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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二代移民 ”的困境与解决
◆朱 　琳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二代移民”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和困难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当前 , 城乡分刻的二元户籍制度和相
关的教育制度、城市样体的偏见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影响二代移民在城市的生存和适应 , 全社会应当加以关注。

【关键词】二代移民　教育　适应性

　　“二代移民”,是指跟随父母到城市生活 ,而户籍尚在农村的进城农民工
子女。他们随着父母来到城市生活 ,却不能像城市的孩子享同等的待遇。

　　一、“二代移民 ”面临的困境
教育的问题很严峻。对于二代移民 ,绝大多数都是在当地的打工

子弟学校上学。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却不容忽视。首先 ,学校教
师队伍存在明显缺陷。在大多数民工子弟学校里 ,教师分为三类 :民
办、公办教师及无执教资格的教员。很多教师没有任何教学经验与专
业培训 , 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 ,而且教师的流动性很大。有些农民工子
女在公办学校读书 ,能获得相对比较扎实的基础知识 ,但他们所面临的
问题又是独特的 :他们身在城市学生的群体中 ,却又游离于这个群体之
外。这些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会有意无意的将二代移民贴上标签 ,认为
二代移民是借读的过客 ,甚至是低等的。等他们面临高考的时候 ,会出
现新的矛盾。国家高考制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 ,二代移民还是要回户
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户籍所在地所用教材如果与生活地的教材不同 ,对
于高考成绩还是有极大影响 ,对二代移民来讲还是不利。

其次 , 办学者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 , 追求利润最大化。由
此造成的后果是 , 学校的教学条件被压缩到最低水平 ,无论是在场地、
设施与校舍等硬件条件方面 , 还是在师资等软件方面都是打工子弟学
校不能比的。这使得农民工子女在建构知识结构的小学阶段 , 就开始
落后于公办学校的城里儿童 , 进而失去了与城市居民子女平等参与竞
争的机会。使他们要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困难重重。这就会对他们的
心灵造成隐性伤害。而二代移民本身的知识基础比较差 ,也缺乏良好
的家庭教育 ,在大量、系统的知识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自身也产生畏惧
学习与厌恶学校的情绪。这种被歧视的感觉导致二代移民对学校及同
学的敌视 ,严重影响了正常学习。从二代移民自身看 ,他们就读哪里的
学校不是由自己选择的 ,而是随着父母打工的地点迁移。他们的生活
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流动频繁使他们难以将学习生涯在一个地方延续 ,
而时常更换学习环境不免减弱了他们求知的热情和积累知识的能力。

环境适应不良 ,二代移民会面临对移民地文化认同的困难。融入主
流社会、成为城市正式居民的主观意愿 ,被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排斥现象
破灭之后 ,二代移民的内心产生出对城市社会的反感和排斥 ,他们很少
与城里人交往 ,担心被城里人看不起 ,觉得与相同身份、相同境遇的人
在一起才是安全的。由于父母低下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 ,孩子们只能
得到同乡或相同背景同龄人的友情。缺乏立体的、有足够广度与深度
的人际圈子 ,是二代移民这个群体面临的严峻问题 ,久而久之 ,形成了
较为封闭的生活圈子 ,以及较为封闭的心理结构。二代移民在缺乏对
迁入城市社会认同的同时 ,由于较长时间脱离了原家乡的社会生活环
境 ,对家乡也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 ,因此 ,对原来农村社会的“乡土认
同”也在减弱 ,他们逐渐成为一个游离于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之间的
“社会独立单元”,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 ,自然也缺乏归属感。

同时 ,地区差别也导致语言的差异。如果移民地和户籍地语言差别较
大 ,还会导致二代移民与当地人沟通不畅 ,缺乏交流更容易产生排斥感。语
言上的障碍还会影响交朋友 ,会导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 ,孤独、缺乏认同感 ,
也容易和当地人产生矛盾 ,严重的还会导致犯罪的发生。

　　二、问题的解决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以户籍、身份为标准形成的二

元劳动力市场严重限制了农民工找到相对较好工作的机会 ,农民工往
往只能在所谓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寻找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较少的
工作。从长期发展来看 ,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差别 ,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 ,促进具有“落户”特征的流动人口的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是解决流
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以房管人”、“以证管人 ”将是
本市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手段 ,而与此相适应 ,本市教育行政部门
也需要研究以监护人具有合法证件、合法固定居所、合法稳定工作为基

础的新的高中阶段入学办法的可行性 ,寻找替代现行以户籍制度为基
础的高中阶段教育入学办法的新政策。

有针对性地解决“二代移民”的教育问题。由于上学阶段是打工子
弟人格健康发展的重要阶段 , 教师成为他们社会生活最大的影响源 ,
学校则是他们思想、行为教育 , 健康人格发展的主要场所。政府应该尽
快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解决办法 , 充分发挥学校在城市二代移民健康
人格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 构建公立学校内平等的教育环境。首先 , 降低甚至取消公立学
校所谓的“赞助费”, 减少或免除其他方面费用 , 尽可能让城市二代移
民能够分享公立学校优越的教育资源。其次 , 要提高教师、教学管理人
员的素质与引导城市儿童树立平等意识。并不断关注打工子弟的特殊
需要 , 研究探索具有接纳性的教育方法 , 提高教育内容的针对性 , 使城
市二代移民尽快适应新环境下的学校生活。让教师与城市儿童共同为
流动儿童少年营造无歧视的平等与友爱的和谐氛围。

2. 规范打工子弟学校。规定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标准 , 对达到标
准的学校 , 予以合法化。对不符合标准的学校 , 加以整顿或取缔。教
育部门应定期监督已达标学校的教务活动。发现问题 , 及时指导其改
进 , 使打工子弟在正规的学校环境下发展。其次 , 规定聘用教师的标
准 , 只有能力、学历都达到标准的教师才可以上岗。另外 , 学校要定期
组织对教师进行测评与培训 , 并对工作态度认真与业绩突出的教师予
以奖励 , 提高他们培养打工子弟健康人格的积极性。只有符合标准的
学校与合格的教师 , 才能培养出具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吃苦耐劳意
志品质的农民工子女学生。才能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
观 , 顺利转化他们人格发展中的统合危机。

提高“二代移民”城市适应性。改善其生活环境 ,根本上要从户籍
制度入手 ,改革与之相关的农民工就业、住房、医疗、保障等一系列制
度。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保障 ,消除对农民工的地域、
身份以及职业歧视 ,这些措施对农民工家庭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此
外 ,营造宽松的家庭环境 , 培养二代移民良好的心理环境。家庭是孩子
人格成长的第一站 ,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 而且是永不下课的老
师。良好的家庭环境 , 民主的家庭气氛对于促进孩子的人格发展有着
重要的意义。引导发挥同辈群体对城市二代移民健康人格发展的积极
作用对同辈群体 , 要认识到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 农民工家长与学校
要及时了解城市二代移民中存在的同辈群体的类型与性质 , 充分引导
发挥同辈群体对城市二代移民健康人格发展的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二代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大 ,逐渐成为一个庞
大的群体 ,他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也亟待解决。应该从制度上取解决人
口流动以及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让他们从一个相
对隔离的环境中释放出来 , 引导他们合理调适自我 , 使他们能够较快的
适应城市环境。对于教育问题 ,也要转换思路 ,改变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
高考制度 ,让不同的高校自主招生 ,划定录取分数线全国统一招生 ,给所
有人均等的机会获得教育资源 ,更有利于二代移民的发展。

参考文献 :
[ 1 ]王水珍 ,刘成斌. 流动与留守———从社会化看农民工子女的教

育选择 [ J ]. 青年研究 , 2007 (1) : 22 - 30.
[ 2 ]邓鸿勋 , 陆百甫. 《走出二元结构 :农民工、城镇化与新农村建

设》.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6.
[ 3 ]郭星华 ,胡文嵩. 闲暇生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 J ]. 人口研究 ,

2006, 30 (5) : 77 - 81.
[ 4 ]李伟东. 消费、娱乐和社会参与———从日常行为看农民工与城

市社会的关系.
[ 5 ]赵树凯. 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初步

调查 [ J ]. 管理世界 , 2000, (5) .

402

经济论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