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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B7_E5_B8_822_c26_528688.htm 给定资料分析 材料1，

引述2008年上海满分高考作文《他们》，作为入题，引出流

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问题。本条材料隐含全部给定

资料和本次申论考试的主题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 材

料2，含有事实材料和对事实的理论分析，主要分析了农民子

女接受教育难问题的两点成因：一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二是

相关政策没有充分落实。最后进一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深层

根源我国属于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是作答第二大题第1小题分

析教育不平等原因的依据。 材料3，介绍了流动人口的“家

庭化”趋势、适龄儿童少年人数庞大，说明了流动人口子女

学校产生的背景，指出了这类学校“屡禁不止”、“越禁越

多”的根源在于“市场需求”，在于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难公

办学校出于自身难处和地方保护考虑，设立一系列限制流动

人口子女入学的门槛。为事实性材料，是作答第二题教考试,

大收集整理育权利不平等原因分析和撰写文章的依据性资料

。 材料4，广州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情况，包括数据和分析

。说明尽管国家政策鼓励将外来人员子女逐步纳入公办学校

，但政策落实不能一步到位，是一项需要逐步推进的工程。

对确定文章立意有一定启发作用，属于事实性参考资料。 材

料5，包括事实与理论两类资料。介绍了流动儿童少年接受教

育的三种主要形式：一是在公办中小学借读，二是在民办私

立学校就学，三是在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就读。从理论上阐述

了教育平等的内涵、意义，暗含着教育不平等的原因、解决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原则思路和方向、目标。是理论与

事实混合型材料，是作答第一题辨析C选项的依据，也是撰

写文章的参考。 材料6，集中说明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存在的

问题，包括师资、管理、设施、安全方面，指出问题危害在

于教育质量难保证。在问题说明中夹杂着收费低廉、降低办

学标准等原因成分。对应第二大题第2小题。 材料7，介绍美

国保护迁移居民受教育的情况，指出美国做法的特点是通过

保护迁移权来保护迁移和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权。是作答资料

辨析题的依据。作为一个例证，与中国的情况相参照，可作

为一条论据，来证明对于本地居民教育权利实行地方保护具

有狭隘性，需要国家层面法律手段的调整，政府和法院发挥

作用，对地方政府的狭隘保护、居民争夺教育利益的行为进

行双向规范，以维护教育公平。关于居民为获取教育利益而

进行不合理迁移，可提出国内的高考移民作为论据。对启发

文章写作的思路具有参考作用，但与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联

系不是太紧密。 材料8，指出国务院文件和新修订的《义务

教育法》明确了流入地政府在流动儿童教育中的责任，解决

了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谁负责的问题。揭示了教育不公平的

根本原因，即与户籍挂钩的教育制度，以及狭隘的地方利益

考虑。启示了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途径：改革财政拨款

与户籍挂钩的教育经费支出模式，进而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方

式。由于这种制度层面的改革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很难实现，

只可作为对策思路的参考。 材料9，介绍了两种建立健全财

政拨款制度、合理分担公共教育经费的建议，但不具备很强

的可行性。提出了一种有针对性且可行的意见：在目前教育

制度尚无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对于打工子弟学校不能简单



采取取缔的态度，指导、监督、提供业务帮助才是上策。最

后，对问题进行了延伸分析，指出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

阶段之后的高中教育、高考和就业问题，避免农民工子女“

边缘化”，需要社会参与，进行系统性和制度性的规划、建

设。可作为文章写作的参考材料。延伸性论题具有深化主题

的作用，可在文章结尾提出。 材料10，实际包含了四条材料

：中央部委办《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

教育工作的意见》主要内容，十七大报告有关内容，上海市

《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

意见》主要内容，武汉市对流动人口子女实行与城市学生同

等待遇的政策。实质性启示在于武汉市的做法具有可资借鉴

的意义，说明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中政府的作为重在落

实、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保证流动人口子女纳入公办学校

就读。可作为拟定文章对策的参考，提出以武汉为典范，强

化政府责任感和执行力，使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子女融入城市

主流，平等接受教育。 总体分析 2009年上海公务员录用考试

申论试题以“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为主题，涉及宪法

保障公民受教育权规定、十七大“努力实现教育平等，维护

社会公平”有关精神的贯彻落实，属于社会事业教育事业建

设与社会公平两大主题的交叉。材料指出国家的法律、党和

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落实，暗示政府应端正认

识、强化责任和执行力，保证国家法律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

实，实现“教育平等，维护社会公平”的要求。 给定资料虽

然只有10条，但复合式材料居多，一条材料往往包括三条以

上不同角度的次级材料，且字数偏多，因此材料的实际容量

偏大，约7100字。与试题相联系，四道大题包括了五道小题



、十个以上设问点，如第一题有A、B、C、D、E五问，第二

大题第2小题有问题、成因、对策三问，题目表述很细，字数

偏多，约1480字，合计试题总容量达到8600字，阅读量是很

大的。 题型方面，20072009上海申论连续三年使用“判断正

误并说明理由”题型，表明这已成为上海申论考试的一种常

态和固定题型，对此应加以重视，并研究总结其规律性。大

体来看，应牢牢把握“依据材料、准确理解题目表述、分析

辨别材料与题目表述的差异”这一原则，仔细比较材料与题

目备选项的异同，重点是“求异”，即找出题目备选项与材

料所表达意义的不同之处。 第二大题，第1小题要求分析“

我国受教育权利不平等”的原因，可从宏观与具体两个层次

来分析，宏观即城乡居民、流动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之间教

育权利的不平等，具体即聚焦城市流动人口受教育权的不平

等，集中分析导致这一不平等的原因。从材料反映的主要信

息来看，应以分析城市流动人口相对于当地人口受教育权的

不平等原因为主，在字数限制较严的条件下，更应集中分析

这一问题的原因。 第2小题属于常规分析和对策拟制的“三

段论”问题，有关信息集中于第6条材料，对策需要百考试题

收集整理针对问题来提出，如强调政府作用，扶持和督促流

动人口子女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可参

照第9条材料“不宜简单取缔，指导、监督、提供业务帮助才

是上策”的对策提示，进行扩展和延伸。 第三题，为公文指

误并改错，应依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来对照检查和

修改，难点在于需要一定的公文写作经验。 第四题，为常规

作文题，可从不同角度提出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

看法，以提出解决的对策为主，但文章主题必须唯一、单纯



，要提出户籍、教育、财政支持教育等制度层面改革作为根

本的改革措施，就不宜与具体层面的把流动人口子女纳入公

办学校、扶持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发展等措施混合；反之

，选择了后者为对策切入点，就不宜再说制度的改革。全文

不仅要以对策压轴，还要做好问题解决的必要性、现实性等

分析论述，为此文章必须恰当布局，合理安排各部分的结构

、比例；同时对策阐述又要充分，内容充实，这就决定了对

策论点不能过多、层次过于复杂。 材料9提出了解决流动人

口子女教育问题的两种专家建议，均属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

性设想，只是参考性材料，不必纳入文章中的对策。如果准

备提炼这两条建议作为对策，两相比较，“中央统一划拨专

项补助经费”明显要比发放“教育券”更现实、更具有可行

性，应优先选择“中央给予补贴”这条对策。 第一题参考答

案：A、√ B、√ C、×D、×E、× 第四题范文：(1181字) 

逐步推进流动人口子女“学有所教” 教育公平是当前教育领

域的焦点问题，其中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权利的不平等问

题，尤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公平

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必须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

受义务教育。各级政府是实施义务教育、提供教育公共产品

的责任主体，要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必须强化政

府责任，落实党和国家“努力实现教育平等，维护社会公平

”的有关方针政策，逐步推进流动人口子女“学有所教”。 

推进流动人口子女“学有所教”，是我国社会和谐稳定与持

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膨胀，

并呈现出“家庭化”的趋势。有了家、有了孩子就有教育需

求，而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却遭遇种种障碍：首先是户籍



制度的壁垒。由于我国居民的户籍与教育等社会福利相联系

，流动人口子女没有户籍就难以在当地入学，这成为流动人

口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最大障碍。其次是教育资源的“瓶颈

”。城市人口密集，教育资源有限，难以承受外来流动人口

子女的就学压力。最后是地方利益的门槛。出于地方利益考

虑，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往往优先保证本地居民子女的教

育需求，对外来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设置门槛，将无

力负担高昂学费的农民工子弟拒之门外，使国家的有关政策

很难得到真正落实。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关系到千千

万万家庭的幸福，关系到教育公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

定与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教育平等，进而推动社会在和谐氛

围中持续进步，就必须妥善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 

逐步推进流动人口子女“学有所教”，是当前我国的现实选

择。在社会管理制度难以突破的条件下，各地方政府立足当

地实际，采取稳妥的方式逐步推进流动人口子女“学有所教

”是最现实的选择。这不外两条路：一是依托公办学校，二

是扶持民办学校。《义务教育法》和有关文件规定，解决流

动人口子女教育要“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武

汉市的经验表明，只要政府有足够的决心、采取得力的措施

，就一定能把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落实到位。具备条件的城市

政府应借鉴武汉市做法，保证足够的财政补贴，对流动人口

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一视同仁，纳入公办学校就读。不具备条

件的地方，应引导、支持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的发展，给

予一定数额的财政补贴，保证校舍、体育和卫生等基础设施

达标的需要，并对经济困难的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给予资助。

同时，教育部门要加强对民办学校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引导其使用统一教材和考核标准，建立稳定的师资队伍，提

高教学和管理水平，走规范化发展道路，更好地满足流动人

口子女的教育需要。 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是社会平等的一员，

但要实现这一群体真正与社会其他成员平等还 “任重而道远

”。实现社会平等必须从实现教育平等做起，各级政府要把

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以此为突破口，促进流动人口群体平等融入社会，进

而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