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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中小学生学校适应成套量表》中的社会性适应量表，对S市10所小学中的3244名三

到六年级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探究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儿

童社会性适应情况良好，但与本地儿童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其中，女生比男生的社会性适应情况更

好，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显著优于就读于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儿童，与父母一起生

活的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优于与父母中的一方或不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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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selected the Social Adaptation Scale from the Chinese School Adaptation Set Scale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administered a questionnaire to 3244 students in 
grades 3~6 in 10 elementary schools in S City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adapta-
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was good, but there wa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compared with local children. Among 
them, girls had better social adaptation than boys, migrant children attending public schools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social adaptation than those attending private migrant schools, and migrant child-
ren living with their parents had better social adaptation than those living with one or n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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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在国家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流动人口作为社会上相对弱势的群体，跟随流动人口从农村进

入城市的流动儿童教育无疑是其中一个薄弱且重要的环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流动人口约为 3.76 亿人，新公民计划整理的数据显示全国约 1.3 亿流动人口子女，占据中国

儿童总数的 40%以上。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子女跟随父母进入城市成为流动儿童，中国教育部发布的

《2020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1429.73 万人，

其中 1034.86 万人在小学就读，394.88 万人在初中就读。 
2001 年，国务院做出《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

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简称“两为主”) [1]。
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

保障范畴”(简称“两纳入”) [2]，这些政策的颁布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中的起点公平提供了保障。但是，

起点公平只是基础，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后能否适应城市生活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3] [4]。对青少年来说，

学校是其生活的主要场所，学习是青少年从事的主要活动，因此，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是其学生学业成绩

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5] [6]。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3 日在我国东

部江浙沪地区的外来人口众多的 S 市进行了调研。本研究在 S 市的 10 所小学进行调研，其中包括 5 所民

办外来工学校、3 所公办学校和 2 所民办非外来工学校。由于年龄较小的儿童难以完成本次测评，因此，

本研究选取了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参与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3270 份，剔除答题时间过短、答案全部一

致等无效问卷后，共收集了 3244 份小学四到六年级的样本。其中，从性别来看，男生 1767 人(占比 54.5%)，
女生 1477 人(占比 45.5%)；从年龄来看，从 7 岁到 15 岁不等，平均年龄为 10.5 岁；从是否为独生子女

上看，独生子女 1063 人(占比 32.8%)，非独生子女 2181 人(占比 67.2%)；从年级上看，三年级 935 人(占
比 28.8%)，四年级 743 人(占比 22.9%)，五年级 799 人(占比 24.6%)，六年级 767 人(占比 23.6%)；从是否

为流动儿童来看，本地儿童 1557 人(占比 48.0%)，流动儿童 1687 人(占比 52.0%)；从就读学校类型来看，

民办外来工学校学生 1532 人(占比 47.2%)，公办学校学生 1257 人(占比 38.7%)，民办非外来工学校学生

455 人(占比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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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对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的测量工具选取了江光荣等(2017)编制的《中国中小学生学校适应成套

量表》[7]中的社会性适应分量表，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的方式，范围从“从不如此 = 1 分”到“总

是如此 = 5 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适应性越好。社会适应量表包含 18 个项目，涵盖了同伴关系、学校

态度、师生关系和行为适应 4 个维度。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模型拟合指数为：

χ2 = 801.783，df = 59，TLI = 0.931，CFI = 0.948，SRMR = 0.034，RMSEA = 0.079，修正后本研究社会性

适应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0.916，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Mplus 7.0 进行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 SPSS 20.0 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包括样本

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社会性适应现状比较 

由表 1 可见，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平均得分为 4.23，表明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情况较好，本地儿童

总体的社会性适应显著优于流动儿童(t = 1.99, p = 0.046)，其中，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同伴关系、学校

态度和师生关系三个维度上无显著差异，本地儿童的行为适应显著优于流动儿童(t = 2.44, p = 0.015)，说

明本地学生忍受和适应学校环境强加的或其自身存在的限制的能力较好。 
 

Table 1. Social adaptation scores of local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N = 3244) 
表 1. 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得分(N = 3244) 

项目 社会适应 同伴关系 学校态度 师生关系 行为适应 

本地儿童 4.28 ± 0.78 4.40 ± 0.90 4.16 ± 0.78 4.21 ± 0.94 4.33 ± 0.89 

流动儿童 4.23 ± 0.73 4.35 ± 0.85 4.13 ± 0.74 4.15 ± 0.87 4.25 ± 0.84 

t 1.99* 1.59 1.40 1.63 2.44* 

p 0.046 0.112 0.161 0.102 0.015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3.2. 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差异分析 

3.2.1. 就读不同类型学校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比较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三类学校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整体差异不显著，公办

学校和民办非外来工学校略高于民办外来工学校的流动儿童。从社会适应各个维度上看，就读不同类型

学校的流动儿童在师生关系(F = 3.22, p = 0.04)和行为适应(F = 3.36, p = 0.035)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比较

LSD 结果表明，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和行为适应显著高于民办外来工学校的流动儿童。 

3.2.2. 不同性别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比较分析 
由表 3 可得，不同性别流动儿童在社会性适应总维度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t = −6.13, p = 0.000)，女生

的社会性适应显著好于男生。并且，在社会性适应的各个维度(同伴关系、学校态度、师生关系和行为适

应)上，女生的适应性均优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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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ocial adaptation scores of migrant children attending different types of schools (N = 1687) 
表 2. 就读不同类型学校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得分(N = 1687) 

项目 社会适应 同伴关系 学校态度 师生关系 行为适应 

① 民办外来工 4.20 ± 0.72 4.33 ± 0.84 4.10 ± 0.75 4.11 ± 0.85 4.22 ± 0.84 

② 公办学校 4.29 ± 0.72 4.41 ± 0.83 4.14 ± 0.74 4.23 ± 0.86 4.32 ± 0.81 

③ 民办非外来工 4.30 ± 0.83 4.38 ± 0.97 4.25 ± 0.71 4.21 ± 1.06 4.33 ± 0.95 

事后比较 LSD ② > ① - ③ > ① ② > ① ② > ① 

F 2.91 1.59 2.36 3.22* 3.36* 

p 0.055 0.204 0.095 0.040 0.035 

注：事后比较 LSD 中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表格中备注为两两比较中的显著结果。 

 
Table 3. Social adaptation scores of migrant children of different sexes (N = 1687) 
表 3. 不同性别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得分(N = 1687) 

项目 社会适应 同伴关系 学校态度 师生关系 行为适应 

男生 4.14 ± 0.76 4.28 ± 0.89 4.04 ± 0.77 4.05 ± 0.91 4.13 ± 0.88 

女生 4.34 ± 0.67 4.45 ± 0.79 4.23 ± 0.69 4.28 ± 0.81 4.41 ± 0.76 

t −6.13*** −4.05*** −5.58*** −5.36*** −6.99***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2.3. 不同年级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得分比较 
由表 4 可得，不同年级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不存在显著差异(F = 1.20, p = 0.307)，在社会性适应的不

同维度(同伴关系、学校态度、师生关系、行为适应)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4. Social adaptation scores of migrant children of different grades (N = 1687) 
表 4. 不同年级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得分(N = 1687) 

项目 社会适应 同伴关系 学校态度 师生关系 行为适应 

三年级 4.21 ± 0.73 4.32 ± 0.85 4.09 ± 0.75 4.15 ± 0.87 4.26 ± 0.83 

四年级 4.25 ± 0.66 4.36 ± 0.76 4.13 ± 0.72 4.18 ± 0.78 4.29 ± 0.78 

五年级 4.28 ± 0.75 4.40 ± 0.88 4.19 ± 0.74 4.20 ± 0.89 4.27 ± 0.88 

六年级 4.19 ± 0.76 4.34 ± 0.89 4.09 ± 0.76 4.08 ± 0.95 4.19 ± 0.87 

t 1.20 0.92 1.83 1.23 1.00 

p 0.307 0.432 0.140 0.296 0.393 

3.3. 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相关因素的回归分析 

在本研究的流动儿童样本中，以社会性适应为因变量，性别(男 = 1，女 = 2)、年级(三年级 = 1，四

年级 = 2，五年级 = 3，六年级 = 4)、就读学校类型(民办外来工学校 = 1，公办学校 = 2，民办非外来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2042


滕诗琪 
 

 

DOI: 10.12677/ces.2023.112042 253 创新教育研究 
 

工学校 = 3)、是否为独生子女(是 = 1，否 = 2)、学习成绩(不好 = 1，中下 = 2，中等 = 3，中上 = 4，
很好 = 5)、户口(农村 = 1，城镇 = 2)、父亲学历(1 小学以下~8 博士)、母亲学历(同父亲学历)、父亲职

业(1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10 失业、无业、下岗)、母亲职业(同父亲职

业)、是否与父母一起生活(1 = 均不，2 = 和母亲一起，3 = 和父亲一起，4 = 父母一起)为自变量进行进

入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性别、主观感知学习成绩、是否与父母一起生活是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

显著预测因素，其中，女生、在班级中成绩越靠前的流动儿童、与父母双亲一起在流入地生活的流动儿

童的社会性适应越好。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N = 1687) 
表 5. 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回归分析结果(N = 1687)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R2 R2 adj 

系数 
(β/Coef) 

标准误 
(SE) t p 

性别 0.156 0.034 4.574*** 0.000 0.106 

0.118 0.112 

独生子女 0.025 0.038 0.652 0.515 0.015 

年级 −0.011 0.015 −0.736 0.462 −0.017 

成绩 0.227 0.018 12.877*** 0.000 0.304 

户口 0.012 0.044 0.281 0.778 0.007 

父亲学历 0.019 0.021 0.920 0.358 0.029 

母亲学历 0.002 0.021 0.100 0.920 0.003 

父亲职业 0.002 0.008 0.224 0.823 0.006 

母亲职业 0.011 0.008 1.469 0.142 0.039 

是否与父母生活 0.057 0.024 2.371* 0.018 0.055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4.1.1. S 市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状况总体较好 
本研究发现 S 市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得分高于理论中值，表明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状况良好，但与本

地儿童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流动儿童教育作为 S 市教育质量提升的瓶

颈，近些年来市教育局、教育质量监测部门和学校等加大了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关注和扶持力度[8]，流动

儿童的教育环境不断优化，流动儿童感受到的社会包容、学校接纳度不断提升，使得其社会适应期不断

缩短。二是本研究样本选取的对象不仅有公办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还包括了国际学校的流动儿童，因

而流动儿童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可能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提升有所帮助。三是与本地儿童相比，流

动儿童的家庭资源相对缺乏、父母文化程度更低，家庭和社会的支持程度较弱、心理自卑等因素导致流

动儿童的社会性适应显著差于本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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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情况表现出显著差异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社会性适应在性别、就读学校类型、学习成绩上存在显著差异，

但本次调查发现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在年级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在性别变量上，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呈现出女生显著优于男生的特点，这与大多数前人对流

动儿童适应性的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9] [10] [11]。其原因可能是与男生相比，小学阶段女生的心理发育

和成熟较早，心思更加细腻，其人格特征也更容易适应社会，因此其社会性适应状况更好。 
第二，从就读学校类型变量上看，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和行为适应显著优于就读

于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王蕊(2020) [12]的研究也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随迁子女在学业成

绩和心理发展方面均显著好于就读民办学校的随迁子女。这可能是因为公立学校的教学设施、师资配备

和文化氛围等都显著优于民办外来工学校，在公立学校中学习的流动儿童可以与城市儿童面对面地交流，

增强对彼此的理解，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其学校适应[13]。 
第三，从学习成绩在班级中所处位置来看，在班级中学习成绩越靠前的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越好，这

与吕庆燕(202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原因可能是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学习成绩对流动儿童的适应性具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教师的认可度和接纳度往往越高，因此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对学校

的认同度以及自我价值感往往越高，适应学校和人际关系等的主动性往往也会提升[14]。 
第四，本研究发现小学中高年级阶段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在年级上无显著差异，这一研究结论与前

人研究中大多数研究结论相违背[15] [16]，这可能与不同的研究采用不同量表或被试群体有关，以小学生

为研究对象或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果会有所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可

能引起不同的发展变化，因此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4.1.3. 是否与父母一起生活是流动儿童社会性适应的显著预测因素 
本研究发现，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流动儿童，其社会性适应越好，这与吕庆燕(2021) [17]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究其原因，众多研究表明，父母缺位对儿童的学习成绩、家庭观念以及人际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进而会影响儿童社会角色的学习与适应[18]。个人在成长期(0~12 岁)时，如果父母缺位，会对个体在成年

后的社会交往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导致其较难与社会网络中强关系的成员建立密切关系[19]。因而，家

庭教育在流动儿童的社会化及社会适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2. 对策建议 

4.2.1. 家庭、社区合力，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环境 
家庭对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学校、社区和政府应发挥各自的作用，

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首先，学校和社区可以通过家庭教育讲座开展家长教育，教会家长用科学的方

法教育孩子，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其次，建立家庭教育求助咨询中心，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

中的困惑和问题，建立和谐亲子关系，帮助孩子尽快适应城市环境。再次，流动儿童所处的社区也需要

对其特殊需求予以重点关注，利用现有资源、采用专业的社会工作的方法帮助流动儿童建立社会支持网

络，为他们创造一个极具包容性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家园。 

4.2.2. 尊重流动儿童文化，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流动儿童跟随父母从乡村来到城市，从乡村文化进入到城市主流文化，必然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

适应过程。而在学校营造校园文化的过程中，也应当尊重流动儿童的文化，消除歧视与隔阂，提升流动

儿童的自我认同。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文化回应性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尊重随迁子女自身

的文化，将其当作一种优势运用到教学过程中来，对他们的文化进行回应，从而帮助随迁子女更好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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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学校，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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