，不少研究者提出，尽可能将

孩子带到自己务工的地方上学，让孩子在父母身边

成长。如前所述，这似乎是说，只要孩子在父母身边，
留守儿童的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却忽视了将子女带在

身边所相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和困境，比如，城市生

活水平高于农村，花费更大；孩子熟悉了父母的城市

生存状况后不一定理解父母的艰辛，而可能厌恶父

母；与城市同龄人相比，更易产生心理失衡；也可能成

为父母生活、工作不顺心时的出气筒；可能有更大的

学习压力，等等。同时，本领域的文献已经格式化了，
即先讲总体背景（包括留守儿童的概念、规模），再讲

表现（特别是不良表现），最后给出解决的对策（基本

上是前述四个方面），而根本没有考虑为什么要涉及

这些内容，许多研究者显得鲜有创新意识。
（四）应有科学精神

在原有偏见之下，研究者即使获得了对留守儿

童有利的实证数据，却依然固守偏见，不顾事实，做

出不利于留守儿童的结论。例如，实证研究发现，农
村中父母对自身教育孩子的重要性并没有正确的认

识，很多人认为教育孩子学习完全是学校的职责，说
明父母是否外出打工本不会对学生有太大的影响；
但教师、儿童又自称有影响，说明起作用的是心理层

面的内容。叶敬忠等（２００６）发现农村贫困社区拖欠

学费对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都是普遍现象［９］，至少

说明研究者涉及的诸多问题也可能是这样的，即并

非留守儿童的特有现象。
有学者在实证研究的文章中，得出没有实证支

持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成为别人引证的文献，成为别

人认为是实证的结论。农村留守儿童的负面形象在

这样的过程中就形成和固化起来。有研究者在描述

父母外出打 工 对 留 守 儿 童 学 习 和 理 想 造 成 的 影 响

时，分明只有 部 分 人 的 问 题，作 者 也 当 成 结 论 写 下

来。据此推测，在研究者预设的偏见之下，倾向于将

留守儿童存 在 的 个 别 问 题 当 成 普 遍 问 题 或 特 有 问

题，倾向于将留守儿童描述得过于糟糕或令人堪忧。
如果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考察留守儿童，就可能

有新的发现。［３８］［３９］

四、结语

或许，成为留守儿童对个体而言，既不是什么好

事，也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和那些非留守儿童的现实

一样，都是平常之事。在某些时候，留守儿童希望自

己和非留守儿童一样，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和成

长；同样，在某些时候，非留守儿童也可能希望自己

能够脱离父母的朝夕相处，生活和成长得更独立一

些（袁书，２００８）。［４０］健 全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关 爱 服 务 体

系，首要的是对留守儿童问题有全面而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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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慧斌．留守儿 童 心 理 发 展 研 究 略 论［Ｊ］．河 北 师 范 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４）：５７－６１．
［３］　谭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Ｊ］．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１）：１３８－１５０．
［４］　上官子木．“留守儿童”问题应引起重视［Ｊ］．神州学人，

１９９４（６）：３９．
［５］　蒋忠，柏跃斌．“民工潮”下的农村家庭教育现状及其思

考［Ｊ］．江西教育科研，１９９８（３）：５９－６１．
［６］　刘 祖 强，谭 淼．农 村 留 守 儿 童 问 题 研 究：现 状 与 前 瞻

［Ｊ］．教育导刊，２００６（６）：６２－６４．
［７］　吴霓．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Ｊ］．教育研究，２００４

（１０）：１５－１８．
［８］　范先佐．农村“留 守 儿 童”教 育 面 临 的 问 题 及 对 策［Ｊ］．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７）：７８－８４．
［９］　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陆继霞．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

究综述［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５（１０）：７３－７８．
［１０］　段成荣，周福林．我 国 留 守 儿 童 状 况 研 究［Ｊ］．人 口 研

究，２００５（１）：２９－３６．
［１１］　孙玮玮．留守儿童的抚养与教育现状分析———以河南

省Ｆ村为 案 例［Ｊ］．华 中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生 学 报，２００６
（１）：６５－６８．

［１２］　王秋香，欧阳 晨．论 父 母 监 护 缺 位 与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权

益保障问题［Ｊ］．学术论坛，２００６（１０）：１３７－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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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续梅．１０００万“留 守 儿 童”期 待 关 爱———教 育 部 召 开

座谈会 就 加 强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教 育 请 专 家 建 言 献 策

［Ｎ］．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４－０６－０５．
［１４］　孙 宏 艳．６７５５万“留 守 儿 童”亟 待 关 注［Ｎ］．新 京 报，

２００４－０７－０１．
［１５］　朱信宁，李响，彭 艳．留 守 子 女 渴 望 亲 情———来 自“打

工第一镇”的调查［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４－１０－２６．
［１６］　谢贵芳，袁尚 贵，胡 晓 军．江 西 于 都 县 实 施“留 守 孩 关

爱工程”［Ｎ］．光明日报，２００４－１１－０４．
［１７］　王石川．２０００万 留 守 儿 童 是“三 农”问 题 的 显 象［ＥＢ／

ＯＬ］．中 国 经 济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ｃｎ／ｎｅｗ＿ｈｇｊ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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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陈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基于长沙县农民

工家庭的调查［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２）：４１－４３．
［２０］　殷世东，朱明 山．农 村 留 守 儿 童 教 育 社 会 支 持 体 系 的

构建———基于皖北农 村 留 守 儿 童 教 育 问 题 的 调 查 与

思考［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０６（２）：１４－１６．
［２１］　张德乾．农村留守儿童交往状况的调查与分析［Ｊ］．安

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２１）：５６７９－５６８０．
［２２］　刘霞，赵 景 欣，申 继 亮．农 村 留 守 儿 童 的 情 绪 与 行 为

适应特点［Ｊ］．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０７（６）：６－８．
［２３］　姚云．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及教育应对［Ｊ］．教育理论

与实践，２００５（４）：４１－４３．
［２４］　王 艳 波，吴 新 林．农 村“留 守 孩”现 象 个 案 调 查 研 究

［Ｊ］．青年探索，２００３（４）：７－１０．
［２５］　周宗奎，孙晓 军，刘 亚，周 东 明．农 村 留 守 儿 童 心 理 发

展与教育问 题［Ｊ］．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０５（１）：７１－７９．
［２６］　林宏．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现状的调查［Ｊ］．福建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３）：１３２－１３６．
［２７］　东宇，王丽芬．影 响 中 学 留 守 孩 心 理 健 康 的 家 庭 因 素

研究［Ｊ］．心理科学，２００５（２）：４７７－４７９．
［２８］　李秀英．农村“留 守 学 生”调 查 与 思 考［Ｊ］．中 国 妇 运，

２００４（１０）：３５－３７．
［２９］　迟希新．留守儿童道德成长问题的心理社会分析［Ｊ］．

江西教育科研，２００６（２）：２９－３２．
［３０］　孙志飞．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德育的思考［Ｊ］．山西青年

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１）：２２－２４．
［３１］　付玉 萍．民 工 潮 引 发 的 社 会 问 题［Ｊ］．经 济 师，２００５

（７）：５１－５２．
［３２］　朱蕴丽，潘克 栋．把“爱”撒 向 每 一 个 孩 子———于 都 县

“留守孩子关爱工 程”给 教 育 界 的 启 悟［Ｊ］．江 西 教 育

科研，２００５（７）：４３－４５．
［３３］　唐喜梅，卢清．农 村 留 守 儿 童 亲 子 教 育 缺 失 问 题 及 对

策研究［Ｊ］．江西教育科研，２００６（９）：４５－４６．
［３４］　刘 岳 启，周 宏．农 村“留 守 儿 童”与 和 谐 农 村 的 建 设

［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６（３）：６６１０－６６１１．
［３５］　谢海燕，刘玖玲．农 村 留 守 儿 童 现 象 分 析［Ｊ］．理 论 观

察，２００６（４）：８８－８９．
［３６］　孙玉娜，孙玉艳．中 国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问 题 分 析［Ｊ］．安

徽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７）：２０８４－２０８６．
［３７］　余凌，罗国芬．日 本“单 身 赴 任”研 究 对 我 国 留 守 子 女

的启示［Ｊ］．青年研究，２００５（１０）：３４－４０．
［３８］　权方英，李宏 翰．农 村 留 守 儿 童 积 极 情 绪 问 卷 的 编 制

［Ｊ］．心理研究，２０１０（６）：３３－３７．
［３９］　李宏翰，权方 英．“农 村 留 守 儿 童 心 理 弹 性 问 卷”的 编

制［Ｊ］．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１
（１）：１１３－１１７．

［４０］　袁书．广 西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与 非 留 守 儿 童 的 比 较 研 究

［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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