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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研究》围绕留守儿童教育这一主题，以教育政策学、系统管理理论、边缘化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从陕西省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研出发，将问卷调查
、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结合起来，整体把握，对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学习、心
理健康、情感、品行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厘清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教
育的主要因素，甄别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就如何改善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政策、协作机制以及应然措施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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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谊，女，陕西商州人，管理学博士，研究主要方向为农业与农村管理，现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任教。
先后主持、参与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研究”等省（部）课题以及校内外各类课题10余项，
以副主编身份出版科学专著2部，在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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