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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青少年发展研究是社会学诸多分支学科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在青少年发展

过程中，个人对其社会角色、职业发展、性别意识等的认识极易形成偏差，并

且，随着互联网广泛深入地渗入社会生活，青少年接收信息的渠道增多，而对

于信息的辨识能力却不尽相同。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不仅带来了及时、新鲜的

资讯，也汇聚成了不同人群发表看法、意见的大熔炉。在这一过程中，青少年

群体如何判断信息，又如何认识自己……这些困惑与时代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所以，青少年发展应该受到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共

同关注。四川省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其青少年人口具有数量众多、类型多样、

结构复杂等特征，并面临着青少年农业人口大量转移的城市化系列问题。本书

是在 2015年《四川青少年发展研究报告》基础上的推进，旨在对青少年人口

中儿童、学生、青年等不同群体及其发展现状和面临的特殊问题进行描述、分

析和跟踪研究，尝试逐步建立起具有四川特色的青少年发展研究体例。

本书包括儿童发展篇、青少年发展篇两个部分。儿童发展篇的主要内容

是《四川省 0～6岁留守儿童调研报告》及相关政策解读和研究。随着人口

的迁移流动日益频繁，据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4年末全国内地总人口为 13. 6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 2. 53 亿人，并且流

动人口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流动的青壮年劳动力，占全部流动人口的 70%左

右。由此，在很多流出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普遍出现了 “留守家庭”问

题。2015年底完成的《四川省 0～6岁留守儿童调研报告》，对我省儿童特别

是留守儿童早期社会化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提出加强早期教

育干预的相关对策建议，为我省留守儿童政策、保障留守儿童权益、解决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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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儿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切实的建议。

多年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持续研究青少年犯罪的

相关问题，青少年发展篇中对于边缘学生的犯罪研究不仅延续了青少年发展

研究中心的研究传统，还首次对边缘学生和一般学生的行为进行对比研究，

分析边缘学生的犯罪性，提出了强化边缘学生及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对策建

议。其次，在城镇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一直颇受关注，伴随互联

网与经济、社会和生活形态的结合愈加紧密，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状

况对其工作关系、社会交往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在青少年发展篇中也有详尽的

阐述，这为我省引导农民工心理适应的良性过渡提供了重要参考。除此之

外，在青少年发展篇中，还包括关于四川女大学生职业发展的认知与态度问

题、社会学家晏阳初青年工作实践研究，这都是针对不同群体的青少年进行

的研究尝试。总体上，对青少年发展给予了更全面的调查和评价，青少年发

展篇也为我省理清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切实开展青少年教育，

协助青少年自立成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这些不同群体的研究报

告是有针对性地建立我省青少年特色研究体例的一个尝试。

本书包含的研究成果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和社会

学所的青年教师和同学，由社会学所 2015 级硕士研究生谌俊雅、程皓进行

统稿，感谢青年科研者们的辛勤耕作和两名统稿同学为出版所做出的努力。

在有关青少年发展的研究道路上，仍有丰硕的果实可采撷，书中的调查

研究若有不充分的地方，希望读者们提出批评意见，对文章不断地完善和反

思是我们对研究的要求。除此，尝试对青少年分年龄段研究和青年政策等研

究将是我中心后续的研究方向。关注青少年思考，研究青少年行为，帮助青

少年成长一直是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所秉承的理念，希望在持续关注青少年

发展的过程中，能与更多对此感兴趣的研究者们交流，这将为我中心开展青

少年群体的研究工作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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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四川省 0～6岁留守儿童调查报告

第一章 四川省 0～ 6岁留守儿童调查报告
张祥荣 张雪梅*

【摘要】在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 “留守儿

童”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四川作为人口输出和

输入大省，“留守儿童”群体总量庞大。但是，过往的研究多

集中在 6岁以上的学龄“留守儿童”上，而对 0～6岁处于儿童

成长关键期的“留守儿童”关注较少。基于此，本研究旨在从

心理认知、行为表现和道德情感方面对 0～6岁“留守儿童”的

现状进行量化和质性调查，了解其生存、生活状况，分析成

因，发现问题，以期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改善 0～ 6岁 “留

守儿童”生活的不利现状; 同时将有效方法普及到留守儿童之

家、社区家长学校、早教亲子园去，希望探索出一套具有指导

性、操作性和地方特色的解决 0 ～ 6 岁 “留守儿童”问题的方

法。

【关键词】留守儿童; 农村; 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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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前 言

( 一) 问题的提出
1． 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思想的不断更

新，在对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推进之际，人口的迁移流动日益频繁。据

《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末内地总人口为 13. 6

亿，其中流动人口为 2. 53 亿。流动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青壮年

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占全部流动人口的 70%左右。因此，在很多流出人口

比较集中的地区，普遍出现了人口结构的“386199”现象，也就是“留守家

庭”问题。目前，在与留守家庭有关的诸多问题中，“留守老人” “留守妇

女”，特别是“留守儿童”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根据《中国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

留守儿童6 102. 55万，占农村儿童 37. 7%，占全国儿童 21. 88%。与 2005 年

全国 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5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 242万。所

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

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儿童。从相关统计资料可以看出，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国流动人口开始大规模出现以来，留守儿童就产生了。

但作为一个突出问题而引起社会关注的群体，留守儿童在 2002 年特别是

2004年以后才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当前我国总人口中留守儿童所占的比例

依然较为庞大，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及暴露出的

突出问题依然严峻，它不仅会影响家庭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而且会对孩子

未来的人生轨迹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川省作为全国人口输出和输入的大省，留守儿童问题更加值得关注。

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年龄在

6周岁以上进入小学阶段且被留守的儿童的现状及对策的研究上，而 6 周岁

以下留守儿童的现状很少被关注和研究，更谈不上对策与建议了。0 ～ 6 岁是

儿童成长中的关键期，在这一阶段家庭教育和幼儿学前教育发挥着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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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青壮年流失，加之家庭经济水平有限、乡

土社区秩序转变等，0～6岁儿童的家庭教育和幼儿学前教育严重缺失，留守

儿童现状堪忧。基于此，本研究旨在从心理认知、行为表现和道德情感方面

对留守儿童的现状进一步调查，了解其生存、生活状况，探究其成因，以期

能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改善 0～6岁儿童生活的不利现状; 同时将有效方

法普及到留守儿童之家、社区家长学校、早教亲子园去，希望探索出一套具

有指导性、操作性和地方特色的解决 0～6岁留守儿童问题的方法。

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 目的

留守儿童是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伴生现象。这

一特殊群体的出现是我国城乡文明一体化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也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必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着重就留守儿童的现状进行

深入探究，通过留守儿童监护人或委托监护人、教育主管部门、妇联、留守

儿童之家等不同调查对象，从不同视角对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进行系统研究，

对留守儿童生存、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特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甄别不

同类型留守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旨在探寻改善四川省留守儿童现状的行之

有效的良策，不断为留守儿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政府部门进行

相关决策、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可资参考的文本。

( 2) 意义

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可以调动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建设

和谐安定的新农村，对社会的和谐建设将具有深远的意义。解决留守儿童问

题可以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全面提高留守儿童素质，

让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能够健康成长，对于全面提高四川省人口素质有

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 调研地的选择

0～6岁留守儿童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它涉及孩子的幼小衔接问题，

但是目前已有的研究在这方面涉足较少，没有相关经验可以借鉴。鉴于此，

本课题组研究人员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认为，针对本次 0～6岁留

守儿童的调查研究应涵盖对全省不同县城与农村、家庭与学校调研地点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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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这样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挖掘出研究对象的生活状况，提出有针对性

的对策建议。因此，在本次关于 “四川省 0 ～ 6 岁留守儿童现状及对策”的

调查中，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研究者在全省范围内选取了具有较

强代表性的巴中通江县、广安邻水县和自贡富顺县三个调研地来开展相关调

查: 一是三个调研地位置大体位于四川省的北、中、南三个方位，且都有鲜

明的城镇与农村的分野，能够从地理位置上代表全省状况; 二是三个调研地

经济发展状况不一，但都有大量外出务工人员，流动人口密度高，留守儿童

数量大，符合研究者的研究设想，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是由于财力、人力

和时间的限制，只能切合实际同时在满足研究需要的前提下选择这三个地方

作为调查地点。

( 二) 研究内容

此次调查研究拟采用实地研究和统计调查的方式，对以下内容展开相关

调查:

1． 通过搜集已有文献资料，掌握并概述广安邻水县、巴中通江县和自贡

富顺县三个调研地留守儿童整体情况;

2． 对调研地 0～6岁留守儿童开展相关调查并进行资料分析，了解其基

本情况、具体做法，总结经验并分析制约因素;

3． 针对四川省 0～6岁留守儿童产生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与对策建议。

( 三) 文献评述
1． “留守儿童”问题的提出

“留守儿童”一词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是指父母出国留学

或工作而留在国内的孩子，与当前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并不相同。当前意义上

的留守儿童概念出现在 90 年代后期。而留守儿童现象受到广泛关注，则是

进入 21世纪以后的事情。范先佐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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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留在老家的那些孩子。江荣华认为留守儿童是指

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 16 岁以下

的孩子。丁杰、吴霓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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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而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 ( 6 ～

16岁) 。而段成荣、周福林则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

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而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

童。对儿童的年龄界定有不同的选择方案，本研究所指儿童是 14 周岁及以

下的儿童 ( 《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2005) 。”

严格地定义留守儿童，需要确定以下三个基本要素: ( 1) 外出父母的数

量。是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孩子才算留守儿童，还是父母中有一方外出的孩子

就是留守儿童。( 2) 父母外出的时间长度。父母外出流动多长时间的孩子可

以被视为留守儿童，是 1年以上，还是半年以上，或者 3 个月以上，或者其

他时间长度标准。( 3) 孩子的年龄界定。多大年龄的孩子算留守儿童。

从众多的关于留守儿童的文献资料来看，只有少数研究对上述三个要素

全部或者部分做出了界定，但各项研究所做出的界定标准很不统一。关于外

出父母的数量，尽管大多数研究认为父母双方中有一方外出的孩子就是留守

儿童，也有少数研究认为只有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孩子才算留守儿童; 关于父

母外出的时间长度，多数研究认为以半年为标准为宜，也有些研究认为以 3

个月或者 1年为宜，还有的研究选择以 4个月为标准。

关于留守儿童的年龄范围，绝大多数研究并未明确讨论这个问题，但多

数研究直接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义务教育年龄段，而对学前儿童和 15～18周岁

儿童没有给予关注。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是指 16 周岁以下的孩子。更

多的研究则根本就没有对什么是留守儿童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由此可以看

到，在有关留守儿童概念界定的三个基本要素方面，能够基本形成共识的是

“父母双方或者单方外出”的孩子为留守儿童。至于儿童的年龄界定和父母

外出的时间长度，则基本没有形成共识。

“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系统性破坏，他们的身心

健康、学习和社会化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问题。”① 各方面的问题引起了学界

的广泛关注，范先佐在湖北等中部四省的实地调研和访谈中发现，农村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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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人口研究． 2011．



儿童在安全、行为、学习和心理方面出现的问题危及这些孩子的成长; 段成

荣和杨舸等人在江西省修水县对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査中也发现，“农村留守

儿童家务劳动时间较长，由于缺少关爱和辅导，学业和个性发展受到影

响”①。一些极端的农村留守儿童案例更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农村留守儿童

“问题化”的认识。因此“农村留守儿童”最初进入人们视野时，在许多人

眼中等同于“问题儿童”。

2． 对留守儿童现状研究的再思考

具体到留守儿童现状方面的研究，学界最初也是将其直接与 “问题”挂

钩。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论证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何以成为 “问

题”: 一是对留守儿童教育状况的研究; 二是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

究; 三是对留守儿童家庭生活状况的研究。

( 1) 对留守儿童教育状况的研究

①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早期教育缺失②。在农村，55%的 0 ～

5周岁留守幼儿不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缺少父母亲情呵护与亲子交流，认

知、情感以及社会性发展都会受到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接受

正规学前教育的机会少，在家庭教育上的不足得不到正规学前教育的补偿，

早期发展受到局限。段成荣等人认为“由于制度障碍，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

问题比较严峻”。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是由于学前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从而成为各级教育中的薄

弱环节。

②义务教育阶段面临的问题。根据调查，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入

学率较高，绝大多数学龄留守儿童能够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③。但是，接受

教育并不等同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作为特殊群体，在接受法律保障的义务

教育的同时，这些孩子的教育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学业成绩、道

德发展以及人格形成方面。

学业成绩方面: 根据调查，有 15%的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较差。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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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荣，杨舸，王空．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 ［J］． 学海． 2005．
王江荷． 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及教育问题对策研究．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9 ( 2) ．
2008年 2月 27日全国妇联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和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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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中，留守儿童占绝大多数，这些孩子在学校中大都表

现为放任自流、厌学、逃学等。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个别农村留守儿童在父

母流动外出后，学业成绩反而有所提高。

道德发展方面: 大多数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面临的形势比

较严峻。由于缺少父母作为社会过滤器的作用，农村留守儿童在道德观、道

德情感以及道德行为方面大都受到了负面影响。由于受年龄限制，这个年龄

段儿童的道德认知水平还处在他律阶段，面对良莠不齐的社会现象，他们缺

乏甄别能力，加之缺乏父母必要的引导，很有可能接受一些错误的道德观

念，并在其影响下行为发生偏差，甚至走向犯罪道路。

人格形成方面: 心理学诸多研究表明，未成年人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和父

母及家庭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亲子关系密切、家庭生活和谐

的孩子在个性发展、人际交往、社会化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农村留守儿童

暂时或长久地处于“亲子离散”状态，加之伴随外出务工而产生的父母离异

状况，常常导致他们产生孤独感和社会焦虑，缺乏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这

些使得他们在个性发展、人际交往、社会化等方面问题严重。此外，农村留

守儿童教育中还缺乏必要的安全和青春期教育，这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尤其是

女童，在面临威胁时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③大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父母外出流动对留守儿童学业的完成具

有一定影响，大龄农村留守儿童辍学情况较为普遍。大龄儿童在辍学与 “子

承父业”外出务工之间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自身文化素质低、学历上

处于劣势，大多数大龄农村留守儿童只能进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延续其父

辈低层次就业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工资收入低，缺乏相应社会保障。

( 2) 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

①问题研究。留守儿童长时间没有父母的陪伴，他们往往都是在缺乏父

母关爱的生活中成长着，即使有一方陪伴在自己身边，也都要忙着做家务

事，忙着家里土地的播种和收获，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观察和照顾自己

的孩子。大部分留守儿童是和外婆、外公或者是奶奶、爷爷生活在一起，祖

孙之间存在代沟，往往不易于沟通，再加上老人年龄大，身体较弱，照顾孩

子的生活起居已经很不容易，也没有想法去了解孩子。另外，老人本身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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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也不高，就更无法和孩子沟通，所以就尽不到教育的责任。留守儿童

正处于知识积累、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由于缺少父母教育引导，没有父母

告诉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思想道德和家庭教

育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使留守儿童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问题。王

琳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即 “性格缺陷、行为偏差、价

值错位、心理障碍”①。亲情关怀的缺失使得孩子在情感慰藉上得不到满足，

很容易养成孤僻的性格。“而在心理学上，亲情的关怀在孩子性格形成过程

中所起作用不容忽视，在成长中缺乏亲情慰藉会对孩子性格造成不利影响，

容易滋生自私自利、焦虑、任性、暴躁的不良因素，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非常

不利。”② 何资桥③等人在对湖南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时发现，不同性别的留

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因子和自责上存在差异，女生较男生而言更为敏

感，学习焦虑高于男生。段成荣④等人通过对留守儿童比较多的江西省修水

县墨田村留守儿童的调查表明，农村留守儿童易出现性格孤僻、胆子较小、

缺乏安全感等心理问题。刘建波⑤等人通过对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儿童的

基本情况和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情感抑郁总分明显高于非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严重问题。也有研究认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水平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②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综合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

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有: Ⅰ 性别: 崔丽娟⑥的研究认为，男性

和女性留守儿童只是在自尊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适应性各个方面并

没有显著差异。岳慧兰等人的研究认为，男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要高于女留守

儿童，而在恐怖倾向、学习焦虑、对人焦虑与自责倾向方面女生比男生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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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2012 ( 5) ．
杨玉洁． 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以河南省舞阳县为例． 2013 ( 6) ．
何资桥，曹中平，刘永刚等． 湖南农村“留守孩子”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中国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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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荣，王莹．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研究． 学海． 2005．
刘建波，闫纯锴． 平山县西柏坡农村留守儿童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循证医学杂

志． 2011．
崔丽娟． 留守儿童心理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上海教育科研．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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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在对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分析上，主要有以下观点: 王东宇

等人的研究也认为，留守男孩的心理健康水平要高于留守女孩。Ⅱ 年级:

崔丽娟的研究得出了年级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结论，认为在自尊

水平上低年级留守儿童要高于高年级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性上，尤其在人

际关系和情绪控制上，高年级要好于低年级留守儿童; 殷晓旺①通过对江西

农村留守儿童的调查发现，不同年级的留守儿童在强迫症状因子、偏执和抑

郁因子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在适应不良、情绪不平衡、焦虑、学习因子、

心理不平衡和人际关系紧张或敏感及健康总均分上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即

高年级学生的问题更加严重。Ⅲ 留守时间及与父母联系频率: 崔丽娟的研

究表明，留守半年的儿童在自尊水平上、情绪控制方面与非留守儿童存在着

显著差异。王东宇等人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与父母分离时间不同的各组留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均存在显著差异，与父母分离时间越长，留守儿童的

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各种心理问题越突出。申继亮等人运用质化和量化相结

合的方法研究得出，留守时间在 5年以上的儿童的心理失衡得分显著高于留

守时间为 1～2年、3～4年的儿童，而后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崔丽娟的研

究认为，与父母经常联系的留守儿童在自尊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殷晓旺的研

究认为，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情况对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最为显著，

即经常与父母进行沟通的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偶尔和从不与父母进行沟

通的孩子。Ⅳ 监护人情况: 王东宇等人的研究认为，监护人教育能力低、

教养方式不当、监管不力是导致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高亚兵的研

究认为，隔代监护和上代监护的留守儿童的问题较多，这与监护人教育内容

狭窄、文化水平低、与留守儿童不能做到及时、有效的沟通有很大的关系。

郑同刚②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李永鑫等人的研究认为，照看人不同的

留守儿童在心理弹性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照看人为母亲的留守儿童心

理弹性最高，照看人为爷爷、奶奶等亲戚的留守儿童次之，照看人为父亲的

留守儿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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