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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智能手機的普及，一群農民工也積極加入手機通訊的家長群組，藉此

接收育兒資訊、學習關懷子女的方法; 更通過電話、視頻、及時瞭解子女在學

校的活動和生活的情況。 

 

智能手機普及，在香港幾乎人人都以通訊應用程式傳信息，為人父母者更難免

被加入家長通訊群組，與其他家長密切聯繫、互通消息。在內地，一群農民工

也積極加入手機通訊的家長群組，藉此接收育兒資訊、學習關懷子女的方法; 

更通過電話、視頻、及時瞭解子女在學校的活動和生活的情況。 

 

在內地農村，很多父母為了生計而離鄉別井到城市打工。由於城市的生活指數

高，而且父母工時長無暇照顧子女，故把他們留在農村，由祖父母或親戚照

顧，這群孩子被稱為「留守兒童」。 

 

以往留守兒童定義為「父母一方外出務工、不滿十八周歲」，國務院在 2016年

修訂為「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

歲的未成年人」，再按此定義做統計，留守兒童的人數由 6,100萬大幅降至 902

萬，但情況仍不容樂觀。 

 

社交媒體提供育兒知識  

社交群組讓在城市工作的父母既可以了解子女在鄉間的生活，也可獲取親子教

育資訊。留守兒童長期缺乏父母照顧，大部分生活在資源貧乏、教育服務不足

的農村，甚至要負責照顧年幼的弟妹或年邁的祖父母，令他們的身心較難健康

發展，對其日後社交、學習能力、心理健康和生活質素或造成深遠影響。 

 

0至 6歲是孩子培養「社交情緒能力」的重要時期，而家長的陪伴和教育對此

極為重要。近年科技進步，智能手機普及改善親子溝通。內地江南大學研究發

現，接近一半被訪問的留守兒童最期望以手機與父母溝通，而「上網即時聊

天」方式有上升趨勢（王亮，《心理彈性導向留守兒童親子產品設計研究》，

2012年）。 

 

於甘肅省白銀市會寧縣，樂施會與工作夥伴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

學院家庭與兒童研究中心，在一個支持當地留守兒童、照顧者和家長的項目

中，也加入了社交媒體的元素。這項目現有 80名家長加入了微信群組中，每週



在群組中獲取關於培養孩子「社會情緒能力」的知識和參加線上活動，分享育

兒資訊、孩子的成長遇到的問題等。這對於在外地打工的年輕父母很方便，因

他們本身也習慣使用智能手機和上網。 

 

家長和留守兒童長期分隔，易生隔膜，微信的資訊，如親子閱讀技巧令家長在

外也更懂得和孩子溝通。其中一個活動「做孩子的朗讀者」中，城市打工的父

母會用手機將故事錄製成音訊給孩子聽，同時發佈在微信公眾號的與其他家庭

和兒童分享。 

 

提供親子活動減少隔膜  

 

在支援留守兒童的項目中，家長透過親子活動，學習怎樣與子女玩遊戲。在農

村，該項目會向留守兒童提供適合的遊戲和活動，親子成長營則讓家長與他們

團聚時，透過遊戲深化親子關係，加強兩者的溝通，也使陪伴在留守兒童身邊

的祖父母學會更多樣和有趣的教育手法。以上種種雖然未能完全消除留守兒童

面對的困難，但可減輕親子分離的負面影響。 

 

經過各方的堅持，2016年初國務院發佈首個國家層面、專門針對留守兒童生存

及教育發展的政策——《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當中關

注到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樂施會也倡導偏遠地區政府增撥資源保障留守兒童

的安全，並讓他們能得到作為兒童與父母相處的基本權利、以及社會福利服務

的機會，健康發展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