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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学校的学生 

  出处:中国网    

 

  （一）、学生的组成：阶层、性别、民族及籍贯   

  阶层：   

  流动人口中的白领阶层及中高收入者，一般都把孩子送入北京的公办学校或者私立“贵族”学

校。基本上流动儿童学校主要是面向城市流动人口中的中低收入者。   

  流动儿童学校学生的家长一般多为小商贩，以卖蔬菜、水果的个体小商贩（40.7 ％），保洁

或废品收购者（5.7％），种地人（4.4 ％）等为主，无论从家长问卷或学生问卷有关收入的调查

数据，都显示每户每月1000元收入是较普遍的情况。其中收入在500元以下的20.2％，501－800元

的16.1％，801－1000元的27.1％，2001元以上的14.1％，一些家庭（6.3％）的收入在5000元以

上。   

   根据我市颁发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北京市民政局于2000年7月开始实行的最低生活

保障线是家庭人均月收入280元。一般外地人口中，两个孩子的比例最高54.8％，其次是三个孩子

占23.6 %,一个孩子的家庭占16.1%,四个孩子的占4.1%。调查中最多的有七或八个孩子的。如果以

此为参照标准，我们以四口之家为标准来估计，家庭月均收入1000元就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因

此我们调查的学生多半来自贫困家庭。   

  此外，一般情况下，能将孩子带出来的家长多半是在城市里占稳脚根的家长。但从本次调查来

看，父母与子女同时出来的比例也不少，约占9.6 ％。   

     

  性别:   

  根据本次问卷调查的学生总数可看出，女学生仅占调查学生总数的42.8 %，这说明流动儿童少

年在就学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课题初始阶段，我们推断有以下几种可能：1、把女儿留在老家，

2、女儿辍学在家。   

   根据上述推断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家庭(2157户)中的6-15岁适龄儿童中留在老家的男

童只有7 %，而把女童留在老家的比例占12.2%。显然女童比男童的比例高5.3 %。其原因主要是受

女儿更乖、更听话等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此外，北京流动学校的学杂费虽然较公立学校便宜，仍

然较农村学校为高。在本次调查中73.1％的学生回答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学杂费高于老家。这都

会影响家长将女孩子留在老家上学。   

  然而根据我们进一步对流动人口家庭子女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在调查的2157个儿童的兄弟

姐妹中，共有3864名适龄儿童（6－15岁）。他们的性别比是（125：100）。因此女学生在校比例

低于男学生性别差异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所导致。由于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残余

及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使得许多孕产妇特别是农村妇女在怀孕初期进行B超检查，发现是女婴往

往采取打胎。   

  从以上的论述，可见在流动儿童少年学校，女学生在校比例低于男学生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

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其次是将女童留在老家上学，至于女童辍学或失学在家的比例并不高。这或

许和流动人口出外打工后，干的都是苦活、累活，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对子女的教育较重视

有关。   

  此外，在访谈的个案中, 发现有的父母让儿子念公立学校，而让女儿读学费较低的流动儿童学

校的情况。除了性别差异外，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因素，由于这些家长实在无法负担双倍高额的

借读费与赞助费，他们被迫选择只能培养对家庭发展更有用、更有利的男孩。   

     

  民族：   



  在本次调查中，汉族占99 ％，少数民族仅占1 ％，这与流动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比例偏低及分

布地区等因素相关。   

  根据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办公室主持的“1997年由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资料”及全国总工会主

持的“1997年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都缺乏少数民族外来人口的数据。根据《1994年北京市流动人

口调查资料》的民族状况，其中汉族占96.78％,少数民族仅有3.22%。因此，本市流动人口中少数

民族第二代也较少。   

     

  籍贯：   

  学生来自五湖四海，除了没有来自西藏、青海、新疆及上海等地，学生几乎囊括了全国各个省

市自治区。其中又以河南（25.7％）安徽（17.7％）湖北（14.6 ％）、河北（12.7 ％）及四川

（6.5 ％）为主要来源。基本上也与在北京的流动人口主要来源吻合。由于北京流动人口一般呈现

地域聚居的现象，所以在调查中湖北略高于河北的原因，可能与调查学校的选样地点有关。   

     

  （二）、 同学关系：   

     

   虽然在选择学校的时候，部分家长把流出地老乡所办的学校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是学生

在学校时，并没有因为地域的关系而影响与其他同学的交往。61.8％的学生，选择喜欢与老乡及其

他省份的同学一起玩。16.9 ％的学生喜欢和其他省份的同学，只有15.7 ％的孩子喜欢和老家来的

同学一起玩。此外,有不少学生认为他们喜欢北京生活的原因之一，就是可以与不同省份的朋友交

往。   

  在课余，他们自创的主要游戏，就是跟其他省份的同学互相猜测和学习对方的语言。他们可以

侃侃而谈，告诉你四川人爱吃辣的; 我们老家的年糕与其他省份的做法不一样；南方的棕子里面有

甜馅或咸馅，北方的棕子是大枣等。课间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互相比较自己老家与同学老家的气

候、动植物、语言、饮食及生活习惯。   

  总之，这类学校让学生们认识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小朋友，并让他们彼此结下了良好的友谊。在

这样的学校里没有歧视、充满了温暖。一位智力发展较慢的北京儿童的母亲，她的孩子在这里找到

了学习的空间，她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在这群孩子，而不是城市里重点学校的孩子。”   

     

  （三）、亲子关系：   

  流动儿童的家长整日忙于打工、经商，没有时间与精力过问孩子的学习，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空

白的状态，绝大部分的家长虽然非常关心孩子，但他们每天起早摸黑地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于孩子的学习，只有26 ％的家长经常检查学生的作业，57.2 ％的家长有时检查学生的作

业，16.8 ％的家长从不检查学生的作业。但是仍有29.4％的学生在作业不会的时候，去问父母。 

 

  在孩子过生日或六一儿童节时，家长带孩子出去玩的比例也不高，为15.4％，主要因为父母的

工作情况，很难有时间陪伴孩子去玩。   

  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放学后，父母并不在家。他们或是与兄弟姐妹在家（35％）或一个人在家

（17.3％）。他们的父母回到家一般都要在晚上7、8点钟，因此子女往往都要承担家务，有的孩

子，需自己做饭吃。   

  由于父母工作忙，孩子承担了部分的家务劳动。 42.3 ％的孩子经常帮父母干家务，53.1 ％

的孩子有时帮父母干家务，只有4.4 ％的孩子从来不帮父母干家务。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一般

是半小时~一小时左右。   

  他们最常干的家务是洗碗（74.4 ％）、洗菜（61.3 ％）、提水（55.1 ％）、扫地（45.3 

％）、做饭（45.2 ％）和洗衣服（42.1 ％）。   

  由于外来人口中的中低收入者，一般都住在民房及专为外地人所盖的简易平房，十平米左右的

房间，除了床铺，就是吃饭的桌子、必备的锅碗瓢盆及简单的家具了。因此，一般屋里没有自来

水，而是院里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所以一半以上的孩子，都有提水的经验。还有1/ 4 

(25.5 %) 的学生在课余有帮助父母工作的经验。确实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四）、与社区的关系：   

     

   本次调查的流动儿童少年（8－17岁）中有5.0 %是在北京出生的，其中17.7 % 的孩子在北京



上过5年学，36.1 ％的孩子5年前就来过北京。他们当中有不少孩子基本上在北京度过他们的童年

时代，甚至个别的孩子已经说不清自己是那里的人。有10.0 % 的孩子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尽管他

们没有北京户口，然而北京是他们生长的地方，哪怕是在城市边缘的菜地、垃圾场、简易的窝棚学

校，都是渡过他们童年的场所。因此北京已经是他们最最熟悉的地方。   

  这些孩子和第一代移民――他们父母最大的不同：他们是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不仅接受

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   

  本次调查中67.2 % 的孩子都喜欢北京的生活，理由不外是进步，现代化。“城市的高楼大

厦、交通方便及丰裕的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羡慕也都希望毕业后继续在北京上

学（38 ％），留在北京工作（49.3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有一半以上的流动儿童（58.3％）

不喜欢，甚至讨厌北京的孩子。理由主要是他们欺负人（26.2％），看不起人（37.1％），同在一

个城市生活，有些孩子甚至从来没有和北京孩子接触过。（3.1％）。   

  这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问题，这些流动儿童从小就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排斥以及“二等公

民”的不公待遇。如一个学生的问卷里对北京的看法是“到处要钱 , 赶人，查证”。   

  于是城乡间的区域壁垒，随着外地人口流入城市，又悄然在城市里竖起了一道巨大的隔阂与屏

障。特别是在流动人口儿童幼稚的心灵，筑起一道精神上的壁垒。他们稚气的回答道出了一课城乡

差距的永恒话题。“北京的孩子吃得好，外地孩子吃得差；北京孩子穿得好，外地孩子穿得差。” 

 

  还有一个小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到北京要办暂住证，而北京人到我们家乡却

不需办暂住证？”这样一个浅显的问题，却是我们成人都解不开的难题。   

  如果我们还是继续让这些孩子与北京的孩子分割在两个世界里上学，十年以后我们的城里就会

出现明显两类人群。促进外来人口特别是儿童与本地居民的和谐融合相处，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

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成为朋友是保证安定，团结的根本渠道。请倾听一个来自四川的10岁女学生

赵京梅的期盼：“我很希望和北京的孩子交朋友，跟你们一起学习，一起玩乐，我们共同生活在同

一个城市，我们应该把握这一个共同的机会，相互学习、相互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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