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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打破原来留守在村的局面，开始迈进城市展开新的生活。在

此过程中，他们的子女也跟随父母迁居到城市转变成为流动儿童的身份，这一群体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面

临艰巨挑战，他们能否融入到城市生活，能否在城市中获得健康成长，不仅影响到其人格与价值观的形

成，还会关系到我国的社会和谐与繁荣发展。因此，如何促进流动儿童更快更好地融入适应城市生活是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试图基于优势视角探讨我国目前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存在的困境及其原因，并

在优势视角理论的指导下，分析如何让流动儿童更快融入城市的方法，促进流动儿童缓解孤独感，建立

城市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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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people break the original 
situation of staying in the village and begin to enter the city to start a new life. In this process, their 
children also follow their parents to move to the city to change into the identity of mobil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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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group faces arduous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tegration, whether they can inte-
grate into the city life, whether they can get healthy growth in the city, not only affects the forma-
tion of their personality and values, but also relates to the social harmony and prosperity of our 
country. Therefore, how to promote migrant children to adapt to urban life faster and better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difficulties and causes 
of migrant children’s social integr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advantage perspective,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advantage perspective theory, analyzes the methods such as how to make mi-
grant children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faster, and promote migrant children to relieve loneliness 
and build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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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我国城镇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岗位日益增多，相较于乡村，城市工作的

上升空间也更大，其想有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带着自己的妻子子女一起来城市生活。

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之后，虽然开阔了眼界，获得了一定知识和资源，但陌生的环境会让流动儿童很难

融入，感到孤单和自卑，无法与城市儿童公平享受教育资源，那这些持有农村户籍的儿童就成了城市中

的弱势群体，由于频繁流动使得他们缺乏归属感，加上城镇居民因为户籍身份排挤他们、教育政策倾向

于城镇户口儿童、流动儿童父母缺乏照顾看管，使得流动儿童内心感到孤独，无法正确认识自己，在社

区中难以融入，缺少人际关系的经营方法，会使得流动儿童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由于差别化对待往往

更感到孤独、焦虑等不良情绪，进而形成自卑、敏感的人格特征，以上这些问题对流动儿童健康成长产

生了很大程度的影响，阻碍其社会融入的进程。 

2. 概念界定 

2.1. 流动儿童 

根据教委最新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教学暂行办法》，是指年龄为 6 岁至 14 岁范围内随着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称为“流动人口子女”，且目前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儿

童或少年，生活在城市之中但其户口为农村户口。因此，本文中的“流动儿童”界定为 6~14 岁伴随在城

市务工的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来到城市居住和生活，但其户口仍为农村户口，在城市居住时间在半年以

上，并接受学校义务教育的儿童或少年[1]。 

2.2. 社会融入 

社会融入的界定在学界中尚无定论，由于城乡之间差距明显，很多农村人口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并留

在城市生活，在城市环境下和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导致流动人口无法融入，本文把“社

会融入”界定为流动人口从文化、教育、心理、社会交往融入方面在城市中生活的适应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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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基础 

3.1. 优势视角理论 

优势视角告诉我们不管是个体、群体、组织或者社区，先天存在能够激发个人潜能的资源和知识，

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从而发挥自身功能。其核心观念就是每个人都天生拥有解决自身问题的能

力和技能，相信自己可以发挥自身优势来打破壁垒，能够合理发掘自身优势。即使是现状处于困境的人

也能够只靠自己的力量冲破困难，建立自尊心和自信心，认清自己的优点和身边的资源，学会利用这些

优势来帮助自己解决当前问题，社工也要学会相信自己的案主，引导案主利用身边的环境和资源来缓解

由于流动带来的自卑感，适应城市生活，并能找回自信心，在城市中生活有归属感[2]。 

3.2. 抗逆力 

抗逆力的本质是指每个人在出现问题后，克服困难，展现自己解决问题的成果，人在逆境之中会格

外关注自身的能力和优势，抗逆力可以翻译为一个人对抗困境的能力，这是人的一种潜在能力，需要通

过困境激发出来，它让人在面对困境甚至是危险后依然能成功对抗风险并使自己复原的能力。因此，抗

逆力属于人类本能，是生存必须的一种技能，也是最基本的能力[3]。抗逆力主要目的是发现案主的潜在

能力和优势，并通过这些优势解决问题，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逆境。 

4. 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 

4.1. 缺乏公平的教育资源 

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之后，在教育方面就有两种选择方式，第一是进入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但是在

我国，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相比，在教学水平和质量以及师资力量上都比较落后，资源相对匮乏，虽然

流动儿童有入学资格，但他们正处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阶段，如果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中学习，会对

其成长产生不好的影响，沾染恶习，最终会成为“问题儿童”不利于其自身成长。第二是进入公办学校，

户籍制度就是流动儿童是否能成功入学的门槛，虽然现在已经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但是流动儿童要想进

入公办学校，手续会非常复杂，也容易受到其他小朋友的轻视[4]。 

4.2. 缺乏广泛的交友网络 

人际交往对于儿童来说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流动儿童来讲，人际交往能力弱，非正式网络支持不足

是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问题之一。通过查看以往文献发现大部分流动儿童愿意与当地的儿童建立伙伴关

系，但是由于经济水平、教育、文化背景、城乡差异等因素，再加上自身非城镇身份的限制，与当地的

儿童接触机会少[5]。即便是居住在同一社区中，受思想差别的影响，导致很多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贴上

“问题儿童”的标签，使得流动儿童被“问题化”，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使城市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产

生隔阂，难以建立交往关系。 

4.3. 缺少城市归属感 

缺乏归属感是心理融入的一部分，也是最高层次的社会融入。虽然流动儿童身在城市，但在心理上

仍然无法融入，对城市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文化氛围无法适应，生活方式无法习惯，很

难建立起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对流动儿童来说这只是一个住所。具体来说，大多数的流动儿童在城

市中只是过着“家–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在学校中也只能接触到与自己同身份的流动儿童，活动范

围和好友圈有限，对所在城市产生疏离感[6]。并且他们在人际交往和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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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卑情绪会让原本就恐惧的流动儿童自我意识降低，导致在经济和社会交往层面产生抵抗的心理，尤

其是感受到城市带给流动儿童的歧视和排斥，生活中会更加谨慎小心。 

5. 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困境存在的原因分析 

5.1. 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差异 

文化存在差距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地位对于生活甚至生命的

理解和诠释，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差异主要是文化价值理念的区别，城市中向往的是提升消费水平，对于

金钱的追求，人生的理想，而乡村追求的是一份安逸清净的生活。两地的差异是导致儿童难以融入的原

因之一，因为流动儿童在这个过程当中面临的是两种文化方式的变动，曾经其面对的是农村生活带来的

是乡土风情，迁移之后面对的是都市生活，过去和现在的语言、生活习惯、消费观念、价值观都截然不

同，这样的变化可能会带给流动儿童一种不稳定感，因为文化的冲击导致其无所适从，面对事情不知道

该如何处理，缺乏解决问题的主动性，曾经在流出地养成的生活方式也要转变为流入地的生活方式，流

动儿童在面对这些无法习惯的地方会感到无法理解，城镇儿童也会对其产生一定排斥心理，这种文化带

来的差距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拉近的，从而导致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入上出现问题[7]。 

5.2. 家庭经济收入较低 

流动儿童的家庭大多来自相对贫困、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比如城乡结合部或乡村，当他们进入城市

之后，收入水平会得到一定提高，物质条件得到改善，但与城市居民相比，无论是生活质量还是经济收

入仍然相差较多。由于家庭经济收入低导致家庭无法为流动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大多数流动儿童

的父母忙于工作，无法给予足够的亲子互动，会导致家庭沟通功能降低，从而使流动儿童心理压力越来

越大，感到难以容易城市生活之中。 

5.3. 城乡不同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体现出我国在城市和农村地域上的划分，也是两者的严格界限，户籍是人自出生以来就规

定好的，无法轻易改变，除非是后天通过个人的努力从农村户口转变成城市户口，但需要经过一份奋斗

[8]。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代表着公民的一种身份特征，也注定了生活在哪一片土地上，由于城市和农村

在经济、交通、产业上的差距，我们不自觉地会对乡村公民贴上歧视的标签，因此乡村的青壮年人口会

流入城市之中，其子女也会受到排挤和不公平的待遇，无法与城镇人口子女成为朋友，注定被人看低一

等，这对于流动儿童社会融入是十分不利的[9]。 

6. 对策及建议 

6.1. 完善教育资源分配，保证教学公平 

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有明显的差别，对于流动儿童教学点一般存在师资配置低

端，教师教育水平低下，知识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这对于流动儿童的未来发展上存在较大影响。相关部

门应该平衡教育资源，在政策上对流动儿童有一定倾斜，提高教学水平，完善教育队伍，提升师资力量，

例如在联片范围内实行教师定期“轮岗交流”制度，让流动儿童教学点的教师有机会到重点校学习教学

方法、技巧，补充教育教学知识。 

6.2. 制定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流动家庭经济收入 

对于流动儿童的基本生活问题应该得到保障，流动家庭普遍存在着家庭经济收入较低、居住条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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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一方面，相关部门应该出台关于流动人口的社

会保障制度，调整福利分配，以满足流动家庭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基本需求，这对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

入有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创造就业条件为流动儿童父母加强就业培训，例如定期培训

专业技术知识，提供多种就业选择等，增加就业机会，从而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经济收入[10]。 

6.3. 完善儿童的交友网络，建立家校社联动的社会支持网络 

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入过程中离不开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需要联系其他外在系统共同帮助其获得成

长，缓解其孤单、焦虑的心情，还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作用，加强流动家庭、学校、社区之间的联动[11]。
社工加强老师和父母的交流，老师通过家访了解儿童的生长环境和经济状况，家长对于儿童的学习状况、

心理状况和互助情况加以知晓，形成家校合力，如果发现儿童有压力过大的情况及时介入和反馈，有利

于流动儿童的成长；其次，社工对家长的教育方式进行介入。由于其父母的文化水平较低，对儿童看管

不利，缺少正确的教育方式，可能会导致儿童更加叛逆，面临更加危险的情况，因此社工可以多与家长

交流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协助家长对孩子进行教导，完善父母对于孩子监管的主体地位[11]。具体来说

社工开展亲子讲座，把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贯彻下去，解决流动儿童的学习问题和互助问题，完善儿童

的同辈支持网络。最后社工可以通过了解流动儿童的社区环境之后，与社区居委会人员共同通过创设良

好的学习环境和课后托管服务，发挥社区的作用[12]。 

6.4. 增强社区环境建设，提升城市归属感 

因为社区是一个集合，其中涵盖着这一地区的文化以及各种资源，社区更是流动儿童以及城镇儿童

共同生活的地方，通过社区开展活动能够加深流动儿童和当地儿童之间的交流，营造一种和谐平等的社

区氛围，比如可以在社区开展不同地方文化融合、人际交流会、普通话学习等话题。社工在社区为提高

流动儿童社会价值而组织志愿服务，让其体会劳动带来的自尊感和自信心，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改善

社区的现状，打消其他城镇居民的刻板印象。社工还可以邀请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心理知识科普和问答竞

赛活动，提升流动儿童的个人素养和学习能力，发挥出潜在的能力，提升自我效能感。 

7. 小结 

由于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入上面临困境，通过从优势视角理论分析出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入上存在缺乏

公平的教育资源、缺乏广泛的交友网络、缺少社区归属感等问题。因此我们要为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创设

新平台，完善教育资源分配，保障学校教育公平，构建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提高教育质量；在人际关

系上帮助流动儿童建立完善的交友网络，明确父母在其中的责任，加强家庭亲友支持，有利于缓解流动

儿童孤独，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建立城市归属感，加强社区的环境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为儿童建设娱

乐学习场所，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解决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这一问题不仅会对流动儿童的健康成

长有积极作用，还会对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更有利于建设和谐家庭与社会，对流动儿童教

育政策的完善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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