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教育专家孙云晓：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应负起责任

要要对对农农民民工工进进行行亲亲子子培培训训

缺少父母关爱，会导致不

懂得爱别人

齐鲁晚报：您研究青少年问题已经40

多年了，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您觉得这几
年有什么新变化？

孙云晓：留守儿童群体这几年确实出
现了一些新特点：第一是群体性特征开始
显现。留守儿童越来越成为一个数目庞大
且极易受伤害的群体，因为他们监护力最
差，所以受到的伤害也最多；第二，留守儿
童内部出现了团伙犯罪以及伤害，这在过
去是很少见的；第三，现在留守儿童在心
理上受到双重伤害，一方面是孩子缺少亲
情才投入陌生人“温暖的怀抱”，另一方面
他们有可能受到暴力、胁迫的伤害，这比
过去单纯受一方面的伤害要严重得多。

齐鲁晚报：全国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孙云晓：是啊，我国现有留守儿童
6000多万，其中200多万是“独居”的留守
儿童，自护能力很差，处境最艰难，生活也
最危险。山东省的留守儿童有60多万，这
个数目也不小。说实话，留守儿童在未成
年人犯罪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而且有愈
演愈烈之势，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
实，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齐鲁晚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特
点？

孙云晓：青春期的儿童，当然也包括
留守儿童，往往比较敏感、叛逆，因为他们
需要用这些来掩盖内心的恐惧、害怕等。
这个阶段，他们极度渴望得到家庭的温
暖、父母的爱，如果在家里得不到关爱，他
们就会到社会上寻求温暖，很多社会问题
也就随之而来，比如这几年留守儿童被性
侵事件不断增加。

齐鲁晚报：因为得不到，所以要寻求

弥补。
孙云晓：是的。专家们在研究中发现，

孩子在12周岁之前能否和父母建立起亲
密的依恋关系，对孩子一生的安全感和幸
福感至关重要。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在于
割断了亲情，得不到本该拥有的父母的
爱，难以建立亲子依恋关系，这会对孩子
造成终生的严重影响。

虽然全世界对于未成年人专门设立
法律予以保护，可现实情况是，本应作为
第一监护人的父母没有尽责，大部分将他
们委托给老人，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齐鲁晚报：老人对孩子再好，都无法
替代父母的角色，对吗？

孙云晓：哈佛大学研究发现，人生下
来后有两个发展方向：第一是亲密性，母
亲有天然的优势；第二是独立性，则是父
亲的优势和责任。妈妈带大的孩子性格细
腻、温柔，爸爸带大的孩子性格独立、勇
敢、顽强。所以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联
盟，婴幼儿阶段家庭教育以母亲为主，上
小学时父母责任各半，孩子上到中学，母
亲影响力开始下降，父亲影响力开始上
升，因此中学阶段要充分发挥父亲的作
用。

齐鲁晚报：没有父母在身边会怎样？
孙云晓：孩子的成长特点是，年龄越

小情感支持系统要求越高，父母的远离则
会导致孩子的情感支持系统变得脆弱，这
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对衣食住行照料不周
会让孩子情感荒漠化，缺乏父母的关爱会
导致他们不会爱别人，他们内心无法真正
体会“爱”与“被爱”的滋味。

12到15周岁是最容易出问

题的阶段

齐鲁晚报：给人的印象，好像留守儿
童对外界诱惑的抵抗力特别弱，一点小恩
小惠就被迷惑，为什么？

孙云晓：首先，“留守儿童”这个定义
本身，很多人都是反对的，孩子们自己也
不愿意被贴上这个标签。第二，12到15周
岁是留守儿童最容易出问题的阶段，正处
于青春期，同伴对于孩子的影响力远超过
父母和老师，孩子最渴望的是得到同伴的
接纳和认可。因此，在这个阶段，价值观起
到了核心作用，选择什么样的朋友，要走
什么样的路都由价值观决定。

齐鲁晚报：但是在这个年龄段，他们
的价值观可能并不明确。

孙云晓：是啊，未成年人偷窃、抢劫，
流动儿童犯罪率升高，就是因为价值观不
明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曾经对山东未成
年犯管教所的未成年犯做过调查，其中，
半数以上在12周岁就开始偷东西，他们认
为能偷是一种本事，是非观念上颠倒了；
80%的未成年犯有过逃学、看淫秽色情视
频、出入成人娱乐场所、打架斗殴的经历。
我在研究中还发现，有60%的未成年犯，
15周岁开始就有性行为。

齐鲁晚报：青少年时期的价值观真的
如此重要？

孙云晓：习总书记很形象地说，青年
人一定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强调的
就是价值观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有一个特
点和规律，就是往往由受害者转为施害
者。比如孩子被人抢钱后，他因为孤立无
援就想依靠别人抢回来，投靠一个厉害的

“老大”，从而进入黑势力团伙。别人抢我
的东西，那我就抢别人的东西，这种孩子
的思维一定需要引导。因此，父母和学校
要特别关注被别人打骂羞辱的孩子，以及
事后的引导与干预问题。

齐鲁晚报：应该怎么干预他们呢？
孙云晓：首先，要给孩子支持，告诉他

这种事是别人做得不对。其次，一定要告
诉孩子不能“以暴制暴”，别人做错了，但
是你自己不能用同样错误的方法去对待
他，要用正确的方法对待错误的事。对于
未成年人，教育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齐鲁晚报：方法很简单，但在我们的
实际采访中，似乎家长和老师能做到的并
不多。

孙云晓：城市里很多学校都在开设思
想品德课、社会课、政治课、心理健康教育
课等，但在农村学校，这些形同虚设，主要

是农村学校的师资极为匮乏，专业心理指
导老师寥寥无几，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限
制，这确实是个问题。

农民工能把孩子带在身边

就很了不起

齐鲁晚报：针对留守儿童出现的这些
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

孙云晓：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责任。
从家庭教育来说，父母要尽可能把孩子带
在身边，这也是目前解决此问题的最佳选
择。如果父母亲确实有困难，那也要找有
监护能力的人对孩子进行监护。作为父母
平时要和孩子密切联系，尽可能多回家，
寒暑假也尽量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毕竟
其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父母对孩子那分
特有的关爱。

从学校教育来说，一定要对孩子有积
极的引导。我在调研中了解到，全国很多
地方都有寄宿制学校，就是为了集中对留
守儿童进行监管。而这样的学校如何给孩
子提供既有安全保障又丰富多彩的生活，
需要尽更多的责任和努力。

从社会角度而言，在政府领导下，应
多发动各方力量关注留守儿童，建立多种
组织来关爱他们，推动社会留守儿童问题
的进一步解决。有关伤害留守儿童的案例
频繁出现，就暴露了我国多地公检法存在
一定问题，之前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如果
各个层面都能切实履行好职责，就会形成
一个严密的保护网，伤害未成年人也不会
那么容易。

齐鲁晚报：在这三个角色中，家庭、学
校、社会哪一个对孩子影响最大？

孙云晓：法律解决的是底线问题，对
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是发展，而
对发展起根本作用的是教育。教育孩子最
主要是告诉他们如何做人，也就是价值
观，要让孩子明辨是非，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这种教育是家庭、学校、
社会等都要给予的，这对孩子的一生极为
重要。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
哪个角色的问题？

孙云晓：社会给予的关注是必要的，
但是根本问题一定要解决，就是父母一定
要给予孩子关爱，增加亲情。农民工进城
前后一定要对他们进行亲子关系的培训。
培训在政府部门规划下可以由多方一起
做，唤起家长对孩子的责任心，教给他们
方法。

我在全国各地给农民工讲过不少
课，我对他们说：“你们能把孩子带到身
边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应该给你们
发一个大大的奖杯。”他们为了改变孩子
的命运，不顾自身困难把孩子带在身边，
这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同时，企业在录用
工人时优先选用家里有未成年人的父
母，这也符合国家对于未成年人实行特
殊保护的要求。解决家长问题是目前解
决留守儿童问题最迫切的问题，也是第
一环节。

齐鲁晚报：谁都想把孩子留在身边，
但对这些进城务工人员来说，确实有现实
困难，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孙云晓：对于留守儿童过于集中的
地区，我认为当地还是要多发展乡镇企
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投入，在本地开发项
目，让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尽量让其在
家附近工作。这样也可以和我们国家新
农村建设与城镇化需要的劳动力状况统
一起来。

齐鲁晚报：除了父母，整个社会还能
为留守儿童做些什么？

孙云晓：我也知道要做好难度很大，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加强管理保护。我的具
体建议是，国家应该投入专门的经费，对
留守儿童所在学校的老师进行培训，让他
们作为引导教育保护留守儿童的骨干。因
为这部分老师最熟悉学生的情况，懂得如
何教育他们，与其让别人来对孩子进行教
育，不如让老师做更合适。我认为国家投
入这一笔钱很值得。在我看来，教育的核
心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的人
格，只有健康人格才能决定孩子一生的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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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不孤单
留守儿童系列报道之待发的合力

孙云晓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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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留守儿童有60多万，放在全国来看，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当社会习惯性地给这个群体贴上“留守儿
童”的标签时，无疑是将他们简单化了，掩盖了许多问题，也没有顾及其中每个个体的需求和感受，更难以觉察这
个群体的新变化。

“留守儿童越来越成为一个极易受伤害的群体，甚至他们也会轻易去伤害别人。”7月20日，著名儿童教育专
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一再强调要弥合父母与留守孩子间割裂
的亲情，“教育的核心并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的人格，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关键在于爱和教育。”

本报记者 张红光 实习生 高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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