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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流动少年儿童受教育的权利 

和思想道德建设 

 

洪守义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迅速的向城市流动，随之产生了流动人口子

女的现状，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

的资料显示，我们国家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亿，其中0到14岁的儿童已经超过1410万，所以是一个很庞

大的群体。仅以北京市为例来说，从1997年的第一次对流动人口普查，那个时候0到14岁的儿童只有16.2

万，到2000年的五普的时候仅仅只有三年，已经到了28.3万。可见流动儿童的规模事实上也呈现一个急

剧增加的趋势。 

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事实上是与陈旧的户籍制度相挂钩的，也就是以城乡分隔，区域封闭为基本

特征的，没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儿童，他的义务教育也就突显出来，由于有的公办学校要收高额的赞助

费，民工子弟学校又由于办学条件的简陋和和教学能力的有限，这些流动的少年儿童往往得不到正规的

教育，他们不仅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学习，而且其思想道德的状况令人担忧，笔者曾经到上海市一个青

少年管教所，发现其中一半以上的少年犯是流动到城市的少年，因抢劫、盗窃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

我们的社会不对流动的少年儿童加以关爱，不注意加强其思想道德建设，实际上是为社会培养未来的犯

罪团伙。 

 

一、流动少年儿童问题的产生及背景 

 

流动少年儿童的产生是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相联系的。90年代以来，在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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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外来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往往随着孩子一起走入城市，并且出现了举

家迁移的“家庭型”流动模式。跟随务工父母一起外出的农村孩子，开始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并在城市

中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这群特殊的未成年人群体，被社会贯以“流动少年儿童”的名称。

其中父母双方都是流动人口的是“全流动”少年儿童，属“外来媳”家庭的是“半流动”少年儿童。 

“流动少年儿童”，主要是指城市流动人员的子女，是外来人口中15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和少年，是

“打工者”的第二代。 据1997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外来人口普查资料，当年在北京市居住的外来人口

229.9万，其中，0-15岁流动儿童少年人数达到了162030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7.05%；处于义务教育阶

段的6-5岁的适龄儿童66392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2.88%。而在5年后的2002年11月的调查资料表明，北

京市外来人口为386.6万人，其中0-14岁的儿童为31万，占流动人口的8.0%。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中，

有近2000万是儿童。这说明，城市流动儿童的人口已经达到不容忽视的规模，成为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

群体。 

流动少年儿童大部分是大量进城的农民工的未成年子女，特别是处于中、小学学龄期的子女。农村

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乡村涌入城市，但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户籍。随着流动人口

的子女或者在家乡出生被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且逐渐成长，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很难同

当地儿童一样接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 

作为未成年人的流动儿童，正处在积累知识、发育身体、形成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关键时期，需要稳

定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但是，跟随家庭的流动却使他们过早地尝试了生活的动荡和艰辛，特殊的成

长经历带给他们与同龄孩子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流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如何消除各种不利因素，使

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存在以下几个情况： 

1．学习场所具有不稳定性 

农民工到城市来，主要是来寻找工作的，不是为儿女们来寻找学校的，因此“流动少年儿童”学校

的选择往往依附于父母的工作单位，一旦父母的工作有了新的变化，如要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去，孩子也

只得选择前往，其学习常常是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小学的少年儿童还可以到民工子弟学

校读书，但是到了中学，这些流动少年只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回农村去读中学，要么留在城市放弃读

书去打工，别无选择。 

2．流动的少年儿童父母的文化水平较低 

据上海市卢湾区的一项调查表明，流动少年儿童的父母，对子女未来受教育程度、让子女超越自己

的愿望与沪籍少年儿童父母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但能“经常管教”子女的，“全流动”儿童的父母占

81.%、“半流动”少年儿童的父母占87.9%、沪藉少年儿童的父母占90%；能经常对子女进行“学习辅

导”的分别为44.6%、58.2%和77.7%。数据表明、流动少年儿童的父母的教育责任感和辅导的能力明显不

如沪藉少年儿童的父母。 

3．农村流动儿童父母的经济状况，使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受教育所额外增加的费

用 

据调查，流动的少年儿童将近四成一直在接受各种知识、技能和特长的培养教育。而相对来说，沪



藉少年儿童一直在进行学习比例就比较高，达到了57%。 

由于体制、户籍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数的流动少年儿童只能到民工子弟学校上学，有的甚至辍学在

家。据2003年11月5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在京公布的我国9城市流动少年儿童状况调

查结果，我国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9.3%，在学少年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

岁的流动少年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这些都阻碍了流动少年儿童受教育权利的实现。 

流动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严格

的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我国人口流动规模非常有限。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

立与发展，我国处于一种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城镇

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的社会转型时期。而自80年代以来规模愈来愈大的人口流

动，正是这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把农民拴在土地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人口

流动是个常态，它不是一个暂时的问题。将来社会流动性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社会越发展，

流动越频繁。目前上海、北京等全国大城市流动少年儿童的数量均出现了递增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化的

教育提供的教育资源匮乏，造成了流动儿童教育权利的缺失，这对我国青少年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公平

性、完整性的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二、流动少年儿童存在的问题及现状 

 

流动少年儿童作为“边缘人第二代”，由于他们家庭经济收入低，接受教育的条件差，父母的文化

水平低，使得他们在心理、道德建设方面均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1．流动少年儿童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 

城市生活的新颖多变，大都市的繁华，使得不少流动少年儿童目不暇接。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互

联网等新兴媒体以及网吧和各类文化娱乐场所快速发展，为流动少年儿童开拓了知识的新领域，丰富了

文化生活；同时，含有色情、暴力、赌博、愚昧迷信的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乘隙传播，严重腐蚀流

动少年儿童的心灵。社会上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滋生蔓延，一些地

方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也给流动少年儿童成长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流

动少年儿童由于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的缺失往往会使其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和城市少年儿童不同的是，

流动人口的孩子尤其是农民工的孩子是有自卑感的，已感觉到了城市孩子与自己的差别。内心世界对社

会差别感受到的强烈不平等，将加深他们的被歧视感和对立感。他们可能会趋于“激进”化。如果不对

流动儿童进行正规有效的教育，不帮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很可能会产生对整个社会的

对抗情绪。形成反社会的人格。 

2．流动少年儿童的行为习惯及道德教育 

从流动少年儿童在思想、道德、行为、生活习惯等方面看，明显与城市少年儿童不同。流动儿童大

多跟随父辈来自农村，接受了传统观念、习俗和生活方式，而他们经常见到的是城市里铺天盖地的商业

信息、文明规范和生活方式，这使得他们在异乡的生活中，经常受到异己的城市文化的排斥。再加上一



些体制性的歧视和限制等不公正的待遇，流动少年儿童尤其是父母均是外地来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很

难真正溶入城市少年儿童中间。由于大多外来流动人口文明素质较差，在家庭道德教育中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缺陷，流动少年儿童的传统和现代的价值冲突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造成了流动少年儿童与城市生

活产生了隔阂。据调查，有75%的流动少年儿童经常出现摇摆性，行为表现不稳定；还有一些流动少年儿

童上进心不强，甚至沾染不良风气。  

3．流动少年儿童生活和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危机 

大多流动人口及家庭仍处于“流动”中，不仅给地区带来不安定因素和环境压力，也增加了家庭负

担和影响子女的生活、学习质量，乃至影响流动学生的健康成长。对此，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撰文提出，

移民第二代的价值系统、心理状态与社会角色肯定不同于上一代，而这些变化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加

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也可能会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 

从目前流动少年儿童生活和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危机看，有些流动少年儿童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父母等亲属因工作忙，或因经济生活等多种原因无法认真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的情况随时可见。儿童在

健康、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件屡有发生，其次是教育上，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上

的缺失。流动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较少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

导和帮助，父母忙于为生活奔忙，也很少在情感上对子女进行关注和呵护可怜天下父母心。流动在外务

工的父母和天下父母的心是一样的。他们都望女成凤，望子成龙，希望孩子生活好、学习好，成为有出

息的人，而这也正是他们在外辛苦打工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受制于现实困难或自身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

因素，他们对子女的关爱大多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给足零花钱、买来新玩具、苛求高分数……而对

孩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却往往不够重视，甚至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一因素……这一切造成许多流动少年儿童

思想道德建设的真空。 

上海市卢湾区在对600名少年儿童的调查中发现，将“打骂惩罚”作为主要教育方法的，全流动少年

儿童、半流动少年儿童的父母分别有19.4%、17.3%。由于父母不正确的管教方式，使得流动少年儿童极

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加强

和改进流动少年儿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决不能忽视流动少年儿童这一特殊群体。 

4．流动少年儿童的自我与社会认同 

流动少年儿童与他们的父母长期处于“边缘人”的社会地位上，形成的是一种“边缘人”的独特心

态。这种“边缘人”的心态首先是表现在自我认同上。“我是谁”？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会在“边

缘人”的内心中多次出现。由于流动少年儿童一般比较敏感，但自尊心很强，一旦遭受歧视便沉默寡

言。一些本地学生也会从他们身上得到优越感和虚荣心的满足。 

2003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教授史柏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流动儿童普遍存在自卑与自信

并存的现象。正面的少，负面的多。对于流动儿童而言，长期生活在对其前途担忧、无奈和迷茫的心境

中，其心理健康的两个极端均令人担忧：一种是面对难以改变的社会现实，由此产生“我对不起别人”

的念头，久之形成自我认同低下的性格；一种是面对无法实现的现实，产生“别人对不起我的”念头，

久之形成反社会的心理倾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建立和谐的社会取决于社会领域内的少年儿童的基本权利以及发展的状



况如何。对外来流动人口来说，城市是他们新的生活的开始，而对于这些移民的孩子来说，城市就好比

他们一个新的家园，但是如果他们在这个新的家园里得不到精心的栽培和呵护，享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

的权利，那他们又怎会茁壮的成长。 

 

三、思考与对策 

 

流动少年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的不少人会成为未来城市的建设者，他们的健康成长应该

受到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关注。，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不同，这些孩子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有

机会享受城市提供的优越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他们很喜欢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希望能够成为城市的

一员。因此，社会的方方面面应帮助他们形成归属感，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采取一些切实有效

的措施与对策，促进流动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  

1．制订流动少年儿童教育的政策和法规 

2001年，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再一次强调：“要重视解决流动人

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

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国

发[2003]19号）。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

干意见》颁布以后，各地城市又相继制定和出台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如取消流动儿童进入城市义务

教育阶段公立学校就学的借读费，把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纳入到城市整体教育发展规划中等等，均起到

了实际的效果。尽管“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各级党委、

政府站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高度来认识流动少年儿童教育问题，进一步完善流动少年儿童的法规、政

策，流动少年儿童就一定能向常住人口一样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2．注重流动少年儿童的家庭教育 

流动少年儿童身上出现的问题，其根子往往在父母身上。在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中要特别重视儿童

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要指导流动少年儿童的父母提高自身素质，鼓励

他们应该尽量抽出时间，与孩子进行亲情的交流，并用健康正确的价值观影响孩子。有条件的学校和社

区可以成立流动少年儿童父母的家长学校，有针对性的帮助家长掌握正确的教育子女的方法。 

3．强化政府行为，有关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 

要加强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工作，建立流动儿童登记和管理制度。建议由基层派出所和计生系统的

流动人口管理站共同来做好流动人口中儿童的登记和管理工作，将流动人口中儿童的登记和管理工作纳

入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范畴，定期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流动儿童的基本情况。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情况

采取措施，保证每个流动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 

4．为流动少年儿童创设公正、平等的社会氛围 

各级政府应发挥舆论导向，对流动少年儿童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典型事例，要有组织、有计

划、有步骤地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加以宣传，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社会的认识，使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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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关心、重视、一视同仁；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自身的认识，使其重视子女的

教育，并为其子女接受教育成为社会有用人才出钱出力、尽心尽力。同时，作为教育过程主体之一的教

育工作者对流动儿童应格外关心，教学过程中注意对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养程度不同的学生以平等

的对待，使其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5．利用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来关心流动少年儿童 

共青团、少先队是青少年的群众性组织，应该成为关心、联系青少年的桥梁。一方面团、队组织要

帮助民工子弟学校尽快的建立少先队组织，使每一个适龄的流动少年儿童都能感受到队组织的存在，队

组织的温暖；另一方面又要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全体少年儿童真正的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活跃起

来。 

流动少年儿童作为中国儿童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学知识、长身体的关键时期，其保护和

教育问题如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甚至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去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专程赴北京市石景山区的玉泉路小学，看望在那里上学的农民工子女，为他们

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  

温家宝总理的这段话，体现党和国家对流动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也是社会公正、公平价值取向的

具体体现。关心儿童就是关心人类的明天；保护儿童，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儿童，不仅包括城市的儿

童，农村的儿童，也包括这些随父母游走于城市和农村间的流动儿童！爱护他们，使他们拥有美好的明

天，这是全社会的责任。一位学者说的好：这个城市不仅只是有城市户口人的城市，同时也是所有居住

在这片土地上面，在这个土地上面做出努力人的共同城市。一个社会如果是文明的、民主的、和谐的，

那么在同一片蓝天下的少年儿童应该享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其中也包括流动的少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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