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 1月
第 22卷　第 1期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ａｎ.,2006
Ｖｏｌ.22　Ｎｏ.1

　　 [收稿日期 ] 2005-08-12；[修订日期 ]2005-09-08
　　 [作者简介 ]李荣华 (1973-)女,甘肃民勤人,兰州理工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专题调研

兰州城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现状

李荣华

(兰州理工大学 国际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对兰州城区部分 6～14周岁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现状的调查表明：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的客观环
境较差。在学校的义务教育中,被调查对象对学校基本满意；学校的教学和课程基本适应学生发展需要；老师对
待本地孩子和流动人口子女差别不明显,个别方面有所差异；流动人口子女与同学关系总体来说比较好。大多
数流动人口子女自我评价比较肯定和积极。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但需要家长树立科学、理性的教育观念,学
校内也要建立平等的教育环境,政府方面更应采取一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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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兰州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到
兰州的流动务工人员日益增多。这类人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带着自己的小工
业生产平移到兰州；另一部分就是省内各地区的农民和城镇居民,他们主要集中在菜市场、建筑工地、汽车
站等区域,部分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且以举家迁移方式流动的家庭所占比例较大。据兰州市公安局统
计,兰州城区大约有流动人口 103万,其中农民工约有 80万,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77.6%,其中超过一半以
上的流动人口其子女都在兰州城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兰州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接近 3万
人,由此便衍生了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因此,对兰州城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状况做较为系统的研
究很有必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家庭和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影响。主要就流动人口家庭客观环境和
主观环境两方面来分析,探讨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学校教育中的内心感受和实际情况。关注兰州这样一
个西部普通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一、调查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首先,对兰州城区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东部批发市场、社区的
菜市场、地摊、建筑工地等区域选取有 6～14周岁孩子的流动人口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440份,
其中学生问卷 220份,家长问卷220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306份,其中学生问卷158份,回收率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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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问卷 148份,回收率 67.2%。为了使调查结果避免 “失真 ”,发放问卷采用市场和学校结合的方式,其
中东部市场发放家长问卷 60份,学生问卷 72份；五里铺小学发放学生和家长问卷共 110份；光辉市场附
近的马路市场、汽车东站和菜市场发放学生问卷 38份,家长问卷 50份。最后采用访谈法走访流动人口子
女就读较为集中的几所学校,主要是向学校的校长、教师及学生,访谈了解流动人口子女在学校的状况。
　　二、调查结果

1.流动人口子女家庭基本情况
此次问卷调查的流动人口子女父母中,32～40岁者最多,占总体的 90.7%,其中年龄 34岁的占

16.1%,35岁占 14.9%,36岁的占 13.8%,40岁的占 12.6%。他们的工作类型中,较为稳定的职工占
6.8%,干个体的占93.2%。户口所在地为农村的占70.1%,为城镇的占29.9%。流动人口家庭的孩子一
般是 1～2个,有 1个孩子的占 41.4%,2个孩子的占 43.7%,3个的占 12.6%。

(1)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的客观环境
此次问卷调查了解到,流动人口子女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父亲的学历是初中和高中的占

86.2%,是小学的占 6.9%,具有中专学历及以上的只占 6.8%。母亲的学历大部分是小学和初中,占
82.8%,具有高中学历的占 14.9%,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的只占 2.2%。这表明,流动人口都有一定的文
化程度,学历层次集中在小学、初中和高中。

调查显示,部分家长无暇顾及子女的学习。问卷调查中在问到家长 “平时是怎样对待孩子 ”这一问题
时,首选答案是 “平时没时间督促孩子学习 ”的占 21.8%。回答 “平时经常跟孩子说话、交谈 ”的仅为
2.3%。在问及流动人口子女 “在家里通常让你感到烦恼的事情是什么 ”时,21.6%的孩子选择 “父母太忙
老不在家,自己感觉孤单 ”。孩子正常的情感生活被剥夺,他们常常感到无助、惊恐、孤独,这对于正处于
身心发展时期的儿童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科尔曼和布彻·卡森 1984年报告过有五种家庭的父母不能给
孩子以适当的榜样,即不充裕的家庭、动荡不安的家庭、反社会的家庭、虐待性家庭和解体家庭 [1]。而流
动人口家庭属于典型的不充裕家庭和动荡不安的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的父母从事的职业类型多是个体经
营、雇工、散工等,为了立足于兰州,他们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高强度的工作中去了,有
的甚至每天工作长达 17小时以上。父母为生计所累而无暇顾及子女,不能在孩子基本能力的发展上给予
指导,甚至忽略了对子女的照顾,从而对他们生活和学习产生不利影响。

访谈中发现,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对其子女的影响也不利。流动人口的居住,一般是在城乡结合部,
那里人员混杂,治安较差,孩子比较容易沾染社会不良习气。社区内普遍缺乏必要的活动场所,缺乏必要
的文化和教育设施。卫生条件也较差,生活健康无保障。问卷调查中在问到 “认为现在的居住环境对孩
子的成长好不好 ”时,有 9%的家长认为 “好 ”,有 63%的家长则认为 “一般 ”,28%的家长认为 “差 ”。而孩
子在 “是否喜欢自己的周围环境 ”时也显示出和家长的看法相吻合。30%的孩子喜欢自己的居住环境,
36%的认为一般,34%则表示不喜欢。

(2)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的主观环境
流动人口子女父母普遍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都希望他们念大学,长大成材。100%的父母都

选择 “希望子女能接受大学或研究生的教育 ”,其中希望孩子读大学的占 27.6%,读研究生的占 72.4%。
没有一个家长选择 “大专及以下学历 ”的。这是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一个有利因素。

流动人口子女父母普遍缺乏理性教育观念。父母经常与孩子交谈的话题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表现、
作业等。调查表明,父母在孩子的发展上,“更注重孩子考试成绩 ”的占 44.8%,“注重孩子性格品德培
养 ”的占 35.6%；“注重孩子口头表达能力 ”的只占 10.3%；“注重交往能力 ”的占 8.0%；“注重动手能
力 ”的占 1.1%。

2.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情况
(1)对学校的总体评价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流动人口子女和其家长普遍对学校的校园环境、教学条件、学风状况、学校管理

等方面基本满意 (见表 1)。由于流动人口大多来自农村,与家乡的学校相比确实条件大大提高。但也有
部分家长表示由于受到相关教育政策限制,他们想让孩子上更好一点学校的愿望难以实现。访谈中他们
表示,希望子女在现有的基础上能享受更好的教育。

·39·



表 1　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满意程度评价 单位：%

项目
很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说不清楚

学生 家长 学生 家长 学生 家长 学生 家长 学生 家长

校园环境 43.3 38.1 51.5 50.9 3.0 7.3 0.7 未选 1.5 3.7
教学条件 59.0 49.5 37.3 37.5 0.7 5.5 0.7 3.5 2.2 4.0
学风状况 47.0 35.7 42.5 50.8 3.0 4.8 1.5 3.4 6.0 5.3
学校管理 63.4 52.0 27.6 38.0 6.7 6.5 未选 2.3 2.2 1.2

　　 (2)对教学和课程的评价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流动人口子

女认为 “现在所学教材的许多内容比较
贴近生活 ”的有 31.3%,“对教材内容感
兴趣 ”和 “能让自己开阔眼界 ”的有 61.
9%,而认为 “教材偏难和单调枯燥、不
能解决实际问题 ”的有 6.8%。在上课
方式上,他们认为 “老师经常用课堂讨论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的有 31.3%,“在课堂上老师经常鼓励学生
提问 ”的有41.8%,而认为 “老师上课经常让学生死记硬背 ”和 “经常是老师讲学生听 ”的则有 26.9%。在
课堂教学中,表示 “喜欢老师讲课方式 ”的有 69.4%,“不喜欢 ”的有 2.2%,“一般 ”的有 23.9%,“无所谓 ”
的有4.5%。说明流动人口子女对老师的教学和和课程还是比较认同的,基本能适应他们发展的需要,教
学内容关注了他们的兴趣和需要。

(3)流动人口子女对老师的评价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待流动人口子女和本地孩子差别不是很明显。但也有个别方面有所差异。由

图 1可以看出,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图中第 1项和第 2项在交往机会上有不均等；第 3项和第 4项在交往
内容上有差别对待的倾向。而通过第 5项和第 6项可看出在交往关系上,教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评价还
是比较实事求是的,经常能从正面鼓励、肯定他们的爱好、特长等。

图 1　老师课堂提问对比图

(4)流动人口子女与同学的关系
流动人口子女与同学关系总体来说比较好。 “喜

欢跟流动人口子女在一起 ”的占 50%,“关心、帮助他
们 ”的占 26.9%,“瞧不起他们、不愿与他们交往 ”的占
2.2%,“经常欺负嘲笑他们 ”的有 14.9%。

(5)流动人口子女的自我评价
大多数流动人口子女对自己有着肯定和积极的评

价,能看到自己的优点。有 29.9%的认为 “会照顾自
己、生活能力强 ”,18.7%认为 “比较听话、懂事 ”,而认
为 “自己没有优点 ”的只有 3.0%。
　　三、讨论

1.流动人口子女家长要树立科学、理性的教育观念
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他们往往忽视孩子在情感方面或心理方面的需要,许多家庭教育的内

容、方式、语言和思维等都成了学校教育模式的翻版。其实,不充裕和动荡不定的流动人口家庭,其教育功
能更应注重孩子的心理感受,因为他们本身的生活环境不够稳定,因而需要更多的关心、帮助和疏导。为
此,学校应该主动积极地欢迎流动人口家长参与到学校中来,可以让家长参与一些座谈会和活动项目,使
家长更充分地理解教师所做的工作以及学校的计划,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一些科学规范的教育子女的方式,
强化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的功能。

2.学校内建立平等的教育环境,消除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门槛
(1)教师要尊重流动人口子女的生活经验,给他们真正需要的教育
流动人口子女的重要特征就是随父母搬迁与流动。以儿童经验为基础是教育的基本原则,因此,学校

的教师应该多了解流动人口家庭的生活环境,在对待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做到五多：学习多补习、经
济多援助、生活多关心、交往多交流、评比多鼓励。同时,教师也要积极做好流动人口子女校外生活的指导
工作。由于流动人口子女人地生疏,缺少玩伴,每逢节假日只能呆在家里,或 “流浪 ”在社会上,为此,学校
在组织课余活动时应对流动人口子女 “特别照顾 ”,让流动人口子女尽可能地选择参加书法、美术、舞蹈等
双休日兴趣小组,组织开展有益的社区实践活动,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

(2)创造良好的班集体氛围
在现代以班级教学为基本形式的教学活动中,同学之间的交往在学生成长中有独特的 (下转第5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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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政策的落实情况相对较差,对于引导群众正确理解计划生育政策,推动计划
生育工作顺利进行非常不利,甚至容易引发群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满情绪。各级政府在严格执行计划
外生育处罚政策的同时,更要重视推广和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应享受的各种奖励优待政策。

要加快建立以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的利益导向机制。根据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采取
经济杠杆和利益调节手段,制定和落实符合自治区实际的福利、补助、保障、扶持、救助等政策,对计划生育
家庭给予补偿,增加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农牧区计划生育家庭的收入。切实解决好 “两女户 ”、“三女户 ”
家庭的困难和问题,办好农村敬老院。扶贫开发部门在项目选择和资金安排上要把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
户作为优先和重点扶持对象,民政部门要制定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救助政策,劳动保障及其他部门要积
极创造条件,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真正在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
有实惠,生活上有保障,从而增强人们节育少生的自觉性。

要严格计划生育奖惩制度。各级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应严格监督计划生育奖惩政策的落实,并实行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必要时甚至要追究法律责任,从而健全计划生育奖惩制
度,以利于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计划生育积极性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二,要充分发挥宗教人士在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中的作用。新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非常严肃,在群
众中,宗教人士是德高望重的,其言行具有非常强的感召力和说服力。首先,对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进行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政策、婚姻法等方面的系统、全面的培训,转变他们的观念,让他们去对广大群
众进行宣传,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把对宗教人士的计划生育宣传纳入宗教统战工作范畴,建立健
全的宗教人士例会、监督以及宗教界与计划生育部门沟通协调的制度,促使宗教人士积极参与计划生育。

第三,应采取各种措施提高避孕措施成功率。首先,对 “不知道有可以避孕的方法 ”、“得不到理想的
避孕方法 ”、“担心影响性生活质量 ”和 “担心副作用 ”等原因的未避孕者,要通过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和
避孕知识宣传,促使他们落实避孕措施。为此,要大力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宣传资料的出版发行。虽然
我国在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方面的科普性和专业性读物非常丰富,但是在新疆,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行
的此类读物严重短缺。而目前新疆广大农牧民的汉语水平非常低,绝大多数人根本就看不懂。因此,用各
少数民族语言出版发行此类读物显得格外重要。此外,利用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开展少数民族语种的计
划生育宣传工作,也将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观念和丰富避孕节育知识。其次,要加大计划生育
服务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各种手术技术水平和知情选择的技术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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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0页 )意义。不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外活动中,学生之间的 “横向 ”互动对他们的行为发展有着重
要作用。也就是说,学生间互助可能比教师的帮助更有效。终身教育倡导学生要学会生存,学会与他人一
起生活。教师的责任就是让流动人口子女和本地孩子在平等的氛围中接触、交流,让同学之间学会相互信
赖、宽容和相互扶助。

3.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流动人口子女与本地孩子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均等
当地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优化流动人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如可以建立合理的教育经

费筹措机制,保证流动人口子女正常上学。制定相关政策,保证流动人口子女与本地孩子一样有均等的接
受教育机会。建立一些培训机构,使流动人口有一技之长或掌握多项技能,避免他们失业或隐性失业；建
立开放的、公平的用工制度,降低流动人口就业门槛,减少流动人口家庭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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