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留守儿童倡议书(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关爱留守儿童倡议书篇一

亲爱的朋友们：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
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
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
起生活。

一、留守儿童在受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人格发展不健全。许多孩子出现了内向、孤僻、自卑、不
合群、焦虑紧张、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较差、顽皮任
性、冲动易怒、神经过敏、逆反心理强等问题。

2、学习较差。大多数"留守儿童"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自觉
性，心不在焉，应付了事。

3、思想品行问题较多。父母由于长期在外，大多采取“物质
（金钱）+放任”的方式来补偿，对子女的伦理道德、法制教
育关注较少，导致部分留守儿童纪律散漫，不遵守规章制度，
迟到、旷课、逃学、迷恋“网吧”等。

4、安全隐患较多。对于环境适应能力较差，自制力较弱的孩
子来说，加强安全防护工作至关重要。但由于学校、家庭之
间存在安全衔接上的“真空学校不可能面面俱到，监护人又
普遍缺乏安全保护意识和防护能力，导致留守儿童伤人或被



伤害等安全隐患无处不在。

5、监护现状堪忧。

目前“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隔代监
护，即由祖辈抚养的监护方式。一般爷爷、奶奶或外公、外
婆健在的，就交由他们抚养，因为这样外出的父母比较放心。
但这种监护方式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
问题。一方面由于天然的亲缘关系，监护者多采用溺爱的管
教方式，较多地给予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过多的宽容放任，
而较少在精神、道德上进行管束和引导。另一方面，祖孙辈
的年龄差距大，观念也大相径庭，对待许多事物的看法往往
相差十万八千里，“代沟”明显，祖辈们常常以他们自己的
成长经历来教育要求孙子辈，思想观念比较保守，教育方法
简单，而现在的孩子喜欢寻求刺激和创新，讲究个性，做事
不拘一格，所以祖孙辈在沟通上很难达到共识，有时想管由
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性，方法陈旧，孩子无法接受，变得更具
反叛性。另外，老人年岁大，精力不济，健康状况欠佳，再
加上有的老人监护的不止一两个“留守小孩真是力不从心。
二是上代监护，即“留守儿童”由父母的同辈人，如叔、伯、
姑、姨、舅等亲戚或他人抚养的监护方式。由于监护对象并
非己子，监护人在教养过程中难免有所顾虑，不敢严格管教。
这样，上代监护也大多属于物质型和放任型的管教的方式，
容易养成儿童任性的心理行为。而对于较为敏感的儿童来说，
又容易产生寄人篱下的感觉，从而形成怕事、孤僻、内向的
性格。上代监护还容易出现转托情况，即小孩被父母托付给
亲戚后，没多久因亲戚打工等原因外出，就转托给另一个亲
戚，几经托付的小孩几乎无所适从。

我所任职的仙临村是一个农业大村，拥有约四十多留守儿童，
针对“留守儿童”的特点和需要，根据我村的实际情况，现
制定如下初步方案：

一、建立起“留守儿童”个人档案，努力使档案资料能全面



反映“留守儿童”的各方面情况，包括“留守儿童”的姓名、
年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与代管人的融洽程度，与打工
父母的沟通情况等；还有他们监护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
年龄、文化程度、性格特征，重点是监护人如何对孩子进行
管教等；“留守儿童”父母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
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及工种、经济收入情况、对子女的希望
要求、与子女联系沟通情况等。

二、给他们每人分发一张联系卡，把我们村委会办公室和我
的联系电话都写在上面，如果他们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
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开通“亲情电话如果他们监护人家里
没有电话，可以到村委会办公室来打电话。

关爱留守儿童倡议书篇二

当您和孩子牵手闲逛，嘻笑玩耍，畅享天伦之乐时，您是否
注意到，有一双双羡慕而失落地眼睛正注视着你？他们小小
年纪，却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而缺失亲情，他们渴望家庭温暖，
却只能忍受孤独的煎熬，他们有一个特殊而酸涩的称
呼：“留守儿童”。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六千万，他
们的父母为生计而外出务工，他们大多是年迈的爷爷奶奶或
外公外婆照看，甚至没人照看而被寄养；他们学业失教、生
活失助、心理失衡、道德失范、感情缺失……。他们已经成
为需要社会各界给予特别关注的特殊群体。

呵护留守儿童、关爱留守少年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由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关工委、河南省文明办、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妇联、河南省教育
厅、河南电视台共同发起的“关爱留守儿童，城乡孩子手拉
手”活动，并向社会倡议：

一、伸出您关爱的双手，做留守孩子的“爱心妈妈、爱心爸



爸、知心姐姐、知心哥哥”，让孩子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二、与留守儿童“结成帮扶对子”，正确适时地引导孩子健
康成长，象父母、象兄妹那样关爱他们、帮助他们。

三、给他们写一封信、打一个电话，倾听情感宣泄，构建爱
心桥梁。

四、为他们做件好事、办件实事，买一本书、送一件礼物，
让他们与城里孩子共同分享快乐，共同成长。

五、争做一名爱心大使，参与社会公益、参与到此次活动中
来。

六、加入青年志愿者队伍，接受专业培训，赴各省辖市对学
校教师、留守儿童进行专项辅导。

善举不分先后，援助不分大小。让我们一起手拉手，奉献一
点，爱洒一片，让所有远离父母的孩子心有人爱、身有人护、
难有人帮！让我们的爱心为孩子们传递一份生命的热，点亮
一盏希望的灯，撑起一片蔚蓝的天！

倡议人：xxx

日期：20xx年xx月xx日

关爱留守儿童倡议书篇三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而自
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
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
起生活。

一、留守儿童在受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人格发展不健全。许多孩子出现了内向、孤僻、自卑、不
合群、焦虑紧张、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较差、顽皮任
性、冲动易怒、神经过敏、逆反心理强等问题。

2、学习较差。大多数"留守儿童"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自觉
性，心不在焉，应付了事。

3、思想品行问题较多。父母由于长期在外，大多采取物质
（金钱）+放任的方式来补偿，对子女的伦理道德、法制教育
关注较少，导致部分留守儿童纪律散漫，不遵守规章制度，
迟到、旷课、逃学、迷恋网吧等。

4、安全隐患较多。对于环境适应能力较差，自制力较弱的孩
子来说，加强安全防护工作至关重要。但由于学校、家庭之
间存在安全衔接上的真空，学校不可能面面俱到，监护人又
普遍缺乏安全保护意识和防护能力，导致留守儿童伤人或被
伤害等安全隐患无处不在。

5、监护现状堪忧

目前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隔代监护，
即由祖辈抚养的监护方式。一般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健
在的，就交由他们抚养，因为这样外出的父母比较放心。但
这种监护方式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问
题。一方面由于天然的亲缘关系，监护者多采用溺爱的管教
方式，较多地给予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过多的宽容放任，
而较少在精神、道德上进行管束和引导。另一方面，祖孙辈
的年龄差距大，观念也大相径庭，对待许多事物的看法往往
相差十万八千里，代沟明显，祖辈们常常以他们自己的成长
经历来教育要求孙子辈，思想观念比较保守，教育方法简单，
而现在的孩子喜欢寻求刺激和创新，讲究个性，做事不拘一
格，所以祖孙辈在沟通上很难达到共识，有时想管由于自身
思想的局限性，方法陈旧，孩子无法接受，变得更具反叛性。
另外，老人年岁大，精力不济，健康状况欠佳，再加上有的



老人监护的不止一两个留守小孩，真是力不从心。二是上代
监护，即留守儿童由父母的同辈人，如叔、伯、姑、姨、舅
等亲戚或他人抚养的监护方式。由于监护对象并非己子，监
护人在教养过程中难免有所顾虑，不敢严格管教。这样，上
代监护也大多属于物质型和放任型的管教的方式，容易养成
儿童任性的心理行为。而对于较为敏感的儿童来说，又容易
产生寄人篱下的感觉，从而形成怕事、孤僻、内向的性格。
上代监护还容易出现转托情况，即小孩被父母托付给亲戚后，
没多久因亲戚打工等原因外出，就转托给另一个亲戚，几经
托付的小孩几乎无所适从。

我所任职的仙临村是一个农业大村，拥有约四十多留守儿童，
针对留守儿童的特点和需要，根据我村的实际情况，现制定
如下初步方案：

一、建立起留守儿童个人档案，努力使档案资料能全面反映
留守儿童的各方面情况，包括留守儿童的姓名、年龄、兴趣
爱好、性格特征、与代管人的融洽程度，与打工父母的沟通
情况等；还有他们监护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文
化程度、性格特征，重点是监护人如何对孩子进行管教等；
留守儿童父母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工
作单位及工种、经济收入情况、对子女的希望要求、与子女
联系沟通情况等。

二、给他们每人分发一张联系卡，把我们村委会办公室和我
的联系电话都写在上面，如果他们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
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开通亲情电话，如果他们监护人家里
没有电话，可以到村委会办公室来打电话。

三、我村是由几个村合并而成的，面积比较大，留守儿童居
住的比较分散，把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
的困难，所以我打算依次到各个村民组去，把相近的几个村
民组的孩子召集到一起，进行帮学。



四、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小学高年
级的孩子多给他们辅导功课，问他们平时学习和生活中有没
有什么困难。低年级的和学龄前的小孩子们就侧重带他们玩
一玩，做做有趣益智类的游戏，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
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不同性格的孩子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有些孩子可能比较活泼率直，有些孩子腼腆，所以要因人而
宜。

五、多与家长沟通，让他们加强与监护人联系及亲子间的沟
通。一方面，加强与监护人的联系，及时掌握孩子的学业、
品行及身体健康状况，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应采取多种方式，注意与孩子的沟通
交流。我想在任何时候，父母对孩子的亲情，在孩子心里都
是不可缺少和不可被别人替代的，父母关爱缺失会引起严重
的情感饥饿。20世纪世界著名教育家蒙特梭利在她的名作
《有吸收力的心理》中指出，对于儿童来说最好的环境就是
父母本身。她说：母亲必须喂养子女，当她出门时不应单独
将他们留在家中。儿童需要‘营养’与联结母子间的‘爱’，
因为她们可解决儿童适应上的困难。由于长期不和父母生活
在一起，得不到父母的关爱，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
适应上的诸多问题。沟通的时间间隔越短越好，保证动态的
熟悉孩子的生活、教育情况以及孩子的心理变化；沟通内容
力求全面、细致，沟通中父母要明示他们对孩子的爱与厚望，
希望孩子能理解他们的家境与现状，通过沟通以了解孩子的
生活、学习、情感变化；沟通方式可以多样化上，除电话外，
可采用书信等进行交流。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无暇的璞玉，
只要心里装有父母和亲人的爱，他们就有积极向上的原动力，
就会学得更棒，做得更好。让家长对孩子进行电话教育；利
用五一、十一、春节等学生家长返乡的机会约父母面谈，这
样能使这些父母较为详细地了解孩子，以便更好地进行短期
的家庭教育；定期举行监护人座谈会，交流管教留守儿童的
经验教训，相互沟通交流，共同制定教育策略；开展体谅父
母活动、交往辅导活动，将心理咨询室引入农村中小学，对
学生进行心理咨询，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等。



应给留守儿童以更多的关注、鼓励、帮助。爱是教育的基石，
对于长期生活在孤独城堡中，处于父母关爱缺失的留守儿童，
爱是教育的前提，教育应把爱放在中心位置。教师应与留守
儿童交朋友，多关心、爱护、照顾、理解他们。在安全上，
要时刻提醒；在生活上，尽可能提供帮助；在心理上，要细
心观察，多方沟通；在学习上，要多予指导；在交往上，鼓
励他们融入大班级集体中，减少其心灵的孤独和寂寞，使其
保持活泼开朗的学习和生活心态。

六、多与留守儿童的班主任联系，要与学校老师的关注形成
合力，了解他们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情况，包括情绪和行为，
一旦出现异常的现象，要立即想办法采取措施共同解决。

七、重视留守儿童的生日和节日。现如今，一般的家庭都很
重视孩子的生日和六一儿童节，在这些日子里，父母祖辈、
亲朋好友都会围着他们转，孩子们也会收到很多礼物，尽情
快乐地放松，幸福地难以言表。留守儿童的生日也该如此，
让每个孩子都健康快乐的成长是家长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
任，然而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些孩子的父母在他们生日
却不在家，可能有些孩子会不理解，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在
身边陪伴自己，要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是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
才出去打工的，要给予孩子们更多感恩的快乐，要为他们准
备小礼物，也要提前跟他们商量，在生日这天给父母打电话
或者写信，或者在家里给亲戚和邻居的小伙伴们表演一个节
目，无论表演得怎么样，只要孩子尽力了，都要给予掌声和
喝彩，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在积极的受鼓舞的环境中
成长。另一方面，要让孩子们懂得过生日对于他们的意义，
表明他们又长大一岁了，长大就要有进步，让他们自己和监
护人共同回忆和细数一年来他们点滴的进步，这样也有助于
增进与监护人之间的感情。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建立一个
成长纪念册，让他们自己记下来，并把自己的心愿和理想写
下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每隔一段时期集体为他们过
一次生日，举办生日联欢晚会，让孩子们欢聚在一起，有种
集体归属感，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



农村的留守儿童在守望着，仰望着，他们守望着幸福，仰望
着美好的未来。我们暂时能做的就是守护好他们的这份简单
的守望和仰望，用爱伴着他们茁壮成长！百川之流、汇集成
海，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心人能够行动起来，一起关注留守
儿童，让每个孩子的脸上都能挂起甜美而又明媚的微笑！

关爱留守儿童倡议书篇四

“同样是普通劳动者，我理解他们养家的不易和打工的艰辛。
同样为人子女为人父母，我也理解他们抛家别子的苦衷和深
埋心底的那份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
的加速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外
出打工。

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子女往往不能随父母进城，这些孩子
就成了“留守儿童”。据统计，我地36乡镇现有农村留守儿
童5万人，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他们的身心
健康、生活学习状况令人担忧，留守儿童问题已不仅仅仅是
打工者的心痛，更是整个社会的伤痛！

当您的孩子还在您怀里撒娇时，成百上千同龄的留守儿童已
过早地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懵懂地、无助地承受各种压力
和困难；当您的孩子津津有味地享受着您精心准备的美味佳
肴时，同龄的留守儿童正在烟熏火燎中费力地生火做饭；当
您与孩子热热闹闹欢庆佳节时，留守的孩子却连生日都无人
记起！他们稚嫩的肩膀过早背起了生活的重负，亲情缺失、
家教缺失、监护不力等实际问题，已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健
康成长。

招募“关爱留守儿童志愿者”的大幕已经拉开，寂寞的花朵
正等待着您来浇灌，让我们一齐来做留守孩子生活的知情人，
学习的引路人，品德的教育人，成长的保护人。

“只要大家都行动起来，留守儿童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如果



您牵挂留守儿童的衣食住行，请您和家人，身边的朋友行动
起来，伸出爱心之手吧！”

关爱留守儿童倡议书篇五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城市打工，
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
亲中的一人，或者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
友一起生活。

一、留守儿童在受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人格发展不健全。许多孩子出现了内向、孤僻、自卑、不
合群、焦虑紧张、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较差、顽皮任
性、冲动易怒、神经过敏、逆反心理强等问题。

2、学习较差。大多数"留守儿童"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自觉
性，心不在焉，应付了事。

3、思想品行问题较多。父母由于长期在外，大多采取“物质
（金钱）+放任”的方式来补偿，对子女的伦理道德、法制教
育关注较少，导致部分留守儿童纪律散漫，不遵守规章制度，
迟到、旷课、逃学、迷恋“网吧”等。

4、安全隐患较多。对于环境适应能力较差，自制力较弱的孩
子来说，加强安全防护工作至关重要。但由于学校、家庭之
间存在安全衔接上的“真空”，学校不可能面面俱到，监护
人又普遍缺乏安全保护意识和防护能力，导致留守儿童伤人
或被伤害等安全隐患无处不在。

5、监护现状堪忧

目前“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隔代监
护，即由祖辈抚养的监护方式。一般爷爷、奶奶或外公、外



婆健在的，就交由他们抚养，因为这样外出的父母比较放心。
但这种监护方式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
问题。一方面由于天然的亲缘关系，监护者多采用溺爱的管
教方式，较多地给予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过多的宽容放任，
而较少在精神、道德上进行管束和引导。另一方面，祖孙辈
的年龄差距大，观念也大相径庭，对待许多事物的看法往往
相差十万八千里，“代沟”明显，祖辈们常常以他们自己的
成长经历来教育要求孙子辈，思想观念比较保守，教育方法
简单，而现在的孩子喜欢寻求刺激和创新，讲究个性，做事
不拘一格，所以祖孙辈在沟通上很难达到共识，有时想管由
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性，方法陈旧，孩子无法接受，变得更具
反叛性。另外，老人年岁大，精力不济，健康状况欠佳，再
加上有的老人监护的不止一两个“留守小孩”，真是力不从
心。二是上代监护，即“留守儿童”由父母的同辈人，如叔、
伯、姑、姨、舅等亲戚或他人抚养的监护方式。由于监护对
象并非己子，监护人在教养过程中难免有所顾虑，不敢严格
管教。这样，上代监护也大多属于物质型和放任型的管教的
方式，容易养成儿童任性的心理行为。而对于较为敏感的儿
童来说，又容易产生寄人篱下的感觉，从而形成怕事、孤僻、
内向的性格。上代监护还容易出现转托情况，即小孩被父母
托付给亲戚后，没多久因亲戚打工等原因外出，就转托给另
一个亲戚，几经托付的小孩几乎无所适从。

我所任职的仙临村是一个农业大村，拥有约四十多留守儿童，
针对“留守儿童”的特点和需要，根据我村的实际情况，现
制定如下初步方案：

一、建立起“留守儿童”个人档案，努力使档案资料能全面
反映“留守儿童”的各方面情况，包括“留守儿童”的姓名、
年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与代管人的融洽程度，与打工
父母的沟通情况等；还有他们监护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
年龄、文化程度、性格特征，重点是监护人如何对孩子进行
管教等；“留守儿童”父母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
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及工种、经济收入情况、对子女的希望



要求、与子女联系沟通情况等。

二、给他们每人分发一张联系卡，把我们村委会办公室和我
的联系电话都写在上面，如果他们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
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开通“亲情电话”，如果他们监护人
家里没有电话，可以到村委会办公室来打电话。

三、我村是由几个村合并而成的，面积比较大，留守儿童居
住的比较分散，把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
的困难，所以我打算依次到各个村民组去，把相近的几个村
民组的孩子召集到一起，进行帮学。

四、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小学高年
级的孩子多给他们辅导功课，问他们平时学习和生活中有没
有什么困难。低年级的和学龄前的小孩子们就侧重带他们玩
一玩，做做有趣益智类的游戏，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
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不同性格的孩子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有些孩子可能比较活泼率直，有些孩子腼腆，所以要因人而
宜。

五、多与家长沟通，让他们加强与“监护人”联系及亲子间
的沟通。

一方面，加强与“监护人”的联系，及时掌握孩子的学业、
品行及身体健康状况，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应采取多种方式，注意与孩子的沟通
交流。我想在任何时候，父母对孩子的亲情，在孩子心里都
是不可缺少和不可被别人替代的，父母“关爱缺失”会引起
严重的“情感饥饿”。2世纪世界教育家蒙特梭利在她的名作
《有吸收力的心理》中指出，对于儿童来说的环境就是父母
本身。她说：“母亲必须喂养子女，当她出门时不应单独将
他们留在家中。儿童需要‘营养’与联结母子间的‘爱’，
因为她们可解决儿童适应上的困难。”由于长期不和父母生
活在一起，得不到父母的关爱，“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



出现了“适应”上的诸多问题。沟通的时间间隔越短越好，
保证动态的熟悉孩子的生活、教育情况以及孩子的心理变化；
沟通内容力求全面、细致，沟通中父母要明示他们对孩子的
爱与厚望，希望孩子能理解他们的家境与现状，通过沟通以
了解孩子的生活、学习、情感变化；沟通方式可以多样化上，
除电话外，可采用书信等进行交流。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无
暇的“璞玉”，只要心里装有父母和亲人的爱，他们就有积
极向上的原动力，就会学得更棒，做得更好。让家长对孩子
进行“电话教育”；利用“五一”、“十一”、春节等学生
家长返乡的机会约父母面谈，这样能使这些父母较为详细地
了解孩子，以便更好地进行短期的家庭教育；定期举行监护
人座谈会，交流管教“留守儿童”的经验教训，相互沟通交
流，共同制定教育策略；开展“体谅父母”活动、“交往辅
导”活动，将心理咨询室引入农村中小学，对学生进行心理
咨询，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等。

应给“留守儿童”以更多的关注、鼓励、帮助。爱是教育的
基石，对于长期生活在“孤独城堡”中，处于父母“关爱缺
失”的“留守儿童”，爱是教育的前提，教育应把爱放在中
心位置。教师应与“留守儿童”交朋友，多关心、爱护、照
顾、理解他们。在安全上，要时刻提醒；在生活上，尽可能
提供帮助；在心理上，要细心观察，多方沟通；在学习上，
要多予指导；在交往上，鼓励他们融入大班级集体中，减少
其心灵的孤独和寂寞，使其保持活泼开朗的学习和生活心态。

六、多与留守儿童的班主任联系，要与学校老师的关注形成
合力，了解他们平时在学校的表现情况，包括情绪和行为，
一旦出现异常的现象，要立即想办法采取措施共同解决。

七、重视留守儿童的生日和节日。现如今，一般的家庭都很
重视孩子的生日和“六一”儿童节，在这些日子里，父母祖
辈、亲朋好友都会围着他们转，孩子们也会收到很多礼物，
尽情快乐地放松，幸福地难以言表。留守儿童的生日也该如
此，让每个孩子都健康快乐的成长是家长的责任，也是社会



的责任，然而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些孩子的父母在他们
生日却不在家，可能有些孩子会不理解，为什么爸爸妈妈不
能在身边陪伴自己，要告诉他们爸爸妈妈是为了给他更好的
生活才出去打工的，要给予孩子们更多感恩的快乐，要为他
们准备小礼物，也要提前跟他们商量，在生日这天给父母打
电话或者写信，或者在家里给亲戚和邻居的小伙伴们表演一
个节目，无论表演得怎么样，只要孩子尽力了，都要给予掌
声和喝彩，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在积极的受鼓舞的环
境中成长。另一方面，要让孩子们懂得过生日对于他们的意
义，表明他们又长大一岁了，长大就要有进步，让他们自己
和监护人共同回忆和细数一年来他们点滴的进步，这样也有
助于增进与监护人之间的感情。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建立
一个成长纪念册，让他们自己记下来，并把自己的心愿和理
想写下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每隔一段时期集体为他
们过一次生日，举办生日联欢晚会，让孩子们欢聚在一起，
有种集体归属感，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

农村的“留守儿童”在守望着，仰望着，他们守望着幸福，
仰望着美好的未来。我们暂时能做的就是守护好他们的这份
简单的守望和仰望，用爱伴着他们茁壮成长！百川之流、汇
集成海，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心人能够行动起来，一起关注
留守儿童，让每个孩子的脸上都能挂起甜美而又明媚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