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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贫困反思》

前言

　　近年来，农民工进城务工携带子女的比例逐渐提高，这些随迁的农民工子女被形象的称为流动儿
童。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后的生活学习状况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他们能否很好融入城市社会，能
否与城市儿童一样享受公平合理的教育权，能否被纳入城市管理的保障体系，能否奠定自身发展良好
的基础都成为日益凸显的焦点问题。《教育贫困反思－关于农民工流动子女的研究》从社会福利的视
角切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对流动儿童现存的教育贫困状况进行探讨，通过北
京、吴江、东莞三个城市的实地调查归纳出流动儿童教育贫困的现状，分析导致教育贫困的影响因素
，总结现行儿童福利体制中的缺陷，最终提出解决流动儿童教育贫困的对策建议和完善中国儿童教育
福利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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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贫困反思》

内容概要

《教育贫困反思:关于农民工流动子女的研究》从社会福利的视角切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比
较研究方法对流动儿童现存的教育贫困状况进行探讨，通过北京、吴江、东莞三个城市的实地调查归
纳出流动儿童教育贫困的现状，分析导致教育贫困的影响因素，书中总结现行儿童福利体制中的缺陷
，最终提出解决流动儿童教育贫困的对策建议和完善我国儿童教育福利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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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分析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利的相对义务方——国家、学校、家庭和社会——在流动儿童接受义
务教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提供的资源和保障，探讨流动儿童教育贫困产生的
机制。流动儿童的教育贫困是制度性的贫困，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
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户籍制度的影响力量
使得义务教育的经费划拨机制受到制约，教育属地化管理的制度使得流动儿童不能与城市户籍儿童一
样平等接受教育，出现了公办学位难求、收取借读费、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混乱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
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由于我国缺乏有效保障儿童权利的福利制度，因此当教育贫困问题出现时，流
动儿童并不能得到教育福利的救助与保障，教育的底线公平无法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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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原本已经订到了，但为送到，已经两次了，望当当改进
2、值得热心教育，立志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一读并加以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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