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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生活境况、权益保护情况、成长发展动态等值得关注。在对2006-2016年十一

年来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文献进行较为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从心理人格、安全权益、教育发展、生

存生活、社会适应、支持体系等方面述评了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关爱的内容及问题的研究现状，

从政府政策短板、家庭教育缺失、学校教育薄弱、社会教育脱节等方面述评了其问题成因的研究现状。认

为今后相关研究要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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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2006—2016年十一年来关于安徽省农村留

守儿童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述评了安徽

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关爱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

因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研究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

教育与关爱机制及模式提供了借鉴。

一、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关爱现状的

研究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工作的意见》精神，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

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

的未成年人［1］。2016年 5—8月，安徽省民政厅会同

省教育厅、公安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村“三留守”

摸底排查工作。全省共摸排出农村留守儿童 84.17

万人，占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比例为

10.7%。全省农村留守儿童区域分布的基本特点是：

皖北多于皖南，皖西多于皖东。农村留守儿童由祖

父母、外祖父母实际监护的有 80.126 7万人，占比为

95.2%；父或母无监护能力的有 1.663 1万人，占比为

1.97%。①

研究者从多学科研究视角出发，针对安徽省留守

儿童群体规模、学习生活、发展现状、形成原因、对策

举措等方面，采用理论思辨、实证调研、个案分析等多

种研究方法，对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关爱问题

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从CNKI数据库，以主题“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

进行检索，可以检索到相关论文及报纸文章291篇，除

去一些报纸报道或评论文章，学术论文92篇，硕士论

文58篇。其中，较早针对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开展研

究是2006年，王良锋对安徽省无为县某地区两所农村

学校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分析留守儿童孤独感现

况及其影响因素［2］；对十一年的文献分析，关于安

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研究成果情况如表 1所示。

表1 2006—2016年关于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成果

（来自CNKI数据库）

年份

期刊论文

硕（博）士

论文

报纸

总计

2006

4

0

2

6

2007

9

1

4

14

2008

6

1

0

7

2009

14

5

4

23

2010

21

3

4

28

2011

18

4

3

25

2012

25

12

3

40

2013

20

14

4

38

2014

32

8

1

41

2015

27

10

0

37

2016

28

2

2

32

总计

204

60

27

291

①该数据来源于安徽省民政厅《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2016年工作总结和2017年工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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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论文中，用心理量表对留守儿童的生理

发育、心理状况、情感能力、人际交往、行为偏差开展

测试并进行比较研究的有 47篇，运用社会学设计调

查问卷对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学习能力、成长动态等

进行分析的有23篇，运用理论思辨、政策解读等文献

分析方式研究农村文化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政府在

留守儿童教育关爱中的职责、留守儿童对家庭认同

度以及已有的关爱经验总结等进行全面系统述评的

有16篇，针对电视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从人口学角度

分析留守儿童现状等个案研究的有 6篇。硕士论文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安徽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18篇）

和安徽医科大学的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15

篇）。从学科角度来看，社会学研究的有 23篇，医学

研究的有14篇，教育学研究的有5篇，心理学研究的

有 4篇，管理学的有 4篇，法学的有 3篇，其他学科的

有 5篇。以上研究大多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进

行比较研究，并大部分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留守

儿童不论是在身体发育、心理发展上，还是在人际关

系、行为能力上，以及在学习水平、社会化进程上都

比非留守儿童相对较弱，并针对相关问题从政府、社

区、学校、家庭等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改

进举措，探讨建立合适的教育与关爱机制及模式。

二、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关爱内容及问

题的研究

2008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首次针对农村留守

儿童进行的专题调研中提出，农村留守儿童成长过

程中存在着亲情交融上缺慰藉、生存生活上缺扶助、

心理发展上缺疏导、学习适应上缺引导、安全权益上

缺保护等“五缺”现象［3］。

（一）心理人格方面

农村教育环境的不理想，使得农村“留守儿童”

形成不良的个性心理特征。研究者采取不同的方法

和量表对不同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分别进行调查研

究，几乎得到同一个结论，即留守儿童整体心理健康

状况低下，且容易存在两个极端，严重自卑或者明显

的自我中心主义。

安徽省卫生厅的调查显示，32.2%的留守儿童存

在心理卫生问题，父母都外出务工的儿童心理卫生

问题比父母单方外出务工的儿童更为严重，其心理

问题检出率分别为36.6%和28.2%。留守儿童的心理

问题主要表现为：自信不足，不善交流，孤僻、内向、

固执；情绪不稳定、易冲动、偏激；有较强的逆反心

理、自律能力差［3］。有学者运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MHT）、应付方式问卷、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和一

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等共同对留守儿童的应

对方式、人格特征及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关系进

行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5.3%，有部

分留守儿童人格发展不稳定，低自我效能感占

71.8%，低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过敏倾向、冲动倾

向因子分高于非留守儿童［4］。有学者指出，目前“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总体正常，但却存在较高程度

的恐怖倾向、自责倾向、学习焦虑、对人焦虑，存在着

生理问题、性格胆小、懦弱、易怒，有较强的冲动倾

向、孤独感［5］。有学者对安徽省 14个城市的小学三

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学生进行抑郁心理调研，发现留

守儿童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非留守儿童，父亲外出

打工是女童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6］，农村留守儿

童自杀意念发生率较高［7］。

（二）安全权益方面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失去了家庭和父母有力的监

管与保护，各种权益会受到损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缺乏必要的安全教育和严谨的安全监管而

被动受到意外伤害；二是因自制力差、受人诱惑而发

生越轨和违法乱纪行为（如小偷小摸、抽烟喝酒、赌

博抢劫等）［8］。

有研究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发生意外伤害、

成为侵害对象、变得轻视生命、出现行为失控等情

况［9］。在对儿童意外伤害的调查中发现，留守组意外

伤害的发生率为46.8%，非留守组的发生率为33.7%，

意外伤害的类型依次为咬伤、跌倒、交通伤、触电和

锐器伤［10］。留守女童被人猥亵、强奸、诱骗的现象较

为严重，也出现多起农村寄宿中学女生被骗出学校

遭人轮奸、被强迫卖淫的事件［3］。留守儿童经常出入

网吧、游戏厅，易被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青年引诱，参

与盗窃、抢劫等违法活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

太湖县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为

31.6%，其违法犯罪现象日益突出［11］。

（三）教育发展方面

对留守儿童的研究是为了促进留守儿童的教育

发展，涉及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学习动机、学习能

力、学业成就、学校教育环境、辍学失学以及综合素

质发展等方面。在学习问题上，不同的研究有两种

不同的看法，有部分研究提出，是否留守与学生成绩

并无明显影响，对学习成绩影响较为显著的还是学

生年龄和父母的人口特征［12］。把农村留守小学生的

学习及教育状况与非留守小学生进行比较，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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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留守小学生在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方面因为父母

不在身边而受到较明显的影响［13］。但大多数学者还

是认为留守儿童学习态度不够端正，积极性不高，学

习方法不够得当，学习成绩不甚理想，有厌学、逃学

甚至辍学、失学现象。有学者对学前留守儿童的入

学准备进行调研，57%的留守儿童入学准备处于不足

或落后的水平，其中，在社会性和情绪性发展方面表

现得尤为突出，在其他方面均表现为不足或落

后［14］。有研究指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对学

习是否喜欢这一项的选择上，并未有太大的差异，但

留守儿童学习平均分和合格率都低于非留守儿童，

处于较劣势的水平。部分留守儿童会因为父母的外

出成绩有所下降。留守儿童在学习习惯上普遍要比

非留守儿童差一些，上课注意力集中也相对较

差［15］。留守儿童平均学业成绩低于非留守儿童［16］。

在对安徽省千口村的留守儿童进行普查中，发现留

守儿童存在较高比例的作业拖欠、旷课、厌学、考试

作弊、逃学等行为 ，分别达到 55.22% 、49.25% 、

38.81%、29.1%和 17.16%，致使留守儿童的学习严重

下滑［17］。有研究对留守儿童的英语和语文单科目学

习分别进行分析，留守儿童学习态度、学习要求比非

留守儿童低，学习习惯及学习成绩与非留守儿童也存

在差异［18］。留守儿童在接受体育教育也有所不足，存

在体育师资力量薄弱、体育课上课随意、体育场地不

健全等问题；另外，农村留守儿童的体育消费欠缺［19］。

有学者对安徽省亳州市五马镇的三个村进行调

研发现，唯一的一所初中，每个年级每年的学生流失

率在 9%以上，存在非贫失学现象［20］。安徽省太湖县

留守儿童平均失学率在9.5%左右，特别是留守女童，

平均失学率在 12%以上，越高年级，留守儿童失学率

越高［11］94-96。

（四）生存生活方面

生存生活方面研究主要涉及留守儿童的健康水

平、医疗卫生、营养膳食、生活环境和安全保障等内

容。有研究认为，安徽省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生

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且非留守儿童显著好于留

守儿童［21］。父母外出务工对其子女的体质健康造成

了一定的负面影响［22］。多数留守儿童家庭经济条件

较差，居住环境不佳，膳食结构不全面，不能合理满

足孩子发育所需的营养。

有学者从后天环境的角度来探寻影响儿童体格

发育状况，认为城市儿童在身高发育等方面好于随

迁儿童和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在身高、体重和BMI都

较差；留守儿童营养不良比例（主要为消瘦）高于城

市和随迁儿童；与城市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吃零食较

多，早餐比例偏低，膳食摄入不合理［23］。从具体的饮

食情况来看，农村留守儿童平时饮食状况不佳，27%

的留守儿童能按时按量吃饭，22%的儿童饥一顿饱一

顿，18%的儿童暴饮暴食，而不怎么吃饭、总吃零食的

占33%。农村留守儿童卫生防疫意识较差，只有25%

的儿童生病后去看医生，有一半的儿童就吃点药，还

有 29%的留守儿童得病后硬扛着［24］。留守儿童疫苗

接种率低于非留守儿童［25］，农村留守儿童卫生服务

利用水平低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中患病后未采

取任何措施比例（9.55%）高于非留守儿童比例

（6.5%），其中双亲留守儿童未采取措施比例（17.1%）

高于单亲留守儿童比例（6.0%），留守儿童比非留守

儿童更多选择就近就医［26］。

（五）社会适应方面

社会适应问题是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焦

点，包括留守儿童的行为习惯、人际交往、道德发展、

心理弹性和社会适应等方面。

有研究从校园的人际关系来考察儿童的社会适

应能力及个人发展空间，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校园人际

关系差于非留守儿童，特别是在不和谐师生关系和校

园暴力方面，男生较女生明显，而女生利己行为较男

生明显。高年级留守儿童、独生子女留守儿童校园人

际关系状况相对较差［27］。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适应

能力弱于非留守儿童，行为问题发生率明显高于非留

守儿童，留守儿童在分裂行为、强迫行为、敌意行为、

攻击行为和多动等方面比非留守儿童明显［28］。在问

题行为中，男生以违纪行为为主，女生以情绪问题为

主［29］，但也有相关分析提出，安徽农村留守儿童与非

留守儿童在品德行为方面无显著差异［21］。

心理弹性反映了个体对社会环境的反应与适应

能力，是个体面对不良环境时的应激反应，有研究表

明心理弹性与焦虑、抑郁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探

讨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现状，得出男生心理弹性发

展状况优于女生，儿童个体及家庭因素对心理弹性

发展影响较大［30］。有学者讨论了心理韧性与社会支

持这一种保护性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各年级留守

儿童的心理韧性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留守儿童最

希望得到父母的心理支持，而得到父母支持、学校支

持及亲戚支持越多的留守儿童，其心理韧性越强，对

外界不良环境应对能力越强，心理素质越好，且留守

女生比留守男生更擅长向身边人求助和倾诉，对支

56



持的需求越高，与父母联系频率高的留守儿童，心理

韧性越强［31］。

（六）支持体系方面

部分学者积极探索留守儿童的心理支持方式，

从阅读体验、体育锻炼、音乐熏陶、媒体传播感染等

方面提出对留守儿童提供支持和干预，对儿童进行

情感支持、意志锤炼、行为训练，促进留守儿童健康

发展。

阅读支持：阅读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情操，提升

学生抗压力，但留守儿童存在阅读量小、阅读范围

窄，阅读理念错位，阅读行为不规范，阅读方法不当

等问题，要通过阅读提高学生情商，使留守儿童在阅

读中获得支持与引导，更好地实现社会化［32］。

体育支持：长期系统的体育锻炼可以有效地培

养青少年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和乐观的情感，促进

积极合作和融洽的人际交往。滁州市部分农村初级

中学留守儿童对体育锻炼的重要性的认识情况较乐

观，参与体育活动时的情感体验较为复杂，其中留守

儿童的消极情感体验多于非留守儿童，要引导留守

儿童积极参与体育运动［33］。

传播支持：电视等传播媒体有利于人际关系的

发展，有利于自我安慰与陪伴，有利于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建构。电视的传播，引起学生对外界的

关心及对内心和人生的思考，在与电视的对话和相

互建构中，丰富自己的内心，找寻自我以及自己在社

会上的角色定位，在互动交流中逐渐实现社会化，要

提高老师、家长和留守儿童自身的电视素养，发挥传

播干预的积极作用［34］。

艺术支持：安徽省金寨县“迎客松”希望小学通

过开展橡皮章艺术治疗方法对留守儿童心理进行干

预，通过陪伴留守儿童进行橡皮章艺术创作活动，以

艺术为媒介，对作品进行诠释、解读和分析，解释艺

术创作活动的象征意义，倾听参与者自己的解释，对

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干预［35］。

音乐支持：有研究指出，留守儿童音乐基础知识掌

握情况弱于非留守儿童，他们学唱一首儿童歌曲所需

时间较长，熟悉的儿童歌曲数量较少，参加课外活动的

积极性较差，团体活动中的配合度较弱，可以利用各种

与音乐相关的方法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36］。

三、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关爱问题成因

的研究

（一）政府政策短板

城镇化与劳务输出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

市，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

根源所在，二元制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民工的身份、教

育、医疗等，使得他们虽在城市中生活，却享受不到

城市居民应有的公共服务待遇，“两为主”政策的落

实又存在偏差，阻碍了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

校，留守儿童父母较低的经济收入也无法交上昂贵

的择校费，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办学条件差、教学

质量差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导致农民工子女无法

在流入地的学校读书，只能留在农村。留守儿童父

母的职业特点也决定了他们很难将子女带在身边。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义务教育制度还规定中高考

需在原籍所在地参加，而每个地方选用的教材不同，

两地教育衔接不上，儿童也只能选择在家上学。

（二）家庭教育缺失

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家长的一

言一行都是孩子学习的榜样，家庭的关爱与温暖促

进孩子情感的发展，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形成健全完

善人格、优良道德品质、良好行为习惯有着自发的熏

陶感染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父母行为应当是家

庭教育中的主体行为，承担着家庭中抚育和指导两

个基本功能。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不完整，使得家

庭教育职能弱化，亲子情感互动欠缺，留守儿童对亲

情的渴望难以满足，父母榜样作用的剥夺，父母对留

守儿童的教育、照管、引导以及行为监控均无法做到

周全合理［37］。

农村留守儿童以单亲监护和隔代监护占主体，

监护人责任意识不强，重养轻教，重身体轻心理；因

家务繁忙，对孩子投入教育监管的精力不够；教育能

力偏低，特别是祖辈，明显存在娇生惯养、放任自流

的隔代教育现象［38］；监护人教育理念错位，管教方式

片面，容易走上两个极端——过于强制或过于放

纵［39］；监护人教育期待单一，过于看重孩子成绩，对

孩子品行和素质关注极少，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

上的引导较少。也有的坚持“教育无用论”，对孩子

学习不提要求，放任自流。

（三）学校教育薄弱

学校教育是对个体进行规范系统教育的机构，

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学校

教育更是有着替代或者补充缺失的家庭教育的作用

和影响。而农村学校管理水平不高，管理理念落后，

教育资源匮乏，对儿童进行整齐划一的教育，没有高

度重视留守儿童问题，相关措施不到位，设施不齐

全；注重知识方面的教育，课程观念不强，课程设置

叶松庆，等：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关爱的相关研究述评

57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不够科学，忽略除知识教育之外的延伸内容，重智轻

德、重教学轻实践，素质教育流于形式［39］；师资力量

薄弱，教育水平落后，经费投入不足，教师编制紧缺，

地方财政有限，部分教师缺乏责任心，专业素养较

低，不能及时关注到留守儿童思想变化，无法与其有

效沟通，辅导关爱得也不够；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互

动衔接不足，老师与家长之间，特别是班主任与家长

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没有形成家校联合教育的合力

效应。

（四）社会教育断裂

转型期的社会受到经济利益和各种文化思潮的

冲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仰迷茫、理想冲突、道德

滑坡、诚信缺失等现象，在不良的社会环境和断裂的

农村文化的影响下，留守儿童人生观和价值观“失

重”。“读书无用”的思想在农村还有很大影响，部分

留守儿童家长打算让孩子在学校把年龄混大点，就

带出去打工挣钱，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习积极性。随

着传媒网络的普及，学校周围电子游戏机房、网吧比

比皆是，他们痴迷电游，看碟片，很多留守儿童自己

也有手机，可以随意上网进行娱乐，受到了网上负面

信息的影响。有的农村大人赌博成风、懒散混世，孩

子就跟着学，有些孩子经常赊账购物，有的小偷小

摸，打架斗殴，留守儿童沾染上不良习惯，慢慢演变

成违法行为［40］。

四、研究不足与改进

（一）研究对象方面

关于留守儿童这个研究对象，学者们的定义有所

不同，主要集中在儿童年龄段、留守模式和父母外出

时间上。在研究中，专家学者和新闻报道引用最多的

数据是全国共有6 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该数据来

自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

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中抽取126万人口样本量，对其进行统计分

析和估算而得出的，因此，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

在庞大的留守儿童基数的基础上，其他省份的数据也

因此大数据而推算得出。自国发〔2016〕13号文下发

后，各地民政部门联合公安、教育等部门进行细致排

查，并排查出全国留守儿童902万，这两个数据之差的

原因有时间的滞后性、样本的小规模，还有统计口径

上的差异［41］。国发〔2016〕13号文明确指出：留守儿童

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

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因此，对研究对

象的范围及特征需要重新定义与思考。

（二）研究范围方面

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研究大多聚集在皖北地区

农村，有的以一个村某个小学或中学作为调研范围，

有的从几个城市中各选取一个镇作为研究范围，有

的仅仅从一个村作为研究范围，各类研究范围相对

混乱，且不确定，加之研究的延续性和系统性不强，

因此，得出的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有待考究。另外，一

个学校、一个村、一个镇，就算是几个城市的抽样调

查能否代表全省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值得推敲，建议

开展一次大规模调查，整合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

人口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全省所

有市，按一定要求进行抽样，在宏观了解全省留守儿

童现状的同时，在各市、各县及各类学校之间进行比

较分析，得出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的微观层面

的结果，从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角度掌握全省信息。

（三）研究内容方面

安徽省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较多是从心理学和

社会学的角度对某一地区，或多个城市进行抽样调

查，研究主要侧重于心理健康、学习情况，仅笼统涉

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对留守儿

童的思想状况、道德发展、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的研

究较少，从法律、法理的角度对加强留守儿童相关权

益保护的研究也较少，从教育学和法学的角度对留

守儿童思想心理及行为特征的探析不够全面，要从

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的总结中，探寻

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思想、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和

基本特点。

（四）研究方法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着重从数据的角度进行推测，而

对样本的抽取、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数据的采集及分

析没有进行有效的说明，以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

料并以此作为定量的数据分析的依据，而较少运用

深度访谈、追踪观察、实地考察及个案研究等定性方

法，缺少对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和内心感受的体验，使

研究结果往往只注重范围、规模以及表象上的信息，

难以深入发现数据背后所隐藏留守儿童的潜在问题

与原因。文献研究和理论思辨缺少对研究对象作实

地近距离观察研究，已有文献的研究前提和假设还

需要实践的检验。

五、结语

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关爱现状的分析是对

留守儿童研究领域的拓展，也为构建长效教育与关

爱机制和模式奠定了基础。农村留守儿童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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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关爱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心理人格、安全权益、教

育发展、生存生活、社会适应、支持体系等方面。基

于不同视角对存在问题的分析有所侧重，在分析的

过程中，既要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又要立足于留

守儿童的全面发展，提出契合留守儿童身心发展实

际的培养方案。针对教育与关爱方面存在的问题，

部分学者在归因分析时，认为政府政策短板、家庭

教育缺失、学校教育薄弱以及社会教育脱节等是造

成问题的主要原因。部分学者在对成因分析中，过

分强调单一主体的行为，进而忽视在社会有机体

下，多元主体在相互协调与衔接层面存在的问题。

此外，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界定研究

对象，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精准界定颇显重要。在研

究的范围上，需注重“点—线—面”的结合，又要注

意把握好动态性与持续性的关系。在研究的内容

上，积极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注重思维的耦

合，力图“全景式”展现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与关爱

现状。在研究的方法上，在连续性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42-43］，从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道德认知等潜在

思想与意识方面加强分析。总而言之，农村留守儿

童的教育与关爱关涉多个方面，需置于多层级的视

角加以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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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iving conditi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owth and other

issues of the“left-behind”children in rural areas of Anhui province are worthy of attention.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left-behind”children in rural areas of Anhui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6,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ontents and problem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aring in Anhui province from the aspects of psychological personality, security rights and interest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iving life, social adaptation and support system; and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policy short board, lack of family education, weak school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out of lin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relevant research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deepened in the research object, content and

method, value orientation, scope, effect and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Anhui province;“left- behind”children in rural areas; education and caring; related study;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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