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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贵阳市四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学生家庭为例

李亚军 李启洪

摘要：本文以贵阳市四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家庭为样本，对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的现状及

效果进行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家长对家校合作的看法存在误区；其学校与家庭的家校合作形式

简单，但在某些方面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家校合作有助于家长和教师

的沟通与理解，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研究还发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也需要得到社会的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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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背景

近年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以保障他

们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户籍制度，城市边缘身份、家庭条件等诸多原因，导

致他们不能进入公立学校或高收费条件好的私立学校念书，因此只能就读于一些教学设施简陋的

民办私立学校。这就意味着，与农民工子女教育关系最紧密的则是其家庭环境和这些民办私立学

校。也就是说，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中，这些民办私立学校和家庭的位置同等重要。

在美国，克林顿总统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３１日签署《目标２０００：美国国家教育法案》，该法案把“美国
学校将推进家庭和学校的合作”作为到２０００年美国教育要实现的８个目标之一（李燕芳等，２００５：５４
－５６）。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
性，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过程就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我国教育研究者马忠虎在研究家

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问题时认为：家校合作，实质上是联合了对学生最具影响的两个社会机

构———家庭和学校的力量对学生进行教育（车文博，２００１：３５１）。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
有其各自的优势，必须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密切合作、优势互补，才能形成最大的教育合力，共同

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安徽省岳西县店前中学研究的“外出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研究”课题中指出：农民工子女的

家庭教育现状令人担忧，其家庭教育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完全处于教育的真空地带（程志祥，２００６）。
中国民主促进会重庆市渝中区委课题组于２００８年在《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得
出：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环境较差，家长素质偏低，家庭沟通缺失，学习条件缺乏，家庭教育封闭（中

国民主促进会重庆市渝中区委，２００８）。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刘爱香２００９年在其学位论文《小学
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潍坊滨海区实验小学为例》中的研究发现：农民工迫于

生计，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再加自身素质及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根本无暇

顾及，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成了教育的“盲区”（刘爱香，２００９）。
国外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如，随着德国移民子女人数的急剧增加，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联邦教育部长协商会提出除了要重视移民子女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外，还要注意
两者之间的配合教育（刘丽丽，２００９：１５２）；又如，近３０年来，家校合作一直是美国教育界研究和探讨
的热点。面对美国移民子女教育的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美国的家校合作法律法规确认家庭
教育的重要性；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家校合作焦点开始转向“强化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教育尤其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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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的重要性”；进入２１世纪后，各个教育项目更加侧重对教育的持续性投入与支持，２００１年的
《不让每个孩子掉队法》则显示出学校必须与家庭成为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教育移民儿童的责任

（徐玉珍，２００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深度访谈及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家长、学生、教师进行研究，了解农

民工子女家校合作的基本情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和探讨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中存在的困

难及影响因素。

为使调查能反映实际情况，经过筛选，确定贵阳市 ＷＦＹＨ学校、ＸＤ学校、ＳＦ学校和 ＳＹ学校①

四所民办私立学校的农民工家长作为调查对象。这四所学校的创立均在１０年以上，最早的创立于
１９９２年，最晚的创立于 １９９８年，学校的发展历史对本研究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据 ２００７年底的统
计，四所学校中小学生共计３１２９人，其中农民工子女达９９％以上。

就像我国其它城市的农民工一样，贵阳市的外来农民工主要聚集居住在城郊结合部或郊区，形

成了大大小小的“城中村”。他们主要在服务性行业或建筑行业从事又苦、又脏、又累、收入又低的

工作，如建筑工、搬运工、小贩、拾荒者等。因此，基于我国当前城市农民工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多

的历史共性，以及所面对的问题也具有很多的共同性等原因，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从以上四所学

校中的每所学校随机选取１０名学生家长作为调查对象，在对方不介意的情况下了解我们所研究的
问题，并通过对家长、学校教师等的深度访谈了解当前家校合作的状况。

三、家校合作的现状及效果分析

（一）家校合作的现状

１．家长对家校合作的理解
虽然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才，也都希望为孩子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但

是，由于农民工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肩负太多的压力。对于送子女进入民办学校读书，很

多家长是出于“公立学校进不去”和“方便”孩子就读的原因，还约有一半的家长是出于“经济原因”

的考虑。这样，这些家长和学校老师就因为其子女的教育问题结成了一个共同体，两者的合作必不

可少，由此就形成了如今的“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在面对孩子教育中的家校合作问题时，家长们

的看法都有所不同（ＷＨ、ＬＬ、ＣＣＨ分别表示家长们）②。

ＷＨ：（很不高兴的表情）我娃娃他们老师倒是经常来我们家，但前几次来都是催着交学费。
你想，两个孩子上学，家里老母又病了，如果我们有钱的话肯定是马上给他们了的，但他们每次

来都问（催着交学费），所以后面他们来我们都说没空，反正等有钱了之后我们是马上就给的，

到期末结束前应该可以给清的。

ＬＬ：孩子的学习差不多都是交给他们老师了，你说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交给老师交给
谁？老师也知道我们忙，很少会到我们家来，就算是来了，也没多大事（没什么大事），就是有时

候孩子打架后就过来让我们训训。

ＣＣＨ：学校来不来都无所谓，只要娃娃在学校里是听话的就可以了。（一脸茫然）再说我们要
做生意，现在什么都贵（指的是物价），两个孩子（在读四年级和五年级）都在ＳＦ学校读书，又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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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字母代表受访者的姓名（下文同）。

ＷＦＹＨ、ＸＤ、ＳＦ、ＳＹ分别表示我们调查的四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并且这四所学校一直都是我们“农民工子女
学校教师培训项目（项目编号：ＣＨＧ—９４６６３—０１—０８１０Ａ—Ｋ）的重点培训学校。



又买书的，还要寄钱回家给两个老人，你说哪有时间来和学校合作教育孩子呀？

从访谈中了解到，农民工家长在对待子女教育中的家校合作态度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性———

都希望孩子能在学校好好学习。此外，家长对学校的家访都有一个误区，他们总是认为教师家访不

是催交学费就是因为孩子在学校犯错误才会来家里坐坐。而有的家长则是因为生意比较忙，就认

为孩子的学习该学校老师来管，他们的任务就是交钱给学校，让孩子能有个学习的地方就已经很好

了。

在以上家长对家校合作看法的情况下，我们追踪家长们问到了一些关于学校老师与他们合作情

况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大部分都是基于生活压力之下的。下面就是对一位家长ＣＣＨ访谈的内容。

问：学校通过什么方式跟您们沟通的比较多呢？

ＣＣＨ：一般情况下都是老师来我们家的，我们一天到晚的都在工地上，只有老师过来咯。
问：为什么您们不要求学校开家长会呢？

ＣＣＨ：不是不要求（意思是他们也希望开家长会），有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去开家长会我们都
没有去，因为他们上课的时候刚好也是我们去干活的时间。

问：如果觉得没时间去开家长会，您们会经常打电话到学校去咨询孩子的学习情况吗？

ＣＣＨ：偶尔会，但是那个不现实嘛，你想啊，在电话里面又讲不清楚，再说我们哪会有这么
多钱去打电话哟，要打电话问怕挣的钱都不够打哦。

问：那您满意现在您孩子读书的这个学校吗？

ＣＣＨ：还算满意吧，虽然我们不经常去学校，但是可以通过娃娃的表现看出来吧。比如上
次我的脚抽筋，我娃娃就说这是缺钙的原因，娃娃说老师跟他们讲的，吃萝卜菜叶子① 可以补

钙。以前我们哪晓得补钙啊这些嘛。还有娃娃们看到我洗衣服用很多洗衣粉的时候，他们还

叫我要少用点，说怕什么环境污染，叫我们去买“无磷”（不太清楚的样子）洗衣粉。还教我们认

哪种才是无磷洗衣粉。

问：那您们买洗衣粉的时候会专门买“无磷”洗衣粉吗？

ＣＣＨ：不会专门去买的，要看价格。

在我们总的访谈结果中，对子女目前就读的学校，４０位家长中有 ２８位是满意的，１２位感觉一
般。可见，贵阳市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当然，这些认可也只

是相对的。从ＣＣＨ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家校合作中家长的位置是比较被动的，他们由于工作原因，
与老师进行合作时，很多时候都是教师到农民工家里进行家访。

２．学校教师与家校合作
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有时又被农民工们称为“临时教师”，因为这里大多数都是退休后的老

师，以及较少的中专或本科毕业生。那些年轻教师将在这里的“教书”叫做“吸取经验的地方”，待有

机会找到更好工作的时候就辞掉这个工作。在我们的访谈中，很多老师面对家校合作时这样说到：

ＱＳＨ：像我们这种私立学校，学生家长很少会有人在乎家校合作的，他们一般都是拿学生
的考试成绩来衡量老师的教学水平。所以，我们也很少会因为某个孩子的成绩或表现不好还

专门跑一趟（到农民工家里访问）。

ＨＦ：（ＳＦ学校老师）我们学校的生源一般都是住在周边的这些孩子，离学校比较近，所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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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所说的萝卜菜叶子又叫萝卜缨子，即萝卜菜的茎和叶，有开胃、止泻、止痢的作用。民间夏季常用干萝

卜缨子加油盐作汤，健胃消食，帮助消化，并能防治肠炎、痢疾。钙的含量是每一百克含有２３８毫克，因此有补钙的
作用。



家时就可以顺便去看这些孩子，但往往都很令我们失望，因为他们的爸妈要么还在外面务工，

要么就直接不在家。所以很难能有恰当的时间跟这些家长沟通。当然，也有碰到面的时候，但

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意思都是把孩子的学习全交给我们老师了。除非哪家孩子真的不听话，或

喜欢打架的，他们才会管一下。

ＦＸＱ：开始我们去家访的次数还算多，但是家长总会误解我们的意思。有时候到学生家，
我们还没开口说话，他们就直接说“今天我娃娃又犯错误了？”或者“孩子都已经送到你们学校

了，就只有麻烦你们咯。”“这次的学费肯定是要推一段时间才能给的了。”其实也知道他们为了

生活赚钱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去家访确实是催着要学费，或因为学生犯错，但我们本意还是为

了他们孩子，是想跟他们多多沟通，让他们抽出时间管管孩子。

ＧＹＺ：（一位年轻老师）有时我们去家访也怪不好意思的，因为本来是要去了解一下学生在
家的学习情况的。但反而被学生家长反问“你们学校经常换老师，你说娃娃这学期接受你们

了，下学期又要适应另一个老师，这样的话娃娃学习怎么会好呢？”每次问到这个问题都不知怎

么回答才好。这种问题在我们学校确实存在，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还年轻，人都得往高处

走，我们也有我们的追求呀！哎，有时校领导叫我去家访时，我都拒绝了，很怕再遇到类似的尴

尬，感觉不好意思。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家长和学校之间存在着一定误解，学校教师会认为他们家访是为了孩子的

学习，是让家长能把多余时间放在学生的成长上，而学生家长不理解教师的做法，会认为学校的很

多行为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由此只能减少合作的机会。除此外，学校教师在家访过程中遇

到问题或阻碍时，就妥协于家长的抱怨，接下来则采取减少家访次数的方法，避免家长对学校的误

会，使得家校合作不能完整的进行。

为了能了解学校教师与家长配合的一致性，我们也对教师进行了追踪访谈，下面是与 ＦＸＱ教
师的谈话内容：

问：您们与学生家长最主要用什么方式沟通呢？

ＦＸＱ：沟通方式？指的是了解学生的情况？（我们点头）除非特殊情况外，一般都是我们到
学生家里去的。

问：为什么不考虑用电话联系或者开家长会呢？

ＦＱＸ：电话联系一两个家长倒是还行，但学生太多我们肯定吃不消。你说我们每个月的工
资就八百多块钱，租房、吃饭都要节约点才行，要是还经常为学生的事情打电话给家长的话肯

定不行，如果真的要去了解学生情况，我宁愿跑一趟。我们倒是很希望开家长会，让家长能到

学校来，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既省时又解决了问题。但很多时候都实现不了，比如前面就好多次

说了要开家长会的，但每次开的时候几十个学生家长就几个会来，然后问了学生为什么来不

了，学生都说父母不在家或今天没空。

无论是问到学校教师对家校合作的看法，还是问到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方式，经济收入都不

可避免的被谈及。从访谈中会发现，受访人员（学校教师和农民工家长）的经济收入都普遍不乐观，

教师月均收入在８００元左右，家长月均收入不定，为７００－１５００元居多。考虑到经济原因或其他工
作需要，教师或家长都宁愿选择家访的形式。

３．农民工子女家庭和学校有一定的来往，但其家校合作形式简单
从前文的访谈资料可以得出如下假设：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家校合作来说，家访是最适合学校和

家庭的合作方式。

家访是家校合作的基本形式之一。教师通过家访能够切身感受学生的成长环境，了解家长的

文化素质、家庭教育状况；对教师全面认识、理解、分析学生，实现教育的针对性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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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可与家长架起联系与沟通的桥梁，形成一致可行的教育子女的方法，促使子女根据自

己的特点健康成长。

接受访谈的４０位家长中，有２４位家长说一次也没有受到过教师的家访，这说明教师家访的次
数很少。进一步的访谈发现，教师进行家访的原因除了慰问外，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学生缺课，或

者因学生生病、受伤，而为了探讨学生的教育成长问题的家访则较少。４７５％的家长都面有难色地
说还有其他原因：所谓其他原因就是催缴学费；即使来慰问的教师很多也是校领导，其中也不乏催

缴学费的意思。由此看出，在家长看来，学校教师不仅家访的次数较少，家访的大部分原因和目的

也很难达到与家长和学生感情沟通的目的，而为了探讨学生教育成长问题的家访则少之又少。而

在我们访问的教师看来，他们家访的实际目的还是为了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但是由于很多原因比如

家长工作繁忙，经常没时间等等，导致家访次数减少，因此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

从访谈结果来看，９０％以上的家长都接受教师家访这样的交流沟通形式，他们认为这种方式简
单又有效。在访谈中，家长们在表达了以上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现实的困难。部分家长认为

自己每天忙于务工，早出晚归，精疲力竭，就孩子学习上的问题与学校教师的联系都较少，甚至没有

联系，经常通电话又不实际，因此，他们建议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定期家访。

对以上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后，我们认为家访是农民工家长和学校进行合作的一种简单有效的

形式，便于实施和操作。通过家访，有助于建立教师与家长在各方面的联系，由此可促进教师调整

对学生的教学方法。

（二）家校合作的效果分析

１．家校合作是教师和家庭相互沟通与理解的桥梁
家、校之间坦率而真诚的交流是良好的家校合作的基础，学校和家庭之间都想把自己所想和所

做的事情告诉对方，因此交流势在必行。没有家长参与的学校教育是没有针对性、没有个性的教

育；没有学校指导下的家庭教育更是盲目自发的教育，只有家校合作的教育才是完备健康的教育。

如果学校教师和家长双方没有进行合作的话，那么就不能谈及能够沟通和理解。我们在访谈中发

现，作为家校合作方式之一———家访，对农民工家长和其子女就读学校的教师之间的相互理解就有

一定作用，例如下面这个案例：

案例：某初二年级新来了一个年轻老师，她学的非师范专业，本科刚毕业，到 ＳＹ学校来不太高
兴，心里也总在想反正是要走的，就当在这积累经验，应该不用怎么备课，只要能应付就可以了。因

此，家长一直都在抱怨老师不认真。

ＸＨ学生家长：“有时觉得娃娃挺可怜的，他们放学回家后说：‘爸，我们老师又换了，还换
了一个年轻的，她上课跟我们Ｗ老师① 不太一样，我们作业都不会做。’你说现在的年轻老师
怎么都心不在焉的，（很气愤的样子）上课就照着书念，孩子根本就听不懂。”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们当时就找到这个老师了解了一下情况，第二天我们还与 ＳＹ学校的一个
领导和这个老师一起去的ＸＨ学生家进行家访。因为他们下班都晚，所以我们晚上７点多了才去。
去了以后看到孩子在写作业，家长还在做饭，当时那个家长很热情的说再炒几个鸡蛋，然后要留我

们在那里吃饭。

那天晚上跟家长谈了很多，才发现他们不太清楚 ＳＹ学校的情况，这个刚来的老师也不太清楚
学生的家境，所以就导致了一些误解。

学校领导对家长说：“因为这些老师过来上课也不容易，每个老师每周都有１４节课左右，
偶尔上课不好也可以理解。他们工资很低，就几百块钱，并且这些工资还得要从你们交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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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所以我们前面来你们家都会问到学费的事。你们做生意也知道挣钱不容易，所以大家

相互理解一下，在家跟娃娃也说一下。当然，我会向这些老师反映你们的情况，让他们争取把

每节课都上好。”

这位年轻教师：“去家访了才知道，这些家长都很不容易，学生也都好学，我确实不该对学

生敷衍了事，哪怕偶尔也不行。虽然我不能在这里长期待下去，但我会尽力把我所拥有的东西

跟这些孩子们分享，也会用心去教他们。现在放学后，我会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跟这些孩子

交流，让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不懂的地方都可以问我，现在我和学生的关系好多了。”

ＸＨ学生家长：“老师说的也是（意思是有道理），每个星期的课比较多，学生也多，一下子
顾不过来应该要理解一下。以后我们会尽量配合好学校老师，都是为了我们娃娃着想，所以讲

实话我们还得应该好好谢谢学校的老师们。”

从访谈可看出，如果相互之间不通过家访进行沟通的话，老师与家长之间本身存在的误解将不

会被解除。同时，这位年轻老师通过这次家访后，态度有所改变，此后她每上一节课都用心准备，后

来她说学生对她的评价越来越好了。由此看出，在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中，老师和家长之间缺乏沟

通与合作，若进行家校合作，两者之间可以相互理解，双方的抱怨会自然解除，使学生能得到更好的

教育。

２．家校合作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家庭和学校、家长和教师是家校合作的主体。学校和教师应在家校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只有

由学校引领家庭，由教师指导家长，吸引更多的家长关心并参与学校教育工作，才能使学校教育与

家庭教育相互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笔者在走访贵阳市这四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家庭和学校后，从访谈的案例中选取了４个典型
案例① 来分别代表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的不同类型。这 ４个案例都是针对不同学校的中小学学
生，有两个小学学生家长和学校，两个初中的学生家长和学校。尽管他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以

及两者的配合都各有不同，但这些案例都说明家校合作在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

力上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案例１：某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初一学生（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读小学）家里有三兄妹和
两个大人，他们挤着３０平米的两间屋子住着，其中一间住着孩子的同时还养了许多家禽。

学校老师：“去年这个学生经常请假不上课，并且每次请假原因都是身体不舒服要去看病，

我们当时还以为他是故意逃学。”

后来有较长一段时间这个孩子都没去上课，因此，农民工子女学校领导还专门跑到他们家访问

了。

“原先我们都不知道他家里养着那么多的鸡，并且还让孩子跟这些鸡住一块，你说这孩子

不经常生病才怪呢。后来知道他们家经济情况也不好，所以就动员学校里的老师每人筹一点

钱给这个孩子治病。之后我们就建议这家长把鸡养在屋外，并且要让家里通风，不要再让孩子

跟这些鸡住一起了，要不然时间长了会毁了这孩子的一生。这位家长接受我们的建议后，她孩

子很少再有生病请假的现象了。此外，我们学校还专门让班主任在课上教给学生“应该怎样安

排家中饲养的鸡或其他动物，应该怎样预防病害”等知识，并要他们回家后转告家长，目的是向

家长说明要时刻注意卫生习惯，给孩子提供较好的生活环境。”

学生家长：“多亏了学校老师到我们家来家访，并且还让我们知道了怎么预防生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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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他们的帮助和教育，我还真担心当时我孩子的身体状况，真是谢谢他们了。”

案例２：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我们家是做豆豉生意的，每次放学回家就得帮着家里做，
每天早上帮完忙（意思是做完家务等）就去上学，可到学校后没有同学想跟我讲话，我的同桌每

次都把我挤到最边上，他们每次玩什么游戏都不让我参加。更过分的是有的同学还叫我“臭水

沟”。我给我妈他们说了，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只叫我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但我特别讨厌去上

学。”

这位学生因为自己身上的异味常被同学歧视，因此变得自闭，后来长期辍学在家，父母怎么劝

说都没用。时间长了，此家长觉得自己做正经生意没什么不对，还认为老师有可能嫌臭也不想让其

孩子上学，由此抱怨学校老师没教好学生。

学生家长：“我们就只有做豆豉的技能，不做豆豉，一大家人吃什么呀？孩子用什么呀？不

可能说学校老师和同学嫌臭就不做生意了呀！”

在学校，老师没看到小华来上学，因此问道：“同学们，为什么王小华（学生化名）这么久都

没来上课呀？”

同学：“老师，他不来才好呢，他每次来上课我们都受不了他身上的臭味。”

当老师听到同学这么说后，第二天就跑到王小华家问问具体的情况。老师一问才知道这个学

生家是做豆豉的，孩子身上总有一股臭豆豉味（此味与脚臭味很相似），这才想起应该想个办法把豆

豉味道去除，并且还应该教育班上同学要学会接纳别人，相互体谅，这样才可以解除这个民工家庭

的困扰。

学校老师：“我知道你们做生意的也不容易，但小华的成绩不错，让他这么小就辍学也不

好，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你们每次做完豆豉后，就帮着小华用一些“经熬过的白萝卜”

温水洗一下头，或用这些白萝卜水洗衣服，这样的话这个味道就不会影响到小华在班上与同学

相处了。”

学校老师在学校：“同学们，小华的家里也不容易，我们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和学习，大家

要学会包容，学会体谅，学会相互理解。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们是王小华同学，大家都孤

立你，你会有什么感受？”

当学校老师教育小华班里的同学后，同学们开始接纳小华。这样，小华的自卑心理才慢慢好起

来，性格不再那么孤立，也更愿意去上学了。

家长：“真是多谢老师了，我之前还误会你们了，真不好意思。我们也知道孩子是因为同学

嫌他臭才自卑不去上学的，但我们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味道去除，所以一直没说服他去上

学，放心吧，以后我们家小华不会再因为我们做生意而影响上学的。”

案例３：一个六年级学生（长女，下面有一对龙凤胎弟弟和妹妹），成绩非常优秀，其父亲在
外打工挣钱，母亲专门呆在家里照顾这些孩子。这对龙凤胎才３岁多，还没有上学。这个六年
级学生的成绩非常优秀，而妈妈却感到很烦恼。

学生家长：“我们希望女儿能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公立学校去，可这成绩还达不到。同时，我

女儿的语文非常好，我想让她在这上面有所发展，而女儿不管在家怎么努力，她的写作水平都

得不到提高。而且她自己还总是抱怨自己，变得不爱讲话。后来，我就打电话去问了一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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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文老师，还专门跑到学校请教老师。”

学校老师：“她妈妈来了好几次，每来一次都给我们讲了她女儿在家怎么怎么努力，但成绩

一直都上不去。后来我们在学校也发现她确实挺认真挺乖巧，但成绩总上不去，原来是因为她

妈妈急于让女儿进步，天天都规定放学回家后要做哪些题目，要背哪些文章和诗词，让这孩子

感觉压力很大，所以看着一直在努力，但成绩就上不去。后来给家长说了要孩子进步也是要讲

究方法的，还给她提出了一些学生业余时间的合理安排的建议。”

学生家长：“跟她们老师沟通了以后，我站在我女儿的角度去思考她的时间安排，后来我女

儿不光是成绩上去了，她写的作文还被评上了“小学 ＣＣ语文杯三等奖”呢，她高兴的哦（手指
向她的女儿）。要不是去跟老师交流，我肯定还按照我那一套方法要求女儿的，那样她就不会

取得这样的成绩咯。”

对于送子女进入民办学校读书，很多家长是出于“公立学校进不去”和“方便”孩子就读的原因，

还约有一半的家长是出于“经济原因”的考虑。还有其他原因则是“歧视问题”。接受访谈的４０位
农民工中有１０％的家长表示，他们是害怕“孩子受歧视”才将孩子送到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的。下
面这个案例就说明了这点。

案例４：对于子女就读学校时出现的问题，某学生家长这样描述到：“我们经济条件还算可
以，但将孩子（原来成绩较好）送到公立学校读书后，他就整天闷闷不乐，并且学习成绩很快就

下滑到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后来，在与孩子沟通后他说他适应不了公办学校的氛围，总觉得自

己不能跟城里孩子相比，加上城里孩子很少会主动跟他交流，此外还嘲笑他是老农民家的“土

娃”。就因为这样，他总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自卑心理越来越严重。后来我们说要不让他又

回到原来的学校算了，他又怕原来的同学嘲笑他。最后是在老师的努力下他才愿意转回原来

的私立学校就读，没想到回来后成绩不但提高很快，而且性格变得好多了，格外的有信心。”

为了弄清楚这位学生转校的真正情况，我们找到了他就读的这个私立民办学校（即四所农民工

子女学校之一）的一位老师。

原私立学校教师：“这个孩子在我们学校各方面都还可以的，按道理他去到教学质量好点

的公立学校后应该更好才对。但据他妈妈当时给我们讲的来分析，这孩子到那学校后主要是

没能适应那边的学习方式和氛围，再加上那边的同学不怎么主动接纳他，所以人变得沉默寡

言，成绩会下滑完全是正常的。如果他适应能力好一点，经常主动跟别人交流，得到那边学校

的认同后，那他以后的发展肯定是很好的。”

这个说明私立学校并非不好，只要孩子能健康成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恰到好处，对农民

工子女的学习成绩和未来发展都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最重要的也容易被忽视的就是社会教育———

教育社会群体对这些孩子的接纳，如果社会都接纳了以后，哪个学校还会把身份分的这么清楚呢。

通过以上个案的深度访谈可以看出，案例１和案例２说明良好的家校合作有助于学校了解其
学生的生活环境，有助于学校对家庭进行指导，从而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健康成长。案例２和案
例３都说明孩子的心理健康离不开学校和家庭。案例４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孩子要想更好地适
应生活和学习，除了需要家校合作外，还更需要社会的认同，说明家校合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

孩子的适应能力。

由以上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家庭和学校是学生成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场所，加

强两者的合作，有利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者的协调一致，形成最大的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学生

的健康发展。除此之外，家校合作还有利于家长通过了解自己的现状，从而对子女进行针对性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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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教育。由此可知，由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家校合作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农民工子女

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四、小结

从以上分析来看，农民工子女家校合作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家校合作形式简单，但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有促进作用。由于城市农民工终日忙碌等诸多

原因，使得他们在子女的教育上显得力不从心，不知从何着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因此，

学校只能通过家访的形式在这方面补充农民工家长的欠缺之处。当发挥两者的优势，即家庭和学

校配合教育，这不仅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或发展都有一定的良好作用，还有助于两者之间的沟通和

理解，促进进一步的合作教育。

其二，相对来说，农民工的学历都偏低，所受学校的正规教育较少，但他们大部分的素养都比较

高。在访谈过程中发现，这些家长知道我们的来意时，他们都很有礼貌地、热情地接待我们，并且给

予了积极的配合。此外，对于学校教师和其子女指出的不对的地方，他们都会虚心接受，并会加以

改进，这种本身所具有的良好素养对其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帮助的。

其三，由于父母缺乏某些知识，使得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出现一些身体、心理、社会适应等健康

问题，由此很需要学校教育的配合———家校合作，也就是说，家校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孩子

的健康成长。但从访谈结果得知，农民工子女的健康成长只有家校合作是不够的，它更需要社会的

认同或容纳。

其四，随着农民工子女逐渐长大，社会的不容纳可能会使他们看到自己家庭与城里孩子家庭或

家长存在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可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成长，使其抱怨生活的环境和家庭，抵触

家庭教育，这对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斯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学校教育而没有家庭教育，或者只有家庭

教育而无学校教育，都不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叶澜，１９９１：８９）。由此可见，
缺少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的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整的教育。而从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只有将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紧密联系，和谐统一发展，教育才有可能发挥其最大的育人效益，孩子

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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