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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研究述评

近十年我国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综述

王　静，但　菲，索长清

（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辽宁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

摘　要：近年来，我国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文章对近１０年来有关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文献进

行了梳理，重点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研究以及流动

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作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今后的研究需要重视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拓宽流动儿童心理健康

的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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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乡二元格局向三元社会结构的转

变，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流动人口也由个体

流动逐步过渡到“家庭化”流动，进而导致“第二代移

民”，即“流动儿童”的产生。然而，现行的城乡二元

户籍制度以及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劳动就业制度、

教育制度、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促成了

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流动儿童在教育、就医、社

会保障等方面无法享受城市同龄人的同等待遇。与

此同时，在对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中，由于流动儿童所

在家庭偏低的社会经济地位（ＳＥＳ）与社会环境的适

应等因素的影响，流动儿童容易出现心理健康方面

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流动儿童心理

健康相关文献的梳理，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

一、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文献计量分析

基于已有研究对流动儿童概念的界定，本文在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中，分别以“流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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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农民工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打工子

弟”和“心理健康”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间

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年５月为止，检索到我

国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文献３６９篇，其中硕士学位

论文４２篇，博士学位论文２篇。流动儿童心理健康

研究文献年代分布趋势如图１所示。

从图中的文献数量来看，自２００５年，有关流动

儿童心理健康的问题就受到关注，并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间，相关研究基本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其中，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相关研究数量增长平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相关研究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尽管２０１５
年的文献有限，但相关研究在不到半年时间已经超

过２００５年的水平。

图１　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文献年代分布图

二、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

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儿童的情绪情感、问题行

为和社会适应等方面。

１．情绪情感方面

研究发现流动儿童比城市儿童体验到更多的消

极情绪和更少的积极情绪，这些消极情绪主要体现

在自卑、焦虑、孤独与抑郁等。

自卑是流动儿童常见的消极情绪之一，流动儿

童来到城市，生活习惯和语言等均不同于城市当地

儿童，可能会由于穿着打扮等物质因素或学习成绩

等不如城市儿童而感到自卑。有研究表明，近四分

之一的流动儿童存在自卑心理，长期笼罩在自卑心

理的阴影下，造成他们人格发展受阻以及诸多心理

和行为问题，且流动儿童自责倾向的检出率明显高

于城市儿童。［１－２］一项调查表明：２３．５％的学生认为

自己在学校中几乎处处都不如别人；５６．８％的学生

认为自己表现一般，没有出色之处。［３］

焦虑也是流动儿童容易出现的情绪问题。流动

儿童迁入城市，面对完全陌生的人群，要重新建立自

己与老师、同伴以及邻居的关系，很容易产生社交焦

虑。同样，在学校中，因为教学环境、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等的改变，流动儿童也常常出现学习焦虑情绪。

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较低，在社

交中普遍存在着焦虑。［４］流动儿童的社交焦虑和孤

独感显著高于北京儿童和农村儿童。［５］白春玉

（２０１２）的一项研究表明，学习焦虑是流动儿童最常

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为４６．２２％，对人焦虑的

发生率为６．２６％。
［６］有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学习

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当地儿童。［７］

流动儿童来到陌生的环境，需要重新与同伴建

立友谊，但是因为一些生活习惯或方式的不同等会

出现同伴关系不良，流动儿童可能会陷于孤独之中。

研究表明：有４０％ 左右的流动儿童感到自己没有什

么好朋友，不好意思接近新朋友，不敢和同学交流，

怕惹人笑话。［７］此外，有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安全

感、幸福感和学校归属感较低，有较高的抑郁

倾向。［８］

总的来说，关于流动儿童情绪情感的研究，研究

者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流动儿童存在较严重

的自卑心理，孤独、抑郁倾向较强，安全感和幸福感

较低等。另外少数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得分无显著性差

异；［９］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积

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１０］

２．问题行为方面

流动儿童处在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中，由于农

村生活方式、父母的教育方式等都不同于城市，流动

儿童很容易表现出一些问题行为。

对于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研究的结论基本一

致：即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相比，存在不同程度的问

题行为，且问题行为发生率较高。研究发现，流动儿

童存在退缩、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内、外化问题

行为的发生率较高，流动儿童的行为问题均高于城

市儿童［１１－１２］。申继亮（２００９）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

的结果，流动儿童的轻度问题行为和重度问题行为

得分显著高于城市当地儿童。［１３］

３．社会适应方面

流动儿童迁移到城市，文化的差异、生活习惯的

不同、陌生人的冷漠与排斥等因素，给流动儿童的社

会适应过程带来了严重的障碍。

目前，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相对较多，大部

分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存在社会适应不良且流动儿

童的社会适应水平低于城市本地儿童。［７］调查发现，

流动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际关系紧张和敏感，部

分流动幼儿在交往中存在一定障碍，不能形成较为

积极和谐的人际关系，容易产生一定的孤独感。［１４］

流动幼儿的社会交往缺陷主要表现为：不爱合作活

动、对老师或家长的批评过分敏感、不善于与人交

往。［１５］此外，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性总体水平偏低，

学校适应性较差。［１６－１７］

然而，部分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流动儿童

的城市适应状况比较好，学习态度端正，学业表现良

好，只有少数学生对城市生活表现出一定的不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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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１８－１９］

（二）关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整理发现，影响流动儿童心

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方面，

环境因素主要是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

１．个体因素

研究表明：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个体因素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人格等方面。

调查发现，性别和年龄因素对学前流动儿童的

交往问题有极显著影响，对其品行、不良习惯有显著

影响。［１５］学前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行为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增长，但是３－４岁年龄组到４－５岁年龄组增

长的程度明显大于４－５岁年龄组到５－６岁年龄

组，因此４－５岁是社会适应行为发展的关键时

期。［２０］性别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论不

尽相同，有研究表明女孩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男孩，

但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

人格也是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

素，研究表明：打工校流动儿童的人格健全状况最

差，流动儿童的外向性、神经质、开放性、掌控感和乐

观对主观幸福感有着稳定且显著的影响作用，人格

五因素对主观幸福感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２１］李承

宗，周娓娓（２０１１）的研究表明流动儿童人格特征能

够很好地预测心理健康的水平，是影响心理健康水

平的重要因素。

此外，歧视知觉、自尊、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和

心理弹性等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也有一定的

影响。

２．环境因素

研究表明：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环境因素

主要有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

（１）家庭因素

毋庸置疑，流动儿童所处的家庭环境不同于城

市当地儿童，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家庭氛

围等严重影响着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目前，

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家庭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研究

者主要关注流动儿童家庭经济状况、亲子关系、父母

教养方式等方面。

显而易见，流动儿童父母多是从外地来到城市

打工，文化程度较低，收入偏低，教育资源相对欠缺，

家庭物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流动儿童的心理

健康。刘正荣（２００６）的研究表明：不同收入水平的

父母其流动儿童之间在心理健康总分、学习焦虑、孤

独倾向、恐怖倾向等项目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流动儿童的家长经常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

的教育，他们只想着为孩子提供物质上的支持，让他

们吃饱穿暖，却忽略了精神上的呵护与陪伴，造成亲

子关系淡漠，对流动儿童心理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对

其今后的人际交往产生一定障碍。有研究发现，流

动儿童与父母沟通的频率低、时间短、主动性不强、

沟通质量较差，感觉到与父母沟通有困难的流动儿

童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儿童。［２２－２３］夫妻关系紧张、亲

子关系忽视、当着外人的吼骂等问题显著影响流动

儿童的心理健康。［２４］

此外，研究表明，教育方式粗暴简单、与子女缺

乏情感沟通、父母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子

女期望过高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给流动儿童的身心

健康造成影响。［２５］

（２）学校因素

研究表明：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学校因素

主要有学校类型、办学条件、学校人际等方面。

对于就读于不同类型学校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

状况，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出入，有研究指出：公立学

校的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要好于打工子弟学校的

流动儿童。［２６－２７］沈芳（２０１１）的研究表明，就读公立

幼儿园更有利于学龄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

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认为就读

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要好于公

立学校的流动儿童。［２８－２９］造成这种研究结论不一致

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是地域的差异，研究对象的选择

不同，也可能是研究方法造成的，当然这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流动儿童的父母经常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情

况，把孩子完全交给学校，在选择学校时，也往往是

选择距离近或者是收费较低的学校，而这些学校的

办学条件相对较差。

此外，学校人际是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另

一重要因素，同伴和老师是否接纳流动儿童，在多大

程度上接纳，是否对他们有偏见等会严重影响儿童

的心理健康。有研究表明，流动儿童比城市儿童有

着更为强烈的孤独感，其中同学交往方式是引起孤

独感的最主要原因。［３０］

（３）社会因素

研究表明：影响城市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的社

会因素主要有户籍制度、教育平等性和城市居民对

他们的态度等方面。

流动儿童虽然随父母来到城市，但在户籍上仍

然属于农村人口，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不能享受与

城市同龄人的同等待遇，而且还会遭受社会排斥。

刘正荣（２００６）指出，户籍制度把城乡隔离是其受歧

视的根源，也是他们不能获得与城市儿童平等的受

教育机会、医疗、社会福利和社会地位的原因。在教

育的平等性方面，大部分流动儿童由于政策或经济

上的原因，只能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而这类学校的

办学条件、师资队伍都明显差于城市公立学校。此

外，流动儿童在穿着、饮食、生活习惯等方面可能会

遭到“城里人”的排斥，这种偏见可能影响他们对自

己、对他人和对社会的看法，从而影响到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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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三）关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研究

对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研究，研究

者主要从政府、家庭、社会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流动儿

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对策，如政府提供对流动家庭的

政策支持与法律保护，减少社会歧视；父母应提高自

身素质，创设和谐的家庭环境，增强亲子沟通与互

动；学校和幼儿园要创设和谐的班级氛围，加强心理

健康教育。

另外一些研究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

了干预研究，有用实验的方法进行前后测，也有从社

会工作的角度进行干预的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如，

王彩萍（２０１４）采用了实验的方法，以幼儿基本体操

作为干预，对实验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幼儿心理健

康测评进行分析得出，幼儿心理健康六个方面的得

分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在总体水平上也

具有显著性差异。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进行干预的研究相对较多，

且多集中在学位论文中。马佳（２０１２）通过个案和小

组工作方法来矫正流动儿童的心理偏差。廖文静

（２０１４）在研究中，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入手，

讲述了缓解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性问题的社会工作介

入策略，并从宏观制度、文化、政府三个方面改善资

源分配，以推动流动儿童适应学校生活，促进他们健

康成长。

（四）关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发现，大量关于流动儿童心

理健康的研究运用了调查法等量化的研究范式。在

量化研究中，研究者倾向于用测量工具进行横向的

调查，但所用的测量工具不尽相同，许多研究者修订

国外的量表，如：《儿童孤独感自我评定量表》、《儿童

抑郁量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儿童

行为量表》等，这些量表主要是测量儿童心理健康的

某个方面，如孤独、焦虑、问题行为等。一些研究者

在研究中同时使用多个量表进行调查。

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倾向于自编量表，应用也很

广泛，如，王极盛编制的《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ＭＳＳＭＨＳ）》；周步成等人修订了日本铃木清等人

的《不安倾向诊断测验》，编制了《学生心理健康诊断

测验手册（ＭＨＴ）》；此外，还有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

所编制的《广州市幼儿心理健康调查问卷》，王星编

制的《学前儿童心理健康测评量表》，张雅明，俞国良

等分别编制了《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还有一些研

究是根据心理健康的内涵及标准自编儿童心理健康

问卷。

另外一些研究使用了观察法、访谈法、个案研究

法等质化的研究范式，如赵向利（２００８）在问卷调查

的基础上，以十名较具有代表性的流动儿童作为个

案进行访谈，深入了解流动儿童的社会化状况。刘

杨，方晓义等（２００８）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２１
名流动儿童的深入访谈，提出了流动儿童的城市适

应过程理论。何海波（２０１０）的硕士论文中，以一名

学前流动儿童辉辉为个案，深入他的生活世界，讲述

了辉辉的外地生活。

三、研究展望

综合近１０年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相关文献

可以看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

论述到实证研究，从现状调查到影响因素的探讨，再

到干预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无论研究的广度还是深

度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肯定这些进步的同

时，当然也要看到研究中存在着不足之处，需要研究

者重新思考和设计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和

调查。

（一）重视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研究者往往认为流动

儿童所处的“流动”状态、家庭环境、家庭教育等不利

因素，必然遵循着“处境不利－压力－适应不良”的

线性发展，所以，研究者常常从负面的角度出发，过

多的关注流动儿童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而忽视了

流动儿童与城市同龄儿童的共性心理特征和流动儿

童的积极心理。实际上，有的流动儿童可能会很好

的习惯并适应城市生活，不利的生活困境不但没有

给他们带来负面影响，反而锻炼和塑造了他们积极

的心理品质，如自理、独立、包容、助人、感恩等。

有研究发现，尽管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流

行率很高，但大多数流动儿童并未被筛查出心理健

康问题。［３１］在同样的处境下，为什么有的流动儿童

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有的却没有，研究者从心理弹性

的角度进行了探索，认为流动儿童在不利环境中也

可能遵循着“处境不利－心理弹性－适应良好”的轨

迹发展。但由于积极心理学理论还处于起步阶段，

所以，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心理健康与不健康

并不是心理发展的两个极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

对的界限。要准备把握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

既要关注其心理健康存在的不良状况，也要关注其

积极心理品质。因此，今后的研究要更加全面的关

注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既要看到流动儿童存

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要看到其积极心理品质。

（二）拓宽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对象

从研究对象上看，已有研究大多把流动儿童界

定为６－１４岁的农民工子女，主要选择小学生和初

中生，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

象。实际上流动儿童远远不止这些，很多义务教育

阶段之外的流动儿童，特别是６岁以下的学龄前儿

童也跟随父母流动到了城市，从“举家迁徙”的趋势

上看，学龄前流动儿童的数量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关于学龄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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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研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学龄前流动儿童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注意力不集中，行为

问题发生率高、自信心不足，同伴关系不良等。学龄

前阶段是儿童早期人格形成、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

而学龄前期的流动儿童却要面临与同龄孩子不同的

经历，面对环境的改变、生活习惯的不同、“城里人”

的歧视等，他们很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学龄前

期的儿童可塑性很强，若在学龄前期能够发现其心

理健康问题并及时予以矫正，将有利于其心理健康

的发展。因此，关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对象，

应拓宽到学龄前的流动儿童。

（三）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往的研究多为量化的研究

方法，少有实验法和质性研究，而且在量化研究中，

研究者倾向于用单纯的测量工具进行判断。一方

面，关于心理健康的测评工具五花八门，没有一个统

一的普遍适用的研究工具，容易造成研究结论的不

一致；另一方面，运用测评工具进行调查研究也只能

从某个侧面反映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部分现

状，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量化的横断面调查

研究，使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停留在现象的描

述上，抓不住真实的问题所在。

未来的研究取向应该是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并

举，综合使用问卷法、观察法、个案研究法、实验法等

多种研究方法，不仅要从横断面了解流动儿童的心

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而且要通过纵向的追踪

研究从流动儿童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揭示流动儿童的

心理发展状况，挖掘影响其心理健康的深层原因。

当然，研究方法的使用并不是越多越好，要根据具体

研究内容考虑方法的适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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