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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城—城、城—乡间人口流动现象的增多，更多学龄前儿童跟随在城市打工的父母来

到城市一起生活，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前流动儿童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1]幼儿社会性发展是否良好不仅直接对幼儿的心理、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直接关系

到幼儿今后能否积极适应各种社会环境，能否承担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有的责任。鉴于此，本研究拟

考察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的发展现状及特点，以为政府和社会为这部分特殊儿童实施有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保定市多所幼儿园的流动儿童作为研究样本，首先确定学前流动儿童总样本，然后

按照大中小班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 240 份，回收 206 份，剔除无效问卷，共计 186 份有效

样本，有效率 90.3%。年龄分布上，按照上下浮动半年的方法，将幼儿分为四岁组 62 人，五岁组 64
人，六岁组 60 人。其中，男孩 92 人，女孩 94 人，数量相当。

本研究采用北师大陈会昌编写的《4-7 岁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测查学前流动儿童的社会性发

展水平。该量表包含 15 个维度，共 60 道题目。该量表已经取得了较高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各维度内

部一致性系数都在 0.6 以上，总分信度系数为 0.93。除问卷调查方法外，本研究还采用了观察、访谈

等方法。最后，运用 SPSS 软件处理所有收集到的数据，对相关问题进行描述统计与多重比较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水平与常模的对比分析

［摘 要］ 本研究选取保定市 186名 4-7岁学前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4-7岁儿童社会性发展
量表》对其社会性发展水平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与常模相比，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总分符合常模正态
分布；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总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孩总分高于女孩；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总
分随年龄增长、家庭定居市区时间的增长及母亲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呈增长趋势。学前流动儿童家庭、社区、
幼儿园应通力合作，采取相关干预措施，促进其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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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研究对象在量表 15 个维度上的得分分别与常模比较，可以得出被调查儿童的平均分与标

准差及其在常模五个水平上的人数百分比。统计结果显示，调查对象社会性发展总分的平均分为

201.63，标准差为 23.56，处于最差和最好水平的人数均占 2.2%，处于较差水平的人数占 19.9%，处于

较好水平的人数占 25.3%，处于中等水平的人数占 50.5%。可见，本研究对象社会性发展总分的分布

近似符合常模正态分布。
具体来说，在内外向性维度上处于最差和较差水平的人数分别占到了 1.6%和 30.1%，而处于较

好和最好水平的人数只占 5.4%和 0.5%；在独立性维度上，处于最好水平的幼儿人数为 0；在同情助

人维度上，处于较差水平的人数占 30.6%，处于中等水平的人数占 53.2%，处于较好水平的人数只占

12.4%，这表明在这三个维度上学前流动儿童发展得较差。
（二）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性别及年龄对比分析
分别计算出学前流动男童和女童在各维度及总分上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并进行 t 检验，结果表

明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总分在性别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男孩社会性发展总分高于女孩。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在社会认知、内外向性、自我概念、好胜心、自尊心维度上，男孩得分都高于

女孩，并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1）。这表明在这五个维度上，男孩发展得比女孩好。
分别计算出学前流动儿童四岁组、五岁组、六岁组社会性发展各维度得分及总分的平均分和标准

差，并进行 f 检验，然后进行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学前流动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总分随年龄增长呈递

增趋势，但不存在显著差异。四岁组与五岁组相比，在生活习惯、情绪稳定性、自我概念、同情助人维度

上形成显著差异（P＜0.05）；五岁组与六岁组相比，在自我概念和独立性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
（三）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在城市定居年限上的差异
将流动儿童家庭城市定居的年限分为三个时间组，其中第一组代表两年以下；第二组代表 2—3

年；第三组代表 3 年以上，然后将这三种年限组作为自变量的三个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

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学前流动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总分随城市定居年限的增长而增长。其中，第一组和

第二组在意志维度上达到显著差异（P＜0.05）；第二组和第三组在内外向性、同伴关系、无侵犯性和好

胜心维度上达到显著差异（P＜0.05），在遵守社会规则上达到极其显著的差异（P＜0.01）；第一组和第

三组在内外向性、情绪稳定性、同情助人维度上达到显著差异（P＜0.05），在同伴关系、独立性、诚实公

正维度上达到极其显著差异（P＜0.01）。
（四）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在母亲文化水平上的差异
将学前流动儿童母亲的文化水平分为三组，其中第一组代表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第二组代表

高中和中专文化水平，第三组代表大专和本科文化水平，然后将这三个组作为自变量的三个水平，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组和第二组之间、第一组和第三组之间达到显著

差异，第二组和第三组间没有形成显著差异。这说明母亲的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幼儿社会性发

展有影响。第一组和第二组在社会认知、内外向性、情绪稳定性维度上达到显著差异（P＜0.05），在无

侵犯性、同情助人维度上达到极其显著差异（P＜0.01）；第一组和第三组在遵守社会规则、依恋家人、
情绪稳定性、同伴关系维度上达到显著差异（P＜0.05），在社会认知、意志、独立性、同情助人上达到极

其显著的差异（P＜0.01）。

四、讨论

（一）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
本研究显示，男孩社会性发展总分高于女孩，尤其在社会认知、内外向性、自我概念、好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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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心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在这五个维度上，男孩发展好于女孩。而以往研究表明，北方

地区学前女孩在“遵守规则”“依恋家人”“自尊心”等维度及发展总分上高于男孩。[2]本研究结果与

之有所不同，表明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对女孩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更大，其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儿童的父母可能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较多家庭一般都会选择把男孩带在身边，并对男

孩各方面期望、评价较高，关注更多，男孩更容易得到鼓励，因而具有好胜心和攻击性；二是父母

对女孩的活动与行为限制过多，对女孩存在过度保护的趋势，限制了女孩的社会交往范围，导致女

孩与同伴交往过少，对周围环境探索不足，自我效能感低下，从而出现自尊心、好胜心弱，对家人

极度依赖的表现。
对于年龄间的差异，本研究认为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幼儿从安全熟悉的环境迁移到陌生的

环境中，会感到害怕、焦虑，情绪稳定性差，从而影响了儿童自我概念、生活习惯、独立性等的发展；另

一方面，父母由于要全心投入工作，可能对幼儿的情绪情感没有足够的关注与安慰，使儿童缺乏安全

感，从而出现了社会退缩行为，同时降低了幼儿的自信心、同情助人等社会性品质的发展。此外，本研

究中独立性维度考察的是思维的独立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逻辑思维水平有所提高，从单纯的形

象思维发展到形象与抽象思维并重，因此在独立性维度上显示了随年龄增长而提高的明显趋势。
（二）不同城市定居年限对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心理学家认为，童年是发育和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需要稳定的环境，动荡的生活会使儿童在心

理上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3]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城市定居年限对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产生了

较为显著的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家庭逐渐熟悉了当地的环境，了解了

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同时人际交往范围也随之扩大，这间接地给孩子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生

活环境、更多的认知经验，促进了幼儿社会认知水平的提高；[4]其次，随着多年的积累，家庭经济条件

变得宽裕，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子女、发展亲子关系，使幼儿自信心增强，对自己有正确的

认识，探索环境的意识增强，亲社会行为增长；第三，城市定居时间越长，幼儿年龄越大，自身发展越

成熟，这也为其社会性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生理与心理基础。
（三）母亲文化水平对学前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母亲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影响。“小学和初中组”与“高中

和中专组”达到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母亲学历越高，其职业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科学文化素

质都会相应高一些，接受新教育观念的能力强，对子女的教养方式更得当，也更注重幼儿的教育，对

幼儿社会认知、技能方面的指导越强，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其幼儿社会性的发展。本研究还表明，“高中

和中专组”与“大学组”之间并没有形成显著差异，这说明并不是母亲学历越高就越能促进幼儿的发

展。本研究访谈发现，部分高学历母亲可能由于承担的工作职责大、压力大，或本身生活就不规律，往

往将子女交给祖辈抚养，亲子间交流较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子女的社会性发展。

五、教育建议

首先，学前流动儿童家长应努力创建和谐民主的家庭氛围，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养，适当学习教

育理论知识，掌握教育子女的正确方法，为流动儿童社会性发展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皮亚杰的认知

发展理论告诉我们，环境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重要影响。和谐的家庭氛围、融洽的家庭关系能够为

幼儿成长提供良好的心理支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为努力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养，家长可以在

工作之余尽量学习现代家庭教育知识，多看育儿方面的书籍，关注孩子身心各方面的发展情况。[5]

其次，幼儿园老师应多关注学前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为促进其社会性发展采取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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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策略，如可以针对流动幼儿自尊心较差的现象，当幼儿来园时，主动向他们问好，并叫出他们的

名字；当他们取得一些进步时，及时鼓励他们；给这些幼儿创设适宜的环境，给他们营造帮助别人的

机会，或者让他们直接帮助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这些具体的策略都能够有效地提高儿童的自

尊心和自信心，促进幼儿社会性的良好发展。
第三，社区应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为学前流动儿童家庭服务。学习是孩子在原有经验基础上主动

建构的过程，社区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为流动家庭提供改进家庭教育方面的帮助，如开设

免费的专家讲座、经验交流等，还可以为其幼儿参观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提供门票免费的优惠条

件，让流动家庭更好地融入社区，从而为流动幼儿社会性发展营造更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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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Floating Children in the City
Zhang Liying, Sun Jing

(Education School of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186 preschool floating children in the age of 4 to 7 of several

kindergartens in the urban areas of Baoding, we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model, the total social
development score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s with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Marked differences can be
found between boys and girls, with the former’s score higher than the latter’s. The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score show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with age and the time of their family settling on the city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their mothers. The family, community, and kindergartens should cooperate and take
relevan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migrant children.

Key words: floating children, preschool floating childre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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