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随着流动儿童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袁其心理发展日益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遥
基于我国近年有关流动儿童的心理研究文献袁 文章梳理和介绍了关于我国流动儿童心理

状况和心理干预的相关研究成果袁包括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尧歧视知觉尧身份认同尧心理健

康尧行为问题尧心理弹性尧积极心理品质方面的心理研究袁还有采用团体心理辅导进行心理

干预的研究遥 已有研究大多数基于野问题取向冶袁将视角聚焦于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不良尧
歧视知觉较高和心理健康水平偏低等消极方面曰且该研究领域还存在研究工具繁杂尧取样

不平衡尧忽视文化因素尧心理干预方式单一等问题遥针对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袁
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如下展望院渊1冤转变研究取向袁关注积极心理品质曰渊2冤完善研究方法袁统
一研究工具曰渊3冤扩大取样范围袁平衡国内地域差异曰渊4冤加强跨文化研究袁关注文化因素曰
渊5冤整合多种心理干预袁加强实效研究曰渊6冤建构流动儿童心理发展促进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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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国家教委和公安部渊1998冤的定义袁广义的流动儿童指 6 至 14 周岁渊或 7 至 15 周

岁冤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袁有学习能力的儿童遥 而狭义的流动儿

童则专指随父母移居城市上学的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的子女遥 国家统计局的最新全国农民

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袁2014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7395 万人袁 成年劳动力的倾巢而出导致

流动儿童群体的规模不断迅速扩大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院在 2000要2010 年间袁我国 0要17 岁流

动儿童的数量增长超过了 80%袁达到 3581 万人渊国家统计局袁2012冤曰到 2013 年袁中国城镇地区

平均每 3 个孩子中就有 1 名是流动儿童遥 随着流动儿童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袁 其心理发展日

益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遥我国对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的研究在 2000 年之后才逐渐兴起遥近年来袁
相关的心理研究主要涉及两大主题院一是流动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曰二是影响流动儿童适

应与身心健康的相关因素,包括内在机制及干预措施[1]遥尤其是近五年来袁关于流动儿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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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尧歧视知觉尧身份认同尧心理健康尧心理弹性和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文献大量增加遥 本文通

过对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袁 提出相应的研究展望袁
旨在抛砖引玉袁为未来研究者提供启示遥

一尧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研究

渊一冤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指标袁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自然首先受到研究者

的关注遥 但纵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袁各项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

于院虽然我国的叶心理学大辞典曳将社会适应定义为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袁个体的观点尧行为

方式随之而改变袁使之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过程冶袁但这一定义颇为笼统曰社会适应明显具

有广义的多维度结构袁但当前心理学界对这一理论结构的认识并不统一遥 这就直接导致从事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研究的实施者对社会适应的操作性定义不一致遥 虽然总体上研究主题都是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袁但各项研究所采用的调查或测评工具的维度渊因素冤建构具有较大

的差异遥 因此袁以下各项研究的差异袁其实质上体现了不同研究者对流动儿童心理适应尧学习

适应和社会文化生活适应不同方面的研究结果遥
多项比较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社会适应状况的调查研究均发现院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总

体水平低于城市儿童袁流动儿童在社会适应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袁尤其在学校适应性方

面存在较大问题[2-5]遥 而且袁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在不同适应维度尧流动时间尧学校类型等方面

存在差异遥例如袁一项比较贵州市 3 个区 512 名流动儿童与 462 名城市儿童社会适应状况的研

究结果表明袁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总分及在人际友好尧活动参与尧学习自主等 8 个因素上的得

分均显著低于城市儿童[6]遥 而另一项针对北京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研究结果显示袁到京 6 年以

上的流动儿童在目标专注和积极认知方面均高于到京 6 年以下的流动儿童曰公办学校尧未转

学尧家庭收入 2000 元以上的流动儿童在目标专注尧情绪控制尧积极认知尧家庭支持尧人际协助五

方面均高于打工子弟学校尧转过学尧家庭收入 2000 以下的流动儿童[7]遥 第三项针对 684 名一至

九年级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袁流动儿童比城市儿童存在更多的行为问题[8]遥
另一方面袁几项针对较大样本的调查研究得到了相悖的结果遥 例如袁一项比较北京市 4要6

岁流动儿童与普通城市儿童社会适应行为发展状况的研究发现袁除作业因素外袁二者在生活

自立尧运动尧交往等因素得分和总分上的差异均未达到统计显著程度[9]遥 而采用自尊尧生活满意

度尧孤独感尧抑郁尧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问卷对我国五省小四至初三年级流动儿童与一般儿童

的比较研究则表明袁流动对儿童社会适应并无明显不利影响[10]遥
此外袁两项个案研究也未发现流动儿童在社会适应上的问题遥 其中一项发现袁尽管年龄增

长会增强流动儿童对社会排斥的体验程度袁并因此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曰但其具有的积极人

生态度尧优秀品质和理想等均能帮助其很快适应生活环境[11]遥 而另一项对 21 名流动儿童进行

的个案访谈研究发现袁受访儿童的城市适应总体状况较好[12]遥
渊二冤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

歧视知觉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而感受到有区别或不公平的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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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袁既包括知觉到指向自己的歧视袁也包括知觉到指向自己所属群体的歧视[13]遥 研究者们在

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状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问题袁它同时也

是影响流动儿童健康适应的重要因素遥 鉴于其对流动儿童行为与发展的重要影响袁近年来有

关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状况尧后果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逐渐涌现遥 研究结果大体上一致袁仅有

一项较大样本研究结果部分不同于其它中等样本研究结果遥
一些中等样本的调查研究发现院渊1冤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整体上处于中等水平袁且个体水

平的歧视知觉高于群体水平的[13]遥 渊2冤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受到性别尧学校类型尧年级尧流动性

的影响曰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多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13-15]袁男性流动儿童的歧

视知觉高于女性[13-15]袁高年级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高于低年级流动儿童[13-14]袁流动性高的儿童

的歧视知觉高于流动性低的儿童[15]遥 渊3冤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具有显著的消极后果曰流动儿童

的歧视知觉与其自尊尧幸福感水平具有显著负相关和负向预测作用[13-14][16-17]袁会通过正向影响

流动儿童社会身份冲突的方式负向影响其城市适应状况[18]袁对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和抑郁具

有正向预测作用[19-20]袁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具有负向预测作用[21]袁对流动儿童的社会融

入产生直接负面影响[22]曰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会消极影响其认同整合袁而认同整合作为多身份

认同个体看待多重身份之间关系的重要个体差异指标袁对于流动儿童实现社会融合的的最终

标志要要要自我身份认同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23]曰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除了直接影响流动儿童

的心理健康水平外袁还通过应对方式和自尊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15]曰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

水平越高袁孤独感也越高[24]遥 针对北京市 1164 名流动儿童进行的调查研究虽然发现流动儿童

的歧视知觉整体上并不明显袁但也发现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对其社会文化适应具有负向预测

作用[21]遥
在考察研究歧视知觉这一危险性因素对流动儿童健康适应的消极影响的同时袁已有研究

还揭示了积极应对尧社会支持尧自尊尧内群体情感认同等保护性因素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遥
例如袁积极应对尧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具有共同调节作用[20]曰积极

应对对流动儿童歧视程度与孤独情绪之间的关系具有增强作用[23]曰社会支持在歧视知觉与社

会文化适应的负向预测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袁这一中介作用受到城市认同尧老家认同的

调节[21]曰社会支持在歧视知觉与认同整合尧应对方式与认同整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22]曰自尊在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15]袁自尊水平的提升能增加群体可

渗透性对流动儿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22]曰群体可渗透性在歧视知觉与社会融入之间起着有调

节的中介作用[22]曰群体地位感尧内群体情感认同在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

双重中介作用袁且该作用受到归属需要的调节影响[16-17]曰心理弹性中的个人力维度能调节歧视

知觉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19]遥
渊三冤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也称自我认同袁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袁同时也认识到

作为该群体成员带给自己的情感和价值意义[25]遥如果在关键期不能建立良好的自我认同袁青少

年很可能出现行为[26]尧心理健康和人格[27]等方面的问题遥 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对其社会适应与

社会融入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袁因此近年来也出现了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心理研究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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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考察了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情况尧后果及影响因素遥 研究工具的不统一是导致已有研究结论

难以横向比较的主要原因袁这就为后续研究在测量与调查方式上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挑战遥
有关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状况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性袁其差异的产生主要是源自调查工具

的差异遥例如袁一项采用修订的 MEIM量表考察北京市 415 名流动儿童身份认同情况的研究结

果表明袁18.9%的流动儿童具有农村身份认同偏好袁69.9%的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处于不确定

状态[28]曰而另一项采用自编的叶流动儿童身份调查问卷曳与艾森克人格问卷考察浙江省三城市

527名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与人格特征的研究却发现袁55.22%的流动儿童认同野农村人冶身份[29]遥
有关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后果的研究发现袁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矛盾直接影响了其健康人

格的形成袁阻碍了其城市融合[29]遥 流动儿童对其野农村人冶的社会身份认同能够促进其城市适

应袁并且这种促进作用通过自尊发挥作用[30]遥一项考察成渝两市 591 名流动儿童的研究结果表

明院相对于身份认同模糊与具有城市身份认同偏好的流动儿童来说袁具有农村身份认同偏好

的流动儿童的消极应对尧自尊及学校归属感都较差[31]遥
有关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袁学校类型尧父母的身份认同尧家庭环境尧亲

子依恋关系等因素均会对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遥 例如袁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野农村

人冶身份认同感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28]遥 针对北京市 858 名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袁父
母的身份认同行为尧良好的家庭环境均能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行为袁家庭环境在父

母身份认同促进行为与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25]遥 一项针对成都市 5 所打

工子弟学校 329 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表明袁不安全亲子依恋关系和不安全感对流动儿童的

自我认同具有较大影响[32]遥
渊四冤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

对流动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估及其保护因素研究袁是我国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的重点之一遥
该领域研究主要包括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总体状况的评估和个别指标的评估遥 鉴于心理健

康测评工具的丰富多样性袁已有的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总体状况研究采用的工具主要包括院中
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渊MSSMHS冤尧心理健康诊断测验渊MHT冤尧症状自评量表渊SCL-90冤等遥 对于

体现心理健康水平的个别指标袁研究者们主要考察了流动儿童的安全感尧孤独尧抑郁尧社交焦

虑状况等遥
在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总体状况方面袁已有研究一致发现袁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

差于城市儿童遥 例如袁对沈阳市 991 名流动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袁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偏

低袁学习焦虑尧自责倾向尧恐怖倾向和总分均高于城市儿童[33]曰对贵阳市 453 名流动儿童的调查

研究显示袁其心理症状检出率高于城市儿童[34]曰对南宁市 573 名流动儿童的调查显示袁流动儿

童的自我接纳尧自我评价均低于城市儿童[35]曰对沈阳 858 名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袁流动儿童存

在心理健康问题袁学习焦虑的发生率高达 48.5%[36]遥 在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个别指标方面袁研
究者主要考察了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尧抑郁和社交焦虑的状况遥 例如袁对黔滇两市 366 名流动儿

童的研究发现袁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总分高于非流动儿童袁社交焦虑得分高于全国常模[37]曰对广

州与贵阳近 700 名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袁其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城市儿童[38]曰对北京 1164 名

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袁流动儿童的社交焦虑和孤独感高于城市儿童[3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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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袁已有研究发现袁性别尧年级尧学校类型尧城市类型尧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渊SES冤尧家庭环境等因素均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健康水平遥 例如袁在流动儿童

的心理健康总体水平排序上袁男童高于女童曰初中高于小学和高中曰公立学校高于打工学校曰
一线城市低于二线城市袁二线城市低于三线城市曰高 SES 家庭高于中 SES 家庭袁后者又高于低

SES 家庭[40]遥 家庭亲密度尧家庭组织性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呈负相关袁家庭矛盾性与其

心理健康问题呈正相关袁家庭知识性与流动儿童的对人焦虑尧孤独倾向尧身体症状尧冲动倾向

等呈负相关[41]遥 在心理健康的个别指标的影响因素方面袁存在同样的学校类型差异袁如打工子

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的社交焦虑尧孤独感和抑郁得分高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曰但却存在不一

样的性别差异袁如女童的社交焦虑高于男生袁但男生的孤独感高于女生[15]遥 对北京 6556 名打工

学校流动儿童的调查研究表明袁 男童的抑郁症状高于女童袁12 岁后流动儿童的抑郁症状随年

龄增加而加重袁流动时年龄越大越容易抑郁袁父母关系越差尧社会支持越低越容易抑郁[42]遥
此外袁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存在着一些保护性因素遥例如袁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43]尧认同整

合[40]的水平越高袁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曰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来影响抑郁
[44]曰特定社会支持能通过心理弹性来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抑郁症状[45]遥

渊五冤流动儿童的行为问题

包含全国多个城市样本的多项研究均发现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检出率高于城市儿童遥 其

中袁南宁市 536 名流动儿童的行为问题检出率高达 25.2%[46]曰成都市 428 名 3要6 岁流动儿童

异常行为和高危行为的检出率分别达到 13.54%和 61.46%袁 检出率较高的高危行为依次为抑

郁尧不合群和攻击行为袁男童的高危行为检出率高于女童[47]曰广州市 1009 名流动儿童中袁流动

男童行为问题检出率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强迫尧交往不良和多动袁女童行为问题检出率排名

前三位的依次是违纪尧性问题和多动[48]遥 此外袁流动儿童还存在一个较突出的行为问题要要要网

络成瘾遥 一项比较 3416 名流动儿童尧留守儿童和农村普通儿童的研究发现袁流动儿童的网络

成瘾倾向比例和得分均高于后两者[49]遥
渊六冤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

心理弹性也称心理韧性尧心理复原力袁是指个体在压力或逆境等不利条件下袁能够积极利

用内外部资源以主动适应环境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品质的综合[50]遥 作为在四个生态系统中均处

境不利的群体[8]袁心理弹性无疑是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保护性因素遥 近几年来袁对
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开始出现遥

已有研究集中考察了心理弹性在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保护性因素与抑郁尧孤独等不健康

症状之间的调节和中介作用袁以及心理弹性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促进作用遥 例如袁对华南和

西南 798 名流动儿童的调查显示袁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增强了社会支持对其抑郁尧孤独的负向

影响袁对其心理健康发挥了保护作用[38,45]曰对北京 685 名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袁流动儿童的心理

弹性对其抑郁与孤独的预测力强于其它个人尧家庭和学校因素袁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越强袁其
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状况越好[51]曰对北京 585 名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袁流动儿童的心理弹

性对其城市适应具有积极影响[52]遥
此外袁已有研究还考察了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的发展状况和影响因素遥 例如袁对四川省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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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儿童的调查研究表明袁中学组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低于城市儿童和留守儿童[53]曰对北京

685名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袁 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差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及

城市儿童袁混合入校能促进流动儿童积极人格和心理韧性的发展袁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尧
目前情感温暖和心理弹性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54]曰对河南省 686 名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袁流
动儿童的社会支持和自尊均能预测其心理弹性袁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会通过影响其自尊水平

进而影响其心理弹性[55]曰对北京 585 名流动儿童的研究则发现袁流动时间尧流动次数尧学校类型

均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52]遥
渊七冤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

近年来袁个别研究者打破野问题论冶的研究定位袁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对其

社会适应的影响遥 虽然仅有的几项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并不相同袁对积极心理品质的操作性

定义也有差异袁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考察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状况及作用袁但却是

站在野非问题群体冶的立场开展流动儿童心理研究遥
其中一项研究采用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和城市适应问卷袁 考察了北京 585 名流动儿

童的 15 个积极心理品质对其城市适应的影响袁结果发现院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受到学校

和家庭经济因素的影响袁公办学校被试得分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被试袁月收入 2000 元以上家

庭的被试得分高于月收入 2000 元以下家庭的被试曰在控制了学校和家庭因素的之后袁流动儿

童的积极心理品质仍能较好地预测其城市适应状况[56]遥 采用同一积极心理品质测评工具的另

一项研究考察了北京 449 名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及对其学校适应的影响袁 结果发现院积
极心理品质水平较高的流动儿童袁其学校适应状况也较好[57]遥而另一项关注流动儿童积极心理

品质发展特点的研究袁采用了个人掌控感问卷尧乐观主义要悲观主义人格倾向问卷和积极要
消极情感量表袁结果发现院大部分被试的积极心理品质处于中等或较好水平袁只有约三分之一

被试的积极心理品质处于较差水平曰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好于打工子弟学校流

动儿童[58]遥
二尧流动儿童的心理干预研究

早在 21 世纪初袁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课题组就对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进行过为期一

年的干预探索遥 采用心理咨询技术袁通过个体干预和群体干预两种形式袁为参与干预的流动儿

童提供情绪宣泄渠道袁并从培养学习自信心尧学习方法尧学习习惯等方面着手来干预流动儿童

的学习适应问题[59-60]遥 作为难得一见的干预研究袁上述研究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袁但其干预

的方面仍然不够全面袁没有体现社会适应的多维度结构遥 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当时我国有关流

动儿童心理状况的研究方兴未艾存在直接关系遥
随着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状况研究的不断涌现袁 近年来该领域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袁研

究者采用团体心理辅导的方式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进行了少量干预研究遥 包括院开始根据

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尧心理弹性尧社会支持尧自尊状况出发袁设计和实施团体辅导方案袁最终取

得了提高辅导对象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和心理弹性水平尧增加其社会支持的显著效果[61]曰采用团

体心理辅导对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尧自我接纳程度进行干预袁减轻了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水平袁并
96



且提升了其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的水平[62]曰通过孤独感团体辅导袁降低了被辅导流动儿童的孤

独感水平袁提高了其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63]遥 但上述干预研究也发现袁团体辅导对改变流动儿

童的强迫尧偏执尧人际紧张尧焦虑和学习压力没有显著作用[61]遥 可见袁当前针对流动儿童的心理

干预研究具有心理辅导方式单一的特点袁这影响了心理干预的效果遥
三尧流动儿童心理研究展望

渊一冤转变研究取向袁关注积极心理品质

绝大多数已有研究都将视角聚焦于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不良尧歧视知觉较高和心理健康

水平偏低等消极方面袁这种野问题取向冶的研究加剧了人们将流动儿童视为问题群体或心理弱

势群体的倾向遥 可事实上袁不但有些研究并未发现流动儿童的野问题冶一面袁新兴的流动儿童心

理弹性和积极心理品质研究等甚至发现了其发展较好的一面遥 而且袁已有研究普遍发现公立

学校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优于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袁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尚未得到清

晰尧系统的研究与分析袁已有研究尚停留于描述性研究阶段遥 上述现状启示我们袁后续研究应

该基于野发展取向冶袁积极探索和挖掘流动儿童的心理保护因素与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状况袁
系统考察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状况优于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内在原因遥 只有这

样袁才能为流动儿童心理状况提供新的评价指标袁才能为流动儿童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

提供新的更具操作性和实效性的途径遥
渊二冤完善研究方法袁统一研究工具

已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存在以下不足院首先袁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影响了研究视角的

广泛性和研究内容的系统性尧深入性遥 绝大多数研究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袁仅停留在描述性研

究层面袁鲜见实验研究和个案尧叙事研究袁无法系统而深入地揭示流动儿童各种心理特征或品

质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遥 因此袁后续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袁就是要厘清并揭

示各种因果关系遥 其次袁已有研究绝大多数均采用横向设计袁缺乏纵向设计的追踪研究遥 但儿

童阶段的心理发展过程本来就是阶段性与连续性交织的动态变化过程袁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规

律与特点需要采用追踪研究进行探索遥 第三袁测量工具丰富而杂乱袁即使考察同一心理特征或

品质的测评工具都不统一遥 已有研究不但采用了多种标准化工具袁甚至还采用了大量自编调

查问卷袁测评工具的不一致性导致同类研究结果无法比较袁这不但不利于该领域研究的理论

构建袁而且大大降低了其对流动儿童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参考价值遥
渊三冤扩大取样范围袁平衡国内地域差异

已有研究在流动儿童取样方面存在四个方面的偏差院第一袁流动儿童几乎为从农村流动

到城市的儿童袁缺乏关注从农村流动到一些小城市或经济较为发达城镇的儿童袁以及从城市

流动到其他城市的儿童遥 第二袁研究者所选被试大多是 6 岁至 14 岁之间的流动儿童袁相对忽

视学前流动儿童遥 而相较于已经带有更多本地文化及心理发展水平较高的前者袁流动给后者

带来的影响很可能具有不一致性遥 第三袁研究者选择的流动儿童均为在校流动儿童袁而那些未

入学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状况受到了忽视曰第四袁城市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分布在社

会的不同阶层袁而已有研究所选取的流动儿童却仅限于农民工子女遥 对于处于不同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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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儿童来说袁他们的歧视知觉尧城市适应状况等应该具有差异遥 因此袁更多地将目光投放

到社会各阶层流动人口子女袁特别是中小城市的流动儿童袁是以后研究的新切入点袁有利于研

究结果的推广与应用遥
渊四冤加强跨文化研究袁关注文化因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且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袁各种文化的急速融合对流动儿童的

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遥 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城乡差异尧经济条件等社会因素袁却忽视了文化

差异的影响遥 例如袁从农村地区流动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儿童和流动到二三线城市儿童之

间的差异袁从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到汉族地区的儿童之间的差异等袁都很值得探究遥 未来研究应

加强跨文化比较袁全面考察文化因素对流动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遥
渊五冤整合多种心理干预袁加强实效研究

如前所述袁已有的少量心理干预研究都集中于团体心理辅导的效果检验袁忽视了对综合

运用多种心理辅导方式的效果探索遥 另一方面袁近年的多项研究在揭示影响流动儿童健康适

应的风险因素的同时袁揭示了积极应对尧社会支持尧心理弹性等保护性因素在风险因素与流动

儿童适应不良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遥 同时袁刚刚兴起的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研究也给干

预实效研究带来了努力方向遥 但迄今未见针对上述保护性因素的培养与训练实效研究遥可见袁
未来在应用研究领域还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袁研究者们应该加强对流动儿童保护性心理因素

的培养与塑造袁站在野发展论冶的视角袁采用多种心理辅导和教育方式对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

品质进行全方位的塑造袁用实效研究为流动儿童心理辅导与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研究基础和数

据支持遥
渊六冤建构流动儿童心理发展促进体系

有关流动儿童心理研究的成果丰硕且主题众多袁所探讨的影响因素也颇为繁杂遥 如前所

述袁因为缺乏系统性袁已有研究并未全面地揭示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

素和作用机制袁这势必限制了研究结果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价值遥 未来应加强有关流动儿童心

理的应用研究遥 既然个体的发展是其与整个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袁那么未来研究应该从

政策尧文化与社会层面尧学校心理素质教育和心理辅导层面尧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较全面地分

析与整合促进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的应对策略袁 系统地探讨各个层次所包含的成分和作用路

径袁研究如何建构野政策扶持尧社会支持尧技能训练三位一体冶的心理发展促进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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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Status and Prospect of Migrant Children
XIA Weihai

(School of Fine Arts, Chengdu Normal College,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As the number of migrant children growing,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has

drawn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China.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of China, this
article combs and analyzes rela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migrant children爷 psychological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on social adaptation, discrimination
consciousness, identity, mental health, behavioral problem, resilience,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and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focus on negative
aspects of migrant children, including social psychological maladjustment, higher discrimination consciousness,
and lower level of mental health.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is research field as followings: evaluation
tools are complex, sampling is not balanced, culture factor is ignored,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s simple.
According to abov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blems, the possible research tendencies of this field in the future
are predicated as followings: (1) changing research orientation, focusing on positive mental characters; (2)
improving research methods, unifying evaluation tools; (3)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sampling, balancing
regional difference of China; (4) strengthening cross-culture research, focusing on culture factor; (5) using
variou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ways, strengthening outcomes research; (6) constructing promotion system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for migrant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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