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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句法能力研究 

——以安徽省肥西县为例 

李慧敏 1  张佳 21 

(1.安徽大学文学院,合肥 230039; 

2.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062) 

【摘 要】:运用语言测试､ 问卷调查､ 访谈等研究方法,以安徽省肥西县两所幼儿园为例,考察农村学龄前留守

儿童对汉语“把”字句､ “被”字句､ 疑问句､ 否定句､ 比较句､ 量化辖域､ 进行体､ 完成体､ 关系从句､ 并列关

系､ 反身代词等句法现象的掌握情况,分析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句法能力发展的异同之处,探究农村学龄前留守

儿童句法能力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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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能力(syntacticawareness)是元语言能力(Meta-linguisticAbility)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个体反思句子内在语法结

构的能力｡
[1]
儿童句法能力的发展与其阅读能力关系密切,是儿童语言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儿童句法能力研究对于诊断阅读

困难,提高儿童阅读能力十分重要｡国外关于儿童句法能力(syntacticawareness)的研究已形成一定共识,认为句法能力是预测

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如 SiegelandRyan
[2]
､TunmerandHoover

[3]
､Bowey

[4]
等｡囿于各方面因素,目前学界对儿童句法能力的

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儿童的句法意识与阅读发展的关系,对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学龄前留守儿童的句法能力发展问题鲜有关注｡ 

作为农民工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留守儿童现象在我国十分典型｡根据民政部最新公布的《2018 年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显示,

安徽省有7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占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10.6%,仅次于四川省｡因此,以安徽为例,考察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句法

能力的发展状况,有助于丰富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相关研究,促进农村留守儿童语言健康发展｡本文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选择安徽

省合肥市肥西县铭传乡为样本地｡该乡位于大别山余脉,属于典型农业乡,因常年多旱少雨,农民外出务工人群庞大｡铭传乡既是

农民工之乡,又是留守儿童之乡,每年统计的留守儿童的数字都有五六百人
(1)
,并且仍在逐年增加｡该乡留守儿童的语言发展情况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查的儿童共 65人,其中有 8人尽管已经完成测试,但因没有收集到对应的家长问卷和访谈,故计为无效

数据｡最终有效考察对象为 57人,其中典型留守儿童 15人,非典型留守儿童 33人,非留守儿童 9人｡
(2)
 

研究主要采用语言测试法
(3)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语言测试法是利用电脑多媒体的形式向儿童展示图片,调查人员朗读测试

题后儿童进行答题,调查人员在纸质试题后记录答题情况,同时用录音笔记录整个测试过程,每个儿童测试时间平均为 30 分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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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问卷调查法是以书面调查问卷形式向两所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发放调查问卷,请他们如实填写｡同时,为了深入探讨以及验证调

查问卷所涉内容,我们拟定访谈提纲,对幼儿园教师以及家长就儿童的现状及养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访谈｡本次调查配合参与

的有 2名幼儿园园长､6名教师､57名家长,其中每个幼儿园都是小班､中班､大班老师各 1名｡ 

一､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句法能力测试结果分析 

(一)学龄前儿童句法能力测试题简介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天津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研制的 36—84 个月龄的儿童语言能力测试题
[5]
,我们统计得出句法测试点共有

10大类 25小类
[6]
,参见表 1｡ 

表 1句法点与测试例句对照表 

句法点 例句 

（一）“把”字

句和 “被”字

句 

1.“把”字句  小哥哥把小妹妹抱起来了。 

2.“被”字句  小妹妹被小哥哥抱起来了。 

（二）比较句   小妹妹比小弟弟还淘气，是因为她经常不听妈妈的话， 

是谁经常不听妈妈的话？ 

（三）疑问句   你现在和谁说话呢？ 

（四）体标记 
1.进行体  小姐姐在穿衣服。 

2.完成体  小猫钓了一条鱼。 

（五）并列关系   小狗和小猫在追小兔子。 

（六）否定关系 

（双重否定） 

  
小明不是不喜欢唱歌，小明到底喜不喜欢唱歌呢？ 

（七）量化辖域 
1.量化辖域的肯定  每一个小姐姐都坐着一把椅子，对吗？ 

2.量化辖域的否定  每一只小花猫都不在笼子里。 

（八）论元结构   妈妈给宝宝一个苹果。 

（九）反身代词   妈妈说带姥姥去公园玩，可姥姥说自己想歇一会，谁

想 歇一会？ 

（十）关系小句 

1.带有关系小句的 

句子 

○1 BEI&BA-S RC 把小猫打了的小狗背着小鸭子。 

○2 BEI&BA-O RC 妈妈抱着把小哥哥拍了拍的小姐姐。 

○3 SS 和小姐姐打球的小哥哥笑了。 

○4 SO 妈妈拉着和小姐姐打球的小哥哥。 

○5 00 小哥哥拍了拍猴姐姐抱着的猴妹妹。 

2.带有关系小句的 

名词短语 

①Phrase with BEI&BA RC 被小猫打了的小狗 

②Object-gap 小猫追的小狗 

③Subject-gap 追小猫的小狗 

3.带有关系小句附 

接语 的句子 

①PO 小猫躺在小狗睡觉的床上。 

○2 TO 大灰狼出现在小兔子生病的早上。 

③PS 小猫吃饭的桌子上有苹果。 

○4 TS 小猪过生日的那天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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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带有关系小句附 

接语的名词短语 

Phrase with 

Instrument-RC 
小妹妹画花儿的笔 

 

(二)句法测试题答题情况与分析 

1.不同类型儿童句法点整体答题情况与分析通过对儿童句法测试题整体答题情况所做统计,我们得到表 2｡由表 2可知,10大

类句法点中,典型留守儿童的未做率范围为 4%～10%,即每一个句法点都有未完成的情况;非典型留守儿童的未做率是 0%～14%,非

留守儿童的未做率是 0%到 11%｡从平均率来看,典型留守儿童的未做率高于非典型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非典型留守儿童和非留

守儿童的表现差别不大｡典型留守儿童答题正确率范围是 7%～73%,非典型留守儿童是 21%～83%,非留守儿童是 44%～74%｡典型留

守儿童答题正确率没有非典型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高,且个体差异较大｡从平均率来看,典型留守儿童的正确率低于非典型留

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答题正确率起点最高,表现更为均衡,非典型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表现更为接近｡从具体句

法点来看,典型留守儿童的比较句､疑问句､体标记､否定关系､量化辖域等的掌握弱于非典型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其余几个句

法点与其他两类儿童表现接近｡ 

表 2不同类型儿童 10大类 25小类句法点答题情况统计表 

儿童类型  

句法点 

典型留守儿童 非典型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正确率 错误率 未做率 正确率 错误率 未做率 正确率 错误率 未做率 

1 
“把”字句和“被”

字句 

“把”字句 74% 13% 13% 73% 24% 3% 78% 11% 11% 

“被”字句 67% 27% 6% 61% 39% 0% 67% 33% 0% 

平均率小计 71% 20% 9% 67% 32% 1% 73% 22% 5% 

2 比较句  7% 86% 7% 21% 73% 6% 44% 56% 0% 

3 疑问句  53% 37% 10% 60% 26% 14% 72% 17% 11% 

4 体标记 进行体 85% 7% 8% 92% 8% 0% 89% 11% 0% 

  完成体 53% 37% 10% 65% 34% 1% 58% 31% 11% 

  平均率小计 69% 22% 9% 79% 21% 0% 74% 21% 5% 

5 并列关系  73% 20% 7% 67% 33% 0% 56% 33% 11% 

6 否定关系  47% 47% 6% 52% 48% 0% 67% 33% 0% 

7 量化辖域 量化辖域的肯定 37% 52% 11% 44% 52% 4% 44% 50% 6% 

  量化辖域的否定 70% 23% 7% 77% 21% 2% 61% 33% 6% 

  平均率小计 54% 37% 9% 61% 36% 3% 53% 41% 6% 

8 论元结构  73% 20% 7% 83% 17% 0% 67% 33% 0% 

9 反身代词  73% 23% 4% 74% 21% 5% 67% 33% 0% 

10 

关
系
小
句 

带有关系小句的 

句子 

BEI&BA-S RC 63% 30% 7% 58% 42% 0% 56% 33% 11% 

BEI&BA-O RC 67% 30% 3% 64% 33% 3% 56% 44% 0% 

SS 77% 10% 13% 80% 20% 0% 61% 39% 0% 

SO 67% 22% 11% 68% 32% 0% 56% 44% 0% 

00 60% 27% 13% 70% 27% 3% 67% 33% 0% 

平均率小计 67% 24% 9% 68% 31% 1% 59% 39% 2% 

带有关系小句的 

名词短语 

Phrase with BEI&BA RC 60% 30% 10% 71% 27% 2% 67% 33% 0% 

Object-gap 74% 13% 13% 82% 18% 0% 44% 4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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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gap 54% 33% 13% 70% 30% 0% 78% 22% 0% 

平均率小计 63% 25% 12% 74% 25% 1% 63% 33% 4% 

带有关系小句附 

接语的句子 

PO 80% 7% 13% 58% 36% 6% 78% 22% 0% 

TO 86% 7% 7% 91% 9% 0% 78% 0% 22% 

PS 87% 0% 13% 88% 12% 0% 67% 22% 11% 

TS 93% 0% 7% 91% 6% 3% 89% 11% 0% 

平均率小计 87% 3% 10% 82% 16% 2% 78% 14% 8% 

带有关系小句附 

接语的名词短语 

Phrase with 

Instrument — RC 
67% 20% 13% 79% 21% 0% 67% 33% 0% 

平均率 71% 18% 11% 76% 23% 1% 67% 30% 3% 

 

从 25 个句法小类来看,除关系小句外,所有儿童掌握较弱的是比较句和量化辖域的肯定形式,掌握较好的是“把”字句和进

行体,且“把”字句的正确率总是比“被”字句高,进行体比完成体高,量化辖域的否定形式比量化辖域的肯定形式高｡这表明,

对汉语儿童来说,“把”字句比“被”字句掌握得更好,进行体比完成体掌握得更好｡ 

就关系小句而言,典型留守儿童的平均未做率最高,完成情况最差｡4 大类关系小句中,典型留守儿童仅“带有关系小句附接

语的句子”一类高于非典型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其余3类均弱于非典型留守儿童或非留守儿童｡13小类关系小句中,典型留守

儿童有 9类表现弱于非典型留守儿童或非留守儿童,仅 BEI&BA-SRC､BEI&BA-0RC､PO和 TS优于非典型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 

2.不同年龄段各类型儿童句法点答题正确率分析 

我们将调查对象分四个年龄段,1段(3:0—3:11)､2段(4:0—4:11)､3段(5:0—5:11)､4段(6:0—6:11)｡为节省篇幅,文中将 3

岁 11个月记作 3:11,余可类推｡对不同儿童分年龄段答题的正确率统计后,我们得到表 3｡由表 3可知,就同一年龄段而言,25个句

法点中,典型留守儿童答题的平均正确率总体上低于非典型留守儿童或非留守儿童:1 段儿童有 21 个句法点正确率低于非典型留

守儿童或非留守儿童｡2 段儿童有 19 个句法点正确率低于非典型留守儿童或非留守儿童,3 段儿童表现较为特殊,仅有 12 个句法

点正确率低于或等同于非典型留守儿童或非留守儿童,4段儿童有 19个句法点正确率低于或等同于非典型留守儿童｡ 

表 3不同年龄段各类型儿童句法点正确率统计表 

儿童类型 

句法点 

1段正确率 2段正确率 3段正确率 4段正确率 

典型留 

守儿童 

非典型

留守儿

童 

非留守 

儿童 

典型留 

守儿童 

非典型

留守儿

童 

非留守 

儿童 

典型留 

守儿童 

非典型

留守儿

童 

非留守 

儿童 

典型留 

守儿童 

非典型

留守儿

童 

非留守 

儿童 

“把”字句 25% 0% 0% 75% 65% 100% 100% 91% 0% 100% 100% 无 

“被”字句 75% 100% 100% 25% 53% 71% 100% 64% 0% 67% 67% 无 

比较句 0% 0% 100% 25% 18% 43% 0% 18% 0% 0% 67% 无 

疑问句 38% 75% 100% 50% 44% 79% 50% 77% 0% 83% 83% 无 

进行体 69% 88% 100% 81% 91% 93% 94% 98% 50% 100% 83% 无 

完成体 44% 88% 75% 50% 57% 57% 44% 73% 50% 83% 75% 无 

并列关系 50% 0% 0% 75% 71% 71% 100% 73% 0% 67% 67% 无 

否定关系 50% 50% 100% 75% 59% 71% 50% 45% 0% 0% 33% 无 

量化辖域的肯定 17% 33% 17% 33% 39% 55% 50% 45% 0% 50% 7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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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辖域的否定 75% 100% 100% 38% 68% 64% 100% 91% 0% 67% 67% 无 

论元结构 38% 75% 50% 63% 74% 79% 100% 95% 0% 100% 100% 无 

反身代词 50% 75% 50% 63% 59% 71% 88% 95% 50% 100% 83% 无 

BEI&BA-S RC 38% 75% 50% 75% 53% 64% 63% 59% 0% 83% 67% 无 

BEI&BA-O RC 88% 50% 0% 63% 53% 64% 88% 73% 50% 50% 100% 无 

SS 63% 100% 100% 63% 76% 57% 100% 77% 50% 83% 100% 无 

SO 58% 83% 100% 50% 57% 57% 92% 79% 0% 67% 78% 无 

00 25% 50% 100% 75% 71% 71% 100% 73% 0% 33% 67% 无 

Phrase with BEI&BA RC 25% 100% 50% 75% 62% 71% 75% 77% 50% 67% 83% 无 

Object-gap 25% 100% 0% 75% 76% 43% 100% 91% 100% 100% 67% 无 

Subject-gap 50% 50% 100% 25% 53% 86% 100% 100% 0% 33% 67% 无 

PO 50% 50% 100% 75% 47% 71% 100% 64% 100% 100% 100% 无 

TO 75% 50% 0% 75% 88% 100% 100% 100% 0% 100% 100% 无 

PS 75% 50% 0% 75% 82% 86% 100% 100% 0% 100% 100% 无 

TS 100% 100% 100% 75% 82% 86% 100% 100% 100% 100% 100% 无 

Phrase with 

Instrument-RC 
25% 100% 100% 50% 71% 71% 100% 91% 0% 100% 67% 无 

平均率小计 49% 66% 61% 60% 60% 71% 83% 78% 24% 73% 80% 无 

平均率合计 59%   64%   62%   77%  无 

 

从同一类型儿童来看,典型留守儿童的“把”字句､疑问句､进行体､量化辖域的肯定､论元结构､反身代词､Object-gap､PO､

TO､PS､PhrasewithInstrument-RC等 11个句法点的正确率从 1段到 4段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答题平均正确率基本上是随着年龄的

增加而不断提高,“被”字句､完成体､并列关系､否定关系､量化辖域的否定､BEI&BA-SRC､SS､SO､OO､PhrasewithBEI&BARC､

Subject-gap､TS､BEI&BA-0RC 等 12 个句法点的正确率呈现螺旋式上升,仅比较句的正确率呈不断下降趋势｡非典型留守儿童有 6

个句法点的正确率随年龄增加而不断提高,19 个句法点的正确率成螺旋式上升｡考察 1 段到 3 段非留守儿童的平均正确率发现,1

段到 2段呈上升趋势,2段到 3段的正确率呈下降趋势｡可见,除了非留守儿童,其余两种类型儿童的正确率分布大致是 4段儿童优

于 3段儿童,3段儿童优于 2段儿童,2段儿童优于 1段儿童｡这表明留守情况和年龄与儿童句法能力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3.不同性别各类型儿童句法点答题情况与分析 

通过对不同性别儿童句法点的统计,我们得到表 4｡由表 4可知,就非留守儿童而言,10大类句法点中除了疑问句,女童的表现

普遍优于男童｡对典型留守儿童来说,女童在“把”字句和“被”字句､体标记､否定关系､反身代词和关系小句等句法点上的表

现略好于男童｡就非典型留守儿童而言,女童在“把”字句和“被”字句､体标记､量化辖域､反身代词､关系小句等句法点上的表

现略好于男童｡ 

表 4不同性别各类型儿童 10大类句法点答题情况统计表 

儿童类型 

句法点 

典型留守儿童 非典型留守儿童 非留守儿童 

正确率 错误率 未做率 正确率 错误率 未做率 正确率 错误率 未做率 

1 
“把”字句和“被”字

句 

男 57.1% 21.5% 21.4% 66.7% 33.3% 0 66.7% 33.3% 0 

女 68.8% 18.7% 12.5% 69.4% 27.8% 2.8% 100% 0 0 

2 比较句 男 28.6% 71.4% 0 66.7% 33.3% 0 0 83.3%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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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0 100% 0 0 100% 0 33.3% 66.7% 0 

3 疑问句 
男 50.0% 50.0% 0 70.0% 30.0% 0 75.0% 16.7% 8.3% 

女 25.0% 68.7% 6.3% 61.1% 38.9% 0 66.7% 33.3% 0 

4 体标记 
男 66.1% 19.6% 14.3% 82.5% 17.5% 0 66.6% 27.1% 6.3% 

女 70.3% 21.9% 7.8% 85.4% 13.9% 0.7% 70.8% 25.0% 4.2% 

5 并列关系 
男 71.4% 14.3% 14.3% 60.0% 40.0% 0 50.0% 50.0% 0 

女 62.5% 37.5% 0 44.4% 27.8% 27.8% 66.7% 0 33.3% 

6 否定关系 
男 28.6% 71.4% 0 80.0% 20.0% 0 50.0% 50.0% 0 

女 62.5% 25.0% 12.5% 50.0% 50.0% 0 66.7% 33.3% 0 

7 量化辖域 
男 53.6% 42.9% 3.5% 65.8% 31.7% 2.5% 27.1% 68.7% 4.2% 

女 53.1% 39.1% 7.8% 72.2% 27.1% 0.7% 58.3% 37.5% 4.2% 

8 论元结构 
男 71.4% 14.3% 14.3% 86.7% 13.3% 0 58.3% 41.7% 0 

女 75.0% 25.0% 0 75.0% 22.2% 2.8% 83.3% 16.7% 0 

9 反身代词 
男 50.0% 42.9% 7.1% 76.7% 20.0% 3.3% 50.0% 41.7% 8.3% 

女 68.7% 25.0% 6.3% 86.1% 11.1% 2.8% 83.3% 16.7% 0 

10 关系小句 
男 63.9% 25.6% 10.5% 72.3% 24.9% 2.8% 61.4% 32.5% 6.1% 

女 70.4% 19.7% 9.9% 74.3% 25.1% 0.6% 84.2% 15.8% 0 

 

就女童而言,10 大类句法点中,非留守儿童的正确率普遍高于典型留守儿童;在“把”字句和“被”字句､比较句､疑问句､论

元结构､关系小句等句法点的表现上,非留守儿童>非典型留守儿童>典型留守儿童;其余 5类里,非典型留守儿童的表现不稳定,有

时优于其他两类儿童,有时则更差｡就男童而言,表现最好的则是非典型留守儿童,10 类句法点中有 8 类正确率高于非留守儿童和

典型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与典型留守儿童表现相近｡ 

二､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句法能力发展的困境 

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句法答题整体表现不如非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句法能力

的发展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句法能力欠充分发展 

考察发现,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在句法答题时,经常听不懂普通话,需要测试人员读几遍试题,且答题时往往只会使用肥西方

言回答,甚至不能回答,未做率与错误率比非留守儿童高｡如前所述,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对比较句､疑问句､体标记､否定关系等

掌握较弱,而这几类是最基本的句法现象｡ 

(二)影响成长与交流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外出父母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关心不够,情感交流更显不足｡儿童长期不能与父母见面,仅靠 1 月几次的电

话或视频,会对留守儿童的心理产生影响｡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普遍性格内向,缺乏自信心,交流时犹豫纠结,欲言又止,不能通过

语言很好地表达想法｡而语言能力发展不足也会导致留守儿童无法健康快乐地成长,走向自我封闭｡ 

农村留守儿童的祖父母受教育程度偏低,多为小学文化,甚至有一半没有上过学,他们缺乏必要的知识,精力能力有限,隔代

教育对孩子的要求低｡他们对儿童的语言发展重视不足,认为照顾儿童的日常起居是主要义务,缺少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多说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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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常甚至根本不给孩子讲故事,没有定期和孩子一起阅读等｡一些祖父母因为自己不会说普通话,平时很少跟孩子交流｡在这样

的家庭教育环境中,农村留守儿童愈发变得寡言少语,很多都不能规范､标准地使用普通话,口语表达能力较差,害怕交流｡久而久

之,留守儿童也会变得更加内向,甚至不愿意跟最亲近的父母交流,影响了亲子关系,不利于家庭和谐｡ 

(三)缺乏学习语境 

调查所在地属于农村,由于受到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限制,教育投入不足,幼儿园在硬件条件､师资力量､课程理念等方面与

城市幼儿园有显著的差距｡农村幼儿园教师工资低,工作辛苦,师资往往不足,普通话水平不高,一位教师往往要带三四十个学生,

教师很难照顾到每个孩子,缺乏充分有效的听说训练｡同时,农村社区语言环境致使留守儿童的交流基本以当地方言为主,生活内

容相对固定,交际交往空间比较有限,在公共场合锻炼语言能力的机会比较少,留守儿童缺乏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句法表达能力

相对较弱｡ 

三､改善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句法能力的相关建议 

(一)对管理部门及公众的建议 

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及其语言发展问题,协调相关部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和教育体系,划拨专项资金,

特别是为留守儿童多提供阅读途径,如建立村级､校级图书馆､图书站,购买经典图书等｡同时,媒体应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语言发

展的关注,呼吁专家学者多开展此类研究,通过多种渠道,增强社会各界对农村留守儿童语言发展问题的了解与认识｡ 

(二)对学校的建议 

幼儿园可以建立儿童语言档案,并对留守儿童予以关注,记录其在幼儿园的言语表现,如上课是否注意听讲､能否听懂,表达

是否清晰等,及时发现留守儿童语言发展问题,并将这些档案及时反馈给家长,让他们有针对性地配合开展儿童语言教育｡同时幼

儿园应定期对幼儿教师进行儿童语言教育方面的培训,让教师及时了解儿童语言发展的新动向以及优秀的教学方法,真正在课堂

中重视语言教育,引导儿童语言健康发展｡ 

(三)对家庭的建议 

对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的父母来说,首先,应尽量就近工作或推迟外出务工时间,在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尽量陪伴在身边｡

其次,如果必须外出务工,父亲或母亲一方留在家中陪伴孩子｡如果父母双方外出,则尽量每天与孩子保持联系,通过多种方式与

孩子沟通,鼓励孩子多开口说话,比如可以通过视频让孩子跟父母分享一天的经历和感受,给孩子购买中华优秀典籍的音像资料,

督促爷爷奶奶每天回家播放,让儿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感受汉语语言之美,这对儿童的认知､情感､社会性等发展很

重要,同时也有利于儿童句法能力的发展｡ 

注释: 

(1) 任 志 鸿 : 肥 西 县 铭 传 中 学 为 留 守 儿 童 励 志 远 行 护

航,http://hfggw.hefei.gov.cn/12985/12988/201512/t20151221_1918209.html｡ 

(2)典型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在外务工半年以上,非典型留守儿童包括父母一方在外务工半年以上或父母双方外出务工

未超过半年,非留守儿童是父母双方均未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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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谢天津师范大学语言所研制的儿童语言能力测试题,文中论述如有错误,概由作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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