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环境对农村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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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影响农村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若干家庭环境因素进行了排序和分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

经济、家庭作业、营养是影响农村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卫生习惯、家务劳动、家庭关系等因素也不同

程度地影响着农村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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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 - P " 亿 #! 岁以下未成年人中，有

- 亿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其中中小学 生 心 理 障 碍 患 病 率 为

’# P*Q R -’ P $Q，中 小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指 标 呈 $ P &Q 的 下 降 趋

势［#］。在全国每年由于精神障碍、心理疾病等因素而离家出

走［’］，自杀、残杀父母的学生数量在不断增加，中小学生的身

心健康问题已引起 我 国 教 育 管 理 部 门 的 高 度 重 视。本 文 通

过问卷调查、分析归 纳 等 方 法，试 图 找 出 影 响 农 村 中 小 学 生

身心健康的若干家 庭 环 境 因 素，并 提 出 改 善 建 议，以 促 进 农

村学生的健康成长。

8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甘肃省武威、定西、张掖、天水等地部分农

民家庭的 # $S- 名中小学生（#$ R #! 岁）和 S!" 位家长。

（’）研究方法：在问卷调查表和内容的设计上，请有关专

家进行了经验性效 度 和 信 度 检 验。问 卷 由 天 水 师 范 学 院 的

部分农村学生，利用寒暑假发放给家乡及周边农村地区的中

小学生 及 家 长 填 写。 共 发 放 ’ $-# 份 问 卷（其 中 学 生 问 卷

# #-!份，家长问卷 &," 份），收回 # &’- 份（学生问卷 # $&S 份，

家长问卷 !-& 份），问卷回收率为 &, P&Q，最后确定有效问卷

为 # *’! 份（学生问卷 # $S- 份，家 长 问 卷 S!" 份），有 效 问 卷

回收率为 &$ P#Q。

9 结果与分析

从收回的 # *’! 份问卷中，集中反映父母受教育程度、家

庭经济状况、家庭作业及营养状况是影响农村中小学生健康

成长最主要的因素；家庭关系、家庭作业、卫生习惯是影响农

村中小学生健康成 长 的 次 要 因 素；其 它 如 文 化 氛 围、生 活 内

容等也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农村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

9 P8 影响的主要因素

（#）父母受教育 程 度。调 查 发 现，农 村 家 庭 中 父 母 的 文

化程度普遍不高，甚至有 &Q 的 家 长 是 文 盲。文 化 程 度 较 高

的父母，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及心理都比较关心，但还是有一

部分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方法欠妥，如过分的关心、溺爱等，从

而使子女产生逆反心理，或者过分的依赖心理，失去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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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而文化层次偏低的父母，虽然关注孩子的学习，期望

子女通过学习能出 人 头 地，但 由 于 自 己 的 文 化 程 度 有 限，或

者忙于生计，无 暇 顾 及 孩 子 的 学 习，而 把 希 望 寄 托 于 学 校。

绝大部分农民对教育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教育相关知识更是

知之甚少，对 子 女 百 依 百 顺，包 办 一 切 的 现 象 与 打 骂 教 育，

“黄荆棍下出好人”的 现 象 并 存。未 受 教 育 的 父 母 普 遍 不 关

心孩子的学习，一方 面 是 家 庭 条 件 所 限，最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他

们认为孩子读书无用。除 家 长 受 高 等 教 育 的 家 庭 !" # $% 的

父母经常和孩子谈心外，文化层次偏低的父母很少过问孩子

除学习之外的事。家长普遍最关注的是孩子的身体，但又不

注意身体与营养的 关 系，或 者 自 己 不 懂 得 科 学 膳 食，而 对 于

零食，只有家长受高等教育的家庭中 &’ #(%的父母持反对态

度，受过中等教育的父母约 ")% 持 反 对 态 度，更 令 人 担 忧 的

是未受教育的 父 母 只 有 ’ # (% 持 反 对 态 度。 走 访 调 查 中 发

现，大多数持反对态 度 的 家 庭 中 是 因 为 吃 零 食 费 钱，而 没 有

真正认识到吃零食的危害。农村家庭教育“分数代表一切”，

他们认为体育运动会耽误孩子的学习，他们不理解运动与健

康的关系［"］。

（)）家庭经济状况。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在当今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

确有一部分农民家庭勤劳致富，但仍有相当多的农村家庭刚

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还有一部分家庭仍然相当贫困。在

调查中发现了三种 现 象：一 是 外 出 打 工 的 家 长 多，对 孩 子 的

成长无法顾及；二是 疲 于 奔 命 的 家 长 多，对 孩 子 的 成 长 无 力

顾及；三是“留守”孩子多［(］，临时监护人责任不明确、教育能

力不足、教育精力不够。

在抽样调查的 *$" 户 农 民 家 庭 中，人 均 年 纯 收 入 ) +++

元以 上 的 ,&’ 户，占 ,! # &%，, $++ - ) +++ 元 的 ,!( 户，占

)) #*%；, +++ - , $++ 元的 ,&( 户，占 ,! # )%；, +++ 元 以 下 的

")* 户，占 "* #(%［"］，说 明 还 有 "* # (% 左 右 的 农 民 家 庭 处 于

贫困线上，这些家庭 除 用 于 正 常 的 开 销 外，用 于 购 买 体 育 用

品，进行体育消费的钱已经不可能。

中小学生天性活泼 好 动，喜 欢 新 事 物。调 查 中 发 现，他

们大都喜欢参与一些难新时髦的活动，如轮滑车、轮滑鞋、篮

球、羽毛球等，而这些 项 目 一 般 需 要 较 高 的 投 入，少 则 几 元、

十几元，多则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这样的消费对普通农村家

庭来讲都有压力，对生活在贫困底线的农民家庭来讲更是可

望不可及的事。

（"）家庭作业。约 !)% 的 学 生 有 老 师 布 置 的 家 庭 作 业，

不但老师布置，个别家长也不放过。国家规定中小学生每天

写作业的时间不得超过 , # $ .，但调查发现 (" # )% 的中学 生

和 "$ #"%的小学生写家庭 作 业 的 时 间 均 超 过 国 家 规 定 的 标

准。晚睡早起，使多数 中 小 学 生 的 睡 眠 时 间 严 重 不 足，没 有

达到国家规 定 的 睡 眠 时 间 标 准（* - ! .）。而 从 走 访 调 查 中

得知，多数家庭没能给孩子 提 供 写 作 业 的 条 件，约 (+% 多 的

学生趴在炕上或坐在炕上写，即使有桌椅的，高低也不合适；

光线更无法保证，这 是 导 致 孩 子 脊 柱 过 早 弯 曲、视 力 下 降 的

最直接原因。

最近美国科学家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不但会

影响孩子的自信心，而且还会使孩子出现忧郁现象。据心理

专家介绍，长期睡眠 不 足 还 会 导 致 大 脑 皮 层 功 能 紊 乱、神 经

衰弱及 某 些 神 经 症 的 发 生，对 学 生 身 心 健 康 造 成 严 重 影

响［$］。

（(）营养问题。目 前，我 国 中 小 学 生 膳 食 营 养 摄 入 存 在

很多问题，一方面，营养不良不论是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还是在欠发达西部地区，学生中普遍存在。而且西部地区营

养不 良 的 发 生 率 达 "+% 以 上，某 些 营 养 素 如 钙、碘、维 生 素

/、铁、锌等的 摄 入 普 遍 不 足［&］；另 一 方 面，肥 胖 也 成 为 危 害

中小学生，尤其是城市中小学生健康的一个新问题。在农村

地区，中小学生的家 长 虽 然 掌 握 了 一 定 的 营 养 知 识，但 并 不

全面。调查中发现许多家长不会充分利用当地的食物资源，

例如卖了鸡蛋换方便面、饮料的家长大有人在。调查中还发

现，约 ’+%以上的学生没有 吃 早 餐 的 习 惯，在 吃 早 餐 的 学 生

中有 *$%以上的 学 生 以 干 馍 馍 为 主，喝 牛 奶 的 学 生 更 是 寥

寥无几；不好好吃正餐，用零食代替正餐的学生为数也不少。

许多人认为 不 吃 早 餐 损 失 的 营 养 可 以 从 午、晚 餐 中 得 到 补

充，殊不知早餐所提 供 的 能 量 和 营 养 有 着 午、晚 餐 不 可 替 代

的作用。不吃早餐，或 午、晚 餐 的 质 量 不 高 是 引 起 全 天 能 量

和营养不足的主要原因。

农村家庭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大过问孩子一日三

餐吃什么，怎么吃，并 常 常 在 吃 饭 的 时 候 逼 问 孩 子 的 学 习 情

况，“端起碗，就想管”，甚至训斥、打骂孩子。

! #! 影响的次要因素

（,）卫生习惯。调查 发 现，洗 手、洗 脸 ,++% 的 学 生 能 做

到，而且一天最少一次。问题出在洗脚、刷牙上，仅有 "( #(%

的中学生和 )! #’%的小学生做到了一天洗一次脚，而其他学

生一周一次或不确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口腔卫生：有 $& #)%

的中学生 和 (’ # )% 的 小 学 生 做 到 了 最 少 一 天 刷 一 次 牙，

$ #(%的中学生和 ," #*%的小学生根本没有刷牙的习惯。走

访调查中发现，农村 家 庭 所 用 牙 膏 非 常 廉 价，甚 至 个 别 家 庭

还存在两三个人用一个牙刷的现象。)++" 年 " 月 ," 日科讯

网报道：农村中小学生龋齿 发 病 率 为 ,$%，牙 周 病 发 病 率 为

"+%，与 笔 者 调 查 的 龋 齿 发 病 率 ,& # "%，牙 周 病 发 病 率

)* #*%的结果基本吻合。调查中还发现，卫生习惯比较好的

中小学生，其家长也 比 较 讲 究 卫 生，而 卫 生 习 惯 差 的 中 小 学

生，其父母的卫生习 惯 也 不 好。在 有 些 贫 困 边 远 的 山 区，刷

牙似乎成了一种奢 侈 的 享 受，是 有 钱 人 的 事，与 他 们 毫 不 相

干。卫生习惯差的原 因，除 了 主 观 认 识 上 的 错 误，最 主 要 的

原因是懒，水少或水不方便，没时间，父母怕浪费水等。

（)）家务劳动。对 农 村 中 小 学 生 来 说，参 与 家 务 劳 动 似

乎是天经地义的事，通过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 以上的

中学生和小学高年 级 学 生 在 家 必 须 参 加 劳 动。他 们 的 劳 动

已不仅仅停留在日常家务，相当一部分已经投入到田间劳作

中去，比如帮助家长 种 植、饲 养、收 割 等。从 性 别 上 看，勤 于

家庭内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的女生多于男生，参与家

庭主要劳作（农田、小 商 品、农 副 产 品 买 卖）的 男 生 又 多 于 女

生。说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劳动观念在农村依然

盛行。调查中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对田间劳动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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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常家务感到厌烦，把家务劳动当作包袱，甚至精神负担。

农村孩子参与家务 劳 动，旨 在 培 养 他 们 的 劳 动 观 念，而 让 他

们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就事与愿违了［!］。

（"）家庭关系。农 村 家 庭 中 几 代 同 堂 的 情 况 比 较 多，在

教育子女观念上存在着严重的代沟，祖父母的宠溺和父母的

管教往往形成对立 局 面，甚 至 父 亲 和 母 亲 有 时 也 会 不 统 一。

另外，农村的学生家长忙于生计，平时没时间与孩子交流，久

而久之，形成“只养不育”的局面，同孩子的关系显得生分［#］。

调查中发现农村家庭孩子一 般 以 $ 个 为 主，少 数 家 庭 也 有 $
个女孩，% 个男孩的情况。这些家 庭 中 的 一 个 较 普 遍 的 现 象

是父母往往各喜欢或更喜欢其中一个孩子，或者干脆只喜欢

男孩，不喜欢女孩，在吃穿和言语态度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别，

结果孩子和孩子之 间、孩 子 与 长 辈 之 间、长 辈 与 长 辈 之 间 出

现了隔阂。这种隔阂直接影响到农村孩子的心理，表现性格

内向、沉闷、胆怯，不善与人交往等，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其它因素。%）父母经常吵架：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

父母经常吵架的孩子比离异家庭孩子的心理问题更多，孩子

对父母的心理体验 更 为 明 显，受 到 的 直 接 伤 害 更 大，对 孩 子

造成的负面影响将终生难以弥补。$）家长期望过高：家长的

期望值高也是学生 心 理 障 碍 率 上 升 的 祸 首。目 前 许 多 父 母

把自己的生存危机 感、争 强 好 胜，强 加 于 自 己 孩 子 身 上。然

而他们的善良愿望却让孩子感到厌烦，久而久之就会产生逆

反心 理。 另 外，中 小 学 生 的 认 知 评 价 水 平 低，应 对 技 巧

差［%(］。面对父 母 偏 宠，父 母 离 异、打 架 等 事 件 难 以 正 确 对

待，再加上他们心理 尚 未 成 熟，往 往 由 于 家 长 的 过 激 行 为 而

出现心理问题。生活单调、农村的文化氛围差等也是影响农

村孩子心理健康的因素。

! 结论

（%）“自由成长”仍是农村家庭教育的主流。

农村家庭教育过分依赖学校，农民对子女大多提供的是

物质条件，而忽略了 从 精 神 上 关 心 孩 子，很 少 与 孩 子 进 行 平

等、积极有效的沟通［%%］，许多农民认为只要让孩子衣 食 不 缺

就可以了，认为教育的责任在老师、在学校。

（$）家长的综合素 质 较 低，是 影 响 农 村 中 小 学 生 健 康 成

长的直接原因。

家长的综合素质，即心理健康知识；营养知识；家长的教

育观念，包括人生观，价 值 观，世 界 观；家 长 的 行 为 习 惯 等 对

孩子产生的影响特别明显。从一定程度上讲，孩子的身心健

康与家长的综合素质有一定的关系，从一个孩子身上可以反

映出家长的许多问 题。因 此，关 注 孩 子 健 康，首 先 应 从 家 长

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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