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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生导向”的教育公平政策下，当大多数农民工子女能够在城市公办学校接受基础教
育，拍手叫好之余，我们还需要探究基础教育的“同城待遇”能否有效促进农民工子女
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本书作者以义教、课题合作、随便跟读等形式与农民工子女群体
进行长期接触，并在A市一所指定招收农民工子女公办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调查。
详实的调查资料结合深入的理论思考展现出的是一幅生动的校园生活画卷，学校、教师
、家长、农民工子女均是画卷的创作者。然而，创作者们创造各自生活的同时，也共同
打造了学校教育中个个漩涡，踏入其中的农民工子女存在复制父辈人生轨迹的风险。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以义教、随班跟读、参与校外活动、家访、QQ聊天等多种方式与农民工子女
群体进行了长期互动，并在A市一所指定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
实地调查。基于翔实的调查资料及深入的理论思考，本书尝试展示学校、教师、家长、
儿童乃至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观念与行为及其互动方式和策略。上述行动
者共同打造了学校教育中的一个个旋涡，而农民工子女可能存在复制父辈人生轨迹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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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随着迁移方式由“原子化”向“家庭化”转变，农民工子女逐渐成为外来人口的重要
组成部分，且呈现长期定居的趋势。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
最初的没学上到现在的能够在公办学校就读，从与城市儿童享受一样的“同城待遇”到
如今“一视同仁”的教育，国家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认识与举措日渐深化。
  当这些孩子不再频繁往返于城乡，而打算在出生、生活的城市落地生根，当他们在城
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已得到较好的保障时，我们还需要继续关注他们所接受教育的具
体过程与结果。当公办学校逐渐成为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主要场所时，我们尤其要关注
公办学校的教育过程与结果，并进一步探讨当前的学校教育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社会生
存与发展的意义。本书将以农民工子女初中教育为切入点，在回顾和梳理教育与社会不
平等关系的基础上，聚焦关于阶层再生产教育机制的探讨，并以A市M区指定招收农民
工子女的公办学校（飞翔中学）为个案进一步阐释这一机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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