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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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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参与到城市建设时，形成了庞大的人口流动，特别是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

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开始得到重视。学前教育作为塑造儿童思想启蒙阶段，对于未来儿童的健康

成长具有重要作用。论文阐述了进城务工人人员改变及其子女特点，叙述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分析了当前进城务

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的现状，并提出其解决策略，希望能够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发展，营造平等的教育

环境。

关键词：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城市

Research on Preschool Education Issues for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Haiyu Zhang
Baoji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Baoji, Shaanxi, 721013, China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 has formed a huge population flow when participating in urban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widening urban-rural gap in China. The issu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 has begun to receive attention. Preschool education, as a stage of shaping children’s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y growth of future children.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hanges in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children, describes the importan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and proposes solutions, hop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and create an equal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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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

中工作，由此也诞生了进城务工人员这一庞大群体。由于中

国人口数量长期快速增长，城市教育资源紧张，而进城务工

人员受限于经济收入及工作性质，对于子女的学前教育重视

不足，导致多数进城务工人员普遍缺乏完善的学前教育。学

前教育作为启迪儿童智慧的主要途径，对于儿童的日后健康

成长有重要意义。进一步认识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

的重要性，对于提升教育发展水平、保障进城子女的健康成

长有积极价值。

2 进城务工人员概念及其子女特点

进城务工人员主要是指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进入城市后

从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城乡二

元制，以户籍人口为主要管理模式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

进入城市后融入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及服务，

这些农村人员在城市中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原有人口相同的

公共服务，因此这部分人群被称为进城务工人员，也有地区

称之为“农民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农村人员开

始进入城市企业中，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大量外来务工人

员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进城务

工人员群体。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往往为了子女接受更好的教

育，同时方便照顾，往往将他们带到工作所在地区，由此形

成了进城务工子女群体。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制约，这些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有以下特点。

2.1 流动性大
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缺乏稳定的工作，在进入城市后主

要以短期工与临时工为主，这就导致多数进城务工人员往往

一两年就需要换一个城市工作，极端环境下甚至一年内前

往多个城市，这就导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不得不随着父母转

学。根据对宝鸡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调查，多数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在学前教育中往往需要转学两次以上，频繁的人员流

动不仅导致学前教育难以稳定发展，也带来了学前儿童适应

新环境的时间成本，并不利于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2.2 学前教育生源多样性
进城务工人员往往倾向于向发达地区务工，这就导致

进城务工人员来自全国各个地区，不仅入学年龄不一致，生

活习惯与教育理念也容易产生冲突，增加了学前教育的管理

难度。例如，一些儿童在家乡接受过一定年限的学前教育，

但是父母为了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质量，在进城后选择重新

入学接受学前教育，这就导致入学儿童教育基础存在参差。

不同地域的生活习惯不同，对于教师来说增加了管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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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一些学前儿童在进城后需要从方言转变到普通话，陌

生的语言环境对于学前教育工作者是一大考验。一些学前儿

童在家乡受到固有文化的影响，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一

些不好的作息习惯与言行也会影响到幼儿园的管理。相比于

城市内统一的教育基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生源千差万别，

对于教师来说不仅管理难度增加，还要根据不同学生制定个

性化管理策略，以便适应这一现实问题。

2.3 经济条件普遍不佳
进城务工人员普遍从事工作不稳定，缺乏稳定的社会

保障，因此对于子女的教育经济投入有限，难以支撑较高的

学前教育费用。一些城市幼儿园虽然招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入园，但是每个月高额的教育费用限制了务工人员子女入园

的积极性。此外，近年来，一些城市学前教育费用上涨明显，

在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的局面下，各种不合理费用也产生，如

入园费、托管费等，这些费用专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收

取，在加重教育成本的同时，也显示了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学前教育的忽略。

3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进城务工人员为

城市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由此也带来了留守儿童问题，他

们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父母关爱，长期下去会导致严重的

社会问题。推动留守儿童随父母入城接受教育，是解决留守

儿童成长困境的解决办法。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的第一环，是

体现基础教育社会服务的根本，也是中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3.1 学前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准备阶段
学前教育主要是在儿童认识世界的阶段开展启蒙教育，

这个阶段，儿童的语言、观察、认知能力快速建立，且形成

基本的道德观。在学前教育中，主要是为了培养良好的行

为习惯，塑造明辨是非的能力，为进入学校教育奠定基础。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他们普遍缺乏时间参与到儿童教育

与成长工作中，而学前教育的普及，则为未来子女的健康成

长奠定坚实基础。长期以来，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因

此多数进城务工人员重视不足。学前教育不仅是教会儿童基

本的生活技能，也要培养其可以独立生活的能力，健全儿童

的心智。良好的学前教育，对于儿童的成长影响终身。对于

社会来说，抓好学前教育既是为幼儿个体未来更好发展作保

障，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未来国民素质打基础。

3.2 学前教育是提升国民教育的奠基工程
从世界各国教育发展规律看，教育水平越高的国家越

重视基础教育。学前教育虽然不属于基础教育，却是基础教

育的保障。重视学前教育，已经成为教育发达国家的共识。

进城务工人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因此作为政府，要肩负起

学前教育的重任，认识到学前教育对于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当作一项基础教育重视。以宝

鸡市为例，2012 年，宝鸡市教育局研究制定了《宝鸡市进

城务工就业人员随迁子女和进城落户农村居民随迁子女就

学办法》，可见宝鸡市相关部门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教

育问题已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单纯从教育内容看，学前教

育基本上不涉及知识的学习，但是在培养儿童学习习惯、生

活能力、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学前教育承担着启蒙意义与初

始价值，是任何阶段其他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4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现状

4.1 辍学问题
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因此多数进城务

工人员往往忽视了这个阶段的学前教育。虽然多数家庭会将

儿童送入附近的幼儿园，但是仍然有部分适龄儿童没有接受

学前教育，失学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一些城市幼儿园教育资

源紧张，收费高昂，超出进城务工人员的经济承受能力，因

此往往倾向于在小学阶段再将儿童送入学校中。此外，部分

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学前教育不重视，认为这个阶段儿童主要

是在学校玩，自己往往倾向于交给长辈带，有时甚至自己带

在身边，这就导致部分儿童没有接受学前教育。

4.2 学前教育资源有限
自从国家开始重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各城

市学校开始接受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当地学校，但是叠加

快速城市化，不少地区的教育资源面临供应紧张的问题。一

些城市的幼儿园招生数量有限，导致班级学生数量增长，师

资力量无法满足招生要求。近年来，一些城市为了缓解学前

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开始鼓励民办幼儿园发展，一些地区

出现幼儿园管理不善、幼师虐待儿童的问题，反映了当前学

前教育资源紧张下的乱象。从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看，主要分

为公办院校、民办院校、打工子弟学校。公办幼儿园办学质

量高，但是规模有限，无法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需求。

民办幼儿园数量众多，教育质量有限，且市场化运作下，收

费较高，超出务工人员的经济承受能力。打工子弟学校是专

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开设的学校，但是受制于法律法规的影

响，难以真正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需求。

4.3 户籍制度限制后续教育
进城务工人员在学前教育中，受到户籍等因素的限制，

在完成学前教育时，往往面临后续教学无法顺利完成的情

况。多数务工人员希望孩子享受到城市良好的教育资源，由

于缺乏城市户籍，即便完成学前教育后，也无法顺利进入当

地的小学继续接受教育。目前，中国教育经费拨付主要按照

户籍人数，当地政府适龄儿童教育经费主要由户籍所在地的

政府负责，而教育经费是按照户籍上所有的学生数进行下拨

的，即与户籍捆绑教育经费的拨款方式，虽然国家目前规

定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外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

但是到目前还是缺乏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机制。因此，流

入地政府缺乏能够满足外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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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流入地政府缺乏驱动力。此外，部分地区认为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普遍教育基础差，占用当地的教育资源，影响当

地教学质量，普遍不愿意开放当地学校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入学。

5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优化策略

5.1 坚持教育公平理念，建设制度保障
要坚持教育公平理念，将学前教育作为普惠性教育，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一视同仁，建立一个完善、融合的学

前教育体系，使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够就近接受学前教育。

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群体，进城务工人员为城市建设与

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要体现对劳动者与纳税群体

的尊重，使得权利与义务对等。各地要积极开通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入学绿色通道，努力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融入城

市主流教育，最终实现城市教育一体化，体现教育公平。针

对目前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要帮助其壮大教学力量，改善办

学条件。一些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还可以对进城务工子女

进行帮扶，逐渐缩小他们与城市学前儿童水平差距，打造平

等、互利的学前教育体系。

5.2 尊重差异性，推动学前教育改革
目前，学前教育教学按照城市生活设定，所有教学内

容也按照城市儿童学习展开，一些进城务工子女在进入幼儿

园后，难以快速适应环境转变。无论是从生活习惯还是语言

学习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原有的儿童会产生碰撞。这时，

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当尊重儿童成长规律，尊重差异性，推动

学前教育改革。例如，多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从小接触大自

然，对于动植物有着丰富的知识，部分幼儿还有极强的动手

能力，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这时就要号召城市儿童积极学习

他们的优点，使双方互相加深了解。此外，不同院校之间还

可以与家长密切合作，推进学前教育改革。一些幼儿园针对

性提出家务活动，鼓励儿童参与到劳动中，培养他们的责任

心，营造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总之，作为学前教育，要认

识到个体差异，以儿童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展开教育改革。

5.3 打造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体系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不能仅仅依赖于学校，而

是充分发挥家庭、社会的力量，统筹各方关系，切实解决学

前教育问题。作为学校，要积极改变目前招生数量较少、不

透明的问题，挖掘现有学前教育资源，最大限度满足进城务

工人员子女入园需求。作为家庭，要充分重视学前教育，积

极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前教育环境，使他们能够正常进入学

校学习。作为社会，政府应当发挥社会力量，由社区牵头，

对辖区内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进行统计，加大对学前教育的

投入，保障学前儿童的教育权利。从中国当前社会实际需求

出发，建立多元化的学前办学体制，拓展儿童上学渠道，使

学校、家庭、社会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支持从物质、

制度和意识等不同层次构成三维立体网络，形成全纳教育的

生态化环境。

5.4 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从现状看，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是造成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教育受限的主要因素，因此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是解

决学前教育问题的主要方式。随着中国各地放开户籍，进城

务工人员可以在工作所在地落后，这样就能享受当地的教育

资源，实现从学前教育一直到高中的全程教育服务。由于中

国高校资源分布不平均，为了防止高考移民的出现，一些地

区虽然放开了户籍管理，但是多数大城市仍然出台各种限制

政策，导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仍然不能正常享受学前教育。

此外，部分地区开始办理居住证来代替户籍，成为解决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的替代方式，这样可以及时了解外来

工子女就学的需求，以便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制定切实可

行的计划，调配学前教育资源。

6 结语

学前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只有营造公平的学

前教育体系，才能助力教育长远发展。要切实解决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学前教育问题，颁布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为每

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营造公平和谐的学前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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