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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具有其特殊性，相关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通过随机和分层抽样

法，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选取100名

学龄前流动儿童及21名学龄前非流动儿童作为被试，进而运用儿童入学准备综合测评工具对被试进行逐一测评。研究结果

表明：非流动组和流动组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总分（M非流动组=40.95±6.88，M流动组=31.17±8.96），即非流动组入学准备水平

总分高于流动组儿童。在入学准备的5个方面测试上，流动组在动作技能维度总分略高于非流动组，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

在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认知、情绪与社会性、言语能力等4个维度，流动组均低于非流动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或边缘显著。

针对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中存在的问题，需加强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坚持普及学前教育，

持续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程，完善学前教育入学准备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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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it is in urgent need to study and solve the related problems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school readiness of urban migrant childre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By adopting the random and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it selects
100 preschool migrant children and 21 preschool non-migrant children as subjects in three minor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s of Qian⁃
dongnan Miao and D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Qiannan Buyei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as well as Qianxinan Buyei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Guizhou Province. Then, it makes the evaluation on the subjects one by one through the use of the com⁃
prehensive evaluation tool of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indicates that the total score of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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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ess of children in non-migrant group and migrant group are（M non-migrant group=40.95±6.88, M migrant group=31.17± 8.96）,
that is, the total score of school readiness of children in non-migrant group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hildren in migrant group. In addition,
the total score of motor skills in the migrant group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migrant group in the five aspects of school
readiness, which also did not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ile in the four dimensions such as learning style, cognition and general cog⁃
nition, emotion and sociality, and speech ability, the migran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non-migrant group, and it existed 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or marginal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ttention and support of all sectors of so⁃
ciety, make full use of family resources, adher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pro⁃
cess of universally beneficial kindergartens, and perfect the school readiness evaluation syste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chool readiness of urban migrant childre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Key words: ethnic areas; urban migrant children; school readiness level

一、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学前教育受到

了大众的普遍关注，但由于受地理、历史、经济等因

素影响，各个地域以及城乡之间学前教育的发展存

在着巨大差异［1］。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农村地

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一过程中产生

的特殊儿童群体——流动儿童，其身心发展状况、

所接受的教育质量、生存发展环境等都值得教育工

作者关心和关注。流动儿童主要是指随农工、民工

父母一起移居到城市，但户籍却不在居住地的儿

童，而本研究中的流动儿童特指学龄前儿童这一群

体，不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2017年1月5日

至6日，由教育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实施“贵州

省流动儿童与农村儿童学前教育质量提升项目”，

高度重视贵州省广大流动儿童学前阶段教育质

量。2019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主题为“科

学做好入学准备”，入学准备水平不仅关乎儿童能

否顺利适应小学生活，也为其终身发展奠基。

入学准备即指学龄前儿童为了能够从即将

开始的正规学校（小学）教育中受益所需要具备

的各种关键特征或基础条件，是儿童适应正规学

校教育的前提和基础［2］。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进程的推进，流动儿童跟随自己的父母进入城

市以后，往往使得城市现拥有的教育资源面临压

力，同时对于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的教育公平也

带来了新挑战［3］。关于入学准备的研究能够帮助

教育工作者更加清晰审视入学前流动儿童这一

社会处境不利群体的准备样态，以往关于流动儿

童入学准备的研究地域多集中于北京、上海、广

东、浙江等外出务工人员聚集地区。例如，史瑾

（2016）对北京市291名学前一年流动儿童的研究

表明，北京市流动儿童的入学语言准备及数学准

备结果与全国儿童平均水平持平，并不存在显著

性差异［4］。胡琪（2020）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在交流

能力、情感成熟度方面弱于户籍儿童，在生长发

育、语言和认知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稍强于

户籍儿童［5］。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

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相关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被试选取

本研究选取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凯里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和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等三个自治州民族地

区的城市作为调查地域，随机选取当地流动儿童

聚集的共4所幼儿园为调研基地。再按照所选取

幼儿园大班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人数比例，采

取分层抽样法，抽取相应被试进行编号，进而逐

个测量，而后使用访谈法向教师、家长了解相应

情况，即以问卷、访谈、测量等方式展开调研，调

研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被试基本情况信息

地域

凯里市

都匀市

兴义市

合计

幼儿园（匿名）

A、B幼儿园

C幼儿园

D幼儿园

4所

非流动儿童（人数）

A（2）B（10）

C（4）

D（5）

21人

流动儿童（人数）

A（12）B（40）

C（28）

D（20）

100 人

调研时间

2020年11月27日

2020年12月2-3日

2020年12月4日

2020年12月5-6日

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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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在通过大量阅读国内外“入学准备”资料的

基础上，筛选并最终确定运用东北师范大学盖笑

松教授团队所编制的测评工具。该儿童入学准

备综合测评工具（School Readiness Test Battery-

Comprehensive Version,SRTB-CV），可用来测试儿

童的入学准备水平。SRTB-CV包含五个领域的

测试内容：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认知、情绪与社

会性、言语能力、运动技能等。该测试工具项目

区分度平均数为0.47，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8，重

测信度为0.87，分半信度为0.68。结构效度分析

发现，GFI指数为0.85，AGFI指数为0.838，RMSEA

指数为0.034。一般认为GFI和AGFI在0.8以上

为可接受范围，RMSEA在0.05以上为应拒绝范

围［6］。因此，该工具的结构效度处于可接受区间

内，能够对儿童的入学准备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

考察。

（三）调研程序及数据处理

采用儿童入学准备综合测评工具（School Readi-

ness Test Battery- Comprehensive Version，SRTB-

CV），对所编号儿童进行个别施测，为避免流动儿

童被“贴标签”，测试过程“双盲”，通过幼儿园花

名册进行筛选和随机编号。主试由经过培训的

课题组成员担任，测试时间为每位儿童约25分

钟—40分钟，测试所得数据用SPSS19.0进行统

计处理。

三、研究结果

将儿童是否流动作为自变量，SRTB-CV总分

及各维度测试得分作为因变量，作单因素方差分

析，儿童类型在入学准备水平各维度及总分上的

平均数和标准差情况见图1、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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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儿童类型在入学准备总分的差异分析

表2 入学准备水平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儿童类型

非流动组

流动组

动作技能
（M±SD）

1.24± 0.70

1.36± 0.61

学习方式
（M±SD）

13.95± 2.99

9.87± 4.29

认知和一般知识
（M±SD）

9.00 ± 2.05

6.72 ± 2.60

言语发展
（M±SD）

6.57 ± 1.66

5.65 ± 2.00

情绪与社会性
（M±SD）

9.71 ± 2.61

7.25 ± 3.46

入学准备总分
（M±SD）

40.95 ± 6.88

31.17 ± 8.96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非流动组

和流动组在入学准备总分上存在差异，非流动组

所得总分（40.95分）高于流动组（31.17分），见图

1。在动作技能、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认知、言

语能力、情绪与社会性等方面也存在具体差异，

详情见图2至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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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儿童类型在动作技能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统计结

果见图1），非流动儿童在入学准备总分上的得分

（40.95 分）显著高于流动儿童组（31.17 分），t =

4.71，p < 0.001。

（一）儿童类型在动作技能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根据盖晓松教授关于入学准备内涵的界定，

动作技能主要包括大动作技能、精细运动、发音器

官运动、感觉运动、运动水平等范畴。在动作技能

维度上，非流动组平均得分1.24，流动组平均得分

1.36，流动组平均得分略高于非流动组。本研究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统计结果见图

2），非流动儿童在动作技能维度上的得分与流动

儿童相比没有显著差异，t = -0.81，p > 0.05。

（二）儿童类型在学习方式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学习方式维度上，包括儿童在面对新任务和

迎接新挑战时的好奇心、求知欲，对事物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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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性、坚持性、注意力、责任感、想象力，还包

含儿童反思、解释方式及认知风格等。在学习方

式维度上，非流动组平均得分（13.95）高于流动组

平均得分（9.87），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调研所

得数据，结果表明（统计结果见图3），非流动儿童

在学习方式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流动儿童，t =

5.23，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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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儿童类型在学习方式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三）儿童类型在认知和一般知识维度上的

差异分析

认知和一般知识维度，主要包括儿童表征思

维的敏捷性、问题解决逻辑性和灵活性、记忆策

略、社会知识及数理逻辑知识等内容。在认知和

一般知识维度上，非流动组平均得分（9）高于流

动组平均得分（6.72），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

析数据，结果表明（统计结果见图4）非流动儿童

在认知和一般知识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流动

儿童，t = 3.77，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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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儿童类型在认知和一般知识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四）儿童类型在言语发展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言语发展维度上，一是包含儿童口头语言的

听、说、单词、词义、言语社会性用途及创造性用

途等能力表现，二是包含读写意识、文字意识、故

事感觉及书写加工等。在言语发展维度上，非流

动组平均得分（6.57）高于流动组平均得分

（5.65），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调查数据，

结果表明（统计结果见图5），非流动儿童在言语

发展维度上的得分高于流动儿童，t = 1.97，p =

0.05，到达边缘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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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儿童类型在言语发展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五）儿童类型在情绪与社会性维度上的差

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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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儿童类型在情绪与社会性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情绪与社会性维度上，包含关于儿童的自我

意识（自我概念、自我效能、自我控制）、情绪情

感、自我效能、规则意识、人际交往、移情等范

畴。在情绪与社会性维度上，非流动组平均得分

（9.71）高于流动组平均得分（7.25），采用独立样

本t检验分析此次调研数据，研究结果表明（统计

结果见图6），非流动儿童在情绪与社会性维度上

的得分显著高于流动儿童，t = 3.70，p < 0.01。

四、分析与讨论

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可知，在入学准备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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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维度的差异对比中，非流动组与流动组相比

较而言，动作技能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且该

维度流动组得分略高；而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

认知、言语能力、情绪与社会性等方面存在显著

性差异或边缘显著，非流动组得分均高于流动

组。诚然，由于测验调查法需对研究样本进行逐

个调查，且每个样本调查时间约25~40分钟，调研

耗时较长，因此本研究仅对121个样本进行了测

试和逐个深度分析，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测试

结束后，经过与教师、家长访谈，结合访谈所得资

料，分析存在差异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流

动组在动作技能维度上得分略高于非流动组，其

原因可能是流动儿童家庭中幼儿户外活动的时

间和空间较少受限制，因此，流动组在动作技能

测试中得分略高；其次，在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

认知、言语能力、情绪与社会性等方面，由于家长

对于流动儿童的入学准备情况缺乏应有的重视，

流动儿童家庭成员缺乏对儿童进行入学准备教

育的意识和能力，且对社区环境资源利用相对不

足，因而在其它维度中流动儿童的得分较低。由

此可见，对于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的家庭和社会支

持系统有待建立健全。

入学准备研究的实践价值是可以通过建立

风险识别模型，进而对筛选出的高风险儿童实施

干预，提高其准备状态，减少他们在未来学校生

活中出现问题的危险，其干预途径包括：延迟入

学、针对儿童个体的干预措施、以及针对家庭和

社区的干预措施［7］。夏小英等人的研究表明家庭

参与正向预测学前儿童的整体入学准备水平［8］，

家长参与有助于缩小儿童入学准备的阶层差异,

对促进教育起点上的公平有着重要的作用［9］，因

此，应将流动儿童家庭纳入到入学准备工作的责

任主体中来。对贵州省民族地区城市中的学龄

前流动儿童入学准备状况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及

时了解和掌握这一群体的教育生态环境和入学

准备水平，通过研究筛查和发现准备状态不足的

儿童，并及时进行提前干预或入学后补救性帮

助，同时注意避免这一群体被“贴标签”的现象。

改善这一问题的建议主要包括：需要社会各

界关注和扶持流动儿童家庭，充分利用家庭资源

做好儿童入学准备教育工作；坚持普及学前教

育，持续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程，有研究表

明“普惠性幼儿园是面向社会大众具有普惠性质

和有质量保障的学前教育机构，是学前教育的主

体，是解决“入园贵、入园难”问题的主力军，其在

和谐社会构建和满足当今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

需要方面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10］；提高幼儿

园及小学教师对入学准备的认知，科学处理、合

理对待入学准备水平差异情况；完善学前教育入

学准备评估体系，予以入学准备不足的儿童及其

家庭政策性支持，对于社会处境不利儿童应给予

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帮助和关爱。此外，通过家教

讲座、家园联系栏、家访、“家园热线”以及鼓励家

长充分利用电视、网络信息等传媒了解幼儿早期

家庭教育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家长能够结合实际

对孩子进行科学正确的指导，更好实现家园共

育［1］。采取以上措施，以期减少流动儿童与非流

动儿童入学准备状态上的差距，及早干预或在其

进入小学后教育者给予更多关心、关爱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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