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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社会学的划分，在当前我国的十大社会阶层中，农民(包括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处于社会
的较低层。
在这种社会分层格局下，农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子弟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社会
阶层的转换，一个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教育。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与职业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都对教育与职业之间的联系机制给出了充分解释，M．卡诺依甚至认为“教
育经济学的核心存在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之中”。
农民们当然不知道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等学科的解释体系，他们也不知道诸如人力资本理论、筛
选理论或文凭理论等名称，但是，他们会以自己的逻辑清晰地认识到这些理论所蕴含的道理并按这些
道理行事。
    在城乡社会二元分割的基本格局下，农村孩子要克服比城市孩子更大的困难才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
命运。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之大意味着城乡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模式，这决定了城乡儿童之间拥有
不同的“文化资本”。
当大部分农村孩子仍在钓鱼、放牛或与同伴的嬉戏打闹中度过自己童年的时候，城里的孩子已经在享
受电脑、网络等信息社会的成果并开始学习钢琴和少儿英语了。
其次，与城市教育相比，农村的基础教育现正处于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困境之中，经费短缺、教
师年龄老化、精英教师流失等诸多困难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城乡之间教育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这
导致农村孩子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越来越难。
最后，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变化也给农村孩子通过教育来改变身份带来了新的困难。
大学收费高昂，远远超过很多农民家庭的承受能力，大学毕业生就业风险急剧增加，使得经济资本和
社会资本都非常缺乏的农民子弟在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转换的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此便引出了本书的主题和线索：实现社会流动在农民对教育的期望中具有什么地位？
实现社会流动在学校所追求的目标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农民子弟通过教育来改变身份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导致这些困难的原因是什么？
面对这些困难，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这就是本研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书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的相关理论，通过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田野调查是社会人类学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社会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研究的主题(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而主要是在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
查方法。
本书作者曾经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在大别山区支教，对我国农村教育作了参
与式的观察。
支教结束后的四年内，作者又对拟进行重点个案分析的学校和村庄进行了较长时期的田野调查，这些
观察和调查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基础。
    本书不吝笔墨对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对农民生活的描述为本书提供了思考
和写作的背景。
农民的生活，确切地说，农民的经济生活，是农民一切教育决策的基础。
要理解农民的教育需求和他们所做出的一切教育决策，就需要从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原因，不对
农民的生活进行详尽的考察，对于理解农民的教育决策而言是不完整的。
    本书详细考察了农民的教育期望和农村学校的教育目标，这两者分别与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相关。
为了能够成功地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农民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提出了严格要求。
农民的教育需求是强化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应试教育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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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也将农民的教育需求与教育思想家们对教育的阐述作了比较，教育思想家们对教育抱有十分超脱
的认识，而农民对教育的态度是十分功利的，他们的教育需求和教育决策表现出了浓厚的“经济人”
特征。
学校的教育目标与农民的教育需求紧密相关。
在当前的考试评价机制下，考试成绩决定了学生在学术道路上的前进距离以及他们获得较高社会地位
的可能性。
所以，学校为了满足农民的教育需求，只能将应试作为最为重要的目标。
教育系统中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也是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为依据来对学校进行衡量的，这也加强了学校
的应试倾向。
    本书重点分析了农民子弟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即文化资本的缺乏、农村
教育的衰敝、农民家庭对教育开支的负担水平和高考中的“分数面前不平等”。
在剖析这些困难和障碍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在阻碍农民子弟通过教育获得社会地位的因素中，首要关注点要放在贫困家庭对义务教育的支付能力
问题上。
国家有必要保证每一个贫困孩子不因为家庭贫困而被剥夺义务教育的机会。
除此之外，还要继续保证考入重点院校的农村学生不因为经济贫困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鉴于师资因素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城乡之间师资的巨大差异，要把解决农村师资问题
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师资因素的解决有两个关键的步骤。
一是教师待遇问题。
只有有效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才可以吸引优秀的人才到农村任教，才可以有效阻止农村优秀教师不断
流失，农村教师待遇的提高有赖于我国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
二是通过恰当的激励机制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在优秀教师很难引进、农村已有优秀教师不断流失的情况下，健全有效的教师激励机制对于教育质量
的提高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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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深刻变革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
突出表现在社会分层加快和社会流动率的提高上。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一项有关社会分层的研究中，研究者将当代中国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其中倒
数第一阶层（社会最底层）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倒数第二阶层是“农业劳动者阶
层”，倒数第三阶层是“产业工人”阶层，而“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最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农民工。
构成农民（身份意义上的农民）的两大主要职业阶层——农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
分层中分列倒数第二和第三的位置，这就是当前我国农、民社会地位的基本境况。
　　在我国历史上，教育向来是改变社会底层成员子女身份的主要途径。
从隋唐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广大人民群众就将教育（如科举制度）视为可资信赖的实现社会流动的阶
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对由教育实现社会流动的描述。
教育带来的社会流动使我国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社会流动率，这也是我封建社会的基本社
会架构得以　　保持千年不变的原因之一。
　　在现代社会，教育更是改变社会底层成员及其子女身份的主要途径。
在我国，农民家庭的子女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获得社会精英身份的：读书和参军。
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一批农民子弟通过参军获得了社会身份的提升。
从那之后，农民子弟主要是依赖教育来获得精英身份的，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教育更是改变农民子
弟身份的最主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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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教育与农民的社会流动：基于英县的个案分析》详细考察了农民的教育期望和农村学校的
教育目标，这两者分别与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相关。
为了能够成功地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农民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提出了严格要求。
农民的教育需求是强化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应试教育的重要力量。
作者也将农民的教育需求与教育思想家们对教育的阐述作了比较，教育思想家们对教育抱有十分超脱
的认识，而农民对教育的态度是十分功利的，他们的教育需求和教育决策表现出了浓厚的“经济人”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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