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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是社会细胞,也是孩子出生后接触的社会小环境,家长是孩子的启蒙教师也是终身导师。家

庭教育在中小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良

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都有积极的影响。而现在我国农村小学生的家庭教育仍然会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影响

着小学生的教育,不利于农村小学生教育的不断发展。很多农村孩子的父母外出务工,只有留守的老人与

孩子相依生活。农村老人的思想与观念已经停滞不前,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在现实的教育中,

这些孩子在思想、学习、卫生等方面或多或少具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基于此,文章就农村学生家庭教育

缺失的成因及对策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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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从刚出生开始,他的成长就离

不开父母,都是在父母的怀抱中慢慢成

长的；孩子的一言一行都会效仿于自己

的父母,父母亲的言行举止对于孩子的

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就是在孩子

呱呱坠地之时、正需要父母呵护的最佳

时刻,在趣多农村地区往往有千千万万

个孩子的父母被生活所迫、不远千里外

出打工。无形中给了孩子在成长道路上

挖下了深深的鸿沟。很多孩子难以逾越

这道痛苦的坎儿,有的竟然迷失了成长

的方向。因而,作为一名小学教育工作者,

作为一名小学班主任老师,就不得不对

当前农村孩子的家庭教育缺失现状进行

科学的分析,并能够对相应的问题采取

行之有效的对策。 

1 小学生家庭教育缺失的原因

分析 

1.1留守老人严重缺乏对孩子的思

想教育 

这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原因,首先

大部分的留守儿童都是由爷爷奶奶抚养,

爷爷奶奶从小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

育,对孩子的教育仅停留在满足他们的

日常起居和饮食等方面；农村老一辈能

做的仅是为孩子提供洗衣、做饭等,并不

懂得怎样才能够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引导农村孩子形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依旧有很多农村

老一辈认为教育仅仅是学校的责任,与

家庭无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农村老年

人仅满足于当下,只顾享受当下生活,茶

余饭后就是打牌聊天,对孩子的身心健

康从不关心过问。 

1.2家庭教育方法简单粗暴 

由于农村家长教育能力有限,孩子

身上的许多问题,家长往往找不到行之

有效的途径解决,这时家长认为最简

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骂”“,

棍棒出孝子”嘛！而这种单纯的高压管

制,只能解决表面问题,不能改变孩子

的思想和行为问题,同时也忽视了从精

神上关心教育孩子,忽视了孩子的自尊,

这对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是极为

不利的。 

1.3传统观念影响,教育价值观认识

偏差 

农村家庭教育受旧的传统观念的长

期影响,如“养儿防老”、 “不打不成器”

等,这些陈旧的家庭教育思想和落后的

教育方法,在农村家庭中广泛地流传,很

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有相当部分的家

长把分数当作成才的唯一标准,对孩子

的兴趣、爱好认识不足。 

1.4家长对留守学生教育不到位 

由于长期在外工作,家长把教育小

孩的责任推卸到爷爷奶奶的身上,没有

认识到父母教育的重要性,更没有监护

好孩子的成长。孩子需要吃好穿好,更需

要家长的悉心教导,不开心的时候有人

为他引导,高兴的时候有人为他开心,得

到表扬的时候有人为他骄傲。而我们的

家长却忙于生活或工作,很少有人做到,

久而久之,这些孩子们还会对学习充满

兴趣嘛？ 

1.5歪曲相关文件精神,滥用家长

权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家长的学历

问题与对法治的认识的矛盾日益尖锐,

很多家长曲解了教师对孩子教育尺度的

相关要求,动不动就拿此说事,使教师对

孩子的管理畏首畏尾。有调查线上,有家

长很明确表示,自己的孩子受到老师批

评,会不理解。甚至有极个别家长,动不

动就赖上老师,不惜怂恿自己孩子装受

伤,以此来索取学校或者教师本人的赔

偿,造成极大社会负面影响。 

1.6家庭教育中缺乏对子女身心发

展的关心 

小学生正处于成长的黄金期,心理

变化明显,往往会有自卑、自负、自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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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特征,此时是孩子最需要家长关心

的时候,家长应及时、主动的和孩子谈心,

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困惑。如果

在家庭教育中缺乏了对孩子身心发展的

关心,孩子的成长道路会经历一些坎坷。 

2 改变农村小学生家庭教育的

对策 

2.1提升家长的素质 

由于,一些农村地区一些家长的文

化程度比较低,所以应当提升一些家长

的文化素质,因为良好素质有利于学生

养成良好的习惯,使学生能够健康的成

长。提升家长的素质能够更好的对孩子

进行辅导,首先,学校以及老师应当开设

一系列的讲座,对家长的教育方法进行

不断的指导,从而提升家长的素质,让家

长能够掌握更多科学教育的方法,从而

促进小学生的发展。 

2.2开展家庭教育调研工作 

当前农村家庭教育确实存在不少问

题,各地农村有各的不同,富裕地区与贫

困地区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差别,富裕地

区普遍存在对子女教育期望过高,过分

溺爱倾向。贫困地区普遍存在失管、失

教、隔代教育多的倾向。根据地区的差

异,为使家庭教育针对性开展,必须组织

相关部门开展家庭教育调研工作。针对

当前农村家庭教育的热点、难点、盲点、

敏感点和单亲家庭、失足青少年家庭、

暴力家庭等情况确定不同调研课题,开

展专题调研。各镇(街道)妇联、家长学

校、关工委、协会等组织要积极配合参

与,真正使农村家庭教育引起全社会的

关心和重视,真正把当前农村家庭教育

做深、做实、做好。 

2.3应用微信平台对家长宣传家庭

教育案例 

当前我国信息技术逐步发展,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效借助教育

通与微信平台与家长进行沟通联系,正

确宣传家庭教育对于学生成长的重要意

义,能够激发家长对于家庭教育的正确

认识,改变家长的传统认知。通过家园结

合,能够使家长认识到孩子的行为属于

家庭教育产物,孩子的言行举止会受到

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要想使孩子积极

主动的学习和成长,必须要采用身教,能

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才能够使孩子

更好的学习和成长。如果家长自身追求

名利不学习不读书,却要求孩子专心致

志的学习,此种举措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所以家长必须要做出表率,避免不当思

想或言行,对于孩子的生活起到负面影

响,应当净化孩子的生活环境,正确引导

孩子,鼓励孩子健康成长。 

2.4循序渐进,保持家庭教育的统

一性 

区别于传统家庭教育模式,培养学

生较好的生活习惯能够极力地打破传授

式教育下学生思维意识欠缺的现象。为

了切实提高农村地区小学生的行为意识

与能力,家庭教育需要制定统一的教育

任务,将培养学生认真思考的态度摆在

首要位置,促使小学生能够发挥自主能

动性体味生活,收获良好习惯,以此不断

优化自身的人格。家长则需要引导学生

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进行重点的划分,

促使小学生可以有效性、针对性、综合

性地提高自我行为意识,养成良好习惯。 

2.5开展有趣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

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会让学生对新鲜的事物或

内容产生一种新异的刺激,这种刺激反

应表现强烈但比较短暂。正如我们每上

一堂新授课时,学生往往表现出极大的

兴趣,而且也较容易激发,但开始复习时,

学生的兴趣就大不如前,有的甚至随着

教学的深入、难度的增加,导致失去兴

趣。要想让孩子形成良好的兴趣爱好,

就必须让他们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最好

的方法是开展丰富有趣的活动,吸引他

们,让他们参与其中,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享受到成功的喜悦,从而培养他们良好

的兴趣爱好。 

2.6学校要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孩子将来的发展方向将直接受到家

庭教育观念的直接影响,家长必须要参

加家庭教育方面的学习。但由于农村地

质因素或地理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很多

活动难以开展,针对于学校而言便可以

开展家长会,使家长与班主任进行交流

和沟通,及时了解自己子女在校的表现

情况。除上述之外,为促进学校和家庭教

育能够更好的开展,学校可以让家长走

进教室,切实感受到自己子女的学习状

态以及学校文化氛围,并且向教师和学

校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也可以通过电

话以及网络等通信设备的便携性,及时

开展亲子活动,及时向家长提供家庭教

育的措施方法等。 

3 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落实农村小学生的

家庭教育,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并有

所成效,家长、老师、学校三者是相辅相

成的,缺一不可。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

面对每一位学生时都应该俯下身子,关

注其内心,以此找到可以突破和改进的

地方,打造和谐、高效的教育新时空,并

让孩子们在高效的家校共育中得到提升,

让其身心健康发展,最终成为全面发展

的社会有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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