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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留守幼儿，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自己留守在户籍所在地而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
活的6周岁及以下的未入小学的儿童。
留守幼儿是我国留守儿童中的弱势群体，也是中国幼儿中的弱势群体。
他们数量庞大，境况不佳，发展受阻，问题较多，至今却未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
　　在日常研究中，本人发现我国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铺天盖地，但尚未发现有关留守幼儿的比较深
入系统的研究。
而幼儿期是人生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幼儿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始基。
留守幼儿比其他大龄留守儿童更需要双亲的爱与呵护，更需要家庭、幼儿园和社区的悉心教养。
出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的敏感性，于2007年初，本人就开始考虑留守幼儿，特别是农村留守幼
儿问题。
　　为能深入研究我国留守幼儿的生活学习状况与身心发展水平，本人先后进行了3次调研活动。
首先，于2007年1—2月，借助湖北黄冈实验幼儿园的课题平台，对该地区的留守幼儿进行了广泛的普
查摸底。
第二次调查于2008年1月底完成。
根据第一次调查情况和本人申请的博士后课题“0—6岁农村留守幼儿社会支持机制的建构”的设计要
求，本人决定将研究重点放在农村留守幼儿的特殊困难与需求、身心发展等方面。
为此，围绕幼儿设计了1份幼儿测查问卷和幼儿监护人、幼儿教师和幼儿园园长3套调查问卷。
为检验试卷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我们先在武汉周边地区的汪集镇进行常模检验和模拟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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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可丰富、拓展和深入我国的留守儿童相关研究，为我国社会学、福利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
发展作出贡献。
因此，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研究还有利于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改善幼儿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增进幼儿教育公平，
保障幼儿所在社区乃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也具有非常突出的实践指导意义。
    研究主要解决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湖北黄冈为案例，了解我国中部地区留守幼儿的生存
状况，特别是困难和基本需求；第二，探寻留守幼儿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第三，寻找解决留
守幼儿生存与发展的多种问题的有效途径。
    研究内容涉及留守幼儿生存状况、特殊困难与需求；留守幼儿的健康、语言、认知、艺术、社会性
与个性等方面的发展规律与特征；改善与提高留守幼儿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对策研究三个方面。
    研究选址湖北黄冈市。
主要采用调查统计法、座谈和访谈法、现场观察、个案追踪等方法。
研究历时两年半。
    研究发现，湖北黄冈地区的留守幼儿，他们在穿、住、用、行、玩、学、交往与沟通等方面，确实
存在明显的困难，多种正当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由于教养环境与条件的不足，他们在语言、认知、思维力、想象力、绘画与歌唱、社会性与个性等方
面普遍明显滞后于同地区的其他非留守幼儿。
    造成留守幼儿生活上的困难、心理与行为方面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包括幼儿个人及家庭、幼儿园、
社区等因素。
我国的城乡壁垒、贫富差距过大以及幼儿教育资源分布不公则是其深层根源。
    为保障留守幼儿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促进教育与社会公平，我国应注意立体设计、多方联合，幼
儿家庭、幼儿园、政府、社会等方面共同努力，全方位地为留守幼儿构筑社会支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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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留守幼儿的基本状况　　为初步了解我国中部地区留守幼儿现状，2007年1—2月，在本人
指导下，由湖北黄冈实验幼儿园带队，对湖北省黄冈革命老区0个区县（浠水县、蕲春县、黄梅县、
英山县、罗田县、红安县、武穴市、麻城市、团风县及黄州区）的市、县、乡镇、村四级幼儿园（分
公办和民办）与学前班的留守幼儿广泛进行了先期的调查研究。
　　本次调查首先采用问卷法，对各幼儿园的园长、教师和留守幼儿的家长进行了留守幼儿基本情况
调查；随后组织了部分幼儿园园长与教师座谈会；兼有少量留守幼儿访谈和幼儿生活中重要他人访谈
。
调查内容包括留守幼儿的人数、年龄层次、性别比例、留守类型、监护人类型、留守时间、留守幼儿
表现、家长将幼儿留守在家的原因等方面。
调查揭示了留守幼儿这一特殊群体共有的诸多特征。
　　2008年4月，本人再次带领我校学前专业12位硕士研究生对该地区的8所幼儿园540名留守与非留守
幼儿进行了测评与相关调查。
调研工具如前所述。
检查结果让课题组成员颇为震惊，也深感忧虑。
　　本章将主要介绍留守幼儿的群体特征，留守幼儿在语言、认知、艺术、社会性与个性等方面的详
细情况将在以后各章中分别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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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留守幼儿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主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湖北黄冈为案例，了解我
国中部地区留守幼儿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困难和基本需求；第二，探寻留守幼儿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
和特点；第三，寻找解决留守幼儿生存与发展的多种问题的有效途径。
　　本书丰富、拓展和深入了我国的留守儿童相关研究，为我国社会学、福利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研究还有利于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和谐发展，改善幼儿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增进幼儿教育公平，
保障幼儿所在社区乃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因此，也具有非常突出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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