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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有这样一群孩子，当他们还嗷嗷待哺时，父母就远离家乡，到外地谋生;

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花样年华的时候，他们却被留在家乡，孤独地像荒草一

样生长。人们给这群孩子起了一个酸楚的名字:留守孩子。

不知道“留守孩子”是谁发明的词语，也不知道它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出现

的，总之，这些年这个词语频频出现，也频频地刺痛人们的眼睛。根据权威调

查，我国目前留守孩子的数量超过了 6000 万人。57. 2%的留守孩子是父母

一方外出，42. 8%的留守孩子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孩子中的 79． 7%由爷

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 3%为不确定或无人

监护。这 6000 多万留守孩子牵涉成千上万的家庭，他们的教育和成长是一

个大问题。这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可是谁又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对将来社

会的影响呢?

儒家传统讲“父母在，不远游”。我们现实的状况却是孩子在，父母游。

因留守而缺少家庭的亲情温暖，因父母的远离而丧失家庭教育的环境，这是

留守孩子在家庭教育上所面临的困境。

父母外出打工后，与留守孩子聚少离多，沟通少，远远达不到其作为监护

人的角色要求，而占绝对大比例的隔代教育又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种状

况容易导致大多数留守孩子“亲情饥渴”，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出现偏差，学

习、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

那么，如何为留守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如何让这些孩子与其他同

龄人享受同样的蓝天和阳光，让他们能得到正确、健康的教育? 这是父母和

临时监护人必须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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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家庭教子圣经》通过一个个生动、典型的案例故事，对留守孩子心

理健康、行为品性、学习能力、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特点和问题进行了认真的

剖析，并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

径，对留守孩子的家长而言，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家庭教育自主读物。

这本书能顺利和各位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各位

老师，是他们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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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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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

留守孩子常常会因为非常思念父母，

而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常常会由于生

活和学习上的种种挫折而感到非常无助，

一心想念父母，因而做什么事都不能安

心，特别需要父母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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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华小学三年级那年，父母便外出打工了，方华只能和年迈的奶奶在

乡下的老家相依为命。由于奶奶年老耳聋，可怜的方华平时连个说话的人

都找不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是蒙着被子偷偷哭泣，因为，他实

在太孤独了，太想念爸爸妈妈了，他多想像其他孩子那样天天赖在妈妈的

怀抱里撒娇呀，多想和爸爸一块儿玩 “骑大马”的游戏呀……但这一切都

只能在方华的梦境中出现。爸爸妈妈已经离家打工三年了，在这漫长的三

年中，他们都没有回家探望过小方华一次。

转眼间，方华已经上六年级了，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爸爸妈妈能回

来参加自己的小学毕业典礼。让方华喜出望外的是，爸爸已经打电话答应

了他这个愿望。就这样，方华天天数着指头盼望着毕业快快到来，盼望着

被爸爸搂在怀里的那一刻。

弹指一挥间，距离方华毕业还有一周了。可这天，方华接到了爸爸从

外地打来的电话: “乖儿子，我可能不能回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了……厂里

要赶一批订单，我不能请假，如果请假就可能会丢掉这份工作，没了工作，

还怎么有钱供你上学呀? 所以……”爸爸在电话那头无奈地解释道。

而电话这头的方华此刻已经泪流满面，他多日来的等待现在已经成了

泡影，他生气地冲着电话大喊: “骗子，爸爸是骗子，我讨厌你……”说完

后，他重重地挂掉了电话。

爸爸或许根本不知道，他已经深深伤害了孩子那颗稚嫩的心灵，这种

伤害会伴随孩子很久，很久……

相信每个留守家庭的孩子都和方华一样，希望能和父母在一起，有一

个完整的家。这些孩子看到其他的孩子放学后有父母接，回家了有父母宠

爱，而自己只能和年老的祖父母在一起，自然会想念爸爸妈妈，特别是在

遇到生病、作业不会做、与小朋友闹矛盾等种种问题的时候。

留守孩子常常会因为非常思念父母，而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些孩

子也常常会由于生活和学习上的种种挫折而感到非常无助，一心想念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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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做什么事都不能安心，特别需要父母的关爱。如果父母继续在外务工，

对他们的要求不理不睬，他们很可能由此产生难以愈合的心理障碍。只有

得到父母的亲自爱抚，才能使他们跨过挫折阶段，步入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那么，留守家庭的家长们应该如何处理孩子的思念问题呢? 如何才能

不伤害孩子幼小、稚嫩的心灵呢?

首先，家长们必须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爱。

父母要把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放在第一位，尽量留一方在家照顾孩子的

学习与生活，保证家庭教育的完整性; 如果父母都外出打工，最好把孩子

带在身边，这样便于照顾和教育。

如果父母外出务工，没有条件带孩子的话，就必须加强与留守孩子的

沟通。在沟通时间的分配上，外出务工的父母最好能做到每个星期给孩子

打一次电话，与孩子交流一次。如果经济允许，可以在一个学期中间回来

一次，寒暑假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样，亲子互动与沟通的时间与机会就比

较多，并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在沟通的内容上，不能只谈学习、考试，

而应更多地关心他们在生理、心理与情感等方面的问题，更多地关注他们

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交流沟通的方式上，除了电话联系外，最好用书

信的方式，这对孩子的情感发展非常有帮助。有些留守儿童通常是通过写

日记的方式来抒发和宣泄自己内心的秘密与不满，如果父母经常与子女有

书信交往，子女就可以把父母当作倾诉的对象。

其次，要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意志力培养。留守儿童由于远离

父母，容易产生亲情饥渴，在遇到困难时通常会感到孤单、无助。因此，

父母和监护人需更加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孩子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

定的信念，教会他们不怕困难，正视挫折，善于分析，勤于动手，千方百

计去战胜困难，赢得最后的胜利。此间，要让他们感到父母和亲人时刻在

关注着自己，是自己的坚强后盾。

最后，留守孩子临时监护人必须转变错误的教育观念。对孩子的教育

不能只停留在人身安全和吃饱穿暖上，还要特别重视在日常生活中锻炼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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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意志，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高度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行为习

惯的养成、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使孩子全面发展。

据相关调查: 31%的留守孩子与父母不是经常联系; 与父母双方经常

打电话的占 20% ; 父母经常给孩子打电话只占 45%。

父母亲情是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根本元素。这种东西是任何事物都无

法代替的。然而，现在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们，有的由于没有教育知识和

教育经验，有的因为生活所迫，很少关注孩子的学习和心理。有的父母打

电话一听孩子学习不认真、不听话就大骂孩子，给孩子带来了恐惧心理;

有的父母虽然在孩子身边，但由于家务忙没有时间关心孩子，对孩子的学

习不辅导，对孩子的生活不关心。这样父母与子女的感情越来越淡，影响

了孩子的心理健康，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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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中心
作为留守孩子的家长和临时监

护人，要从小培养他们先人后己、

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一旦发现孩

子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就要

及时帮助其克服，给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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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刘铮的父母到外地工作以后，刘铮便开始做起了家中的 “小霸

王”。他在家里可以随意向爷爷奶奶发号施令，而两位老人也处处 “配合”

这个“小霸王”，如果刘铮说一的话，爷爷奶奶绝不会说二。就这样，刘铮

渐渐形成了自私自利、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这天，刘铮在院子里和邻居小天一起玩 “警察抓坏人”的游戏，起初

两人玩得挺高兴，可没过一会儿，刘铮便和小天为谁当警察，谁当坏人的

问题争执起来。

只见刘铮指着小天的鼻子，理直气壮地说道: “你现在在我家的院子里

玩，你就必须听从我的指挥，所以，我应该当警察，你只能当坏人。明白

吗?”

“哼，哪有这种道理? 刚才你已经当过一次警察了，按理说，这一次应该

轮到我当警察了，你怎么这么霸道?”小天质问道。

谁知刘铮白了小天一眼，神奇地回了一句: “我就是这么霸道，怎么

了? 这是我的地盘，你就得听我的!”

“你……我以后再也不和你这样的人一起玩了，你太不讲理啦!”小天

说完后，气冲冲地离开了刘铮家的院子。

晚上，刘铮得意地把自己气走小天的事情和爷爷奶奶说了一遍，谁知，

两位老人居然连声夸赞孙子做得对，爷爷甚至还表扬刘铮道: “你真有霸

气，以后一定是个做领导的料!”

听罢爷爷的赞扬，刘铮越发得意忘形了。

哎，刘铮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如果再这样肆意发展下去，他长大后，

怎么能与人进行正常的交往呢? 还会有谁愿意与他交朋友、打交道呢?

大多数留守家庭的孩子身上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以自我中

心”，他们动辄谈“我”，动辄强调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利益，而无视别人

7



的感受。显然这将在无形中给他们与人交往造成严重的阻碍。

造成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家长本身，由于留守孩子的

父母长期外出打工，这些孩子缺乏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教育，容易形成任性

自私、处处以自己为中心的性格。此外，不完整的家庭也是造成的这种现

象的原因。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不完整的家庭较难提供规范化的互动模式。

完整家庭是长幼有序、相互妥协的互动模式，这样的家庭能使少年儿童学

会在伦理等级次序中按照固定的伦理规则行动，从而使他们学会妥协、学

会忍让、学会按照次序与规则行事，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是留守孩子往

往因为其身份特殊，临时监护人往往不忍用强制手段迫使他们遵守相关的

规范，从而使其骄纵任性、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不愿与他人共同分

享利益与情感，因而容易为大众所孤立、抛弃。

令人担忧的是，留守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还会引发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过于陷入自己的情绪当中，从而忽略了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周围

的环境中必须具备的责任心、感恩心等。孩子一旦以自我为中心，就将无

法调整自己，最后将导致无法适应环境。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精神

上势必会形成“我是唯一”的认识，那么，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就要顺从

于他，一旦遇到困难，他也只会埋怨外界，从而阻止了自己对自己的反省

和检讨。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注定是脆弱的，也许别人不经意的一句

话就会对他构成伤害。这样的孩子精神不成熟，又如何期待他能够获得长

远的发展呢?

所以，作为留守孩子的家长和临时监护人，要从小培养他们先人后己、

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一旦发现孩子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就要及时帮

助其克服，给予纠正。具体的方法如下:

1. 留守孩子的家长和临时监护人要树立与孩子地位平等的观念，不能

过分照顾他，那种凡事尽可能去满足孩子要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孩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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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前途主要是他自己的事情，大人只能帮助他，而不

能总是围着孩子转，要淡化孩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感觉。

2. 大多留守孩子的性格都很孤僻，不喜欢与人相处，所以，作为孩子

的临时监护人要鼓励孩子参加集体活动。日常生活中，家长和临时监护人

要利用各种机会，教育孩子学会与人分享。比如，出外游玩遇到花或游乐

设施等美好的事物时，大人应趁机告诉孩子，这些东西是别人贡献出来与

大家一起分享的，只有大家共同分享，每一个孩子才能过得快乐。慢慢地，

孩子就能从中明白与人分享的道理，从而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坏习惯。

3. 对孩子进行同理心教育。古语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也

常说: “吃亏是福”。大人们总怕孩子未来走上社会吃亏，所以就会不自觉

地将社会上一些阴暗的东西说给孩子听，其实这样会使孩子幼小的心灵形

成对社会的戒备心理，加之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习惯，最终将造成这个孩

子和别人的交往问题非常严重。所以，要想让孩子克服这个心理问题，最

好的法宝就是“同理心”，遇事多让孩子想一想: “假如别的孩子也对你这

样，你会怎么想?”，让孩子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逐步克服以自

我为中心的思维习惯。

4. 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教育是双边行为，一边教，一边受教，家长

和临时监护人善于倾听留守孩子的心声，是施教成功的重要因素。倾听的

前提是尊重孩子和具有民主意识。生活中，许多临时监护人能做到无微不

至的爱孩子，却做不到尊重孩子、允许孩子发表不同的意见。大人应该明

白，孩子虽小，也是家庭中一个平等的成员。凡事听听孩子的想法，只有

好处，没有坏处。孩子的心灵，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成年

人有很大不同。在留守家庭中，临时监护人更要创造一种能使孩子充分吐

露心声的气氛。孩子的话，不管多么幼稚，大人都要有耐心倾听，并且在

倾听之后，分析孩子的愿望、要求，引导、鼓励其积极的成分。而对于孩

子一些不妥当的想法，则应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引导其提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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