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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的转型也随之加速。
在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变中，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拉开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序幕。
农民工的流动一方面架起了城乡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在大量农民工的背后，也隐藏着诸多的社会
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就是与农民工问题相伴而生的。
留守女童是留守儿童中的弱势群体，边疆民族地区的留守女童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在
留守生活状态中也展现出不同于其他省份留守女童的特点。
作为不平等对待行为的歧视，在留守女童身上有着具体而特殊的表现。
本文选取了云南省打工大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的九龙和翠华两乡为调查地点，以留守女童的社
会歧视为研究对象，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从社会性别和儿童发展理论视角出发，对边疆民族
地区留守女童的社会歧视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全文共分为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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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曲凯音，1977年生，吉林农安人。
200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
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妇女儿童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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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属于总体论述部分。
主要从宏观上介绍了边疆民族地区留守女童的状况。
对留守女童的基本状况的描述涵盖了留守女童的生活状况、学习状况、心理状况、安全状况和社会化
状况。
留守女童在留守的生活状态下，从生活上到心理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当然这种变化有来自留守女童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由于家庭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
在本研究中，对留守女童年龄的界定跨越了从出生到18岁。
因此在描述留守女童的总体状况时，就不能忽略对学龄前留守女童和辍学的留守女童的描述，而这两
类留守女童除了具有与其他留守女童的共性，更多的是区别于学龄阶段留守女童的个性。
　　本文把对留守女童的社会歧视作为研究对象，在第3章、第4章、第5章对此进行了翔实的论述。
在这三章中，分别从留守女童的家庭结构、流动性和民族地域特征上来论述社会歧视。
社会歧视作为一种偏见和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最大的区别在于家庭结构上。
从父母外出务工的情况可以把留守女童的家庭结构划分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型和父母单方外出务工型
。
两种类型家庭的留守女童所遭受的社会歧视不尽相同。
在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的家庭里，社会歧视主要来自家庭的外部和内部。
前者，社会歧视被细化为制度性歧视和非制度性歧视。
与此相对应，来自父母与有血缘关系的监护人的歧视和来自留守女童兄弟姐妹的歧视以及来自无血缘
关系的监护人的歧视是家庭内部歧视的主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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