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看待农民工现象问题研究说课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雅中学的李雅静老师，

这节课开始讲高一人教版，地理必修一，

第一单元问题研究-如何看待农民工现象的内容，（翻页）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有

1. 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理解促使农民转移的主要因素。

2、理解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个人、家庭及新农村建设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3、了解城市中的农民工所面临的难题,探究解决措施。

4、对课题计划的制订,相关材料的收集、分析、取舍,归纳概括,文档整理,论点

的提出,论据的论证等调查研究的一般方法、流程有进一步的认识。（翻页）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问题是如何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批农民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成为

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支生力军。这些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

了什么作用呢？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又面临哪些急需解决的难题呢？（翻

页）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课本建议采用以下思路，请同学们翻开书本第 21 页，我

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收集、阅读资料，了解农民工现状，然后分析农民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和面临的难题，最后探讨解决农民工难题的对策与途径。（翻页）

课本知识拓展的资料一给我们展示了农民工对我国经济的发展：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全国农民工总量

为 2.88 亿，其中外出农民工 1.73 亿（2018 年）。目前，我国建筑业、煤矿采

掘业、纺织服装业和城市传统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多数来自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

以说，农民工为城镇创造了财富，为改革开放增添了活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

在春节期间，大量的农民工回家过年了，一些工厂招不到工人，只得减产或停业。

大城市居民的生活也面临很多困难：家政服务人员、环卫人员、保安人员少了，

一些餐馆都歇业了。现在，我国的许多工业和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民工了。

请同学们思考下列两个问题：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主要从事那些行业？结合你的所

见所闻，印证这种说法。第二：分析促使这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翻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

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脏乱差工作留给农民工。

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1）体力要求较高的建筑工；（2）城市清洁和

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3）绿化养护的苗木工；（4）居住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

厨师、服务员等。

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收入低，待遇低；工作环境差，技术培训少，职业病和

工伤事故多；工作时间长等。

转移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个人动机和需要等。（翻

页）

课本知识拓展的资料一给我们展示了数百万农民工返乡创业：

近年来，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快速发展，吸引广大农民返乡创业。

2015 年，国务院为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工作，印发了《关于支持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民工返乡创业将创造一批新的就业载体，以创业促就业，带动当地农村富余劳

动力的就地转移。返乡农民工回到农村，他们把打工时掌握的各种信息与家乡的

优势资源进行整合，有利于拓展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空间，带动农村各项生产

的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

（翻页）

请同学们思考：1.与农民工外出打工相比，返乡创业给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带来的

好处有哪些？2.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你能

举一些实例吗？

我们一起来看下好处有哪些：

解决就业问题，保证社会稳定。能把城市的一些好的理念引入农村，带动农村发

展。农村农业广阔天地，资源丰富，人口多，但贫困、资源浪费等问题严重，返

乡创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些问题。有创业想法的农民工总体素质还是不错

的，回乡创业确实可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还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翻页）

知识拓展的资料三提出了如何解决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

城市中的农民工普遍面临收入低、住房医疗无保障、子女入学难等问题。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书本上给出解决农民工所面临的难题的措施有：

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

地培训。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改进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翻页）

接下来我们通过随堂巩固来进一步加深对农民工问题的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农民离开家乡向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形成了“民

工潮”。大量农民工进城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据此

回答 1～2题。

1.形成我国“民工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自然资源地区分布不均 B.人口密度地区分布不均

C.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 D.交通线路地区分布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工的流动主要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

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是形成“民工潮”的主要原因，

C答案正确。（翻页）

第二题，下列措施有助于缓解“民工潮”过度攀升的是哪个？

A.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提高生产效率 B.加强东西部联系，促进产业转移 C.加

快高速铁路建设，缩短时空距离 D.发挥区位优势，加快沿海发展 正确答案选

择 B

农业机械化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则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可能形成更

多的民工，A错误。加强东西部联系，促进产业转移，利于西部地区基础产业的

发展，而就近吸收劳动力，能缓解“民工潮”的攀升，B正确。加速高铁等交通

建设有利于民工的流动，C错误。加快沿海的发展，则由于经济发展的差距，而

导致民工更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D错误。（翻页）

我们一起来归纳下中国“民工潮”现象的成因和特点；

成因有：1、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经济收入低。农村生态环境压力大。2、农村劳

动艰辛，文化落后。农村体制改革，剩余劳动力过多，就业压力大。3、城市吸

引力，城乡或地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经济收入差距悬殊。4、国家户籍制度改

革为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提供了机会。

特点如下：



1、流动的经济定向：主要从山区流向平原，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流向

发达地区。四川、江西、安徽、贵州、湖南、河南等地(农业人口多的省)是民工

主要的输出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民工主要的

输入地。

2、季节性流动以成年民工为主体，“外籍工人”以年轻人居多。

3、流动不稳定。文化素质偏低。（翻页）

近年来，我国有些农村出现了“有院无人住，有地无人种”的空心化现象。完成

3～4题。

这种空心化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城市自然环境好 B．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小

C．城乡收入差距大 D．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低

正确答案是 C城乡收入差距大。有院无人住，有地无人种”说明农村大量人口迁

移到了城市中。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故 C

项正确。城市自然环境不如农村优越，故 A项错误；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大于城市，

故 B项错误；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城市，故 D项错误。

“有院无人住，有地无人种”带来什么？

A．土地资源浪费 B．农业发展水平提高

C．城乡协调发展 D．农村老龄化程度降低

正确答案是 A土地资源浪费。“有院无人住”造成农村宅基地的浪费，“有地无

人种”造成农村土地的荒芜，所以近年来出现的合村并点、土地流转，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农村土地浪费问题。因此农村空心化带来的是土地资源的浪费，与城乡

协调发展、农村老龄化以及农业发展水平关系不大。（翻页）

我们一起来归纳下：中国的“农民工”流动产生的影响

1.农民工与三大产业

(1)农业劳动者在完成第一产业的同时，剩余劳动力成为城市第二、三产业的生

力军。(2)大量廉价劳动力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工

业的发展，也是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优势条件。(3)城市中的大量第三

产业都离不开农民工，无论是餐饮、家政服务，还是环境保洁等，需要大量的农

民工。

2．农民工与城镇化

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既增加了城镇人口数量，又参与城市建设和运行，促进了

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但是也带来了居住、治理、医疗等压力。

3.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农村和农业的影响

(1)有利影响：

增加经济收入；获得和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理念；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有利于社会稳定；

缓解了人地矛盾和压力，有利于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经营。

(2)不利影响：

出现劳动力短缺，不利于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

造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不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

4.农民工返乡创业

(1)农民工返乡创业将创造一批新的就业载体，带动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

就近转移。



(2)农民工返乡创业把打工时掌握的各种信息和技术与家乡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

转化为生产力，有利于拓展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空间，带动农村各项生产的发展。

(3)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繁荣农村文化，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4)农民工返乡创业缓解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促进家庭和谐，有

利于农村稳定发展。（翻页）

2021 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再袭我国东部沿海省市。回答 5～6题。

5、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下列产业中，受到“用工荒”的影响最大的是 A.电子工

业 B．食品工业 C.钢铁企业 D．纺织服装

正确答案是 D纺织服装。对劳动力需求最大的是廉价劳动力导向型工业，结合选

项可知，纺织服装工业受到“用工荒”的影响最大。

6.下列关于我国沿海地区“用工荒”的原因说法正确的是( )

①沿海地区工人劳动强度过大 ②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上升 ③中西部地区经济

快速发展 ④我国人口出现老龄化特征

正确答案是 B 23 选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直接反映了中西部的廉价劳

动力向东部迁移的人口减少，这主要是受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量廉价

劳动力就地实现就业，同时也是由于东部地区生活成本较高而影响中西部人口的

迁移。（翻页）

我们一起来归纳下：民工慌的原因。

1民工工资收入低且增长缓慢，而城市物价上涨很快，民工外出打工成本高。2

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工资长期拖欠，民工外出打工的积极性下降。3农

民收入增加，部分农民转向农业，导致外出打工民工人数减少。4加入世贸组织

后原有企业的扩张和新增企业的增加，社会用工需求量增大。5产业升级的步伐

加快，使得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加，从而使结构性的人才“荒”变得比往常

更加突出。6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翻页）

如何去解决呢？有以下措施：

1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确保农民工经济收入。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切实保障

农民工“同工同酬”和其他合法权益。3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科学

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4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消除社会观念歧视。

本节课的内容到此结束，（翻页）

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雅中学的李雅静老师，

这节课开始讲高一人教版，地理必修一，

第一单元问题研究-如何看待农民工现象答疑（翻页）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材料，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造就了近 3亿农民工。随着内

地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向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在减缓。近年在春节返乡后，一部

分人不再回到务工的大城市，选择离家不远的务工地，称为务工潮倒吸现象。下

图示意 2008～2015 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及月均收入变化。据此完成 1～3题。

第一题问．图中资料显示 2008～2015 年( )

A．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超过本地农民工

B．本地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增速逐渐加大

C．本地农民工数量超过外出农民工

D．本地农民工数量增长速度超过外出农民工



正确答案是 D选项，图中只有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无法判断外出农民工和本地

农民工的收入情况；本地农民工数量没有超过外出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增长速度

超过外出农民工，故选 D项。（翻页）

第二题，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近 3亿农民工( )

A．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B．促进了城市环境的改善

C．丰富了城市劳动力 D．减轻了交通运输的压力

正确答案是 C选项。近 3亿农民工丰富了城市劳动力，加大了交通运输的压力，

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故选 C项。

第三题，形成务工潮倒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内地( )

A．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B．交通运输条件改善

C．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增多 D．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正确答案是 D选项，影响农民工外出还是在本地务工的主要因素是就业机会。形

成务工潮倒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内地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农民工在内地也

可找到工作，故选 D项。（翻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材料分析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材料为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征比较。第一代农

民工，小学和初中文化为主;多子女家庭，就业为家庭,求生存;能挣到比种田多

的钱即可;绝对收入比较低。城市适应性较弱,多以同乡为主要交往对象;以口信、

书信为主,信息量少,频率低,速度慢;与传统农民接近。新生代农民工以初中及以

上文化为主;独生子女或二孩家庭，就业为自己,追求生活质量;向往体面或接近

市民的工作;相对剥削感较强，城市适应性较强,向往城市生活,渴望融入城市;

以电话、网络为主,信息量大,频率高,速度快;与现代市民接近。

材料二 据统计,2000 年上海外来总人口排名前 10 位中,安徽排名第一,占外来

人口总量的 32.2%,但 2010 年安徽流入上海的人口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占上海外

来总人口的 29%。

材料三 据《新闻纵横》报道,到 2014 年 10 月,长江三角洲不足 21 万平方千米

的土地上,十年间,人口从 8 000 万涨到了 1.2 亿。

第一题，(1)据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首要动因的异同点。

请同学们思考，我们一起来看下答案：

相同点:都是为了寻求更多的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机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改

善个人或家庭生活。不同点: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首要动因是农村的推力:

就业机会少,收入低,生活困难等。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首要动因是城市的拉

力:就业机会多,经济收入高,教育医疗条件好,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社会福利好,

交通便捷等。

（翻页）

第二题，简要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外来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

请同学们思考，我们一起来看下答案：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迅速,就业机会多;农业科技的进步

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

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异大;农民提高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迫切。

本节课内容到此结束，（翻页）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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