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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 

  出处:新华网    

 

  长期以来，城市公立学校在招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时收取高额的赞助费、借读费，成为他们进

入公立学校享受优质教育的一道壁垒。现在，公立学校取消或降低这些费用，对务工人员子女来说

是个好消息。然而，仅仅降低费用还远远不够，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他们还面临和城市文化的融合的难题。  

 

  城里人对这些孩子的态度问题十分关键。因为这类孩子大都非常敏感，城里人有意识或无意识

的一些做法都会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伤害，他们最害怕的是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有它的必然性，随着政策的调

整、整个社会氛围的改变、城里人对这些孩子的接纳和教育体制的改变，这些学校会自然消失。” 

 

 

  长期从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调查和研究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研究生处处长、教授，社会活动家)如是评说。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大批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

“民工潮”。只身前往城市的农民工有了相对固定的收入、住所后，开始将孩子带到身边，于是在

城市里形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   

 

  在计划经济年代下的教育体制遵循属地管理的原则，即户口在哪里就在哪里接受义务教育，政

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也是以此为依据来统计。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一变化，政府始料未及，

造成大批务工人员子女无学可上。史柏年的调查发现，那时候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要到城里的一

所非重点小学上学，每年要交纳2000元左右的借读费，6年小学就需要12000元的借读费，这个数目

对于刚来到城里而且处于社会底层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除了借读费，

还有名目繁多的赞助费、服装费、春游费等各种费用。所以，城市公办学校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

吸纳毕竟是少数。   

 

  缘于巨大的社会需求，一些进城务工人员自己办起了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学校，并迅速发展。

这种情况需要政府作出回应，教育部和公安部曾两次发文，要规范解决此类问题，并提出了两个为

主的原则精神，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接收为主，这对过去教育属地管理的体制形成了

冲击。在实际操作中，有的地方政府应对较好，有些地方则徒劳地取缔、驱逐、解散，处理得很被

动，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发展异常艰难。后来，社会呼声日渐高涨，人的权利的观念深入人心，一

些地方政府看到城市化、人的流动是大势所趋，于是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开始承认并规范这类学

校。   

 

  长期以来，城市公立学校在招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时收取高额的赞助费、借读费，成为他们进

入公立学校享受优质教育的一道壁垒。现在，公立学校取消或降低这些费用，对务工人员子女来说

是个好消息。然而，仅仅降低费用还远远不够，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谁都知道公办学校办学条件好，但借读费降低后，许多家长还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学校还有

春游费、服装费等，如果不给孩子出这笔费用，会给他们造成低人一等的心理创伤。”  

 

  ■文化融合的艰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项名为《打工子弟择校意向》的调查发现，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不同的择

校意向中，经济因素很重要，但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他们还面临和城市文化的融合的难题。   

 

  城里人对这些孩子的态度问题十分关键。这类孩子大都非常敏感，城里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一

些做法都会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伤害，他们最害怕的是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   

 

  许多家长情愿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一方面是因为打工子弟学校收费较低，另一方面是这

些孩子在打工子弟学校能找到认同感，他们在这里没有歧视，身心愉快。那些在城市里的打工子弟

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已成为城市的二代移民，但他们生活的圈子依然比较封闭。据史柏年调查，

这些孩子基本上和城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交往，另外，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讲，许多孩子不认为自己

是城里人，是北京人的一分子，下意识里自己还是河南人、江西人等。   

 

  越来越强烈的教育地方化的特点，也让这些孩子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时要付出比城里孩子更多的

艰辛。由于目前北京市实行独立考试，考试科目和教材与国内其他地方不一致，打工子弟学校大都

使用全国统一教材，而且将来他们还要回家乡参加考试，整个学习体系的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耽误

他们，给他们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学习设置了障碍。   

 

  过去，一些学者、政府、媒体关注和呼吁打工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问题，但是留在城市里的孩

子的将来会怎样却鲜有人关注。史柏年作了一项名为《城市二代移民的职业期望以及社会工作的对

应》的课题研究，结果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   

 

  研究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有过农村生活经历，对城里目前的生活状态大都容易满足，而他们

的孩子则不一样，他们选择的是和城里孩子的横向对比。这些孩子的职业期望与城里的孩子没有太

大差别，他们都有强烈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不希望走父母的道路，要做白领比父母过得好，他们

渴望挣更多的钱，渴望受人尊重。但现实是，这些孩子要实现自己的憧憬困难重重，要比城里的孩

子艰难得多———他们的学习环境简单，接受的教育与城里的公办学校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父母职

业不稳定，四处漂泊，教育的连续性较差，如果要通过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难度较大。  

 

  另外，众所周知，北京的高考录取率非常高，倾斜的高考分数线使他们在返乡考试时处于不利

的地位。打工子女在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中或许会四处碰壁，产生各种认知感受，有的人认命了—

——我就是这样的出身，还有的人会形成逆反心理，具有反社会的倾向，在不久的将来会产生很严

重的社会问题。作为城里人，如何接纳这些孩子，如何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应该从长远

考虑，及时应对。   

 

  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协会是最早关注打工子女这一社会群体的学生社团之一。多年来，

农民之子协会组织众多学生前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义教和心理辅导等社会工作，打工子弟学校真实

逼人的现实图景让会员们心酸落泪。然而，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办学者们似乎和这群“城里来的大学

生”刻意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对他们教育教学的方式乃至动机产生怀疑。对此，协会义教工作负

责人安紫感到心寒和难堪，社会群体的割裂已经影响到天真无邪的下一代。安紫说，这些不会影响

她们今后工作的展开，的确，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他们的声音和改变现状的能力十分有

限。   

 

  ■社会要作出回应   

 

  打工子女入学难，大量简易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从表象上来看是计划经济年代延续下来的



“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不太适应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及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新情况，“但

从根源上还在于长期以来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二元分割”，史柏年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博士认为，人口流动起来了，地理上的分割被逐渐冲破，但心

理上的、社会认知上的分割还没有打破。过去是二元分割，现在实际上是一种三元社会体系———

城市人还是城市人，农村人还是农村人，而流到城市里的人介入这两者之间，人在城市里，他们不

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但对过去的身份、乡土认知已经逐渐淡化，尤其是这些孩子，他们不完全认为

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个比较孤立的群体。   

 

  应该警惕“流民意识”对社会形成的破坏势力。从计划经济年代延续下来的户籍制度已经没有

存在的社会基础，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分割，从制度、心理、认知上还存在一些障碍。户籍制度

把人们划分为两种不同的身份，这道鸿沟从地理上已经非常接近了，但从心理上还很深。   

 

  照理说农民来到城里后，在城里就业、创造财富、交税，应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

遇，但与生俱来的户口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里没有资格享受这些待遇。过去在地域、福利体制上

的分割，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了这样一种认知：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些人没有资格到

城市里。时至今日，还有许多城里人这样看身边的民工。这种过去制度延续下来，在人们思想上形

成的心理定势比制度本身更可怕，制度的障碍可以打破，但心理定势需要长时间来消弭。   

 

  现在一些市民其中不乏政府官员都有这样奇怪的想法：务工人员为什么要将孩子带到城里来占

用城里的教育资源？为什么不把孩子留在老家念书？他们缺乏的是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观和换位思

考。史柏年的调查发现，不仅打工子弟就学环境堪忧，留守儿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孩子思念

父母，经常半夜哭醒；有的孩子因父母不在身边督促而学业下降；还有的老人隔代教育孩子，影响

了孩子的心理养成。   

 

  史柏年认为：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社会必须作出一定的对应，不是说一味地让农村

人来适应城市这个主流社会，而是说整个社会要作出一定的改变，如何去接纳他们，使二者能够很

好地融合在一起。   

 

  史柏年进一步谈到，要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   

 

  ———户籍制度本身要改变。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要达到50-60%的水

平，要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时，决策者应该把它看成长期性的而不

是临时性的事情。现在把进城务工农民称为“流动人口”，实际上还是带有歧视性。这些人已经到

城里来了，还不认为他们具有城市身份，每每遇到事件，这些人就会成为被清理被驱逐的对象。   

 

  ———与户籍制度相连的城市福利分配也要作相应的改变。户籍制度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

和户籍这种身份紧密相联的社会福利分配上的不公，城市里有一套，农村里也有一套，所以农民都

希望“农转非”，城市里的人要保住自己的福利。比如，承不承认这些打工子弟在城里有同等的受

教育权利，同样可以参加各种升学考试，在收费标准上有没有区别？   

 

  ———就业市场存在的二元分割也要改变。现在一些用人单位都要求求职者具有北京户口，一

个人有没有本领跟户口、生源地有何关系？还有医疗、养老这些都要作相应的改变，将农民工纳入

保障范围。正是因为大批极低报酬的农民进城，促进了城市的飞速发展，这种情况不能长久下去。 

 

 

  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来说，一定时间内城市管理者不要完全按城市公办学校的标准来要求它们，

可以适当地降低标准，学校的举办者也不能安心于低水平的投入，应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城市可以

给他们一些帮助，如城市学童数量减少，有的校舍闲置，可以采取合并、出让、出租给他们，这对

社会来说是好事，当然其中会涉及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租给大公司或作房地产开发会有更高的

收入，所以，需要决策管理者具有这样的眼光和意识。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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