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6 月 18 日， 公益组织“上学路
上”正式发布了《中国留守儿童心灵
状况白皮书（2015）》。 发布会上，同
时发布的还有著名纪录片导演周浩
的《棉花村的孩子》、摄影师刘飞越
的留守儿童摄影展， 和非虚构作家
关军的纪实文学《一片灰黄》。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
东平发言建议， 将 6 月 9 日设为留
守儿童日，集中关注、交流解决留守
儿童问题的对策。杨东平表示，中国
的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两个群体加
在一起将近 1 亿， 这是中国特有的
现象。这些天的讨论当中，大家已经
触及了影响这个事件的各个方面，
它深刻显示了我们当前在教育治理
上的失败、乡村治理上的失败、社会
治理上的失败，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包括政策倡导和呼吁顶层设计的完
善，中国的儿童福利法据说正在制定
当中，我们希望公开此程序，大家都
参与其中； 改变政府万能的思维，必
须要靠政府、社区、家庭、学校各个方
面的共同参与； 国内教育公益组织
中，已经有一批在持续开展面向留守
儿童的教育工作， 比如上学路上、歌
路营、西部阳光；持续不断地曝光，提
高教育弱势群体的能见度。

著名演员李冰冰来到现场，发
出关爱留守儿童的呼吁： 如果你在
城市打工，你的孩子留守老家，请你

改变用物质补偿代替情感交流的习
惯， 请多给孩子打打电话， 讲讲故
事，谈谈心；如果你是留守儿童的监
护人或老师， 请你不要只是过问孩
子的作业或学习成绩， 多留心他们
的情绪， 更多观察他们来自内心的
声音；如果你在公益或者慈善组织，
请你思考除了单纯的物资捐助形式
之外，更多关注儿童心灵帮扶。

在此前一天， 全国有近千个微
信公号参与了由“上学路上”和“新
媒体排行榜”共同发起的“把最后一
条留给留守儿童” 公益发声行
动———在 17 日当天，每个参与公号
都把自己当日发布的新闻列表的最
后一条留给一部由曾获金马奖的纪
录片导演周浩拍摄的、 反映留守儿
童生活状况的纪录短片。

新媒体排行榜创始人徐达内
在发言中提到了关于留守儿童的新
媒体观察。 在 2015 年 1 月到 5 月
间， 全样本共产生了 1009 亿次阅
读，提到过“留守儿童”的内容获取
4123 万次阅读，仅占 0.2%，关注度
在恒定的水平内波动。 六一儿童节
当天，“留守儿童” 提及度猛增 10
倍，关注度也 6 倍于平时。 原文内容
中包含“留守儿童” 传播最广的 15
篇内容， 消极内容有 12 篇， 其中 3
篇与儿童心理有关。
（实习记者菅宇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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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 6 月 9 日设为留守儿童日

本调查重点从与父母见
面和联系次数 、学习 、娱乐情
况与情绪等几方面，了解农村
留守儿童的生活与心理状况。
调查得到了一些之前不为所
知的留守图景，也显现了诸多
帮助留守儿童的可供选择的
途径：

●千万孩子一年见不到
爸妈

调查显示有 15.1%的留守
儿童 、 也即近 1000 万的孩子
一年到头根本见不到父母，这
同以往普遍认为留守儿童至
少在春节能够见到爸妈的印
象完全不同 。 在孩子情绪方
面，如果保证不了每 3 个月见

一次，孩子对于现在生存状况
的焦虑，即“烦乱度”会明显提
升。

一年中一次父母电话都
接不到的孩子竟然有 4.3%，即
260 万。而从调查数据看，只要
每周保持跟孩子 1~2 次的联
系，孩子的“烦乱度”会有非常
明显的下降。

●作业也是调节儿童心
理的法宝

阅读是主动学习过程，因
此对学习成绩有显著提升，而
学习成绩对孩子的心理状态
的影响力是除去地域之外最
重要的因素。

此外 ，根据调查 ，每天做

作业 1~2 小时儿童的心理状
态最佳， 随着作业增多变差，
但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没有作
业的孩子，心理状态最差。 因
此 ，提请教师们注意 ，作业不
能太多 ，但也不能太少 ，更加
不能完全不留。

●女孩比男孩更需要心
理关注

从调查结果看 ， 女生无
论是烦乱指数还是迷茫指数
均普遍高于男生 。 原因可能
是发育早 ，心思更加细密 、敏
感 ，更多想法不轻易表露 。 留
守给女孩带来的心灵创痛无
论是深度还是持续度会更加
明显 。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调查报告要点

� � 上学路上《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计划———公益摄影展，今年 2 月在众筹网上发起项
目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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