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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较为特殊的群体，流动儿童就是这样一种庞大的社会

边缘群体，其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深远且重大的影响，推动社会的

前进。因此了解流动儿童情感的发展状况，培育其正确的情感能力，为他们营造舒适的成长环境最为关

键。本文通过对流动儿童当前存在的情感和心理等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针对流动儿童的情感能力以及

培育的重点和方向做出相应的对策，通过政府、学校、老师以及儿童自身做出相应的建议，从而改善流

动儿童城市适应的社会问题，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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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some special groups will inevitably emerge, and mi-
grant children are one such large socially marginalized group, which as an important human re-
source has a profound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
bility, driving society forward.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the emotional develop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cultivate their correct emotional ability, and create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625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6254
http://www.hanspub.org


刘成伟 等 
 

 

DOI: 10.12677/ap.2022.126254 2134 心理学进展 
 

for them to grow up.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current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detail, mak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or their emotional ability 
and the focus and direction of cultivation, and mak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hrough the gov-
ernment, schools, teachers and children themselves, so as to improve the social problems of urban 
adapt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ir healthy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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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动儿童的产生和发展，源自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打工热潮，随着中国经济和城市化水平的

加快发展，社会流动性呈现一个全新的状态，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家乡涌入城市就业。通过对社会流动人

口的研究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的主要职业大多是普通的建筑工人、服务行业或企业工厂职员、个体户等，

这些群体收入微薄且不稳定、工作辛劳，社会地位较低且得不到完善的社会保障，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

结合部、城市边缘或者城市中基础设施落后的地段。出于对现实条件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外来务工人员

会将其未成年子女带出户籍所在地，长期在流入地居住，由此流动人口家庭化衍生了规模庞大的流动儿

童群体。这些儿童既不属于农村也非真正属于城市，难以适应社会新环境作为评判其心理健康的首要标

准，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城乡人口流动随之引发的一个不容忽视且复杂的社会问题，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

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 
据 2013 年国家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结果显示，高达 62.5%的流动儿童随父母流

动至城市，且人口规模呈迅速增长趋势(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2016 年教育部统计出 1367 万流动儿童

进城接受义务教育(柴晓运，郭海英，林丹华等，2018)。相关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心理症状检出率显著

高于非流动儿童(胡韬，郭成，刘敏，2013)，由于获得的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源较少影响其心理复原力水平

的发展(周文娇，高文斌，孙昕霙等，2011)，他们的社会适应状况也处于劣势(梁文艳，张亚星，2013)。
现如今，社会各界对于流动儿童的关注重点也从最初的教育问题转移到社会情感能力培育和心理健康方

面，目的是希望流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不仅要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条件，其身心健康也要得到良好的发

展，因此能否让流动儿童的心理和情感正常的成长，成为了他们能否成功的融入城市生活的关键。旨在

促进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 流动儿童存在的情感问题 

流动儿童从童年向青春期过渡，这一时期刚好处于个体发展和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他们对社会的

认知和融入都产生了变化，同时也是极易出现情感和心理问题的时期。流动儿童缺乏较为稳定的交往群

体，缺少与同伴的交流与沟通致使流动儿童的情感能力减弱，容易唤起其不稳定的心理状态，有碍于其

适应新环境，尤其不利于流动儿童社会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常出现以下情感和心理问题。 

2.1. 自卑与焦虑 

自卑是流动儿童最常见的情感问题，这种负面情感是普遍存在的，个体可以通过接纳和提升自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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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补偿，同时也能完善自身的性格和心理缺陷。大部分流动儿童在社会适应发展过程中通常会产生自卑

感，他们不仅会体验到更多的社交焦虑，其自我认同感和自我效能感也较低(张翔，王娟，陈良辉等，2014)，
其次，流动儿童的身心发育尚未达到成熟，他们还不能够分辨自己和他人对自己的客观评价，往往将他

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期望强加于自己，作为改变自己的标准，因此常常会因达不到大人的期望而产生自责

倾向。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自责倾向检出率达到 21.7%，占比远高于城市儿童(刘正荣，2006)。流动儿童

能够意识到自己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城市生活与以往在老家的生活差异巨大，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方式

都使他们难以与城市接轨，更容易敏感而自卑，他们在进入新环境后试图通过情感体验去直面自卑，但

往往因害怕或害羞与原住民交流而使得补偿受到了阻碍。为了保护自尊心而选择独来独往，他们与城市

儿童的关系尤其会对学习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长期笼罩于自卑的阴影下，不利于其心理和情感健康发

展。因此有必要积极干预流动儿童的消极情感，帮助他们通过适当的行为消除情感上的紧张，以缓解自

卑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 

2.2. 孤独感和抑郁倾向 

同龄人陪伴的缺失使他们身处城市却倍感孤独和陌生，伴随着父母工作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流动儿

童也在不同的环境下频繁流动着，这就导致了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显著高于非流动儿童(刘药斐，王兆良，

李文兵等，2010)，且会随着在城市生活越久，这种孤独感会逐渐减少。还有研究也证实了打工子弟学校

的流动儿童比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感知到更多的孤独感和抑郁，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蔺秀云，方晓义，刘

杨等，2009)。在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进行跟踪调查中得出结论，即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抑郁倾向

仅次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城市儿童的抑郁感体验最少，经过多次纵向调查后发现农民工子弟

学校的流动儿童其抑郁水平与最初调查几乎一致(周皓，2010)。 

2.3. 社会情感密度低 

作为融入社会的其中一个指标，情感密度代表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频率，其随着个体情感交流频

率的增大而升高，反之与人际交往程度呈反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体被接受或被拒绝的情况(徐志刚，

2014)。当前流动儿童的情感现状反映了其薄弱的人际情感影响而导致的低程度情感密度。在《流动儿童

蓝皮书(2019~2020)》的报告中得出相关结论：流动儿童更少受到同伴接纳，以至于学校适应性较差。有

研究者对公立中小学中的 262 名流动儿童的情感进行了调查，以证实情感对流动儿童的重要性。调查发

现当流动儿童被问到朋友来源的问题时，少部分流动儿童谈及自己的大部分朋友来自城市，仅占调查人

群中的 17.8%，而好朋友都在农村的流动儿童占调查总人数的 66.2%；意味着大部分流动儿童难以加入城

市儿童的社交圈。另外，根据对流动儿童与同伴交往时间的调查，发现超过 60%的流动儿童与朋友相处

时长只有短短数月，有 33.2%的流动儿童与同伴交往时间在 1 到 3 年之内，仅有 9.5%的流动儿童与同伴

交往超出三年。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流动儿童情感密度较低是由于缺乏同伴群体而造成心理陪伴的缺失，

其对个体的心理影响不容忽视，与制度、文化差异、环境等外界方面的因素一同对流动儿童产生一定程

度的影响。因此，城乡同伴群体之间无法确保主动及时沟通、无法获得同伴的情感支持与交往乐趣是流

动儿童融入社会不足的原因之一。 

2.4. 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 

根据需要层次理论，个体必须先满足低级的需要才能追求更高级的需要，流动儿童在城市中首先要

先满足其安全感的需要，他们渴望在社会安定，渴望受到保护、免受焦虑和恐惧，其次是满足归属感与

认同感的需求，如结交朋友、与他人建立友谊关系，再者是满足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和得到他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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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才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即追求知识与理想。当流动儿童所处的环境使他们缺少关心与爱护时，

他们就会恐惧害怕和焦虑，不愿与周围同伴建立联系，产生自卑心理，长期在这样阴影的笼罩下，他们

就逐渐丧失了寻求更高目标的动力。根据国内对流动儿童自我评价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较难满足

最基本的安全和归属的需要，因此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导致其社会融入较低。 

3. 流动儿童情感发展现状 

目前社会上对流动儿童心理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外部的物质条件转向为内部的心理情感因素，主要包

括心理健康状况、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程度等方面。 

3.1. 心理健康状况 

和城市中的儿童相比，由于流动儿童特性的原因，其流动性较高，经常在漂浮不定的环境下生活，

所在的居住地以及学校经常变化，导致了很多流动儿童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上与城市儿童显得格格不入，

产生的不安全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大多数的流动儿童由于他们能够直接察觉到自身与其

他城市儿童相比存在劣势，在与城市儿童相处时他们也表现的较为敏和自闭，因自己被区别或不公对待

而产生歧视知觉，在归因倾向上，更是将歧视知觉归结于户口身份，因此加深了他们的消极情感体验(刘
霞，申继亮，2009)。长此以往，流动儿童在各种压力下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同时他们的

自我调节能力还不够强大，不能够正确的疏导自己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所面对的困难，不善于调解自己内

心的困惑与疑难，因此，这对于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情况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3.2. 人际交往方面 

同伴关系对儿童时期的个体是非常重要的，儿童会花很长时间与同伴相处，且交往形式多样，同伴

团体也会在这一阶段出现。同时，儿童在与人际交往中善于传递信息，也能分辨在何种情况下对他人采

取行为。但流动儿童由于外界环境和自身内部对其的排斥，导致他们的人际交往发展存在一定的阻碍，

倾向于排斥新的环境和新朋友，也不知如何去利用规则和方法结交朋友，往往其交往的对象局限于与自

身条件、环境相仿的其他流动儿童，因此他们不能协调自己与城市儿童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流动儿童适

应城市生活非常不利。因此，提高流动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是促进其自身身心发展的必备技能，是稳定

流动儿童情绪、认识以及完善自我缺陷、学会与人相处、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 

3.3. 社会适应性方面 

具有良好社会适应的儿童，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是认同的，能够积极的与外界进行互动，积

极的去接受新的刺激并做出积极的反馈行为。而流动儿童在整体上由于社会地位认知以及自我价值感较

低，因此他们在感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歧视后随之对外界以及社会产生很深的排斥和恐惧，在认知上，

将其他人和事物都当作是阻碍自身发展的因素，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消极的自我评价以及紧张的人际关

系等导致流动儿童出现适应社会不足的情况(雷有光，2004)。因此很多流动儿童因缺乏对城市的认同感，

而表现出对城市的消极举措。同时很多流动儿童在城市中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所以他们很容易产生

负面情感，这也让他们更留恋家乡。 

4. 影响流动儿童情感发展的现实因素 

4.1. 社会环境 

有研究者认为流动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是造成流动儿童心理和情感上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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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从农村进入城市，居住环境与人际关系都发生巨变，这种变化会影响他们的社会化质量(王回澜，

2005)。流动儿童经历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变化，以至于个体的心理也产生变化，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中村，

就读于外来子弟学校，原生家庭以及物质条件上的显著差距仍然能让他们感受到与城市儿童在思想、权

利、生活条件以及被重视程度上的差异，城市中的儿童在许多方面都会更受到老师、同学和家长们的关

怀与偏爱。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谢云天，曾素林，2019)。
在对文献梳理中发现社会排斥、歧视、群体认同感低等都会影响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师保国，王芳，

刘霞等，2014)。谈及影响流动儿童适应学校生活的因素，有学者指出家庭忽视和未尽责、学校性质、城

市同伴的排斥以及教师的偏见都是危害流动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流动儿童比

城乡结合部的流动儿童更受到父母的情感忽视(谭千保，于慧，2010)。 

4.2. 家庭环境 

通过调查北京某地区的 357 名流动儿童，发现他们的父母所采取的教养方式不同于城市儿童的父母，

流动儿童的父亲倾向于对子女进行严厉惩罚，母亲则偏向于否认和拒绝子女，缺少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

解支持是流动儿童的常见现象。原因在于流动儿童家庭的经济基础薄弱，其父母在巨大的压力负担下无

暇顾及子女，缺乏足够的关注度和耐心，通常采取最为简单粗暴的教养方式，其次，流动儿童的父母文

化程度普遍不高，个人观念和文化的差异也使得他们在教养子女上缺少科学合理的方式，最终导致流动

儿童无法满足其情感需求(马妮娜，张曼华，刘婷等，2015)。亲密度低、父母经常发生矛盾的家庭也会影

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而家庭环境良好则有利于促进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刘杨，陈舒洁，袁晓娇等，

2013)。对于流动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来说，父母的养育行为起着关键作用，通过对香港地区的贫困家庭

进行调查，研究认为父母的积极养育尤其对女生的社会情感能力的促进更为明显，相反，父母的消极养

育与女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呈负相关，这一现状对比于男生更为显著，原因可能是性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差异所导致(Zhu, 2019)。除此之外，父母风格在不同情况下也对儿童的情感能力水平产生一定影响(Stan, 
2012)。因此，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干净整洁的内部生活环境，父母适当的期望、尊重和陪伴，以及投入

更多的关爱与支持，都是利于流动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田瑾，毛亚庆，2021)。流动儿童

的家庭亲密度越高，家庭功能越健全，越能促进其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从而形成积极情感(杨阿丽，郭峰，

2010)。 

4.3. 师生关系 

针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采用追踪调查，有研究探讨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能改善流动儿童的焦虑和抑

郁水平(郑研，2022)。还有研究认为，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并不受老师的欢迎，80%的教师不希望在班级

接触到流动儿童(许传新，2010)。对于流动儿童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研究中，有学者着重观察了流动儿

童的师生关系特点，发现了当地儿童和流动儿童在班级座位上的安排存在差异，流动儿童的座位几乎都

在教室最后几排(符太胜，王桂娟，2012)。流动儿童在经历不良的师生关系以及各种压力下，心理资源的

匮乏使他们容易产生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问题。 

4.4. 同伴群体 

同伴群体对流动儿童的影响更加深远，同伴群体会被分为“我群”和“他群”，属于“我群”的城

市儿童更容易结为“小帮派”，流动儿童便自觉避开形成城市儿童的团体，很难融入其中，进而选择与

自己相类似的群体进行交往，将自己的情感和价值投入到流动群体和成员当中，这种不被接受的痛苦选

择困扰着流动儿童。在对流动儿童同伴关系的弹性发展研究中发现，相较于城市儿童来说，流动儿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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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同伴忽视和拒绝(朱丹，王国锋，刘军等，2013)。有学者对北京市 1164 名流动儿童进行调查研究，

发现流动儿童流动于城市中若遭受到同伴侵害，会明显出现孤独感和抑郁等情绪问题(侯舒艨，袁晓娇，

刘杨等，2011)。 

5. 流动儿童情感培养策略 

5.1. 流动父母应改善家庭环境，注重家庭教育 

父母尽可能地为子女创造舒适整洁干净的居住环境，提供稳定的住所，减少家庭嘈杂度，父母能自

我控制情绪，减少夫妻冲突，提升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采取温暖理解的教养方式对待子女，给予他们

更多的情感支持、尊重、关怀与陪伴，不当着他人的面大声吼骂子女，营造良好的亲子关系以及和谐的

家庭氛围，以及对子女报以适当的期望。在工作之余，也要花时间与子女进行沟通，以了解他们的情感

状态，如此一来能促进流动儿童的情感发展能力。 

5.2. 学校针对流动儿童进行特殊培养 

改变城乡的教育差距需要各方面的责任主体共同努力，首先是对教育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努力缩

小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存在的差距，让义务教育适配包括城市儿童、流动儿童在内的所有儿童。其次，

流动儿童在城市学校进行学习时往往会存在学业方面存在难题。城市中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授课内容、学

习计划、教育方式等与农村教育存在着差异，有些课程或模式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基本上是空白的。作为

学校，我们应该建立过渡制度，定期对儿童们开展测试，并跟踪其成绩变化，对于有学业差异的个体进

行针对性补课。 
与此同时，科学合理地改进教育评价方式，调整学生评价过程中的信效度和差异化。最后，面对流

动儿童，学校和老师应该选择同样的待遇和管理方式去处理，尽量让他们减少身份差异，营造接纳流动

儿童的学校氛围，让这些儿童更好地融入社会，以适应新环境，对学习更有信心。还要促进流动儿童和

城市儿童的同伴关系发展，有利于流动儿童提高情感密度和情感互动能力，进而改善其融入城市的困境

(李素梅，2017)。 
学校教育可以协同家庭教育，一起作用于培养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对于儿童接触社会有着重要的

意义，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公平的教育体系。这样的家校联动方式可以提供给儿童一个有助于其茁壮成长

的教育环境，这种良好的教育环境能够有效的解决流动儿童情感问题，并培养其情感完善的性格特点。 

5.3. 心理老师定期对流动儿童进行心理辅导 

大部分流动儿童都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进而导致了学业成就低，连带着心理也出现了问题，若不

加以疏导，对流动儿童百害而无一利。同时，学业成就高的孩子也需要给予充足的关注，在儿童成长的

道路上，心理问题是最为敏感也最为重要的。流动儿童面对学习刻苦努力，但是激励他们学习的主要动

机是改变命运和提升生活水平，所以他们体谅父母的辛苦，希望通过成绩进行报答。这种功利性的学习

虽然说给了流动儿童充足的动力，可是一旦出现学业危机，会给他们带来非同常人的失败感，如若缺少

心理辅导，很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进而影响到他们以后的成长与发展。在心理辅导领域，学校和老

师可以借鉴国外或者其他先进学校、机构等经验，针对流动儿童不同的心理问题选择不同的辅导方法，

为其健康成长提供积极的帮助。我们必须重视心理健康老师为学生们提供的日常心理疏导，尤其是针对

流动儿童进行特殊关注，现如今我国诸多中小学也拥有了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和专门的心理咨询室，能

积极的引导他们走出情感阴影，及时且准确的解决流动儿童的情感问题。 
心理辅导者可以开展一些助于流动儿童改善认知方式的活动，促进其团结和融入集体，在角色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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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戏体验中，使他们能够考虑到他人的感受，还要进行一系列行为训练活动，以减少其产生消极行为，

这些都是培养流动儿童形成积极情感和情感互动能力的举措(张娜，2012)。 

5.4. 引导流动儿童发展情感能力，促进社会融入 

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他们自身都被赋予了一些较为特殊的身份，对于教育以及社会本身而言，这让

他们自身和城市儿童之间存在了一定区别。很多流动儿童有很好的学习成绩，他们也期待能在学习中去

获取新的知识，进而改变命运，而部分学习困难的学生则是主观意识中拒绝新环境，甚至因为城市环境

对他们的排斥导致了他们的辍学倾向。流动儿童在不久的将来仍会面临心理适应问题，这不仅仅是教育

界也是全社会都应该努力去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 
引导流动儿童积极融入新的环境，不仅需要政府、学校、社区志愿者、家长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

和需承担的责任义务，也需要流动儿童自身的改变，帮助他们培养正性情感，提高自己的自信心、自尊

水平，减少自卑感，提升自我评价和自我认同，正视自身的长处与不足，学会接纳自我与理解他人，引

导他们勇敢表达情绪，打开封闭的心扉，迈出与城市师生进行交流的第一步，改变封闭的心理，并建立

与城市儿童的友谊关系。无论是主动面对还是逃避事实，善于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是流动儿

童需要去做的事情。 

6. 结束语 

流动儿童的负性情感会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利因素，但正性情感却是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和学

习的奠基石，帮助他们提高心理适应，促进与社会的融合，培养正确的情感能力在流动儿童的成长道路

上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情感问题对于流动儿童而言至关重要，解决流动儿童的情感问题对当前的形势

而言是有利于其更好地融入优质的生活教育环境，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培育流动儿童的积极情感能力能

够更好地推动我国城乡的融合，促进我国的教育事业，为减少我国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减轻压力，促进

社会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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