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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留守兒童渴望父母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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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留守兒童超過 10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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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發現，“00”後的留守兒童基本都是雙親外出務工，由祖輩承擔監護責任。57%的

留守兒童表示只會偶爾想念父母，部分人甚至從來不想念父母，他們的 心事和煩惱大多只向

同齡人傾訴，九成人認為讀書是唯一出路。不少人曾產生過“無助感”、“失落感”，42%

的留守兒童明確表示希望父母能留在自己身邊。 

  文/記者黎蘅 通訊員周佑英、王毅麗 

   坐在記者面前的陳建軍（化名），雖然已經是大三學生，但卻靦腆得像個孩子。陳建軍

老家在廣東梅州，父母在他兩三歲的時候就離開家到廣州打工，他是跟著爺 爺奶奶長大的。

“我不太擅長和人交往，小時候因為父母不在身邊，特別自卑，但我能理解他們，如果不是

他們出來打工，我根本讀不起大學……” 

  留守兒童 5 年增加 242 萬人 

  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像陳建軍這樣曾經留守或正在留守的孩子正日益增長。根據全

國婦聯提供的資料，目前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有 6102.55 萬，占全國兒童 21.88%。與 2005 年

的資料相比，5 年間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增加約 242 萬。 

   日前，由省婦聯兒童部與省家庭教育研究會聯合開展的“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研究報

告”正式發佈。“2000 年以前，大多數父母外出打工是為了糊口。但調 研發現，如今很多年

輕父母外出務工更多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忽視了父母對孩子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以及為人父母的義務和職責。”省家庭教育研究會理 事祁麗珠指出，目前廣東地區的留守兒

童數量已超過 100 萬，他們在心理、教育、價值觀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亟待引起社會的關

注。 

  超五成父母都外出務工 

  據瞭解，此次調研選取的樣本主要為茂名地區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總共發放中

小學生問卷 2800 份。在回收的 2703 份有效學生問卷中，留守女童有 1150 人，占留守兒童總

數的 43％，留守男童有 1553 人，占留守兒童總數的 57％。 

  在受訪兒童中，6~10 歲的有 415 人，占總受訪人數的 15％，11~15 歲的有 1363 人，占總

受訪人數的 51％，16 歲以上的有 925 人，占受訪總數的 34％。 

  留守兒童父親的文化程度為小學和初中的占總人數的 90％，母親文化程度為小學和初中

的占總人數的 78％。（詳細調查結果見圖表） 

  57％留守兒童偶爾會想父母 



  調查中發現，因為現代社會資訊發達，外出務工父母與留守兒童的聯繫頻率總體來說還

算可以，一周內能與父母聯繫的留守兒童有 1274 人，占總人數的 47％，但也有 40％的留守

兒童與父母的聯繫頻率在一個月至一年內，甚至從未聯繫過。 

  父母外出務工後， 41％的留守兒童表示經常想念父母，57％的留守兒童表示偶爾會想念

父母，還有 2％的留守兒童對父母的感情較為淡漠，表示從不想念外出父母。 

  調查發現，近半數的留守兒童體驗過不良的感覺。研究人員認為，這些資料反映出父母

外出務工對留守兒童的心理產生了一些不良的影響，使得處於成長關鍵階段的孩子體驗了較

多不良感覺。 

  對於是否希望自己的父母外出務工這一問題的調查表明，只有 10％的留守兒童表示希望

父母外出務工，有 42％的留守兒童明確表示不希望父母外出務工，而是十分渴望父母陪伴自

己成長。 

  金錢物質雖重要 

  父母之愛更珍貴 

   省婦聯兒童部部長周佑英指出，在這次調研中發現了幾個新特點：首先，很多“00 後”

孩子是父母雙方均外出務工，父愛母愛均處於缺失狀態，孩子基本上都是 由隔代負責撫養；

其次，如今導致父母雙方均外出務工的原因，不僅僅是為了養家糊口，賺取孩子學費。“現

在社會資訊發達，生活水準比以前大大提高，不少年輕 父母對生活的需求也在提高，不少人

選擇外出務工掙錢，但在無形中忽略了對孩子的陪伴。” 

  不少專家呼籲，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兒童留守的比率會越來越大，各級政府應加

大精力關注留守兒童的生活現狀，定期為留守兒童提供專業心理諮詢，開辦農村親情活動室，

提供留守兒童與父母免費親情電話、免費接送兒童假期進城與父母團聚等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