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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品质培养：流动儿童

城市适应的助推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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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动儿童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在由农村迁入城市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适应困境。增强流动儿

童学校教育的针对性，改善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重视同伴之间的交流沟通等，有助于促进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提

升，从而助推其城市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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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１３年我国妇联的
研究报告表明，全国流动儿童规模已达到３５８１万，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增加了４１．３７％。随着流动儿童人数
的逐年增长，他们的生存发展状况与心理健康状况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

从已有研究来看，流动儿童在城市适应的各个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适应困境，如心理压力过

大［１］，受排斥和歧视情况较普遍［２］，产生抑郁、孤独等不良情绪［３］等。但是在相同的生存环境下，也有

流动儿童并未表现出不良适应，在心理健康水平上也不逊于城市正常儿童。Ｂｅｒｎａｒｄ系统考察了处境不
利儿童的相关研究后指出，如果研究追踪到被试的成年期，至少有５０％的“高危儿童”成长为成功、自
信、有能力和体贴的人，这一比率甚至接近７０％［４］。其中，个体积极心理品质有着关键的作用。国内研

究表明，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对其城市适应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５］。因此，培养流动儿童积极的

心理品质也就成为了其城市适应的助推器。

１　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困境及其分析
在国外的移民文化适应标准研究中，最为认可的是 Ｗａｒｄ两维度的适应标准：一是心理适应，指在

文化转变的过程中保持健康的精神状况；二是社会文化适应，主要指培养起与新文化环境相匹配的行为

以及同主流文化群体有效互动的能力［６］。从当前流动儿童的适应状况来看，这两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

题与困境。

１．１　心理适应困境及其分析
良好的心理适应是指面对压力时能从容应对，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没有任何心理疾病，具有较好

的心理健康水平。而目前已有的调查研究显示，流动儿童还尚未达到这一标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孤独感。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了以前熟悉的同学玩伴，初来乍到

的身份以及城市儿童对他们的不良刻板印象或多或少会让他们体验到孤独感。有研究显示，流动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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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感受到社会排斥会表现出比较强的疏离感和孤独感［７］。这种孤独感如果不加以控制，时间一长将会

引发更多的心理障碍。二是自卑感。流动儿童来到城市之后，他们身边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的优势项目不复存在，常发现自己的某些方面不如他人进而产生自卑心理，从而对自己的行为要求

不严格，自我控制和管理能力比较低，很难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三是焦虑和抑郁。由于农村与城市存

在的客观教育条件差异，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在学习上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但是对于流动儿童父母

而言，他们花了大力气将自己的子女带入城市接受教育，目的就是希望子女能够改变自身乃至整个家庭

的命运。这样过高的要求和期望加在正经历环境适应的流动儿童身上，一旦学习成绩稍有不理想，必将

引起焦虑和抑郁情绪。有调查显示：进城就业农民子女的学习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城市儿童的学习焦虑

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８］。

１．２　社会文化适应困境及其分析
流动儿童从农村迁入城市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融入的过程，不良的文化适应使得流动儿童难以对

迁入城市产生安全感与归属感。一是语言交流困难。语言是沟通的媒介，如果群体之间存在语言上的

互相不通，无法进行交流，那么就谈不上彼此融合与同化了。城市儿童作为当地人，毋庸置疑对本地语

言已经非常熟练，但是流动儿童作为“外地人”，他们为了融入城市生活，必须暂时放弃自己的家乡话转

而努力学习当地主流语言，否则将难以生存。二是风俗习惯差异大。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

城乡之间的风俗习惯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不少流动儿童的卫生习惯还存在许多问题：不爱洗澡，

衣着邋遢，早上未洗脸刷牙就去学校等，而城市儿童在这方面无疑要好很多；面对城市儿童习以为常的

一些交通、公共设施等等，流动儿童却觉得很陌生，需要花时间熟悉适应。

２　积极心理品质对缓解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困境的作用
“积极心理学之父”赛里格曼认为，积极心理品质具有缓冲器的作用，能成为战胜心理疾病的有利

武器。国内一些研究也证实，积极心理品质具有积极功效，例如培养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能提高其心

理健康水平［９］，与亲社会倾向关系密切［１０］，而且积极心理品质水平较高的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状况较

好［１１］。总体而言，积极心理品质对缓解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困境具有助推作用。

２．１　有助于流动儿童心理适应
在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外界歧视是其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源，而由歧视知觉引起的歧视体

验也就成为了影响其心理适应最主要的因素。当流动儿童有了这样的主观体验之后就容易产生自卑心

理，从而影响他们与周围的同伴关系，进而引发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具有

较高的歧视归因倾向，这种倾向会使个体将问题的产生归结为外部无法改变的因素而带来无力感。而

积极心理品质可以使个体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消除歧视归因倾向，这样就能体验到快乐幸福等积极情

绪，反过来也强化积极心理品质的形成。

积极心理品质还能有效预防流动儿童心理疾病的产生。让儿童了解心理疾病的产生原因与表现方

式并不是预防心理疾病的最佳办法，相反，是应该多让其了解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实证研究结果也显

示，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对其心理健康问题有显著的反向预测作用［１１］。例如，想要减少流动儿童的学

习焦虑，告诉他们学习焦虑的表现与危害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帮助他们找出并发展出其自身的优秀品

质，成为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对学习充满热情的学生，学习焦虑自然就减少了。

２．２　有助于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
社会文化适应是指个体在新的城市文化下学习社会生活技能的水平，主要侧重于认知行为层面。

尽管流动儿童在这方面存在种种困境，但是积极心理品质能促进其社会文化适应。对于流动儿童来说，

拥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并且能表现真实的自我，就不容易受到外部压力和环境的影响，能正确对待考

试，降低学习焦虑；拥有强烈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在面对陌生的主体文化时也更容易接受并产生认同感。

积极心理品质还通过良好的人际关系来影响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拥有勇敢、合作、热情、公平这些

积极心理品质的个体更容易获得他人的认可，建立友好关系。健康友善的同伴关系能帮助流动儿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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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减少孤独感，学会欣赏和接纳他人，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也就能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了。

３　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策略
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绝非朝夕之间就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光靠流动儿童自身就能形成。大到国家

政策、小至每一次的班级活动都能对流动儿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为流动儿

童的成长创设一个健康友好的环境，帮助他们培养积极心理品质，促进城市适应。

３．１　增强流动儿童学校教育的针对性
校园生活占据了流动儿童城市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学校应对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一视同仁，

不能将他们视为弱势群体。开设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展有针对性的团体辅导和丰富多彩形式多

样的活动，如心理情景剧、心理游戏、心理班会等等，这些都可以增强流动儿童积极情绪的体验，教会他

们正确的认知与归因方法来解决困难。班主任与心理老师要给予流动儿童更多的关怀和指导，建立流

动儿童基本信息档案，深入了解其生活背景，多与家长交流，及时掌握他们的学习生活状况。

３．２　改善不良的家庭教养方式
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水平较低，为了生存而奔波劳累，放在子女教育上的精力自然也就少了，这也

使得流动儿童在家庭教育中容易受到忽视。父母虽然工作繁重，但给予孩子的关心不能少，应抽出时间

来多陪陪孩子，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与情感的关怀。多关注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用关心鼓励等方式来评

价赞扬孩子，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最重要的是，父母就是孩子的榜样，父母的行为方式、待人接物以及性

格特点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应尽可能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积极的示范。也要经常与老师沟通交流，了

解孩子在学校的动态，且尽量避免频繁地更换住所。

３．３　重视同伴之间的交流沟通
同伴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对流动儿童的不良刻板印象，流动儿童可

能遭受到来自城市儿童同伴的歧视待遇。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群际接触具有改善群际关系、减少群际偏

见的作用。教师与家长组织各种活动，创造机会让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相互接触，可以帮助流动儿童找

到有着相似价值观与兴趣爱好的小团体，不仅可以化解隔阂、消除偏见，更能让他们在愉快的交友过程

中增加积极情绪的体验，提高其自信心，增强其交际能力，促进流动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

总之，正确地培养并完善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不仅有助于其克服城市适应过程中的困境，而

且必将为其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从而促使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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