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单位名称 楚雄市三街镇中心小学 姓 名 段荣香

论文编号 CN2018002315 获奖等级 二等奖

发证机构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浅谈贫困农村家庭因素对学习的影响

——以三街镇力戈村为例

摘要：随着整个社会对素质教育理解的加深，家庭因素对儿童心理的影响已引起了

社会广泛的关注。心理学家通过研究指出：接受家庭影响是人类的本能行为之一，这说明家

庭因素将对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深入开发农村，达到共同致富的根本途径

还是要以人为本、教育先行。本文以云南省为例，通过以力戈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就影响

贫困农村小学生学习的家庭因素，做一些浅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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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党中央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

务予以重视。阻碍农村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教育的明显滞后是一大因素之一。贫

困地区农村居民生育观念没有彻底改变，出生率高，人口增长快，而农民收入低，大量新生

人口制约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从而影响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育的投入少，从而

导致经济与教育发展的恶性循环。以云南目前的扶贫标准 3305 元计算，云南的贫困人口将

达到 400 万人左右，这 400 万人人口大部分属农村人口，农民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要

改变命运、提高自身价值，提升社会地位，迫切需要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一渠道来实现，

走知识改变命运这条路迄今仍是农村青年摆脱贫困走出农村的途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

元，家庭为人类的繁衍、哺育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所需，为整个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上千年来的儒家传统文化熏染，致使中国家庭自来都崇尚书香门第，

这是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但在广大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形成空洞的理论上认知，实上

缺乏对子女教育的正确认识，更多的只是看到短期利益，这在农村家庭的家长身上具有普遍

性。抛开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的制约不论，家长自身的素质、对教育的认知、家庭的完整性，

客观上左右着目前农村小学生受教育的程度，影响着小学生的成长。高速发展的今天，农民

渴望摆脱贫困，大多数却又忽视教育，在子女的学习、道德品行、情感因素、人生目标等方

面没有起到标榜作用，反而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给家庭子女造成了不良影响。家庭教育中施

教者的思想认识是最重要的，由思想认识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行为、习惯等因素，影响着孩

子的未来。

一、贫困农村决定家长的教育观

在贫困农村地区，家长对教育的态度很朴实，子女去读书，他们的期望一般不是很高，

更多的，他们是以短视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子女多、收入少让一般农户对教育的长期投资

望而却步，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长期教育投资取得回报的现象很少，特别近几年严峻的就

业形势，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或者是就业体现不出优势，这从一方面打击了家长们追求

教育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农村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家长们的认知。在广大贫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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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传统的小农经济仍是经济的主体，农业生产中机械化程度和科技含量都很低，绝大

部分农村地区仍靠人力蓄力耕作，科技知识技术无用武之地，农民感受不到知识的重要性，

因而缺乏对教育的追求动力。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切身感受到科技、文化所带来的好处，

他们也就不会产生持久、强烈的追求教育的内在动机。在力戈小学，很多小学生都是六年级

毕业后就辍学了，他们称之为小学毕业，小学毕业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走上社会了，“有文

化了”，在社会上“识得字，吃不了亏了”，甚至有的女生一毕业就定亲成婚。据了解，力戈

小学每年毕业的女学生有 0.3%成婚，这与农民朴素的成本价值计算有关，从一方面反映了

农村经济落后的一面。

十一五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农村经济却面临新的挑战，由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

制度效应已逐渐减弱，在贫困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民不愿种地 、土地闲置的现象，受比较

利益的驱使，许多农村劳动力纷纷出外务工。有的家长出外务工耳闻目睹了发达地区的种种

“赚钱门道”，认为读书没有出路，尽快出外务工赚钱才是硬道理，许多家长都存在这种认

识上的偏差。以至于力戈小学每个学期开学有学生流动现象，流动率达到 6%。

虽然现在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在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生一分钱学费，但由于贫困

地区的现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家长对现实的不恰当认知，促使他们的行为违背了自己内

心渴望知识的真实意愿，教育的初衷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

二、家庭教育对小学生教育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多数人把它界定为：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

庭中自觉地有意识地对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和影响。这一界定告诉人们：家

庭教育的教育者主要是父母，还可能是祖父母等年长者；受教育者主要是未成年的子女，还

可能是孙子等其他年幼者。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一个人的情商和智商以及一个民族的素质高低主要取决于幼儿时期

的影响和教育。家庭教育应遵循儿童成长天性和人的发展规律，使每个富有个性的幼儿得到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的机会，使每一个孩子在自然情景和真实情景中得到思维、智力、情感、

行为的教育。德国教育家福录贝尔说过：“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操纵在掌权者手中，不如

说握在母亲手中”。这说明父母的心理素质、道德行为、文化修养对子女的成长和成就，会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的身心健康状态，人格素养，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子女良好的品

格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好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家里人的言行举止，无不是他模仿的对

象。如果家里人言语粗陋，他的言语也会跟着粗陋起来。如果家人勤劳节俭，他也会学着节

约。如果父母喜欢音乐艺术，他也会受到感染。孩子往往不加批判地、不自觉地受家庭、家

长的影响，形成种种好或不好的习惯。孩子的道德标准、人生目标、情感因素、学习态度的

形成与家庭教育主要承担者的言行密不可分。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认为，家庭教育就是要通过家庭生活把良好的行为习惯、道

德观念、生活制度等内容传承给子女。这些内容是每个人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取得成功的

重要保证。经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人格，在孩子 6岁前，就已基本成形。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道德观念和生活制度的关键期是在幼儿和小学一、二年级这段时期，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

中没有不重视家庭教育的，负有最直接最主要的教育责任的就是家庭主要施教者。

家庭教育具有早期性和及时性、长期性和直接性、感染性和灵活性、亲历性和互动性等

特点。孩子身心的发展，个性的塑造，品质的培养，潜能的开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在家庭打下基础的，可见家庭教育的质量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但是，在广大农村，许

多家长意识不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多的片面认为学校才是孩子教育的重要阵地，把孩子

的教育问题抛给学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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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农村家长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受农村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历史原因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农村学生家长读书不多，文

化程度普遍偏低。经统计，在力戈小学的家庭教育主要承担者中，仅有 0.7%是高中学历,19.6%

是初中学历，69.3%是小学文化，文盲占 10.4%。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出，大多数家庭教育承

担者缺少进行家庭教育的能力，直接没有文化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更是束手无策，只能干着

急有力帮不上。

其次，农村家长的不良行为。

采取怎样的教育方式才合理是新时期摆在家长们面前的普遍问题。在北京的一项中小学

生心理健康调查表明，有 32%的中小学生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至少有 3000 万青少年儿童

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在农村的大多数家庭里，重男轻女思想依然严重。男

孩从小娇生惯养，过分溺爱，女孩受歧视，这让子女难以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品行；有的家庭

充斥暴力、语言粗野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心理，留下心灵创伤；有的家长吸烟嗜酒、赌博成

瘾，趣味低下，容易把孩子引入歧途；有的家长喜爱庸俗书刊、不文明音像制品，对儿童的

品德智能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家长们这些不良行为，使小孩的心理品质、道德行为、个性特

征受到污染，受不良行为影响严重的，将会给孩子今后的身心发展带来障碍。

三、教育投资成本高期限长

现在在城市中，一个学生从接受学前教育到完成大学教育培养成本至少花费三十万以

上。即使现在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免去书杂费，并且还给予一定的贫困补足费，但在

农村，培养一个大学生至少也要花费将近十万元。力戈村民组有 274 余户共 1207 多口人，

人均年收入不足 6600 元，面对高额的教育投资绝大多数家庭只能选择放弃。目前，整个力

戈村具有大中专学历者只有 15 人。

子女多、收入少让农村一般农户对教育的长期投资望而却步。粗略算一下一个大学生的

求学时间，从 4岁开始读幼儿园，6年小学，3年中学，4年大学，总共要 20 年时间。在不

同层次的求学时期费用开销，大多贫困农村家长有必要承担且能承担的阶段，也就是小学、

初中时期。而孩子步入高中以后的各种开销，对于一个贫困农村家庭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

笔开销，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并且，在贫困农村地区，长期教育投资后取得回报的现象

很少，农村教育质量差，师资力量不够，基础教育设施薄弱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农村孩

子经过十多年的苦读，能如愿考入大学的少之又少。特别近几年严峻的就业形势，一些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难或者是就业体现不出优势，这从一方面打击了家长们追求教育的积极性。

四、农村家庭不完整性对小学生教育的影响

1.留守儿童较多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成功实施和户口的限制出现松动，既解放了农村劳动

力，也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城乡劳动力的预期收入的差

距，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剩余劳动力增加等因素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力戈

村人力资源输出教为严重，在力戈村民组，共有 49 多人常年在外务工，占全村总人口的 5%。

力戈小学共有 164 位学生，父母其中一方常年在外打工的占 62%，父母双双常年在外打工的

占到 28%。有父母其中一方在家的学生由单亲照管，父母双方都不在家的学生绝大多数与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或寄养在亲戚朋友家中，由他人代为照管，有 4%的高年级学生独自在家。

许多农村学生家长纷纷外出打工，造成家庭教育的空白或不全。周国万是我力戈小学五年级

的一名学生，12 岁，是一位留守子女，父亲去世较早，母亲另行改嫁并常年在外打工。他

在班上成绩落后，不按时完成家庭作业，经常违反班规校纪。一天晚上，学校熄灯铃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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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另外两个男生在宿舍里打架。又时隔两周，该孩子在宿舍半夜起来约六年级的同学抽烟。

得知事情的发生，我几次打电话给家长来校进行孩子的教育，可来的是高龄的爷爷。孩子平

时在家就不听从爷爷奶奶的话，周国万母亲常年在楚雄打工，更是无暇顾及孩子。家长交流

就只能在电话里完成了。周国万每周回家基本不按时完成周末作业，跟随村里辍学的初中生

到处玩耍，到处干坏事。基本不把时间放在学习上，学习成绩一直提升不起来。都说没有教

不好的学生，可像周国万一样由于家庭的不完整而造成学业荒废的学生，却只能让人扼腕叹

息。

2.由父母离异或死亡等因素造成的家庭残缺

造成农村家庭不完整性的另一个原因，主要是由于疾病死亡、离婚、车祸、工伤等一系

列因素的增多引起。目前，农村不完整家庭的比例在不断升高。据统计，力戈小学孤儿占

0.3%，残疾学生占 3%，离异子女占 7.2%，在造成非完整性家庭的原因中，离婚因素是第一

位的。在力戈小学，父母离异后 70%的子女都是跟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由于老人

年事已高，对孙儿辈过分溺爱迁就，并且缺乏精力管教，致使这部分孩子生活上散漫、娇气。

在学习上，老人没有能力和方法辅导孩子学习，不能积极配合学校和老师做好孩子的合力教

育。父母离异的孩子由于突然失去或者从来没有父母之爱和家庭的温暖，往往表现得沉默寡

言、敏感尖锐、自卑、离群，不够活力，阻碍了其个性的发展。这类学生常常成为“差生”、

“问题学生”，没有学习兴趣，成绩落后，违反纪律。长此下去，往往产生质变，沾染上社

会不良习气，沦为社会不良青少年。

不完整家庭对儿童身心的正常发育影响很大，其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具有久远性。

不完整家庭儿童更具侵略性、对抗性、逆反性和破坏性，缺乏责任感、自信心和自我控制能

力。

力戈小学不过是地处大山深处的一所村级小学，但它身上所反映出的影响贫困农村小学

生学习的家庭因素，却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集中折射了很多贫困农村地区教育现状，家长

对待子女教育的认识和态度，现今农村家庭教育的艰辛，农村经济与教育投入的矛盾。国内

很多研究者主要是把注意力放在家庭教养方式与家庭关系对儿童的影响上，而对于贫困农村

父母教育态度与行为直接影响，以及农村家庭特有的一些不良因素的研究还不够多。分析这

些家庭因素对儿童与青少年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要全面地看待家庭及儿童教育问题，

充分认识家庭因素的作用，利用家庭教育作用促进儿童的成长。另外，针对父母不良教养方

式与行为的研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这对农村青少年教育至关重要。

教育是立国之本。国家正在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大力推进义务教育。改变农村的贫困面

貌和教育现状，除了政府的政策扶持和社会各界支持，更需要农民家长提高自身教育意识和

个人素质。

主要参考资料：

1、作者：王瑜、杨翠迎，《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及其对策分析》，

《经济研究导刊》2008 年第 3期；

2、作者：吴奇程，《家庭教育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3、作者：罗崇敏，《教育的智慧》，人民出版社，2010.1；

4、作者：郭黎岩等，《心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5、作者：沙银芬，《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与家庭教育》，《教育探索》2009 年第 10 期；

6、作者：贾晓宏，《调查显示，三成中小学生有心理问题》，《北京晚报》2007.2.6；

7、作者：胡德海，《教育学原理》，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