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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已成为我国流动

人口以及儿童群体的重要构

成。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流动人
口已达 3.85亿人，占全国总人
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流动儿童

规模达到 7109万人（其中学龄
前流动儿童数量已近两千万），

其已成为流动人口中的重要构

成。同时，流动儿童占全部儿童

比例也已达 23.9%，即平均每 4
名儿童中，就有 1名是流动儿
童。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我
国学术界便开始了对于流动儿

童的各方面研究，教育研究是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集

中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

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

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有部分研

究者关注了流动儿童学前教

育，但是相关研究文献还比较

有限。本文结合已有相关成果

分析，结合当前学前教育公益

实践，围绕学前流动儿童（含幼

龄流动儿童）的社区教育、院舍

教育、家庭教育等呈现其教育

处境的基本面貌。

学前流动儿童社区教育：
社会组织的实践参与

城乡社区是包括幼龄流动

儿童在内的儿童群体十分重要

且相伴时间较长的公共场域。因

此，有学者提出社区教育是学前

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良好的社

区教育能够很好地缓解家庭压

力，也有助于社区互助支持网络

构建。根据已有实践和研究，整

体上可以把流动儿童学前社区

教育模式分为两类：一是以基层

政府和社区组织为主要力量的

偏向管理取向的社区教育模式

（比如部分地区妇联与社区合作

推动的儿童之家），二是以社会

组织及其志愿者为主要力量的

公益性社区教育模式。

部分学者提出，城乡社区应

将包括学龄前流动儿童在内的

学前教育纳入社区民生服务中，

整合内外部资源，以社区为依托

展开相关项目并助力社区为本

的儿童早期教育与发展。社会组

织、社工机构及志愿者主导的公

益性流动儿童社区教育也得到

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多位学者认

为社会组织参与是一种补偿性

学前教育 ,在筹集善款、开展公
益活动以及社会工作服务方面

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发挥了重要

作用。如由北京师范大学张燕老

师创办“四环游戏小组”，并立足

于四环农贸社区为周边流动儿

童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学前教育

服务,还以此在较大范围内引起
了政府、学界、公益慈善领域以

及社会公众对流动儿童学前教

育议题的持续关注和支持。又

如，北京“活力未来”社会组织扎

根城乡结合部社区面向幼龄流

动儿童提供早期教育和家庭支

持服务，并将其积累的多年经验

输送给了有需要的社会组织。而

已政府及其社区组织为主要力

量开展的学前儿童社区教育常

常将非当地户籍人口排除在外，

当然在城镇化不断深入推进以

及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新形势

下，学者们期待户籍不再成为流

动儿童学前社区教育的障碍。

也有学者对国外学前社区

教育的主要经验进行了梳理，比

如美国学前社区教育“开端计

划”，其植根社区，以困境儿童或

处境不利儿童为对象，利用社区

各种教育资源，为幼儿提供免费

的社区教育服务；英国政府制定

了“确保开端”项目，在社区成立

“早期教育协会”和设立“社区玩

具图书馆”，前者在社区中负责

宣传和指导社区儿童早期教育

工作，后者为 0-5岁社区儿童
及其家长提供玩具和图书并开

展包括游戏、手工、户外体验等

服务活动，也为家长提供养育儿

童的赋能服务；日本注重发挥幼

儿园、家庭、社区三方形成的整

体性网络，以幼儿园为中心整合

家庭、社区以及社会多方资源，

为在园和未入园幼儿及其父母

提供育儿援助支持，包括育儿讲

座和保育介入等服务活动。

学前流动儿童幼儿园教育：
亟需公平的教育机会

虽然我国生育政策的变化开

始助推幼儿园将婴幼儿托育服务

纳入其服务范围之中，但是幼儿

园教育还是以 3-6周岁儿童为
主，学前流动儿童也是如此。需要

注意的是，学前流动儿童进入流

入地公立幼儿园的机会较为有

限，因此其较多享有的是非正规

学前教育。这样的教育形式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学前流动儿童幼

儿园教育的空白现状，但也存在

着较为突出的相关问题，主要体

现在其拥有的基本教育条件和各

类资源比较有限，比如活动场所

面积比较小、游戏设备设施比较

少且简陋、基础卫生条件较差、师

资力量相对薄弱。一项对北京市

12所流动儿童幼儿园抽样调查显
示，其教育环境与教学水平普遍

低于全国幼儿园平均水平甚至乡

村幼儿园。

从政策角度来看，流动儿童

的学前教育机会受到了教育制

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户籍制度的

双重排斥。相关学者依据在上

海、西安等八城市所做的学前教

育机会状况调查结果指出，流动

儿童较难在流入第获得相应的

入园机会。另外，学前流动儿童

教育状况也存在区域性差异，其

在区域整体发展水平两端的城

市都处于低水平的失衡状态，即

在相对发达地区制度壁垒凸显，

在欠发达地区主要影响因素在

于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还需

要注意的是，政府服务方面存在

对流动儿童的认识误区以及错

误性政策假设，如流动儿童常被

认为是城市的“外来者”，“还会

继续流动到其他城市或回到户

籍所在地转化为留守儿童”。同

时，以本地户籍生均经费标准拨

款的学前教育财政制度，也使教

育部门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意

愿和动力。

学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
亟待培育的内生力量

家庭对于儿童成长与发展

影响深远，学前教育阶段尤为突

出。但是学前流动儿童的家庭教

育状态整体上并不乐观：一是学

前流动儿童家长总体上文化程

度相对偏低，多从事较为辛劳的

体力工作，工作时间较长且稳定

性相对较差，这使得其对孩子学

期教育意识不足、重视程度不

够，或者限于自身能力不足对于

如何有效育儿存在很多问题与

困惑；二是为了更多地节约成本

或存放更多收入，他们大部分家

庭租住环境较差、空间较为有

限，甚至没有相对宽松的儿童玩

耍游戏空间等；三是养育理念和

方式方法不科学，部分学前流动

儿童家长还停留在“吃饱穿暖就

行”的阶段，与孩子互动交流形

式单一，缺乏与孩子的深度陪伴

互动，尤其父亲的角色与作用未

在家庭教育中充分体现。

不少学者认为，流动儿童家

长的自身局限以及缺乏正确家

庭教育的理念熏陶和实践指导

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流动儿童家

长对早期教育重要性的基本认

识、家庭收入保障以及他们自身

被养育的方式体验等主客观因

素都会对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

质量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此外，

“家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使

家长在教育过程中忽略了儿童

的独立性和个体性。部分研究者

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办法，

包括依托各类媒体和载体面向

学前流动儿童家长普及学前教

育和科学育儿的基本知识、常见

问题与处理方法，以及发挥社会

组织扎根城乡社区的优势开展

学前流动儿童家长家庭教育能

力提升项目。

学前流动儿童
教育改善的对策建议

关于流动儿童学前教育存

在的诸多障碍或问题，已有研究

主要从实现教育公平、制度建设

和改善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对策

建议。一是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以

保障流动儿童学前教育权益，如

通过立法保障和专项制度设计

来畅通流动儿童入园通道和推

动流动学前儿童教育权的真正

实现，或建立学前教育义务化制

度促进教育起点公平，并要在社

会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儿童利

益审查机制；二是完善学前教育

资源供给，如政府应完善学前流

动儿童信息管理，统筹做好学前

教育资源配置，同时积极尝试发

展非正规学前教育，并通过提供

师资培训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支

持公益性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

以多元化的行动路径和方式方

法来满足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

需求；三是通过持续性师资培

养、系统化教学理念与技能培

训、教育教学研讨与工作坊等多

种方式，不断优化和提升各类形

式的学前教育品质。

同时，基于包括“活力未来”

“四环游戏小组”等草根公益机

构的实践探索和基本经验来看，

我们应鼓励、关注和支持有志于

学前教育尤其流动儿童学前教

育的公益基金会和社会组织更

多层次和更多方面地参与进来，

引入更多社会化资源、发展性理

念、参与式方法助力流动儿童学

前教育，不断探求不同主体参与

下的教育实践样态，让每一个孩

子都有充满活力的未来。

【本文系北京社会管理职业
学院（民政部培训中心）2023 年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社会组织参与幼龄流动儿童早
期教育研究———以‘活力未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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