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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主要有3种:让子女

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让子女留守农村接受教育和让子女流动往返于城乡之间接受教育。从发展趋势来看,新生

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让其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这一选择倾向主要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外

出务工经历及其市民化诉求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在家庭中的代际分工和家庭经济收入构成的影响、农
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空间压缩的影响和生育政策实施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生育观念转变所导致的生源减少的

客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困境与城乡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此,应从城乡社会发展一体

化的高度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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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

组成部分,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

设的两大重要抓手。新生代农民工既是党和国家改

善民生的重要对象,也是现阶段创新社会治理的重

要参与主体。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

基于其强烈的市民化诉求,普遍倾向于选择将子女

随迁入城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这一重大转变既凸显

了当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对党和国家的新农村

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提出了新

的要求,对此加以研究十分必要。
当前学界主要针对第一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做了大量研究,多数成果集中在三大研究范式下展

开,但又各有侧重。
其一,问题范式的研究。秉持这一研究范式的

学者,主要讨论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中的具体问题,
如入学、学习成绩、课堂行为、师生关系、课后监管、
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以及应对办法等问题。入学方

面主要是讨论入学的门槛及其难度问题;而课堂行

为则着重于讨论接受教育过程中所碰到的具体问

题;师生关系方面,研究者主要讨论教师对待农民工

子女与非农民工子女的区别,这既表现在随迁进城

的农民工子女,亦包括留守在家的农民工子女;心理

健康方面,研究者指出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

都遭遇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社会适应方面主要讨

论城市对随迁进城接受教育的农民工子女的排

斥[1-6]。应该说,问题范式下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研

究,对于引起人们重视这一问题,并最终由社会层面

的重视导入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来说,其功不可没。
当然,问题范式下的研究亦可能产生矫枉过正的效

果,即问题化过于严重后,有可能起到反面作用,从
而,有对农民工子女污名化的嫌疑[7]。

其二,权利范式的研究。权利范式的研究路径

更侧重于解释问题范式下的研究发现,因此,两者本

质上有类似之处。一般来说,一些研究者在发现问

题后,便迅速上升到对策层面,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

更加注重解释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的具体原因。权

利范式下的研究主要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出发,研究

者认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形成本质上是农民工

子女受教育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障所致,因此,他们

呼吁应该在法律层面对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问

题进行明确,以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能够合理地得到

伸张[8-11]。当然,法律层面固然重要,但将之单独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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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作为立法或修法问题讨论,似无必要。因为,诸
如国家出台的《义务教育法》等一些法律规定中,其
基本原则是对所有受教育者都适用的。

其三,制度范式的研究。如果说问题范式下揭

示具体问题比较微观的话,那么权利范式下的农民

工子女教育研究则体现出一种中观层次的解释范

式,而制度范式则是从宏观层面对之加以更为深入

的解释。制度范式下的一些研究指出,农民工子女

受教育问题的形成主要由以教育制度、户籍制度、公
共服务制度等二元区隔为特征的城乡二元体制所造

成[12-14]。在这些成果中,也有部分研究者对农民工

子女教育选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如袁振国等基

于人口迁移的角度探讨了农民工是否携带子女入城

的决策机制[12];刘成斌等从社会化的角度研究了农

民工子女选择留守还是随迁的问题[15]。此外,一些

学者则对既有研究进行了反思,指出既有研究存在

过度“问题化”的不足[16-17]。
前述成果对推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做出

了重要贡献,也为本文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存在一

些有待推进的地方。首先,在研究主题上,对新生代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特别是其教育选择问题研究较

少,这一研究现状严重滞后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

子女教育选择问题上已经出现重大转变的客观形

势。其次,在研究视野上,主要将农民工子女教育当

做单纯的教育问题,缺少将其放置在社会层面进行

整体考察的研究。再次,在研究取向上,主要将农民

工及其子女当做“被动”的对象,而忽视了他们的“主
观能动性”。基于此,本文试图在这3个方面做些探

索。笔者将通过分析在江西省安远县、河南省新县、
湖南省平江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县等地农村调

查所收集的材料,主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子女

接受教育安排的选择问题,考虑这些选择背后的深

层次影响因素;在研究视野上,会将一些深层次的影

响因素放置在社会层面进行整体考量,并注意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能动性及其对子女教育选择安

排的形塑作用。

  一、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
择的基本状况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层次

主要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两个阶段,随着新生

代农民工及其子女年龄的增长,未来还会陆续进入

初中甚至高中阶段的教育。就目前的学前教育和小

学教育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选择问题上,
主要存在如下3种基本类型。

其一,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一些新生代

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务工后,会主动选择将自己的子

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从笔者的调查发现来看,这
一类型占比约为30%。当然,在这一类型内部,也
存在着一些区分。从主观动机上来说,超过90%的

家庭表示,更愿意将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从客观

结果上来说,约有30%的家庭最终能够将子女随迁

入城接受教育。在随迁入城接受教育的新生代农民

工子女中,又主要集中在学前教育阶段,其占比超过

60%,在小学阶段教育中能够最终随迁入城持续进

行的不到40%。
其二,让子女留守农村接受教育。在无法将子

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后,客观后果之一就是选择让

子女留守农村接受教育,这一类型占比约为30%。
从主观意愿来说,几乎没有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愿意

让子女留守在村接受教育。在留守农村接受教育的

群体中,绝大部分为小学教育阶段的孩子,少部分为

学前教育阶段的孩子。
其三,让子女往返流动于城乡之间接受教育。

无论是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还是留守在村接受教育,
都不能算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主体

部分。事实上,在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群体中,往返于

城乡之间流动地在随迁接受教育与留守接受教育两

者之间摇摆的是主要类型,其占比约为40%。这种

类型主要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不确

定性,它本身是教育选择下的一种无奈而又不得不

接受的客观结果。

  二、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
择的影响因素

  从转化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接受教

育的理想选择路径是,从不得已选择留守在村接受

教育开始,到无奈地选择往返城乡之间流动地接受

教育,最终的理想结果即是固定地随迁入城接受与

城市孩子均等化的学校教育。但是,这一路线图受

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经历与市民化

的诉求。一方面,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更多地作为

普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因其受教育水平普遍改善,
他们更多地从事带有一定技术的技术工种。作为一

定程度的技术工人,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深

67



第1期 王晓慧 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及应对策略研究  

知知识技术对提升自我能力乃至工薪水平等方面的

重要性,这种务工经历会迫使他们更多地注重子女

接受教育的质量问题。务工经历所接触的诸多社会

事实也使他们明白,农村教育相对于城市而言是没

有太多竞争力的,因此,他们更愿意让子女随迁入城

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以让子女比他们更能满足未

来晋升的能力需要。另一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更

多地选择以务工积累支撑其回村居住从而过上更加

体面的生活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面向发生了

根本性转变。根据笔者的调查,绝大多数新生代农

民工都不愿意回到村庄继续居住,其市民化诉求较

之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强烈得多。基于此种考虑,新
生代农民工在子女教育的选择上,就更倾向于让子

女脱离农村进入城市接受更加现代和更高质量的

教育。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在家庭中的代际分

工和家庭经济收入的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工经

历与市民化诉求,为其更加倾向于选择让子女随迁

入城接受教育的决策提供了主观动力,而能够支撑

这一主观动力逐渐成为现实可能的则是来自新生代

农民工家庭内部的结构变化。第一代农民工的主体

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农民,他
们大多出生于多子女家庭。这种家庭结构的特点,
会使得子女一旦结婚即与父母完全分家,因而,第一

代农民工很难从父辈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进城务

工后几乎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原本务农所获得的收

入。所以,他们也难以负担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

育的成本,这种客观现实会倒逼第一代农民工选择

将子女留守在家接受教育。他们的抉择考量更多的

是从务工地获得更多的收入支撑其回村后的体面生

活。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

代出生的农民,他们大多属于双子女或单子女家庭。
这种家庭结构的特点是,大部分农民家庭尽管与已

婚子女分家,但较之第一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母的

分家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母的分家是比较模

糊的,他们主要采取形式上“分家”但实质上仍有较

大程度的“共财”成分。新生代农民工的父辈当前大

多仍年富力强,他们不能在城市务工而不得已返回

农村后,都是农村务农的主要劳动力。如此一来,在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内部,就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

代际劳动分工特点和收入结构特点:即父辈务农所

构成的农业剩余收入和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所构成的

务工收入,代际分工良性发展,两块收入互相补充,

相得益彰。这种特殊的代际分工模式和家庭收入构

成模式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

育提供了比较坚实的经济支撑。
其三,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空间的压缩。

如果说前述两点是选择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的

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意愿以及支撑这一主观意愿尽

可能成为客观现实的经济基础的话,农村学校布局

调整所造成的农民工子女留守在村接受教育的空间

客观上的被压缩,则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不得

不更倾向于考虑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的被动因

素。自2001年始,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因地制宜地调整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布局以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后,全国各

地农村开展了持续10余年的学校布局调整工作。
其中,受影响十分明显的当属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的

撤并调整。从笔者调查的情况看,大部分小学的撤

并工作十分突出,一些远离城镇中心的小学,情况最

差的当属彻底撤除,情况稍好的则是仅保留低年级

如小学一二年级的教学点。而原本附着于村落小学

的学前教育亦随着撤并的影响而集中到城镇中心或

城镇片区的次中心。这一政策实践的客观后果是,
除了确实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外,也产

生了挤压农村小学教育空间和学前教育空间的弊

病。其进一步的不良后果是,即使部分新生代农民

工无法承受让其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的成本,也
不得不迫于农村教育空间压缩而回不去的现实,被
迫选择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

其四,生育政策的实施与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
毫无疑问,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所造成的农村子女接

受教育的空间的挤压效应还会持续地影响到越来越

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关于子女教育选择的决定方面。
但是,也不能忽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有其客观现实

的一面。这一客观现实的主要因素是生育政策的实

施和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18]。一方面,计划生育作

为基本国策的实施,农民在子女生育上不得不向一

胎化或二胎化转变,这种转变,经由较长时期的政策

实践,自然会造成学龄人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农民

的生育观念已发生很大转变,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

仍倾向于生育多胎子女却被迫于生育政策而不得不

少生的话,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发自其自身的内

在的生育观念的转变,他们更能接受优生优育的观

念,也更愿意接受多子女家庭负担较重而无法提供

更好的物质条件培养子女的观念。新生代农民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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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观念的转变所形成的事实是,即使越来越多的新

生代农民工在生育政策上符合二胎化的条件,他们

在生完第一胎后也不愿意再生育第二胎。这两个方

面因素的叠加效应所产生的后果是,农村适龄入学

儿童的数量急剧减少,即使采取传统的复式教学办

法亦无法满足正常的教学需要。因此,农村学校布

局调整也就不得不实行。

  三、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
择困境及应对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平等的诉求越来越强烈,
他们越来越期待子女的教育在随迁入城后能够与城

市孩子一样享受均等化的高质量的学校教育。然

而,现实的客观困境依然存在,并且这一困境与城乡

社会发展的阶段有着密切关系。
总体而言,受制于工作的不稳定,随着新生代农

民工自身出于个人发展需要而频繁地更换工作或务

工地点,或者因为各种行业随经济发展而波动从而

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失业后不得不更换工作,乃至更

严重的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短暂失业后不得不临

时返乡等,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会迫使随迁入城接受

教育的子女不得不随同新生代农民工父母频繁地更

换地方、更换学校乃至临时返回农村留守接受教育

等困境。由此而形成的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尽管

倾向于选择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但客观上却

无法保证子女能够在城市不受干扰地、稳定地、连续

地接受教育,从而不得不流动往返于城乡之间接受

学校教育。因为无法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接受教

育的连续性,这种后果的弊端较之单纯的留守在村

接受教育或单纯的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要严重得多。
这种困境的出现与当前城乡社会发展阶段是相

关的。尽管国家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

展战略已经多年,但城乡之间本质上仍处于二元化

发展阶段。在涉及具体公共服务问题上,“一体化”
和“统筹”程度仍是远远不够的。以教育为例,农村

教育与城市教育是明显不同的两套体系。农村学生

进入城市稳定地和连续地接受教育需要有与之相配

套的城市户籍身份。在城乡二元体制长期存在的阶

段,户籍始终横亘在城乡之间以示身份区隔,教育作

为一项主要的公共福利,其权利享受是相应地附着

于户籍身份上的。在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的初期,
尽管当前已经开始取消户籍的身份区隔制度,但附

着于户籍上的原有公共福利并未能短时期内就实现

均等化。相反,只要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彻底打破,城
乡一体化发展没有彻底实现,那么,即使取消户籍制

度的一重身份区隔,在教育这一公共福利上,又会转

化成以地域或地区为区隔的新的分化状况。也即是

说,户籍制度的取消,并不能为农民工子女均等化地

接受优质教育提供明显的实质性帮助。因此,当前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选择的困境不仅是他们个人

的困境,也是教育制度的困境,更是当前城乡社会发

展阶段的困境。厘清上述这一点,为思考如何应对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选择的现实趋势提供了

宏观判断。
首先,较之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

子女教育选择问题上更倾向于将子女随迁入城接受

与城市孩子均等化的高质量教育的抉择是当前和未

来很长时期农民工子女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常态,这
就要求国家和全社会各界都需要正视这一问题,并
对之加以积极稳妥地应对。

其次,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选择的这

一宏观形势的把握,国家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将其纳

入到当前有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中通盘考

虑,也应纳入到当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中

通盘考虑。就前者而言,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在城乡

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在教育领域体现和落实的问题;
就后者而言,合理化解和应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

教育选择上的突出诉求,既是社会治理领域改善民

生的需要,也是体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杆。
再次,以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义务教

育为突破口,率先在教育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

镇常住人口全覆盖。国务院在2014年7月24日发

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

见》,其中提到,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
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

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建立居住

证制度,并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

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居住证持有

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劳动就业、基本公共

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

服务、证照办理服务等权利。应该说,这为未来的户

籍制度改革奠定了基本方向,其积极意义非常重大。
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想要在一日之间便让居住证

制度与所有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挂钩恐非易事。较

为可行的办法是,应优先选取某些突破口进行突破,
以突破口为点,带动整个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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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全覆盖享受的面。而最关键且相对难度较小的

就是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选择的困境问

题。换言之,也就是要化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

不稳定地、无法持续地在城镇接受学校教育,从而不

得不流动往返于城乡之间接受教育的困境。其基本

出路在于,在保持现有城市教育格局的前提下,应该

抓紧建设适应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子女随迁转移入城

接受教育的学前教育学校和义务教育学校。如此一

来,一方面,可以依托原有城市教育资源格局吸纳和

消化部分转移随迁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另一

方面,则可以在既有格局之外新增吸纳空间,从而更

大程度地消化随迁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

需求。如果这一举措能够及时重视并付诸实施,将
可起到未雨绸缪、预备则立的良好结局。从而为国

家的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战略布局提供足够的准备时空,并为国家化解城乡

社会发展一体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实施中

所可能遭遇的其他问题提供有意义的战略参考。

  四、结 语

  以第一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选择的状况作为参

照,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选择问题上面临3种

主要抉择类型。其一是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学校教

育;其二是让子女留守农村接受教育;其三是让子女

流动往返于城乡之间接受教育。
根据笔者的调查了解,从发展趋势看,基于强烈

的平等主义诉求,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倾向于让其子

女随迁入城接受城市或城镇里更高质量的现代学校

教育。总体来说,既有研究者对这一客观形势的变

化的重视是不够的,政府对这一客观形势的变化也

缺乏足够的应对。通过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

子女教育选择上的这一倾向主要受4个方面因素的

影响: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及其市民化

诉求从主观上迫使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将子女随迁

入城接受教育;其次,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在家庭中

的半工半农或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模式和因此而形

成的家庭经济由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构成的互为补

充的收入格局,从客观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将子

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和

家庭支持;再次,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空间压缩

的影响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子女不得不更多地脱离

乡村进入城市接受教育;最后,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

本国策的长期实施和新生代农民工生育观念的持续

转变,则使得乡村学校教育的生源大为减少,这从客

观上会倒逼农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并因此而倒逼新

生代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
当然,笔者也发现,由于务工不稳定、经济行业

波动、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发展需求的调整等客观情

况,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子女随迁入城后稳定地、持续

地接受教育仍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其客观后果是,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很可能面临在城市留不住而返回

农村却又回不去的艰难窘境,或者是流动往返于城

乡之间间断地接受教育。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

子女教育选择问题的这一困境与城乡社会发展阶段

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从应对策略来看,应该将新生

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纳入到国家的城乡社会发

展一体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中通盘

考虑,以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为突破口,在取消农

业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区分后,探索一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在城镇居住人口中全覆盖的民生创新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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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EducationalChoiceofNewGenerationof
MigrantWorkerstoTheirChildrenand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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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partmentofSociology,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Abstract Comparedwiththefirstgeneration’seducationalchoicefortheirchildren,therearethree
typesofeducationalchoiceforthenewgenerationmigrantworkers.Thefirsttypeistakingchildrento
thecitywheretheirparentsworktoreceiveeducation.Thesecondtypeisleavingchildreninruralareas
toreceiveeducation.Andthethirdtypeisprovidingeducationforchildrendependingontheirresidence.
Withthedevelopmentofsociety,thenewgenerationmigrantworkersaremorelikelytotaketheirchil-
drentothecityforeducation,whichismainlyaffectedbyfourfactors,namelymigrantworkers’experi-
enceofworkingincitiesandtheirappealofurbanization,thedivisionoflaborindifferentgenerationsin
familyandthefamilyeconomicincomestructure,thereductionofeducationalresourcesbecauseofthe
layoutadjustmentofruralschoolsandthedecreaseofthenumberofstudentsbecauseofthefamilyplan-
ningpolicyandchangesintheconceptofchild-bearingamongthenewgenerationmigrantworkers.This
paperfoundthatthereisacloserelationshipbetweenthepredicamentofeducationalchoicesfornew
generationmigrantworkersandthephaseofsocialdevelopment.Itfurtherproposedtosolvetherelated
problemsfromtheangleofintegrationofurbanandruralsocialdevelopment.

Keywords 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educationalchoice;factors;countermeasure;inte-
grationofurbanandruralsocialdev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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