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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围绕流动家庭子女就学地选择!对 %& 个流动家庭进行资

料收集!发现流动家庭子女就学地选择有留守或随迁两种策略!其中选择留守的家庭包括分

离的主干家庭和分离的核心家庭两类!选择随迁的家庭包括流动的核心家庭#分离的主干家

庭和流动的主干家庭三类" 基于家庭生态理论框架!从人口特征#环境因素和组织信息等三

个方面对流动家庭的家庭策略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留守类家庭虽然在就学

地选择上倾向于随迁!但本着家庭收入最大化的原则!最终做出子女留守的决策&随迁类家

庭希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以实现社会流动!虽然他们也面临着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政策等方

面的限制!但考虑到家庭团聚及城乡教育差距!最终做出子女随迁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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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

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

展" 在国家发展公平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过程

中!流动人口子女这一特殊群体是其中一个薄弱

且重要的环节" "#"% 年 * 月!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 $.&+ 亿

人!较 "#%) 年增加 %., 亿!其中长期居留的流动

#,



人口上升!居留的稳定性持续增强!家庭化迁居

已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

" 因此!流动

家庭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其就学地选择

也成为影响家庭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 流动人

口在权衡利弊后无论是选择让孩子跟随自己到

城市就读或是留在老家就读都是一种理性分析

后的结果!这种教育选择也被视为流动人口的一

种家庭策略,"-

" 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城乡教

育一体化" 一方面!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倾斜支

持农村教育%中西部地区教育!实施农村寄宿学

校建设工程%&全面改薄'%教育脱贫攻坚等重大

工程项目,$-

!这些政策使得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

大大改善" 另一方面!加大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入学机会的力度!"##% 年#关于基础教育

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提出随迁子女就学&以流入

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

&两为主'政策.随后!许多城市相继推出&积分

入学'政策!为解决随迁子女&就学难'的问题提

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

那么!流动人口在子女&老家入学'和&随迁

入学'之间会如何权衡呢2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

的方法!从微观的家庭策略的角度分析流动人口

在为其子女做就学地选择时的家庭策略!对家庭

成员之间的价值博弈进行探讨!分析不同家庭的

价值取向差异以及各影响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

用"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教育与城市化的互动关

系!进一步发现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下的家庭

决策"

二#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当前有关流动家庭子女就学地选择的研究!

学者大都采用实证研究中的量化研究范式!注重

对流动家庭的子女就学地选择影响因素进行描

述" 研究显示!流动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的受

教育水平%家长的职业类型%父母的教育期望%城

乡结构和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和排斥%家

长自身的城市适应状况%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等因

素!都会对流动家庭的子女就学地选择产生影

响,,')-

" 以上研究缺乏对流动家庭成员的价值博

弈过程的深度描述和解释" 而考察他们的价值

博弈过程!可以帮助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

家庭性质!进而分析家庭对社会的影响,%#-

" 另

外!有研究者基于结构二重性理论对流动农民与

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分析!认为流动人口

对其适龄子女的教育选择行动不仅是出于个体

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的理性选择!也并非教育陷

入政策阻碍造成的结果!而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

性过程,%%-

" 这一理论研究对本研究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将从家庭生态理论

视角对其中的家庭策略及其形成过程进行分析"

家庭策略(]EIBJf7>TE>F̀f)这一概念来自对

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其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工业化

过程中家庭的作用!研究家庭面临新的外部环境

时的决策过程,%#-

" 蒂莉(<HDBKF/.dBJJf)将其界

定为一系列用来指导家庭成员解决家庭问题的

隐性规则!用来处理移民%生育%教育%家庭劳动

力参与!甚至结婚年龄等问题,%"-

" "# 世纪发展

起来的较为成熟的家庭社会学理论(或视角)!

如+家庭生态理论%生命历程研究和家庭危机理

论!都从不同方面涉及家庭策略" 家庭生态理论

(]EIBJf8GHJH̀fd=FHTf)将人类发展和家庭关系

整合在一个家庭资源管理框架内!研究家庭及与

家庭相关的各种环境的广泛问题!包括不同层次

和种类的外部系统%家庭成员个人及整个家

庭,%$-

" 布鲁斯(9FE>TBGFPEHJDGGB)是家庭生态理

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生

命支持系统!既依赖自然环境提供的物质支持!

也依赖社会环境提供的与人的行为和生命质量

相关的心理支持" 她关注家庭与环境之间的互

动!并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影响家庭决策的诸多

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借鉴邓肯 (;>BKaDSJFf

%,



aDGEC)的生态复合体模型!她提出!家庭生态系

统由人口特征(PH?DJE>BHC!指个体家庭成员)%环

境因素(8CYBTHCIFC>!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

和组织信息(;T̀ECB_E>BHC!指沟通和控制组织!通

过对信息的运用将能量转化为家庭的决策和行

动)三个部分组成,%,-

" 因此!运用家庭生态理论

来探究和分析流动家庭在各种社会性结构条件

的限制下!如何对其子女就学地进行家庭决策!

具有很强的适切性" 现有家庭生态理论的研究!

涉及了心理学%医学%住房等领域!但在教育学和

社会学领域进行研究的较少" 黄孙晋( 7DC'MBC

R@EC )̀在博士论文中运用家庭生态学理论!对

韩国家庭的女性青少年学校服装选择这一家庭

决策进行了研究,%*-

" 目前!学者们对流动家庭

教育选择中的家庭策略研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

初中后教育选择,%+-以及小学升初中的教育选

择,%&-上!对于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家

庭的就学地选择策略研究较少" 就学地选择是

流动家庭做出迁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处于

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对成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处于这一周期的流动家庭往往会在有限的条件

下进行理性选择!通过整合自身的家庭资源!做

出家庭福利最大化的流动策略"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流动人口子

女就学地选择中的家庭策略进行分析" 在研究

对象的选取上!本研究中的流动人口子女特指处

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 第一轮访谈!以流入地

为江苏%广东等地的 %& 个家庭作为访谈对象"

这 %& 个家庭包括 * 个留守家庭%%" 个随迁家庭"

在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围绕&选择把孩子放在

老家还是带在身边时考虑的因素有哪些2' &不

同的家庭成员对孩子就学地选择这一问题有什

么看法2'等问题!请受访者畅所欲言" 通过对资

料的分析!本研究从家庭结构的角度!基于就学

地选择的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留守家庭或随迁

家庭!并进一步细分为五种家庭类型" 其中!留

守家庭包括分离的主干家庭和分离的核心家庭.

随迁家庭包括流动的核心家庭%分离的主干家庭

和流动的主干家庭" 基于家庭生态理论的视角!

采用布鲁斯提出的理论框架!在上述五种类型中

各选取一个典型个案家庭!从人口特征%环境因

素和组织信息三个方面!探究流动家庭在社会宏

观结构的限制下!试图使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家庭

策略"

四#研究结果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受中国传统家庭文化

如&落叶归根' &家庭团圆'等观念的影响!以及

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阻碍!家庭化迁

居模式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包括举家迁居%部

分迁居%迁居后回流等多种方式,%1-

"

"一#留守家庭及其家庭策略

%.人口特征)分离的家庭类型" (%)分离的

主干家庭"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农村种植业

的衰落和城乡体制的持续改革!在拥有两代以上

夫妻的主干家庭中!许多年轻一代夫妻外出打

工!而年长夫妻则留守家中务农!处于义务教育

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由年长夫妻(通常是爷爷奶

奶或者外公外婆)照顾" 因此!主干家庭呈现出

家庭成员分离的状态!形成分离的主干家庭"

%, 岁男孩小张"

!是湖南湘西人!就读初中

一年级" 小张的爸爸妈妈在他四岁的时候就离

开老家到江苏无锡打工" 小张的妈妈在模具厂

",

"

本研究中出现的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上班!爸爸在钢管厂上班!小张跟着 &# 多岁的爷

爷奶奶在湖南老家生活" (个案 %)

被问到就学地选择的意愿时!小张说+&我肯

定想跟爸妈待在一起" 小时候还会问他们能不

能带我一起走!但现在长大了!认清现实了!不会

再问这种/愚蠢0的问题了"'小张妈妈也表示+

&舍不得孩子!想把孩子带在身边!让他到城里上

学"'尽管小张和父母的意愿都是随迁!但是受父

母的工作特点和社会保障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他

们最终做出了子女留守的决策"

(")分离的核心家庭" 核心家庭主要是指由

父母及其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 与城市家庭主

要由核心家庭构成一样!农村家庭的主导模式也

是核心家庭,%)-

" 流动家庭中的孩子进入义务教

育阶段后!家庭一般会重新进行角色分工!以实现

子女教育最优化和家庭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在重

新分工的过程中!男性大都选择外出务工赚钱!女

性大都选择留守老家照顾上学的孩子!所以妻子

选择留守的核心家庭比例较大"

%% 岁男孩小郑!是湖北黄冈人!就读小学四

年级!老家在农村" 小郑的妈妈带着小郑在老家

的县城租房!陪他在县城读书" 小郑的爸爸辗转

过好几个城市!现在在山东淄博的模具厂打工"

(个案 *)

被问到就学地选择的意愿时!小郑说道+&我

想去爸爸打工的地方上学!我还没去过大城市

呢"'小郑的妈妈表示+&如果可以的话!我肯定

想把孩子带到老公打工的地方上学!让一家人团

聚"'但是由于到大城市上学开销太大!再加上小

郑爸爸比较爱自由!工作变动频繁!因而该家庭

出于对各种综合因素的考虑!选择了子女留守且

妻子租房陪读的家庭策略"

".环境因素)各种家庭资源和宏观社会条件

限制" 布鲁斯将家庭概念化为一个生命支持系

统!这个系统既依靠自然环境维持物质生活!也

依靠社会环境实现人性化" 宏观的社会环境与

微观的家庭决策之间相互依赖" 社会环境对家

庭内部的决策产生影响!而家庭又通过其消费模

式和社会化实践来反作用于社会,%$-

" 对于选择

留守的流动家庭来说!环境中各种家庭资源和宏

观社会条件的限制是其做出最终决策的决定性

因素"

研究发现!留守类家庭的就学地决策主要受

家庭经济条件%流动人口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影响" 一是家

庭经济条件" 有限的家庭经济收入和进城读书

的高昂成本是流动家庭不得不考虑的要素" 访

谈中!小郑妈妈谈道+&我老公赚钱也不是很厉

害!把孩子带到广州上学开销太大了!负担不

起"'(个案 *!小郑妈妈)二是流动人口工作性

质" "#%& 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显示!大部分流动人口从事的行业对技能要求较

低!如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居民服务等传统服务

业和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等现代服务业,"#-

"

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日常的吃穿住行%家

庭作业辅导等都需要成人付出相应的精力" 但

他们的父母往往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难以

腾出时间照顾孩子" 这也是流动家庭在进行家

庭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限制性因素" 受访者小张

妈妈表示+&我跟我老公的工作时间都是从早上

七点到晚上七点!需要进行白班和夜班两班倒!

没有时间照顾他"'(个案 %!小张妈妈)三是流动

人口高流动性的特点" 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需

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条件!但大部分流动人口

就业流动频繁" 有研究显示!他们在一个单位工

作的平均工龄约为 $ 年,"%-

" 在个案 * 小郑的家

庭中!小郑父亲的高流动性是其最终选择让子女

留守的重要因素" &我比较爱自由吧!在一个地

方待腻了或者工作不顺心了就想换个地方" 出

来打工这些年!平均三四年就要换一个地方!拖

家带口的也不方便"'(个案 *!小郑父亲)四是流

动人口的社会保障"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力度

$,



依然不足!主要体现在政策欠缺%不同社会保障

系统之间难以接续%三大主体(政府%企业和个

人)执行不力和监督体系不够完善等,""-方面"

在城市缴纳社保是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城市公立

学校的基础" 因此!社会保障是将许多流动人口

子女拦在城市外的重要因素" 受访者小张爸爸

表示+&我们厂里没给我们交社保!带孩子过来的

话!一年得自己交一万多的社保!这对我们来说

是很大的负担"'(个案 %!小张爸爸)

$.组织信息)综合诸因素!做出子女留守的

家庭决策"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为了实现家

庭利益的最大化!许多主干家庭做出了年轻夫妻

外出务工%年长夫妻在家务农和照顾孙辈的决

策!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

" 在这一

模式中!隔代抚育是流动人口子女的主要教育方

式" 但是父母抚养和培育角色弱化!祖辈主要教

养人年龄较大%知识水平有限%过度溺爱等问题!

导致了一系列的教育问题,",-

!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观念

的转变!流动家庭中父母的教育期望不断提高!

父母教育卷入,"*-的意愿不断加强" 从就学地的

选择上看!几乎所有流动家庭的成员都倾向于随

迁" 但是与孩子单纯受情感因素影响的价值取

向不同!父母在其子女就学地选择中会综合考量

环境等因素!最终形成相对理性的价值取向" 在

选择留守的家庭中!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影响其

就学地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受访者小张妈妈表

示+&老家这边工资太低了!我出去打工就是为了

赚钱供孩子读书和给家里盖房子" 虽然内心很

想跟孩子在一起!但是为了赚钱和存钱也只能克

服'" (个案 %!小张妈妈)因此!留守类家庭面对

各种环境限制!出于家庭收入最大化%降低家庭

生存风险的考虑!选择让子女留守的家庭策略"

虽然也有一些家庭考虑到教育的重要性!选择由

妻子留守照顾子女!但核心成员的外出也损害了

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导致家庭情感功能的弱化和

教育功能的受损!对儿童的发展和教育产生不良

影响,"+-

" 综上所述!流动家庭实现理想的家庭

教育仍面临着重重困境"

"二#随迁家庭及其家庭策略

%.人口特征)流动的家庭类型" (%)流动的

核心家庭"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流动人口的

生活水平也相对提高!逐渐树立了通过教育实现

阶层流动的目标" 因此!围绕这个家庭发展目

标!流动夫妻会把孩子带在自己的身边!实现整

个核心家庭的举家迁移!形成流动的核心家庭"

%" 岁女孩小葛!就读小学五年级!有一个双

胞胎妹妹" 姐妹俩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长大!上

完一年级后一起转学到爸妈打工的地方" 小葛

的爸爸在工地上干活.妈妈做家政!一般工作到

下午三点多就回家做家务并接孩子放学" (个案

&!小葛)

被问到就学地选择的意愿时!一家人均选择

随迁" 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是小葛父母选择让

姐妹俩在小时候留守的重要原因" 小葛爸爸说+

&姐妹俩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穷啊" 那时候老家

工业也不发达!我们没办法就出来打工了!出来

赚钱就没办法带着孩子了"'在孩子进入义务教

育阶段后!对教育的重视使得该家庭对之前的决

策进行重新审视并调整!最终做出了举家迁移的

决策"

(")分离的主干家庭" 在一个拥有两代以

上夫妻的主干家庭中!随着孩子进入义务教育阶

段!大部分家庭成员会一起迁入城市!只有个别

家庭成员留在老家!这一家庭决策形成了分离的

主干家庭"

%# 岁女孩小戴!老家在安徽寿县!在苏州市

一所民办外来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小学四年级!有

一个妹妹" 小戴在三年级以前跟着爷爷奶奶在

老家上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把小戴和妹

妹带到了工作的地方" 妈妈是财务工作人员!爸

,,



爸是工程员!小戴的奶奶在苏州照顾小孩!爷爷

在家务农" (个案 )!小戴)

在个案 ) 中!小戴的爸爸在她三年级以前一

直生病!小戴妈妈在城市里既要工作!又要照顾

生病的爸爸" 无法照顾孩子和经济条件的限制

使得家庭做出让她在老家上学的策略" 小戴三

年级的时候!爸爸身体好了一点!妈妈就提出把

小戴和妹妹带到打工地的想法" 但是爸爸妈妈

工作都比较忙且都不想放弃工作!因此这一家庭

做出了让小戴的奶奶过来照顾孩子!小戴的爷爷

在家务农的决策" 小戴的奶奶说+&我儿子跟我

说的时候!我内心肯定是不想去的!我在老家待

了大半辈子了" 但是我儿子儿媳也很难!我们该

帮的还是得帮"'经小戴的奶奶同意后!小戴的父

母才把要给小戴转学的消息告诉她!小戴的妈妈

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孩子高兴得手舞足

蹈!在家里蹦了好久"'

($)流动的主干家庭"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越来越多拥有两代农民工的主干家庭举家外出!

共同生活在迁入地城市!形成流动的主干家庭"

他们在面临学龄期孩子就学地选择的问题时!出

于家庭稳定性的考量!往往选择让小孩在流入地

就学!并选择让一位女性家庭成员放弃工作照顾

小孩"

%* 岁女孩小邓!在苏州市一所民办打工子

弟学校就读初中一年级" 她的老家在河南信阳!

她现在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一个不到两岁的

弟弟!一起在苏州生活" 小邓的妈妈是服装厂工

人!爸爸和爷爷都是机械厂的工人!奶奶在家里

带弟弟!并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 (个案 %#!

小邓)

在个案 %# 中!小邓的妈妈说+&可能除了没

有苏州的房子!户口不在苏州!我们家孩子在精

神上可能跟苏州人也没什么区别!老家对她来

说反而更加陌生"'小邓小学和幼儿园入学都

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是到初中时!小邓一家受到

了流入地流动人口子女就学政策的限制" 苏州

市的流动人口入学积分要求达到 "%* 分!但是

他们只有 %$" 分!没有达到苏州市积分入学的

要求" 当时一家人就面临回老家或者想办法留

在苏州上学的抉择" 小戴的小学老师给她推荐

了三所私立学校!其中两所的学费要两三万一

年(小邓家庭难以负担)!还有一所是她现在就

读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小邓的爸爸表示+

&现在读的这个学校!教学质量肯定是比不上

公办的!学费也不低!但是这已经是我们最好的

选择了"'

".环境因素)乡村教育发展的不足和流动人

口子女就学政策的限制" 近些年来!我国围绕义

务教育经费%校舍建设%教师队伍%学校布局等方

面!不断进行政策与制度创新!继续巩固和提高

农村教育发展水平,"&-

" 经过多年的努力!农村

教育在规模和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

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的不足与局限" 比如!

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仍存在数量短缺%师

资流失严重%队伍老龄化问题严峻%教师工作负

担繁重%专业素质较低且专业发展受到制约等问

题!导致乡村教师队伍现状堪忧,"1-

" 在个案 &

小葛家庭中!小葛的妈妈说+&孩子们在老家上一

年级的时候!问她们什么都不会!她们每天脏兮

兮的!我真的担心得整晚睡不着" 后来我就跟我

老公商量把孩子接过来!不管多穷多苦都要带在

自己身边"'个案 ) 中的小戴妈妈说+&老家村里

的小学教学质量很差!学校的老师都是教过我的

老教师!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就十来个

人!好多东西都不教!小学一到六年级没有教过

英语"'孩子留守农村后的隔代抚养弊端以及城

乡间教育质量的差异是随迁家庭改变子女留守

决策!继而让子女转入城市读书的重要影响

因素"

国家出台了多种政策来保障流动人口子女

的入学机会公平" 如在&两为主'的基础上提出

*,



了&两纳入'政策!即&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

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 年发布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

见$!提出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受教

育权利和升学机会的要求" 但是!中央政策的出

台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各城市争相引进高

学历%高技能流动人口的各项政策!也导致了流

动人口群体内部不同人群受教育权利的不平

等,")-

" 有研究表明!事实上!随迁子女异地中考

面临着 &门槛过高'%限于 &局部开放' 等问

题,$#-

" 因此!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随迁入学以

及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种种

限制"

$.组织信息)综合诸因素!做出子女随迁的

家庭决策" 社会学家认为!影响社会阶层流动的

因素有两种!一是先赋性因素!即与生俱来的父

辈的家庭资本等.二是后致性因素!即通过个人

后天努力获得的财富和能力等" 西方学者就先

赋性因素对社会阶层的影响进行了许多论述!美

国学 者 鲍 尔 斯 ( 7EIDFJ9H@JFK) 和 金 蒂 斯

(RFT[FT>-BC>BK) 的 &对应理论'!以及布迪厄

(PBFTTF9HDTSBFD)的文化资本理论和文化再生产

理论强调!先赋性因素是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因

素!认为教育制度和学校教育将这种不平等结构

从父辈转移到子辈" 威利斯(PEDJgBJJBK)在#学

做工$中提出的工人阶级子弟的&反学校文化'!

从文化生产的机制对这种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进

行了印证" 近年来!关于我国频发的农村学校欺

凌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

童 ,$%-

%留守儿童 ,$"-遭受欺凌和实施欺凌的风

险均更高" 这种类型的&反学校文化'也体现了

同伴群体文化生产与学校教育制度交织下的&权

利不对等'!进而阻碍了部分底层青少年向上流

动的可能性 ,$$-

" 上述的种种研究似乎表明!通

过教育难以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

但是!教育作为实现阶层流动的后致性因素

的一种!在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哈维赫斯特(V.M.

REYB̀=DTK>)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工业民主社会

将会更加地开放和流动化!教育将成为个人向上

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欠缺教育或教育失败将成

为个人向下社会流动的主因"'

,$,-流动家庭作为

社会上相对弱势的群体!教育是他们实现向上流

动的重要工具" 因此!在选择子女流动的家庭

中!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家庭目标是其做出

家庭决策的至关重要因素" &我们辛苦一辈子是

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孩子嘛3 小孩子的读书现

在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 (个案 %%!小韩的爸

爸)&我跟他爸爸两家都是世世代代的老农民!

我们是过惯了苦日子!所以都不想让儿子再像我

们一样!我们相信/读书改变命运0的老话!也非

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出人头

地"'(个案 %*!小武的妈妈)在这一发展目标的

指引下!选择随迁的家庭!往往会对孩子的教育

给予更高的期望%付出更多的精力%做出更多的

调整!以实现这一家庭目标"

五#结论与启示

家庭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各种社会

性结构和家庭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流动家庭中

家庭成员的价值博弈最终形成了家庭的价值目

标!成为家庭决策的基础" 最后的决策达成不

仅来自价值观和目标的协调!还要受限于每种

行动方式所涉及的资源,%%-

" 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

开始意识到子女随迁的重要性" 他们重视子女

教育!有较强的家庭教育参与意愿!希望通过孩

子的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目标" 但在这个过程

中!家庭资源%乡村教育的发展以及流动人口子

女就学政策等环境因素又影响着流动家庭的策

+,



略和抉择"

流动家庭作为社会上相对弱势的群体!大

都从事着艰苦且基本福利都难以得到保障的工

作" 但他们无论是选择留守还是随迁!都对孩

子表现出了很高的教育期望!希望在能抵抗家

庭风险的条件下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希望

孩子能成为&读书的料'!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实现阶层流动" 就学地选择是流动家庭的博

弈!更是教育制度设计的博弈" 如何在制度设

计上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给他们更

多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是值得所

有人思考的问题" 有学者从社会化的角度对流

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

析!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社会化结果优于留守

儿童!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能促进其健康发

展,$*'$+-

" 本研究发现!无论最终是选择留守还

是选择随迁的流动家庭!其就学地选择的意愿

均是让子女随迁入学" 但是受流动人口子女入

学政策%社会保障等因素的限制!有些家庭只能

做出留守的决策"

基于研究发现!建议加大对&两为主'政策

执行的监督!保障随迁子女异地升学机会" 研

究发现!各地在&两为主'政策执行的过程中!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条件和准入门槛" 此外!

小学的入学要求和初中的入学要求不一样!导

致出现了许多在流入地公办学校上小学但到了

升初中时!因不符合条件只能选择民办学校或

者回老家的情况" 因此!应加大对&两为主'政

策的保障力度!同时加强积分入学等政策的前

期宣传和引导!让随迁子女家庭有更充分的准

备" 针对北京%天津%上海的异地中考限制条件

较多!东部地区%华南地区的教育资源紧张%教

育供需矛盾较大等问题,$&-

!应该对流入人口多

的城市予以财政倾斜!进一步放宽随迁子女异

地中考的限制"

六#研究局限与展望

以往的研究者以家庭亲属结构为基础对家

庭类型进行划分!依据家庭代际数量和亲属关系

的不同!将家庭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

庭%单亲家庭及其他家庭等,$1-

" 本研究仅分析

了常见的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对联合家庭%重

组家庭及单亲家庭的探讨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

进一步优化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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