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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加强农村边远地区小学生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策略之手机与电视的有效运用

守望春泥，护蕾成荫

重庆市酉阳县麻旺镇中心小学校
吴廷钊

重庆市永川区红专小学校
何家秀

小学语文高级教师，区级语文骨干教
师。从教 34 年，担任班主任工作 26 年，
多次被评为镇级、校级优秀教师，所
带中队曾获评区级“红旗中队”，并
荣获“红领巾三星章”“红领巾二星章”
等。撰写的论文多次获重庆市级二等
奖、三等奖，且有多篇在国家级教育
期刊上发表。

摘要：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
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留下了大量的留
守儿童。农村边远地区的小学生留守儿童由
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其家庭教育面临着诸
多挑战。然而，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手
机和电视等媒体工具为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可能。本文旨在探讨如何
加强农村边远地区小学生留守儿童的家庭教
育，特别是通过合理使用手机和电视，为留
守儿童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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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村边远地区小学生留守儿童家
庭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一）现状
农村边远地区小学生留守儿童的家庭

教育主要由其祖辈或其他亲属承担。这些监
护人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教育观念相对落后，
因而往往无法给予孩子有效的教育指导。同
时，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孩子缺乏亲情
关爱和心理支持，容易出现情感孤独、行为
偏差等问题。

（二）挑战
1. 教育资源匮乏
农村边远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学校

师资力量薄弱。留守儿童在学校获得的教育
有限，而家庭又无法提供足够的补充教育，
这导致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难以提
高。

2. 亲子沟通困难
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他们与孩子之间的

沟通主要通过电话或偶尔的回家探望。这种
沟通方式往往缺乏深度和持续性，无法满足
孩子对亲情的需求和心理成长的要求。

3. 监护人教育能力不足
作为监护人的祖辈或其他亲属，大多年

龄较大，文化程度低，教育观念陈旧。他们
在教育孩子方面往往力不从心，无法给予孩
子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监督。

二、手机和电视在农村边远地区小学生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的作用

（一）手机的作用
1. 沟通桥梁
手机可以让父母随时随地与孩子进行

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给予孩
子关心和鼓励。即使相隔千里，孩子也能感
受到父母的关爱。

2. 学习工具
通过手机，孩子可以获取丰富的学习资

源，如在线课程、学习软件等。这些资源可
以帮助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提高孩子学习
成绩。

3. 娱乐方式
适当的娱乐可以缓解孩子的压力，丰富

孩子的课余生活。手机上的游戏、音乐、视
频等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娱乐方式，但需要
家长合理引导，避免孩子沉迷其中。

（二）电视的作用
 1. 知识传播
电视节目涵盖了丰富的知识内容，如科

普节目、纪录片、文化节目等。孩子通过观
看电视，可以拓宽知识面，了解世界的多样
性。

2. 价值观引导
一些优秀的电视节目可以传递积极向

上的价值观，如勇敢、善良、团结等。孩子
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受到这些价值观的影响，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 亲子互动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电视节目，然

后进行讨论和交流。这种亲子互动可以增强
亲子关系，同时也可以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
和表达能力。

三、加强农村边远地区小学生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的策略

（一）合理使用手机
1. 建立良好的沟通习惯

（1）父母要与孩子约定固定的通话时
间，如每周至少三次视频通话。在通话中，
要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关心孩子的学习和
生活，给予孩子积极的反馈和建议。

（2）鼓励孩子主动与父母分享自己的
喜怒哀乐，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是他们最坚强
的后盾。

（3）父母可以通过手机发送微信消息、
微信语音等方式，随时与孩子保持联系，让
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爱无处不在。

2. 利用手机学习资源
（1）父母可以为孩子下载一些适合小

学生的学习软件，如英语学习软件、数学思
维训练软件等。这些软件可以帮助孩子提高
学习成绩，培养学习兴趣。

（2）父母可以通过手机搜索一些在线
课程资源，如语文阅读课、科学实验课等，
推荐给孩子观看。在孩子观看过程中，父母
可以与孩子一起讨论学习内容，提高孩子的
学习效果。

（3）父母可以利用手机拍照功能，记
录孩子的成长瞬间，如孩子的绘画作品、手
工作品等。然后通过手机发送给孩子，让孩
子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3. 控制手机使用时间
（1）父母要与孩子一起制定手机使用

规则，明确使用时间和用途。例如，每天只
能在完成作业后使用手机 30 分钟，用于查
看学习资料或与父母通话。

（2）父母要以身作则，减少自己在孩
子面前使用手机的时间。如果父母自己整天
沉迷于手机，孩子也会模仿父母的行为，难
以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

（3）父母可以安装一些手机管理软件，
如儿童模式软件等，限制孩子的手机使用时
间和浏览内容，确保孩子的手机使用安全。

（二）科学收看电视
1. 选择合适的电视节目
（1）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爱

好，选择一些适合小学生观看的电视节目，
如科普节目、纪录片、动画片等。这些节目
可以拓宽孩子的知识面，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

（2）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观看电视节
目，然后进行讨论和交流。在讨论过程中，
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思考节目中的问题，培养
孩子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3）家长要避免让孩子观看一些暴力、
恐怖、低俗的电视节目，以免对孩子的心理
造成不良影响。

2. 控制电视收看时间
（1）家长要与孩子一起制定电视收看

时间表，明确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和时长。例
如，每天只能在晚上 7 点到 8 点之间看电
视，时长不超过 1 小时。

（2）家长要以身作则，减少自己看电
视的时间。如果家长自己整天坐在电视机前，
孩子也会模仿家长的行为，难以养成良好的
电视收看习惯。

（3）家长可以设置电视定时关机功能，
避免孩子在看电视过程中过度沉迷，影响学
习和休息。

3. 利用电视进行亲子互动
（1）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电视节

目，然后进行角色扮演、故事讲述等亲子互
动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增强亲子关系，同时
也可以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力。

（2）家长可以利用电视节目中的内容，
引导孩子进行手工制作、绘画等创意活动。
这些活动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
力。

（3）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参加电视节
目中的亲子游戏活动，如答题比赛、才艺展
示等。这些活动可以增强亲子之间的默契和
合作能力。

四、实例分析
实例一：
小王是一名农村边远地区的小学生留

守儿童，他的父母在外地打工。为了加强
与小王的沟通，父母每天晚上都会通过手机
视频通话与小王聊天。在通话中，父母会关
心小王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小王要努力
学习，勇敢面对困难。同时，父母还会给小
王分享一些他们在外面的工作经历和生活趣
事，让小王了解外面的世界。为了提高小王
的学习成绩，父母还为小王下载了一些学习
软件，如英语学习软件、数学思维训练软件
等。小王在完成作业后，会利用这些软件进
行学习，遇到不懂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手机向
父母请教。在父母的关心和指导下，小王的
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性格也变得更加
开朗自信。

实例二：
小红是一名农村边远地区的小学生留

守儿童，她的爷爷奶奶是其监护人。为了让
小红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爷爷奶奶会每天
晚上陪小红一起观看电视节目。他们会选择
一些适合小红观看的科普节目、纪录片、动
画片等。在观看过程中，爷爷奶奶会和小红
一起讨论节目中的内容，引导小红思考问题。
例如，在观看科普节目《动物世界》时，爷
爷奶奶会问小红：“你知道为什么大熊猫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吗？”“你觉得我们应该
如何保护野生动物呢？”通过这种方式，小
红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还培养了自己的思
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爷爷奶奶还会利
用电视节目中的内容，引导小红进行一些创
意活动。例如，在观看动画片《小猪佩奇》
后，爷爷奶奶会和小红一起用彩纸制作小猪
佩奇的头饰。通过这些活动，小红的动手能
力和创造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实例三：
小刘是一名农村边远地区的小学生留

守儿童，他的父母在外地打工，为了让小刘
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爱，父母会经常通过手
机给小刘发送一些照片和视频，让小刘了解
他们在外面的生活情况。同时，父母还会在
手机上给小刘留言，鼓励小刘要好好学习，
听爷爷奶奶的话。为了提高小刘的学习兴趣，
父母还会通过手机给小刘发送一些有趣的学
习资料，如英语儿歌、数学游戏等。小刘在
课余时间会利用这些资料进行学习，学习成
绩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电视方面，小刘的爷
爷奶奶会根据小刘的兴趣爱好，选择一些适
合小刘观看的电视节目。例如，小刘喜欢足
球，爷爷奶奶就会陪小刘一起观看足球比赛。
在观看过程中，爷爷奶奶会给小刘讲解足球
比赛的规则和技巧，让小刘了解足球运动的
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小刘不仅学到了很多
知识，还培养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五、结论
农村边远地区小学生留守儿童的家庭

教育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当今科技
发达的时代，手机和电视等媒体工具为留守
儿童的家庭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可能。通
过合理使用手机和电视，家长可以与孩子保
持良好的沟通，为孩子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家长也
要注意控制孩子使用手机和电视的时间，避
免孩子沉迷其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
农村边远地区小学生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引导。

教育的本质，是一场心灵的旅程，是
一场温柔的守候。那每一句真诚的鼓励，每
一个暖心的微笑，都是教师用心浇灌的种子，
静待其在学生心田里生根发芽。

走过 34 载教育的时光，耳边仿佛还回

响着初次站上讲台时那阵阵清脆的童声。
班主任这一角色，陪伴着我走过许多风霜雨
露。在从事教育的这些年里，我见过清晨
的曙光，也见过黄昏的余晖；经历过孩子
们欢笑的灿烂，也曾面对过他们迷茫的眼
神。这段岁月，让我懂得：教育，归根结底，
是一场温暖的陪伴。守护孩子们的小小世
界，便是我作为班主任的使命。

一、温柔执着，换取信任
孩子的心灵，犹如初绽的花蕾，脆弱

而敏感，易受风霜。初为班主任时，我年
轻气盛，总想用“严格”来成就一群“完美”
的学生。后来才明白，这份“完美”不过
是无数次的试错、挫折后慢慢成长起来的
果实，而非通过高压得来的圆满。

记得班上的小君，他是个内向的孩子，
总是默默坐在角落，不爱与人交谈。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他的课本背面画满了
自己喜欢的漫画人物，细腻而生动，仿佛
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原来，内向的他，
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世界。
我开始在课堂上鼓励他展示作品，私下里
也会时常和他聊起绘画的趣事。慢慢地，
小君的眼神中不再只有闪躲和畏缩，取而
代之的是对老师的信任和对自我的肯定。
在教育中，温柔与耐心，终能换来孩子内
心的信赖。那一刻，我深感欣慰，原来陪
伴与接纳比严厉更有效。

二、共鸣引导，点燃热情
教育，不是灌输知识的过程，而是激

发热情的艺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兴趣和
天赋，但他们往往需要一束光来照亮前路，
给予他们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动力。班上的
小涵成绩平平，尤其害怕数学。每次考试，
她都会满脸愁容地坐在座位上，低着头，
双手紧紧攥着试卷。很多老师认为她“笨”，
但我不这么觉得。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小涵在体育
课上活力四射，尤其擅长跳绳。她一跳绳，
便神采奕奕，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她喝彩。
我于是决定从她擅长的地方切入，尝试让
她通过跳绳来感受数学的“节奏”。我为
她设计了“跳绳记数游戏”，鼓励她在每
个十数、百数的节点稍作停顿，再用这种
方式学习加减法。随着“游戏”次数的增加，
她的数学成绩逐渐有了起色，课堂上她也
不再逃避发言。教育是一场漫长的引导，
只要找到孩子心中的那根弦，轻轻拨动，
就能唤醒他们的热情。

三、细水长流，滋养心灵
孩子们常常需要一点小小的关爱，才

能在严冬中找到春天的暖意。班主任的爱，
就像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却在无形中
影响着孩子们的一生。班上有个小俊，家
境贫困，母亲体弱，父亲长期在外打工。
他性格倔强，遇事总是选择隐忍，从不向
老师诉苦，但我能感受到他的心事重重。

我常常找些机会关心他，假装不经意
间给他一些温暖。每次去食堂打饭，总会
带给他一份，问他吃得是否饱；每逢寒暑假，
便会赠送一些学习资料和生活用品给他，但
都以奖品的形式发放，避免让他感到难堪。
渐渐地，他的眼神变得柔和，开始在我的面
前展现笑容。后来，他主动找到我，低声说：

“老师，我以后想考大学，我想努力改变。”
我的心一暖，原来那点点滴滴的细小关爱，
已在他心田中生根发芽。

四、陪伴成长，静待花开
教育的旅途漫长，孩子的成长也从来

不会一蹴而就。作为班主任，我渐渐学会
了“等待”。孩子的天性不同，成长的节
奏也不尽相同。有的孩子如桃李，春暖花
开时便吐露芬芳；有的孩子却像青松，必须
耐心等待，才能在岁月的积累中挺拔成材。 

小琳便是这样一个“慢热”的孩子。
起初，她总是跟不上课堂的节奏，做事拖
拖拉拉，老师布置的作业也常常漏做。我
曾一度着急，甚至怀疑她是不是缺乏天赋。
后来，我放缓了步伐，开始耐心引导她逐步
完成小目标。每完成一次进步，便奖励她
一颗小星星，久而久之，她竟开始对学习
充满期待。每天课后还会主动留下来复习。
我明白，教育的本质，便是用不急不躁的
心态陪伴孩子走过他们自己的节奏，静待
他们“花开”。

班主任的工作，犹如在心田上栽种一
片春天，每一株幼苗都需要用心浇灌。教
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的扶持；
不仅是规矩的建立，更是信任的养育。那
些被温柔对待的孩子，终有一日会带着老
师的期许，茁壮成长，并且走向属于他们
的未来。而作为班主任，唯愿自己如那一
捧春泥，默默托举每一株小苗，让他们在
自己的天空下，尽情绽放。

新 锐 师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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