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了家庭在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应承担的责任。同年，政府发

布《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首次从国

家层面将校园欺凌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对待，并将

其界定为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

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事

件[1]。查阅相关文献，有关校园欺凌的研究文献呈

井喷式增长，但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探讨农村留守

儿童的校园欺凌问题的还比较少，因而，基于家庭

教育视角来探究农村留守儿童的校园欺凌问题，既

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意义。

一、农村留守儿童卷入校园欺凌的家庭根源

我们通常将家比作温暖的港湾，那是因为家能

给我们提供实际的庇护和心灵的依靠。然而，对农

村留守儿童而言，家似乎就是空荡的房间、年迈的

祖辈以及那记忆中已经模糊的父母。相关研究显

示，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高达 41.3%，

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的 36.6%，[2]这说明留守儿童行

为问题比较严重，校园欺凌作为行为问题的一种，

探讨其成因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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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长中父母缺位容易掩盖校园欺凌的伤痛

从法律层面来看，绝大多数留守儿童是生活在

结构完整的家庭之中，能得到应有的关怀；然而从

现实情况来看，留守儿童却是长期生活在与父母分

离的环境之中，父母始终处于缺位状态，这种缺位

既包括父母实际陪伴的缺位，也包括父母情感陪伴

的缺位，父母的缺位极易掩盖校园欺凌的事实。

父母实际陪伴的缺失使孩子更易成为被欺凌

的对象或产生一些行为问题。相关调查显示，农村

留守儿童中，有39%的孩子在半年至一年之间见过

父母，有33%的孩子在半年内见过父母，但仍有28%

的孩子一年或一年以上没有见过父母[3]。随着留守

时间的增长，留守儿童在身体攻击、攻击性总分以

及社交焦虑的得分不断提高并呈现显著性差异[4]。

现实情况下，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因缺少父母的陪伴

而时常受到那些父母均在身边的孩子的轻视，更容

易受到言语、甚至身体上的欺凌；还有部分农村留

守儿童出于自我保护及期望引起重视等心理，更容

易用欺凌他人等过激的方式来博得关注。农村留

守儿童的父母常年在外，对孩子在校具体情况无法

清楚掌握，缺少面对面的观察，难以发现孩子身上

可能出现的伤痕以及微妙的情绪、心理、行为的变

化，从而无法为孩子的欺凌行为或被欺凌经历提供

直接的心理干预与帮助。

父母情感陪伴的缺失疏远了亲子关系，不利于

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留守儿童与父母分隔两地，

传统意义上大多通过电话、书信、口信等方式进行，

这些方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亲子关系、促进情

感交流，但大多时效性差且沟通效果不佳。同时，

据相关调查显示，在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中的话语

比重上，“父母对孩子说的话”占沟通内容的75%，

而“孩子对父母说的话”仅占25%。由此可以看出，

留守儿童与父母的沟通交流多由父母掌握主动权，

这种交流是一种非平等性的交流，是一种由父母掌

握主动权的交流，这样的一种失衡状态如何能使孩

子愿意袒露心扉呢？此外，在亲子沟通的具体内容

上，“父母对孩子说的话”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

询问考试成绩和叮嘱要多听话、了解身体健康及安

全状况、询问子女心情及温饱等。而在“孩子对父

母说的话”中，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叮嘱父母

注意身体、关心父母在外的情况、父母自己需要买

的东西、向父母诉说烦心事等[5]。从联系的内容中

我们可以发现，父母对孩子的话语，仅停留在身体

及外化事物的关心上，较少关注孩子的心理成长及

微妙的心理变化；而孩子对父母的话语，因沟通中

地位的不平等及长期的亲子分离，使其更少地表露

内心真实的想法，部分孩子变得内敛、孤僻、自卑、

孤独。在父母的忽视与孩子的掩饰下，欺凌与被欺

凌现象成为孩子内心难以言说的伤，分离时间越久

越难察觉孩子在校是否遭受或参与到校园欺凌之

中。

（二）隔代抚养的重养轻教容易诱发校园欺凌

当前，在留守儿童生活的家庭中，隔代家庭最

为普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监护面临诸多

教育困境，既包括由于监督指导缺失所带来的学习

自觉性差，也包括由于情感依托缺失所带来的心理

健康失衡，还包括由于亲子教育缺失、隔代监护不

力所带来的人身安全缺乏保障等[6]。

一般来说，隔代家庭中的祖辈大多较有耐心、

性格朴实，能给予儿童较多的关爱和良好的性格影

响。然而，出于“隔代亲”及对长期缺失父爱母爱的

孩子的“补偿”心理，祖辈的抚养明显存在着宠溺的

倾向，重生活管理而轻行为引导，关爱多而管教

少。大量实证调查发现，隔代家庭中的农村留守儿

童，往往在行为上容易称王称霸，在性格上容易自

我为中心，在人际交往上不容易设身处地宽容他

人。行为、性格、人际交往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容

易诱发欺凌行为。同时，由于祖辈大多年龄较大、

文化素质缺乏、思想理念陈旧、教育原则缺乏，对孩

子存在着对“身”照顾有余而对“心”照顾不足的现

象，心理成长引导的不足使其容易偏离正确的成长

轨道，也易诱发诸如校园欺凌等不良行为[7]。此外，

相关研究也发现，不同的抚养方式会对农村留守儿

童的孤独感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而隔代抚养的留

守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具体表现为

偏执、敌对、焦虑、适应不良、心里不平衡等[8]。孤独

感的增加使其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而其中一种很

重要的博得他人关注的途径便是通过拳头使自己获

得所谓的“地位”与“尊重”；而敌对、焦虑、偏执、适应

不良等心理健康问题极易引发攻击性行为或使其逐

渐封闭自己而脱离群体成为他人欺凌的对象。

（三）教养方式的简单粗糙加剧校园欺凌的蔓延

父母教养方式与家庭环境是个体遭受欺凌或

成为欺凌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民主

的教养方式利于培养乐观而富有同情心的孩子，有

利于搭建亲子间沟通的桥梁，使孩子愿意向父母吐

露心扉，从而减少了欺凌与被欺凌的发生；而武断

的教养方式往往会培养出两种差异性的性格，孩子

或是怯懦胆小自卑，或是冲动暴力缺乏同情心，在

发展不利的情境中，前者会成为校园被欺凌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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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后者则成为校园欺凌实施者[9]。现实情况下，农

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教育知识

缺乏、教育观念陈旧、教育原则性不强，在教养方式

上大多延续上一辈的简单粗暴，亲子间往往难以形

成民主和谐亲密的亲子关系。同时，许多外出务工

的父母出于对孩子的陪伴缺失的补偿心理，对孩子

有求必应，特别强调物质给予而忽视情感的关怀、

成长的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孩子身上的戾

气，极易催生孩子自私、自大、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品

质，使其很容易卷入校园欺凌之中。

二、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之道

校园欺凌行为不仅对被欺凌者的身体健康造

成损害，也对被欺凌者的心理发展带来阻碍。纵观

世界其他国家，在应对校园欺凌方面采取了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对校园欺凌进行法律界定、

对欺凌行为进行法律严惩、对被欺凌者实施专门的

心理疏导等。在我国，鉴于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教

育中所面临的成长中的父母缺位、隔代抚养中的重

养轻教以及教养方式简单粗糙的实际，从增加父母

的实际陪伴、拓展亲子沟通的对象与内容、优化隔

代抚养的状态三方面出发，具体阐述减少校园欺凌

行为的解决之道。

（一）父母陪伴孩子成长是长远的根本方略

父母成长的陪伴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孩子校

园欺凌发生的可能性，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校园

欺凌问题，应尽量避免孩子与父母的分离，只有父

母的实际陪伴与情感陪伴同时到位，孩子才能真正

健康成长。

当前，各地政府正在为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创

造机会和岗位，作为外出打工的父母，应考虑孩子

成长的需要，随时关注家乡的就业信息，寻求回乡

发展的机会。这样既可以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又

可以陪伴孩子成长，弥合从小留守的心灵的创伤，

为孩子提供安全的保护，使孩子不再轻易卷入校园

欺凌与被欺凌的事件之中。《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鼓励父母取得居住证的适

龄儿童随父母在工作地入学[10]。在外务工的父母，

应抓住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异地高考等政策，在

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将孩子留在身边。此外，如果条

件允许，父母可以选择一人外出务工，一人在家照

看小孩的模式。一般而言，母亲慈爱、心细等优势

能为孩子的成长带来更多的益处，因而可将母亲留

在家中照料孩子。虽然父母中一人在家抚养小孩

不能完全代替父母均在身边的照料，但与隔代抚养

相比，这种方式要好得多。

（二）大力拓展沟通对象及方式，深化沟通内容是现

实的可行策略

在影响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因素中，亲子沟通

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亲子沟通较多的留守儿童，

他们出现行为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小，而亲社会行为

就更多[11]。在父母与子女必须分隔两地的情况下，

拓展沟通对象与深化沟通内容显得尤为重要。

其一，我们应该积极拓展沟通方式。从相关研

究中我们看到，以往亲子间的沟通方式只包括书

信、电话、口信等，而沟通的对象仅限于父母与子

女。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村村通网络工程的实

行，微信视频、QQ视频等方式的出现扩宽了原本单

一的电话、书信等交流模式，时效性更高、资费更低

且能实现即时的面对面通话。家长可为留守在家

的祖辈配备智能手机，并教会其简单的使用方式，

从而实现留守儿童的父母与孩子及祖辈间更直观

的交流。对于偏远地区，可通过相关政策为已有的

留守儿童活动室配备电话、电脑，拓展其沟通方式，

减少其沟通成本，提高其沟通效率。沟通方式的拓

展，延长了亲子间沟通的时间，能使父母有足够的

时间来了解孩子心理状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

到孩子在校是否受到欺凌或欺凌他人。同时，视频

沟通的出现，使亲子间从单纯地听声到可以面对面

的传递喜怒哀乐，父母能通过视频交流来直观地观

察孩子的行为及身体是否存在异样。

其二，留守儿童父母应拓展沟通对象。与孩子

之间的交流沟通固然重要，而与老师、邻居、孩子的

好朋友等保持联系也十分重要。他们是距离孩子

最近的一群人，他们最贴近孩子的生活与内心。时

常与孩子的班主任保持联系，既能从班主任那里了

解孩子是否参与校园欺凌或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

者，也能与班主任交流教育理念与方法，不断提升

家长自身的教育水平，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时常

与邻居保持联系，既能从旁人口中了解代理监护人

的情况（尤其是隔代监护人的身体情况），以此来判

断委托监护人是否有精力来保证孩子的生活与安

全；又能客观地了解孩子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是

否存在异常，为欺凌等问题的出现与解决提供现实

依据。与孩子的好朋友保持联系，既能了解孩子内

心真实的想法，也能通过孩子的好朋友来传达对孩

子的关爱，增强孩子的安全感。

其三，父母应与孩子建立平等的沟通模式。对

农村留守儿童而言，缺少父母现实陪伴的他们本就

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极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对象。很

李赐平，等：家庭教育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及应对策略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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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倾听而非训诫，是安慰而非

说教，是关怀而非忽视。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父

母，应该懂得在沟通中为孩子留有充分的话语空

间，让孩子愿意诉说心事，让孩子愿意诉说可能已

经发生的欺凌或被欺凌的事实。作为孩子，通过诉

说，他们能得到来自父母的指引，能得到来自父母

的依靠，也能健康阳光的成长。而作为父母，倾听

诉说，他们能了解到孩子是否被欺凌与被欺凌所困

扰，能了解欺凌或被欺凌的前因后果，也能对孩子

欺凌与被欺凌的经历进行成熟的引导。父母在沟

通语气上，应耐心宽容，而非教育呵斥。通过平和

平等的沟通使孩子形成独立的人格，遇事不退缩、

不怯懦，敢于表达所遇到的问题[12]。

其四，父母应提高沟通技巧。在具体沟通内容

上，父母对孩子学习、生活情况的关注远远超过了

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亲子间沟通深度不够，一

方面与长期的分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父母沟通技

巧缺乏、教育知识浅薄、教育理念陈旧有关。事实

上，留守子女除了获得物质层面的满足之外，他们

更需要心理上的支持及行为上的监督、引导，这样

才能提升自己的心理发展水平，进而规范自身行

为[13]。作为新时代的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应通

过阅读相关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籍，观看相关教育

类节目与视频，向周围有经验的人士请教等方法，

来丰富自身的教育知识储备，提升自身的亲子沟通

技巧，科学的对不同成长期的孩子采取不同的教育

方法。除了生活学习的关心外，对于孩子的心理变

化要尤为重视，特别是对正处在初中阶段的孩子，

既要给予孩子成长的空间，又不能完全地放任自

由。父母在跟孩子电话交流时，一方面，要有意识

地提前告知孩子在学校可能遇到的伤害，并告诉孩

子在遇到伤害时该如何处理；另一方面，也要增强

孩子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和生命意识，做到不逾

矩不违法，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

其五，父母应增加亲子联系频次。相关研究显

示，农村留守儿童随着与父母联系频率的增加，攻

击行为水平下降，联系频率为半年以上的在敌意、

愤怒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联系频率为1～7天的

留守儿童[14]。当父母与子女频繁交流时，留守儿童

行为问题的发生率为37.5%；当父母与子女很少交

流时，行为问题发生率高达51.4%。[15]因而，父母应

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增加亲子间沟通的频

次，可与孩子约定一周三次或更多。同时，父母也可

抽时间回家与孩子见面或者在寒暑假时将孩子接到

身边共同生活，创造更多增进彼此了解的机会。

（三）积极优化隔代抚养状态是紧迫之策

其一，作为留守儿童的父母，应该充分考量隔

代抚养人是否有能力承担抚养重任，其考量的因素

应包括：隔代抚养人健康状况、隔代抚养人已有的

抚养任务、隔代抚养人的时间安排、隔代抚养人的

抚养意愿等。首先，祖辈大多年龄较高，应充分考

虑到祖辈的健康状况，避免出现本该由祖辈照料孩

子而实际上却是由孩子来承担照料祖辈的情况。

同时，当前很多农村家庭兄弟姊妹众多，若因外出

务工，大多选择将孩子交由祖辈代为抚养，这就使

得祖辈承担着不只代为抚养一个孩子的责任，祖辈

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农村留守儿童的祖辈

大多为农民，他们通常承担着繁重的农活，在时间

上往往显得较为紧张。此外，留守儿童的父母也应

充分尊重祖辈的抚养意愿，在祖辈已明显表达出无

法或不愿抚养的态度时，应考虑重新为孩子选择抚

养人。在选择新的抚养人时，应充分考虑该抚养人

是否能给孩子带来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否有能力照

料好孩子，是否能给孩子带来好的教育影响，孩子

是否愿意被该抚养人抚养等[16]。

其二，若孩子确定由祖辈代为抚养，祖辈和留

守儿童父母应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欺凌及被欺凌

现象。作为祖辈，与孩子朝夕相处，一般能察觉到

孩子行为的变化、情绪的波动、身体的状况。如果

孩子身上出现明显的伤痕，应该询问孩子在学校是

否受到伤害，并十分留意孩子的情绪及行为变化。

如果多次出现被伤害的情况，应及时向老师了解情

况，并如实向孩子父母汇报，进一步了解事情原委，

共同商议进一步的解决方法。祖辈时常向孩子的

父母如实地汇报孩子情况，不仅能使父母与孩子更

有话题可聊，也能使父母较为及时地对孩子的行

为、情绪、身体等进行关怀，对于可能出现的或者已

经出现的校园欺凌或被欺凌情况有所察觉，进而想

办法解决。作为孩子的父母，应承担孩子的生活成

本与教育成本，不能推卸责任，以保证孩子与祖辈

的基本生活水平；同时，也应该加强与祖辈教育理

念的沟通，寻求祖辈的理解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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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几乎整个学术界都认为“老好人”“好好先生”是

需要被警惕防止的人群，“老好人”与“好好先生”的

行为也是需要被一步步杜绝的。

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老

好人”“好好先生”处事时所崇尚的“人情”与“法治”

之间产生了背离。另外，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资本的大肆冲击固然会导致人们越来越务实，

但生财亦需有“道”。中国人不能在生财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的同时，却在人格追求的道路上越走越

偏，越来越像“好好先生”，越来越“乡愿”。儒家所

追求的理想人格——君子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法治社会所需要的。而似君子却非君子的乡愿是

与社会和谐发展背道而驰的，是不利于法治社会良

好推进的，应被鄙夷、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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