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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研究 

——以绍兴市柯桥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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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随迁农民工子女来说，家庭教育在其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绍兴市柯桥

区随迁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投入不足，整体家庭学习环境较差；

农民工父母对子女采取专制或放任的教育方式，同时两者之间缺少亲子沟通；农民工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落后，过

度关注学习，忽视子女心理健康；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存在脱节现象等。因此，应强

化政府职能，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帮助农民工父母形成民主的家庭教育方式，学习现代化的家庭教育观念，

建立起家庭教育与学校、社会教育的衔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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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待遇都在稳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流动“家庭化”和居住的稳定

性趋势明显。流动“家庭化”代表着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逐渐从单一的男性或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整体

流动模式，而这种家庭单位主要是以夫妻双方和其子女所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因此随着农民工家庭化流动趋势的逐渐增强，

随迁农民工子女的群体也越来越庞大，其教育问题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热点，引起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随迁农民工子

女的教育问题，大部分学者都把目光聚焦于学校教育方面。其中最早相关的文献资料是 1995 年 1 月 21 日在《中国教育报》上

刊登的作者李建平的文章《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随后谢建社（2011）、雷万鹏（2012）、石宏伟（2015）、

王泽龙（2016）、都志辉（2016）等学者都对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教育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正如英国著名的《曼彻斯特调查

报告》指出：“教育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教育环境内，家庭因素的重要性几乎两倍于社区与学校两项因素的总和。”家庭教育

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所不可或缺的，甚至是关键所在。因此，不能只局限于对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教育问题进行研究，

而应该更多地对其家庭教育问题进行相应的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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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地点及方法 

本文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为研究地点，通过对该地区随迁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相对应的改进'措施，

以便于进一步提高随迁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质量。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以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资料，发放问卷 200 份，

回收问卷 164份，有效回收率为 82%。调查样本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3 随迁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问卷调查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目前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存在较多问题。 

3.1农民工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投入不足，整体家庭学习环境较差 

在所调查的农民工中，有65.9%的人家庭月收入在 3000-5000元，而家庭月收入超过7000元以上的农民工只占了总数的4.9%,

可见农民工的收入与许多的城市居民相比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同时，大部分收入都要用在满足温饱和解决住宿上，在对子

女的教育方面的开支就较少。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有 53.7%的农民工家庭其子女教育投入所占比为 10%-30%,而只有 4.3%的农民工家庭其子女教育投入所

占比大于 50%。因此，综合农民工的家庭月收入和子女教育投入所占比，农民工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投入明显不足，根本无法满

足子女的基本教育需求。另外，在总共所调查的 164位农民工中，有 75.6%的人是租房居住，有 19.5%的人是居住在单位宿舍，

而只有两位农民工是自购房产居住的。出租房的住宿条件及住宿环境一般都不会太好，甚至有很大的可能是较为混乱的，因此

随迁农民工子女要与父母挤在一个狭小的出租房内，缺少独立的生活和学习空间，整体家庭学习环境较差。 

表 1调查样本概况 

变量 频率（人） 百分比（%） 变量 频率（人） 百分比（%） 

性别   户籍   

男 102 62.2 本省农业户 36 22.0 

女 62 37.8 外省农业户 128 78.0 

年龄   学历   

30岁以下 36 22.0 小学及以下 56 34.1 

31-40岁 66 40.2 初中 66 40.2 

41-50岁 44 26.8 高中（职高） 34 20.7 

51岁以上 18 11.0 大学（大专）及以上 8 4.9 

住房状况   家庭月收入   

自购房 2 1.2 3000元以内 28 17.1 

租房 124 75.6 3000-5000元 108 65.9 

单位宿舍 32 19.5 5000元-7000元 20 12.2 

其他 6 3.7 7000元以上 8 4.9 

 

3.2农民工父母对子女采取专制或放任的教育方式，同时两者之间缺少亲子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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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方式主要有专制型、溺爱型、放任型、民主型等几种类型。 

在调查农民工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时，有 43.9%的被调查者认为孩子犯了错误就得打骂，有 31.7%的被调查者认为学习是子

女自己的事，17.1%的被调查者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是基本不管，爱咋咋地，最后只有 7.3%的父每认为对子女适当奖励或惩罚能促

进其学习。由农民工父母对子女主要采取专制或放任的教育方式。同时这两种教育方式都表现出了农民工父母与子女之间缺少

亲子沟通，不管是专制还是放任的教育方式，他们在决定事情是都不会去询问子女的意见，平时生活中也不与子女进行情感交

流。在所有的被调查者中，每天都与孩子有交流的只占到 20.7%,而基本没有交流的却占到 45.1%,这表明当下农民工与子女之间

缺少沟通，甚至是缺失了沟通。 

3.3农民工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落后，过度关注学习，忽视子女心理健康 

农民工父母相对于城市父母而言，其教育观念及行为受到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更加的严重，导致农民工对于子女的家

庭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尤其是在当农民工自己已经无法摆脱农民工身份的时候，他们对于子女成才的期望就越高。 

有 84.1%的农民工父母对子女学历的期望是到大学及以上，而在所调查的农民工中只有 4.9%的学历为大学及以上，并且近

74.4%的学历在初中及以下，从农民工在自己教育程度偏低的情况下，对子女的学习、学历尤为重视。在调查农民工与子女交流

最多的话题时，有 46.3%的父母与孩子交流最多的话题是关于学习方面的，而其他如为人处世及兴趣点等方面相比而言就交流较

少。同时当农民工父母在过度关注子女学习成绩的时候，对于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也缺少关心。有近 52.4%的农民工父母是认为

孩子没有什么情绪可言，因此从不关注子女的情绪及心理问题，而只有 4.9%的农民工父母会时常关注孩子的情绪及心理的变化，

并经常与孩子交流想法。 

3.4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与学校、社会教育存在脱节现象 

对于随迁农民工子女来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都是不可缺少的，同时需要这三者紧密联系，形成合力，共

同帮助随迁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 

在调查与子女沟通存在的最大问题时，有 26.8%的父母表明“不了解孩子在学校的事情”，有 32.9%的父母认为“自己没有

能力教会孩子”；同时在调查是否关注子女作业及成绩问题时，有 25.6%的父母认为“孩子学习好坏是学校的事情，老师管好就

行”。这明显的表现出对于随迁农民工子女而言，家庭、学校、社会这三者的教育存在脱节现象。大多数农民工父母对学校的

教育职责都存在一定的误解，认为培养和教育孩子属于学校的应尽之责。同时，农民工无法更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对于子女

进行家庭教育的时候就会呈现出教育落后的现象，并且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教育子女，以适应当前的社会。 

4 改进随迁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措施 

针对上文所论述的随迁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措施。 

4.1强化政府职能，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增加农民工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形成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 

随迁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教育投入较少和家庭学习环境较差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农民工父母的工资收入较低，无法支

撑其随迁子女的基本教育需求以及为随迁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提高农民工收入水

平，通过强化政府职能，尤其是在农民工的就业、住房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家庭更多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护，保障农民工的自身

权利的获得。同时加强对目前农民工居住的出租屋周边环境整洁、交通、安全等方面的治理，提升农民工家庭整体的生活质量，

从而保证随迁农民工子女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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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形成民主的家庭教育方式，注重子女各方面的教育需求，建立良好的家庭沟通氛围 

要解决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方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教导农民工父母形成正确的教育方式。首先与专制相对应的就是民

主，当孩子犯错或做事不当时，应要求农民工父母不再采用简单粗暴的暴力或打骂的方式去教育子女，而是要通过讲道理以及

父母的自我示范去教导子女。其次，针对于放任的教育方式，农民工父母需要在忙于工作的同时，分出部分精力投注于子女的

教育问题，这部分精力不仅仅只是关注于子女的学习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子女在生活方面和心理情感方面的需求问题。最

后，任何一种教育方式都需要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有效的、良好的沟通作为支撑，因此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式，农

民工与其子女之间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和稳定的沟通频率。 

4.3学习现代化的家庭教育观念，聚焦于子女全面科学的发展，注重子女情绪及心理健康 

要解决民工父母家庭教育观念落后问题，首先是要让农民工父母学习现代化教育观念，聚焦于子女全面科学的发展，认识

到孩子的优秀不仅仅是在于学校的成绩是否优秀，还在于孩子自身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方面。这就需要融合当地社区、社会

组织等各个方面的力量来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家庭的帮扶机制，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农民工父母能够了解更多的家庭教

育知识。其次，农民工父母需要学会关注子女情绪及心理的变化，当子女出现不良情绪及心理问题时，能与子女进行有效的沟

通，缓解子女的不良情绪或心理问题。而当农民工父母无法解决子女这些问题时，可以鼓励社区、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工作者、

心理专家等深入农民工家庭，运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帮助农民工父母及时解决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 

4.4建立起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衔接渠道 

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家庭、学校、社会这三者都是缺一不可的，并且三者之间应该紧密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

都会影响对孩子的教育，因此应帮助农民工家庭建立起家庭教育与学校、社会教育的衔接渠道。首先，在建立起与学校教育的

衔接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学校作为教育机构的优势，以学校为桥梁建立家校联合的合作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家长会以及邀请有

空余时间的家长来学校参加各类与学生互动的活动，让农民工父母能够了解子女如何在学校学习以及在学校学习的基本情况。

同时也可以依托于学校的教育资源，为农民工父母开展一定的有关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如何衔接的学习课程。其次,在建立起与

社会教育的衔接方面，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培养农民工父母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一旦农民工父母实在没有能力对子女进行教育

时，社会工作者可以介入到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中去，替代农民工父母的角色，对随迁农民工子女进行学业辅导和生活

等各个方面的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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