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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湖南安仁、澧县、安平276名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调查数据，对湖南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入学成熟水平

进行考察，深入探究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现状及差异，并结合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及家庭经济

状况等对农村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发现：1）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之间差异显

著；2）相比于留守儿童，父母文化程度对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影响更显著；3）相比于非留守儿童，家庭经济水平对留守

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影响更显著；4）留守时间和个人因素对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有显著影响。主要建议：家庭应创造支持

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发展的环境；幼儿园应全面关注留守儿童入学准备教育；政府应在留守儿童入学准备教育上发挥引领

与指导作用；建立政府、幼儿园、家庭三位一体的帮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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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School Preparation Level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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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276 rural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in AnRen，Li County and Anping in
Hunan province，this study first probes into the school maturity level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Hunan province，then
makes in-depth explor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ir school
maturity level，and at last，analyze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children’s school maturity level in combination with parents’educa⁃
tional level，occupations and family economic status. The results have showed that: 1）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hool maturity level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2）compared with left-behind children，parents’ed⁃
ucational level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chool maturity level of non-left-behind children; 3）compared with non-left-be⁃
hind children，family economic level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chool maturity level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4）the
length of time being left-behind and personal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chool maturity level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refore，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families should create a supporting environment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
dren’s school maturity level; kindergarte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school prepar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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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ment should play a leading and guiding role in the educ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kindergartens and families
should establish a trinity supporting mechanism for the benefit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non-left-behind children; school maturity level

一、问题提出

留守儿童主要指的是“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

每年在外务工时间累计达到6个月以上，而被留

在农村地区交由其父母单方、祖辈、他人照顾或

无人照顾的16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1］当前，随

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性的加大，留守

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的数量日益增多。数据显示，

至2015年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多万，占全

国儿童总数的21.88%，并且这一数字仍在持续增

长中［2］。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在实施精准扶贫工

作方面提出，应着力加强教育脱贫，联动社会力

量关注留守儿童［3］。2016 年，农村留守儿童教育

问题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国务院关于加强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从家庭、政府

与社会三方面对改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提出了

相应指导，明确指出，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

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全社会关爱保护儿

童的意识普遍增强，儿童成长环境更为改善、安

全更有保障，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4］。幼儿阶

段是重要的发展阶段，父母双方的关心与爱护对

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状况及其整个人生都具有

重要影响，而留守儿童长时间不在父母身边，严

重缺少情感关爱。大量研究表明，与非留守儿童

相比，留守儿童在身体健康、做事行为、同伴交

往、家庭监护、学习教育、幸福感满意度等方面均

面临困境［5］。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入学成熟水平严

重不足，而且入学成熟各领域的发展不均衡［6］。

儿童的入学准备教育是学前教育领域的重

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起，入学成熟已作为美国

的教育目标之一提出，要求“到2000年所有美国

儿童都要为进入学校学习做好准备”［7］。入学成

熟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儿童为学校所做的准

备。国际教育委员会（NEGP）将儿童入学成熟划

分为身体健康与运动技能、情绪和社会性发展、

学习方法、语言能力、认知与常识五大方面［8］。我

国有研究者将儿童入学成熟具体划分为视知觉

能力、听知觉能力、运动与协调能力、知觉转换能

力、数学准备、情绪与社会性、学习品质、语言能

力八个领域［9］。二是学校为儿童所做的准备，譬

如学校的课程内容与组织形式、教师观念与教师

期望等。三是家庭社区为儿童学校的成果所做

的准备，譬如家庭教养方式、家庭资本投入等。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认识到了入学成熟对儿童

一生发展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儿童入学成熟各

领域的发展水平是其未来学业成功与否的重要

预测指标［10］。然而并不是每个儿童都具备了应

有的入学成熟水平，有研究发现，“大约16%-35%

的留守儿童尚未达到必要的成熟水平。”［11］由于

起点上的差距，入学成熟水平较低的留守儿童相

对而言更可能存在学校适应障碍，很有可能发展

成为学困生，有些甚至会发展成问题儿童。儿童

入学成熟水平受到来自学校、家庭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首先，从学校角度来看，国外一项关于

多项托幼护理对幼儿入学成熟影响的研究表明，

在4岁时接受护理的幼儿比仅在家接受父母照顾

的幼儿有着更高的阅读能力，这种护理包括以单

一护理为中心，以家庭和托幼中心为基础的多个

中心或以托幼中心为基础的多项安排［12］。这说

明，学校塑造的托幼环境对儿童的入学成熟水平

有着重要影响。从家庭角度来看，以往的研究主

要聚焦于家庭经济地位、父母脚手架、父母教养

方式等对儿童入学成熟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能正向预测儿童语言与认知、沟

通与一般知识的入学成熟，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的儿童认知入学成熟水平显著高于低社会

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

高，家长的参与程度和参与质量也会逐渐提升，

而高水平的家长参与行为可以有效地促进儿童

入学成熟技能的获得［13］。同时，父母的支架式教

学能够提高儿童学习的毅力以及儿童的入学成

熟水平［14］。因此，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入学成熟状

况，并从影响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各因素入手，

及早对入学成熟不良的儿童进行识别和干预，对

提高农村留守儿童入学后适应能力，促进其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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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为探讨影响儿童入学成熟水平发展的因素，

近年来研究者对不同群体的儿童进行了一系列对

比研究。宋爱芬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的儿

童入学成熟各领域的发展水平不同，城市男童在

运动技能领域、认知与一般知识领域显著高于城

市女童［15］。不同家庭背景儿童的语言入学成熟水

平存在显著差异，父亲职业阶层及父母受教育程

度对儿童语言入学成熟水平有显著影响［16］。目前

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城乡儿童入学成熟水平进行比

较。钱志亮的研究指出，在入学成熟的视知觉能

力、听知觉能力和知觉转换能力等六个领域中城

区儿童均明显优于农村儿童［9］。王声平的研究也

表明，城市儿童的语言入学成熟水平显著高于县

镇和乡镇儿童［17］。然而，少有研究对留守儿童与

非留守儿童的入学成熟水平进行比较，与之相关

的是张继英等人比较了隔代教养和父辈教养幼儿

学习方式入学成熟水平的差异发现，父辈教养幼

儿的学习方式入学成熟水平显著高于隔代教养幼

儿，主要表现为父辈教养幼儿的认知灵活性较好，

注意力和坚持性较好，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也较

强等［18］，但并没有探讨留守经历对儿童入学成熟

水平发展的影响。事实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

童所处的成长环境大不相同，长期留守给儿童的

身心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可能阻碍了留守

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发展。

基于此，笔者试图对湖南农村地区留守儿童

的入学成熟状况进行考察，并深入探究农村地区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差异，以

期为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学成熟水平提供支

持性建议，为逐渐缩小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入

学成熟水平的差距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以湖南省为抽样总体，于2018年6月至2018

年9月对湖南安仁、安平、澧县八所农村幼儿园抽

选样本，共得到有效样本276个，留守儿童113

人，其中男童56名，女童57名，平均月龄72.45±

3.59；非留守儿童117人，其中男童59名，女童58

名，平均月龄72.64±3.53。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

童的年龄差异（F［2，274］=0.723，P=0.39）均无统

计学意义。

（二）研究工具

1.儿童入学成熟水平诊断量表

儿童入学成熟水平采用由钱志亮编制的“儿

童入学成熟水平诊断量表”进行测量。包括视知

觉能力、听知觉能力、运动协调能力、知觉转换能

力、言语沟通能力、数学准备能力、社会适应能

力、学习品质八个子维度。得分越高说明儿童的

入学成熟水平越高。量表内部一致性为0.857，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19］。

2.家庭经济状况量表

采用李海燕、申继亮等编制的《儿童家庭物

质资源状况量表》。该量表从8各方面调查家庭

经济情况，分别为儿童拥有的独立房间、家庭拥

有的厨房或厕所、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家用

电脑及食品。根据对儿童生活改善性的重要性，

对不同的具体指标采用不同的权重，儿童房间权

重20分，厕所或厨房权重15分，冰箱权重7分，彩

电权重7分，洗衣机权重7分，空调权重7分，家庭

电脑权重12分，食品权重为2分，总分为100分，

得分越高说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20］。

（三）测量过程

本次测查为一对一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一个

小时，主试由湖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研究

生构成。在正式测查前，相关负责人对主试进行

了培训，保证测查程序的有效进行。于2018年6

月至12月获得农村留守儿童数据和农村非留守

儿童数据，对所有数据采用SPSS 24.0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城乡入学

成熟水平的总体情况

从表1可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

童入学成熟水平具有显著差异，留守儿童的入学

成熟水平整体落后于非留守儿童。具体到各个

维度发现，社会适应能力和学习品质这两个维度

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差异较显著（P＜

0.05），其中社会适应能力维度呈边缘显著。视知

觉能力、知觉转换能力和数学准备能力这三个维

度上，二者差异显著（P＜0.01）。而听知觉能力、

运动协调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这三个维度上，二

者差异极其显著（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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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总体状况

入学成熟总水平

视知觉能力

听知觉能力

运动协调能力

知觉转换能力

语言沟通能力

数学准备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

学习品质

留守儿童
M±SD

54.43±4.96

11.5±1.9

6.66±1.64

6.93±.69

6.23±1.07

4.06±1.7

5.93±1.59

6.73±.86

6.36±.72

非留守儿童
M±SD

63.8±6.47

13.4±3.02

8.82±2.2

7.88±1.2

7.2±1.29

5.55±1.72

6.92±1.3

7.17±.96

6.82±.93

T值

-6.58

-3.15

-4.38

-3.93

-3.24

-3.47

-2.74

-1.91

-2.14

P值

0.001

0.003

0.001

0.001

0.002

0.001

0.008

0.060

0.030

（二）留守儿童有关7因素相关性分析

对与留守儿童相关的七个因素（教师学

历、母亲职业、母亲文化程度、父亲职业、父

亲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入学成熟水平）进行

相关分析，得到表 2。由表 2 可知，父亲文化

程度与母亲职业、母亲文化程度以及父亲职

业具有相关性，入学成熟水平与母亲文化程

度、父亲文化程度以及经济水平都呈显著正

相关。

表2 留守儿童7因素相关性分析

留守儿童

教师学历

母亲职业

母亲文化程度

父亲职业

父亲文化程度

经济水平

入学成熟水平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教师学历

1

-.059

-.55

.265

.267

.086

.217

母亲职业

1

-.270

.162

.496**

-.261

-.274

母亲文化程度

1

-.356

.544**

.338

.583**

父亲职业

1

.445*

-.099

-.190

父亲文化程度

1

.134

.526**

经济水平

1

.535**

入学成熟水平

1

（三）非留守儿童有关7因素相关性分析

对非留守儿童的七个因素同样进行相关分

析，得到表3。由表3可知，与留守儿童相同的是，

父亲文化程度与母亲职业和母亲文化程度显著

相关，入学成熟水平与母亲职业、母亲文化程度、

父亲文化程度以及经济水平呈显著相关。与留

守儿童稍有不同的是经济水平与父亲文化程度

呈显著相关，而入学成熟水平与母亲职业呈显著

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母亲多为非留守儿童的直

接抚养者，其职业性质会影响其与孩子的相处的

时间与质量。

表3 非留守儿童7因素相关性分析

非留守儿童

教师学历

母亲职业

母亲文化程度

父亲职业

父亲文化程度

经济水平

入学成熟水平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教师学历

1

.066

.130

.205

.013

.146

.097

母亲职业

1

-.460**

.132

-.420*

-.031

-.521**

母亲文化程度

1

-.057

.460**

.250

.660**

父亲职业

1

.050

.022

-.079

父亲文化程度

1

.439**

.628**

经济水平

1

.404*

入学成熟水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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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

水平的因素

1.影响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因素

以留守儿童的入学成熟水平得分为因变量，

以教师学历、父母职业和文化程度、留守时间和

家庭经济地位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发现，父母职业对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

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教师学历、父母文化程度、

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具有显著影

响（P＜0.05），而家庭经济水平对留守儿童入学成

熟水平的影响则更为显著（P＜0.01）。这表明，教

师学历越高，父母文化程度越好，留守时间越短，

尤其是家庭背景越好的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

越高。这些变量解释了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

发展的41%。见表4。

表4 以学前留守儿童的儿童入学成熟水平总分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留守儿童入学

成熟水平

预测变量

教师学历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父亲文化程度

母亲文化程度

留守时间

家庭经济地位

偏回归系数

系数

6.95

0.127

0.31

4.61

2.82

-2.32

2.09

标准误

6.95

0.40

0.67

2.01

1.71

1.52

0.62

t值

2.30

0.31

0.46

2.29

2.22

-2.04

3.34

P值

0.03

0.75

0.64

0.03

0.04

0.03

0.002

标准化回归系数

0.35

0.05

0.07

0.47

0.38

0.26

0.35

R2

0.51

0.28

R2
adj

0.41

0.26

2.影响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因素

以学前非留守儿童的入学成熟水平得分为

因变量，以教师学历、父母职业和文化程度和

家庭经济地位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发现，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地位

对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P＜0.05），这与对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影

响因素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父母职

业与教师学历对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

影响并不显著，这也与留守儿童不同。以上变

量解释了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发展的

52%。见表5。
表5 以学前非留守儿童的儿童入学成熟水平总分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非留守儿童入学

成熟水平

预测变量

教师学历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父亲文化程度

母亲文化程度

家庭经济地位

偏回归系数

系数

1.03

-0.19

-0.83

4.81

5.10

1.62

标准误

1.96

0.37

0.66

1.81

1.88

0.65

t值

0.52

-0.51

-1.25

2.65

2.70

2.49

P值

0.60

0.61

0.22

0.01

0.01

0.018

标准化回归系数

0.066

-0.06

-0.17

0.37

0.39

0.4

R2

0.59

0.16

R2
adj

0.52

0.13

四、讨论

（一）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

水平具有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村非留守

儿童的入学成熟水平差异显著，农村留守儿童的

入学成熟水平整体上落后于农村非留守儿童。

这很可能是因为农村留守儿童一般由祖辈照管，

与父母长期分离，即长期处于隔代抚养的家庭环

境中。一方面，农村隔代抚养的教育水平普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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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农村地区的老人往往较关注学前儿童的身

体健康、日常行为和安全问题，只能简单保障孩

子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将对

孩子所有的教育希望都放在学校和老师身上，对

于儿童入学成熟所包括的语言沟通、学习品质、

社会适应等能力的关注相对较少［21］。在儿童学

习过程中，大部分隔代亲人的文化水平较低，甚

至一部分是文盲，儿童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他

们并不能给予相应的解答，最终使儿童对学习失

去兴趣［22］。因此，隔代抚养下的儿童往往很难接

受完整、良好的家庭教育。另一方面，相较于非

留守儿童来说，农村留守儿童更易受到不良环境

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手机依赖与学

习倦怠呈显著正相关，与希望感则呈显著负相

关［23］。手机、平板等电子通讯设备的普及虽然为

缓解留守儿童“孤独心理”现象提供了有效工具，

但同时也容易让缺乏良好管教的留守儿童过分

依赖电子通讯工具，从而导致儿童入学成熟水平

较低。

（二）相较留守儿童，父母文化程度对非留守

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本研究发现，父母文化程度对留守儿童与非

留守儿童的入学成熟水平均有显著影响，这与以

往研究一致，父母受教育水平是预测孩子未来成

就的重要指标，能够显著预测孩子的学业成就和

行为表现［24］。但与留守儿童相比，父母文化程度

更能预测非留守儿童的入学成熟水平的发展，其

原因可能是：第一，与留守儿童相比，非留守儿童

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

母更可能具有较好的教养方式，更重视在日常生

活中创设丰富的能有效提高儿童入学成熟水平

的家庭环境［25］，从而为儿童各方面的发展提供更

有力的支持。第二，受时空等限制，留守儿童的

父母对其子女入学成熟水平发展的影响力度较

小、效果较差。非留守儿童的父母陪伴其子女的

时间较留守儿童的父母多得多，便于他们采取积

极主动的教育策略，有更多的机会对学前儿童进

行数学、语言等方面的随机教育，以促进其入学

成熟水平的提升。而留守儿童的父母常年在外，

与儿童交流互动的时间较少，即便他们对入学准

备教育有一定的认识，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错

位，留守儿童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大部分时间

里只能通过祖父母对其子女实施间接教育，教育

影响的效果大打折扣，远不如非留守儿童父母在

其子女身边直接实施教育，留守儿童最终接受到

的来自父母的教育影响相对较小。故父母文化

程度对非留守儿童的影响更大。

（三）相较非留守儿童，家庭经济水平对留守

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家庭是儿童赖以生存的环境，家庭抚养环

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研究结

果表明，家庭经济水平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

童的入学成熟水平均有显著影响。以往研究从

幼儿的认知准备［26］34- 45、数学准备［27］、语言准

备［28］186-187等多个方面考察了家庭经济水平对学

前儿童入学成熟的影响，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相

似，家庭经济水平得分越高的家庭，儿童入学成

熟的水平越高。但家庭经济水平对留守儿童入

学成熟水平的影响更显著。一方面，无论是留

守儿童还是非留守儿童，贫困的家庭条件均无

法满足其各方面的成长需求，而留守儿童长期

处于父母教育缺位的环境中，缺少父母关爱，家

庭抚养环境较差，在成长过程中存在更多的不

利因素，如果再加上家庭经济贫困，必然会更大

程度地损耗他们的积极心理资源（如自信、乐

观、希望等），进而影响其心理适应状况，如抑

郁情绪增加、孤独感增强、学习积极性下降

等［29］，从而阻碍其入学成熟水平的顺利发展。

另一方面，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农村样本，农村家

庭经济水平整体都不高，但相对来说，非留守儿

童父母收入较不稳定，而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

外打工，收入相对稳定，某些家庭的经济水平甚

至稍高于非留守儿童家庭，他们无法长期陪伴

在其子女身边，但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高，因而

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较多。因此，家庭经济水平

对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四）留守时间和个人因素对留守儿童入学

成熟水平的影响显著

本研究发现，留守时间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入

学成熟水平显著相关，留守时间与入学成熟水平

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大部分研究认

为，留守儿童的留守时间与其学校适应性呈显著

负相关，具体表现为留守时间较长的儿童，容易

出现学业适应问题和攻击破坏行为问题［30］。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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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时间过长，儿童容易对周围事物产生失望的消

极感受，从而越来越不喜欢学校，对待学校的情

感越来越冷漠［31］33-56。

在调查过程中，非留守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

往往优于留守儿童，他们更擅于与测查人员沟

通，表达欲望强烈，回答问题时会自行拓展，面对

陌生人也更加大胆大方。虽然不是所有非留守

儿童都呈现出这一特征，但具有这一特征的儿童

绝大部分为非留守儿童。有研究者指出，少数族

裔儿童在测验过程中由于对施测者的恐惧，不会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答［32］334。留守儿童因为缺少

父母照顾，通常性格都比较内向、孤僻，不喜欢与

人交流［33］1。而本研究中入学成熟水平的测量采

用一对一的方法，测量人员并非儿童所熟悉的本

园教师，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留守儿童在回

答问题时由于害羞、不自信等原因未能充分展现

其入学成熟的真实水平。

（五）家庭结构及亲子关系对儿童入学成熟

水平可能存在影响

以往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对儿

童入学成熟水平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在入

学成熟的社会性领域中主干家庭的儿童发展得

最好［34］，而单亲家庭由于缺乏完整的家庭环境，

儿童面临着更多的成长困难，更容易在情绪、品

德、性格等方面出现问题，其社会性和语言发展

均会受到影响［34-35］。还有研究表明，独生子女的

入学成熟水平整体平均分要比非独生子女高，

且在各个分领域上的平均分也均比非独生子女

高［36］。同时，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得分显著低

于非留守儿童［37］。这可能是因为，留守儿童在

幼小时期被迫与父母分开，亲子长期缺乏面对

面互动，容易对父母产生疏离感，无法建立对父

母的依恋之情。而亲子关系与留守儿童的学习

成绩、人际关系和孤独感体验均显著相关。亲

子联系越紧密，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越好［38］。在

得到父母的关注与关爱后，留守儿童自然而然

地也学会了如何向他人表达友善与关爱，建立

和谐的人际关系，能有效减少其孤独感体

验［39］。在本研究的调查中未纳入家庭结构变量

及亲子关系变量，这是本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

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两者对儿童入学成熟水

平的影响。

五、教育建议

当前，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

关注。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

儿童入学成熟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而入学成

熟水平的差距很可能导致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

童日后学业成功上的差距。由此看来，在早期及

时关注留守儿童，提高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

缩小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

的差距是极为重要的。据此，笔者从家庭、幼儿

园和政府三个角度提出促进留守儿童入学成熟

水平发展的建议，意在建立三位一体的帮扶体

系，以弥补留守儿童在入学成熟水平上的差距，

共同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

（一）家庭应创造支持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

平发展的环境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文化程度对留守儿童入

学成熟水平的影响比非留守儿童更为显著。父

母文化程度越高，其家庭教育环境更为丰富，对

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更

大［35］。因此，应引导农村家庭重视入学准备教

育，创造支持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发展的家庭

环境。第一，家长要树立高度的教育责任感，提

高对留守儿童入学准备教育的重视。一方面，留

守儿童父母应利用各种网络平台、通讯工具增加

与子女互动交流的次数，及时了解子女入学成熟

各方面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留守儿童抚养者应

与教师保持良好沟通，积极配合幼儿园的入学准

备教育工作，主动参与家庭教育知识宣传讲座，

加强与同龄抚养人的沟通，学习科学的教养方式

和教养技巧。第二，家庭教育应关爱留守儿童，

意识到陪伴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有研究发现，留

守儿童容易遭受更多的心理虐待与忽视［40］，存在

更多的心理障碍［41］。家长应尽量避免因“愧疚心

理”，而采取“金钱＋物质”等简单粗暴的“补偿”

方式，而应以爱和陪伴来慰藉留守儿童孤独的心

灵。要对留守儿童的情感态度、社会适应等方面

给予充分关心，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给留

守儿童多一些温情陪护，提高其安全感与自信

心，这对促进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发展尤为

重要。第三，留守儿童父母应重视自身素养对儿

童的影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升自己。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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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国民

素养虽日益上升，但离理想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少年强，则国强”，提升国民素养，须从孩子着

手。而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教师”。父母

素养是孩子成长与未来发展的起始线，更是国家

强盛发达的根基。父母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素养

是影响孩子成长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之一。与

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受父母自身素养的影

响更大，但现实中留守儿童父母受教育程度却整

体低于非留守儿童父母。故要想促进留守儿童

入学成熟水平的提升，需从宏观上提升国民整体

素养，尤其是父母的教育素养，以影响其子女的

发展，最后反哺国民整体素养的再提升。

（二）幼儿园应全面关注留守儿童入学准备

教育

留守儿童在入学成熟各维度上的水平均显

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而幼儿园是儿童除家庭外接

触最密切的微观环境，在促进全体儿童健康发展

上起着重要作用，应提升幼儿园教师的入学成熟

观念，全面关注针对留守儿童的入学准备教育。

第一，幼儿园应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定

期组织农村幼儿园教师到城区的优秀示范园参

观学习，为他们提供丰富的交流学习的机会，拓

展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学

习科学的入学准备教育方式。第二，幼儿园应为

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安全的心理环境。在本研究

的测查过程中，留守儿童大多性格较为内向，不

擅于与人交流。幼儿园应提高对留守儿童的关

注，为其营造一个安全、有爱的心理氛围。国外

一项研究发现，儿童社会心理、行为和交际技能

等与教师的接触以及与教师建立的亲密关系有

关［42］。因此，教师应善于观察幼儿日常的情感变

化与情感体验，关注留守儿童与同伴、教师互动

情况，与留守儿童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丰富留

守儿童对“爱”的情感体验。第三，有研究发现，

留守儿童在语言沟通、运动协调等方面与非留守

儿童存在显著差异［5］。幼儿园教师在一日生活教

育中，不仅应关注留守儿童基本算术能力与读写

能力的训练，还应关注幼儿其他方面能力的发

展，如日常语言沟通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针

对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中较弱的方面，如言语

发展与运动协调能力，教师应为留守儿童提供表

现自我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有意识的训练和指

导，引导其在游戏和活动中的交往与合作。

（三）政府应在留守儿童入学准备教育上发

挥引领与指导作用

相较非留守儿童，家庭经济水平对留守儿

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影响更大，且在影响留守儿

童的各因素中，留守时间的影响较为显著。近

年来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儿童的

父母迫于经济压力选择外出务工，让其子女长

期留守在家，有些儿童的留守时间长达十余

年。而父母外出打工的时间越长，即父母与子

女分离的时间越长，对儿童的消极影响越

大［43］。“留守儿童”是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

环境的产物，要从根本上改善留守儿童的入学

成熟水平发展现状，还需切实发挥政府的引领

与指导作用。第一，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经济，吸

引留守儿童父母返乡创业。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大力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断缩小城乡

差距，是彻底解决留守儿童教育成长困境的根

本出路。当地政府应善于利用现有资源，发展

当地特色经济，提升农村家庭的经济水平，减少

外出务工农村儿童父母的数量，吸引已经外出

务工的儿童父母返乡创业。同时，还应对返乡

人员进行职业培训和创业指导，增强其返乡创

业的信心和能力，鼓励、支持和引导留守儿童父

母返乡创业，减少留守儿童数量，让留守儿童不

再“留守”。第二，建立健全与留守儿童相关的

政策、法规。我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已进入国

家政策关注的视野，但只停留在指导方针层面

和口号式的宣传上，无实质可操作性。因此，未

来要想从根源上改善留守儿童入学成熟不良的

局面，政府必须发挥政策引领功能，迈出实质性

步伐。通过颁布政策，设立专项资金等，将儿童

入学成熟水平指标纳入考核评估体系。同时，

还应建立层级分明的教育监督机制，重视实施

效果的评价与反馈，为留守儿童提供专业的、有

针对性的入学准备教育。第三，教育部门应加

大对留守儿童入学准备教育的指导。教育部门

定期派学前教育专业人员到留守儿童集中的农

村幼儿园进行有针对性的实践指导，对留守儿

童入学准备教育进行不定期的效果回访，针对

出现的问题不断地进行修正，切实适应留守儿

61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1期

童的发展需要。

（四）建立政府、幼儿园、家庭三位一体的帮

扶机制

入学成熟对儿童一生的发展具有重要影

响。而留守儿童的入学成熟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水平过低，作为农村儿童中具有特殊性质的集

体，其入学准备教育更应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尤

其需要政府、幼儿园和家庭的通力合作，三位一

体共同缩小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入学成

熟水平的差距。第一，以政府为引领，各级政府

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主体责任，大力发

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减少留守儿童数

量。开展深入调查，掌握当地留守儿童成长现

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留守儿童保护

政策。加强对幼儿园、家庭入学准备教育的监督

与指导。第二，以幼儿园为枢纽，架构起与家庭、

社区、幼儿园之间的合作关系。幼儿园可联合社

区开展相应的“亲子教育”活动，通过讲座、讨论

会等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充分利用家庭、社区教

育资源，支持留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发展。针

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幼儿园应主动加

强与留守儿童抚养者的沟通，开展类似于儿童早

期发展（IECD）项目的活动，对留守儿童的抚养者

进行家庭入户指导［44］。第三，以家庭为核心，配

合政府和幼儿园进行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抚养

者应加强与教师的沟通，增进对留守儿童的了

解，深入了解其入学成熟各方面的优势与不足，

同时自身还应积极参与到留守儿童的教养活动

中，主动参与家园合作，寻求教师的帮助，提高自

身教育水平，与政府和幼儿园通力合作以促进留

守儿童入学成熟水平的发展。

“少年强，则国强”，提升国民素养，须从

孩子着手。父母是孩子“人生第一课”的教

师，父母的素养在孩子的成长中起着非常关

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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