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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成人教育与农民工“城市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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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流动到城市，必须养成“城市性”才能适应城市。而其城市适应过程中却面临着“城 市 性”

不足的问题：经济适应不良、社会适应 不 良 和 心 理 适 应 不 良。成 人 教 育 在 破 解 农 民 工 城 市 适 应 难 题、提 升 其

“城市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 意 义，是 提 升 农 民 工“城 市 性”的 利 器。应 着 力 发 挥 成 人 教 育 的 再 社 会 化 功

能，提升农民工的城市性，促进其城市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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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改革开放以及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我国大

批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由于我国特有的户籍制

度，使他们成为农民工。从农村移动到城市，经历的

主要是空间的转换，但流动之后他们要面对更多的

是对城市的适应。只有对城市适应了，农民工才能

在城市生存下来，才会融入城市，真正成为城市的一

员，这也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的应有

之义。现实中，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却面临着

种种障碍与困境。由此，破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难

题，提升农民工的“城市性”势在必行。可以说，农民

工对城市适应与否、适应的进程、适应的质量不仅影

响农民工个 人 的 发 展，也 事 关 我 国 城 市 化 的 进 程。

因此，探究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因素及化解方略

非常重要。

一、“城市性”：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旨归

农民工流动到城市，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城

市，即获 得 或 提 升 其“城 市 性”。“城 市 性”（Ｕｒｂａｎ－
ｉｓｍ）是城市适应的重要对应概念，最早对“城市性”

做出论述 的 是 芝 加 哥 学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沃 思（Ｌｏｕｉｓ
Ｗｉｒｔｈ），他认为，“城市性”是指一种生活方式，是城

市有别于 乡 村 的 一 整 套 社 会 与 文 化 特 质。［１］“城 市

性”可以说是一种城市生活的基调，其主要特征表现

如下：

１．正式社会组织取代非正式组织对日常社会起

组织作用，社会的正式机制（法律、法规、政策和契约

等）比非正式机制（血缘、家庭、习俗等）更重要。

２．竞争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旋律。城市生活时时

具有危机感和竞争意识，许多机制都体现了优胜劣

汰原则，人们不可能一次获得较好待遇的岗位和社

会职位就终身不变，生活节奏快，守时、忙碌往往成

为城市人的特点。

３．社会交往表现出广泛性与浅表性，社会交往

成为一种角色的交往，即非个人的和无情感作用的

交往形式。［２］

以上“城市性”及其要求是农民工所欠缺或需要

提升的方面，即农民工需要尽快实现城市适应。简

言之，城市适应是他们的农村生活、工作、思维、行为

方式等“惯习”向城市生活、工作、思维、行为方式转

变的过程，是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影响，同化农

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过程，是逐步提升“城市性”

的过程，其中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等

多维度的转换，这一过程将经由“碰撞———反思———

行动”，逐渐实现由“不适应”到“基本适应”再到“适

应”的过程，最终实现由“乡村农民”向“城市市民”角
色的转化。

二、“城 市 性”不 足：农 民 工 城 市 适 应 的

瓶颈

农民工移动到城市后，面临着空间位置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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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角色的转换、资源获取方式的转变，更涉及生活

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一言以蔽之，面临着“城市

性”不足的问题，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适应不良：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主

旋律
城市意味着发达、繁华，大部分农村人对其充满

着向往、憧憬，但当他们怀揣着梦想来到城市后，在

经历了最初的新鲜、惊奇后，特别是找到一份工作准

备在城市生活下来后，继而感受强烈甚至不适应的

便是城市生活的主旋律。可以说，城市生活节奏快，
守时、忙碌往往成为城市人的特点。这对于初到城

市的人来说，是较难适应的。因为相对于农村慢节

拍、自我掌控节奏的生活方式而言，他们必须调整生

活节奏，让自己动起来才能适应城市的快节奏生活。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时时具有危机感和竞争意识，生
活就像一直在跑步，稍不努力后面的人就会超过自

己，甚至存在被淘汰的危险。这对于初到城市的人，
会产生不安全和危机感。生活像陀螺，必须不停地

转，最好是不断加快节奏，加速度地转。难以适应快

节奏、竞争性强的生活主旋律，即经济适应不良是农

民工“城市性”不足的首要层面，也是初级层面，正像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生存、安全需求一样，这一

层面是较 容 易 适 应 的。农 民 工“城 市 性”不 足 的 层

面，还包括社会适应不良和心理适应不良。
（二）社会适应不良：难以适应城市社会的正式

社会机制
农民工来到城市，在经历了最初的经济适应不

良后，接下来要应对的便是社会适应不良。首先，农
民工在到城市初期，离乡背井，面临着生活环境、工

作环境、人际环境等的改变，大多会感到孤独、焦虑、
无助等情绪情感，特别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这种情

绪就会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农民工的交往对象大

多还是同乡、同事，与他们有相似经历的人。当他们

遇到问 题 时 主 要 还 是 依 赖 老 乡、同 乡 等 初 级 社 会

关系。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渐 渐 发 现，

在城市中，血缘、家庭、习俗等社会的非正式机制的

影响和作用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法律、法
规、政策、契约等正式机制对社会日常生活发挥着组

织作用，有着重要的影响。农民工对城市中正式社

会机制的不适应，造成他们的社会适应不良。
据调查表明，农民工对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不

乐观，他们对城市规则和制度的认知还相当模糊：对
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规则缺乏必要的认识，基本停

留在渴望阶段。［３］在农民工的适应过程中，观念的改

变大多能自然而然发生，并没有遇到太大的价值冲

突，但是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规则和制度，却认知不

足，相关知识缺乏。同时，他们虽然有一定的自主意

识，有组织维权的需要，但因为缺少相应的训练和实

践，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地利用规则和法律进

行自我保护。［３］

农民工一方面对城市法律法规、政策、契约了解

匮乏，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即使了解也不能很好地利

用这些社会的正式机制维护自身权益，仍然一定程

度地依赖其原有的血缘、家庭、习俗等非正式机制来

解决和处理其生活中的问题，造成他们城市社会适

应不良，是农民工“城市性”不足的第二个层面。
（三）心理适应不良：难以获得城市归属感
农民工来到城市，除了面临经济适应不良、社会

适应不良外，还面临着心理适应不良。农民工逐渐

认知到城市 人 之 间 的 交 往 更 多 地 是 一 种 角 色 的 交

往，呈现出浅层次、广泛性的特点，而较少个人化、情
感性的色彩，表面化、形式化是其重要表征。这种人

际交往方式也令农民工难以适应，使他们较难获得

城市归属感，进而产生心理适应不良问题。
一方面，农 民 工 面 临 城 市 生 活、工 作 的 巨 大 反

差，心理适应不良。调查显示，农民工情绪情感、心

理压力、生活满意度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不适应问

题，特别是情绪情感中的孤独感、心理压力、对工作

城市的认可程度、隐现的自卑心理等都体现出了对

城市文化的不适应。［４］农民工甚至一定程度地存在

着较为显著的心理症候：相对的剥夺感和不满情绪

强烈、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独情

绪明显。［５］

另一方面，农民工来到城市后，在工作之余有限

的业余时间里，娱乐活动较少，社会交往也主要以业

缘、地缘关系为主，依然以情感性、深刻性交往为主。
囿于原有的人际交往、娱乐方式，使农民工与城市生

活方式相距甚远，边缘感较强，缺乏归属感。调查表

明，绝大多数的农民工表示与城市居民的交流并不

多，不会主动去交流。可以说，他们宁愿生活在自己

的世界里，选择狭小的社会交际网络，而不愿或难以

融入城市社交网络，这使得他们与城市居民的距离

越拉越大，难以获得城市归属感。与经济适应不良、
社会适应不 良 相 比，心 理 适 应 不 良 是 农 民 工“城 市

性”不足的第三个层面，也是更深的层面。只有实现

了心理和社会层面的转变，形成新的价值观、意愿和

思维方式，才算真正实现了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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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 人 教 育：提 升 农 民 工“城 市 性”的

利器

如前所述，农民工的“城市性”不足主要表现为：

经济适应不良、社会适应不良和心理适应不良三个

层面。城市适应不良造成农民工“城市性”不足，阻

碍了农民工城市适应的过程及质量。因此，提升农

民工的“城市性”，促进其城市适应，势在必行。这不

仅利于农民工个人的发展，而且对于推进城市化、现
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众多研究也表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受到诸多

因素的阻碍，包括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的双重阻

碍。前者主要是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社会

体制因素，后者包括农民工文化适应力弱、人力资本

缺乏、城市居民的歧视与排斥等。［６］因此，农 民 工 融

入城市既有赖于制度性障碍的清除，又有赖于包括

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人力资本提升、文化适应力增

强等非制度性障碍的破除。制度性障碍的清除在于

政府、社会等的作为和努力，非制度性障碍的清除特

别是农民工“城市性”的提升和养成，则仰赖于农民

工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协助。
促进农民工提升“城市性”的过程，实际上是对

其进行再社会化的过程，即重新学习城市社会的规

矩。在农民工再社会化途径中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就

是成人教育与培训。可以说，成人教育在农民工提

升“城市性”，获得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独特

的价值和意义。
（一）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经济适应力
经济层面的适应是农民工立足城市的基础，在

其提升“城市性”、实现城市适应的过程中，经济条件

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８］因此，为提高农民工的城

市生存 力，首 先 要 强 化 其 经 济 适 应 力。研 究 表 明，
“学习行为首先给农民工带来了职业方面的变化，如
工作环境的改变、工作能力的提升、工作待遇的增长

等。”［８］（Ｐ２２４）参 加 多 形 式、多 层 次、多 类 别 的 成 人 教

育、培训，提升职业技能，是农民工提升经济适应力，
进而提高城市适应力的重要途径。经由成人教育，
特别是专项技能培训，农民工可以成为具有一定资

格的熟练劳动者、中初级技术工人或具有较高职业

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由此，应加强成人教育，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

训，提升农民工的经济适应力。首先，应提供针对不

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农民工的专向培训、
分类培训，通过入职前、职中、职后相贯通的形式，在

其职业生涯发展的各个阶段提供及时地、针对性强

地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在培训过程中，应使培训内

容的选择和组织方面反映农民工的学习特点。如培

训内容应具有时代性，符合农民工对最新知识的渴

求；培训内容具有针对性，适应农民工的认知特点；
培训内容体现地域性，满足农民工“就近就业”的需

求等。再次，还应整合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培训机构

和行业用人单位的教育培训资源，有计划、有目的、
多层次、多形式地开辟农民工培训项目，形成满足农

民工需求、符合劳动力市场要求的教育培训体系，建
设出一批能起示范带头作用的培训基地，从而使农

民工切实学到一技之长，增加参与城市职业竞争的

砝码，切实提升其经济适应力。
（二）加强社会知识培训，提升社会适应力
难以适应城市的正式社会机制，从而造成的社

会适应不良是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瓶颈之一。而参加

成人教育、培训，也是破解这一难题，提升其城市适

应力的重要武器。研究发现，“学习行为，也带来了

农民工生活境遇的变化。如生活条件的改善、住宿

环境的改变，甚至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经由学

习行为，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也得以改变，改变了以前

社会保障缺乏、社会地位较低的状况。”［８］（Ｐ２２４）

当今的成人教育更加重视能促使人们多方面素

质发展和潜能的开发，它在给予成人知识、技能的同

时，还成为成人一生中不同阶段人格发展、个性品格

完善的有力武器。因此，在对农民工进行知识、技能

等职业能力提升的同时，还应加强社会知识培训，培
养农民工的理性化人格（待人接物少用感情多用理

智），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力。同时，应对农

民工进行城市生活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正式社会机制

教育，不断提高农民工的自身法律意识、规则意识，
使其学会运用社会的法律、法规、政策等正式社会机

制处理问题，扬弃对血缘、家庭、习俗等非正式社会

机制的依从，适应间接的次级社会关系，从而提升社

会适应力。
另外，应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农民工在城

市的社会交往。一方面，农民工要积极走出自己的

固有圈子，多参与社会、社区的活动，加入广泛的、多
元的交际圈，多与城市人或城市适应良好的农民工

交往，学习城市交往规则，提升社会适应力；另一方

面，城市居民也应该敞开心扉，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农

民工，认识到农民工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帮助他们提升社会交往能力，促进其城市

适应。让农民工感受到认可，对城市有了热爱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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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感、主人翁感，才能真正促使农民工从心里愿意改

变自己，也 才 能 为 城 市 适 应 乃 至 成 为 城 市 人 奠 定

基础。
（三）加强人文心理知识教育，提升心理适应力
如上所述，心理适应不良，难以获得归属感是农

民工城市适应的第三个瓶颈。心理适应是农民工文

化适应的最高层次，要求做到认同城市价值观念、接
受城市生活方式、获得心理上的认同、找到情感上的

归宿，只有 达 到 心 理 适 应 才 能 完 成 城 市 文 化 适 应。
因此，加强心理健康知识教育，提升农民工的心理适

应力对于 其 适 应 城 市 至 关 重 要。作 为 帮 助 成 人 学

习、促进成人发展的科学和艺术的成人教育，也是提

升农民工心理适应力的重要途径。成人教育和培训

对于农民工的作用和价值，不仅表现在提高职业技

能，提升经济适应力，还可以成为其人格发展、个性

完善、心理素质提升的有力武器，从而为其实现城市

适应创造良好的心理基础。经由成人教育，“对农民

工的主观生存境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使他

们的感觉、情绪、情感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使他们改

变了心态，提升了自信心，产生了自尊感，觉得生活

更加有意义”［８］（Ｐ２２４）。

由此，农民工的成人教育和培训，可以促进农民

工知识技能、思想品德、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发展，
在对其进行职业性知识、技能性培训的同时，还能兼

顾农民工自我素养的提升，特别注意对其进行心理

健康知识、心理保健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加强人文

关怀，提升其心理适应力。例如，可组织专门的人文

组织、心理咨询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等定期走进农民

工生活和工 作 场 所，对 其 提 供 专 门 的 人 文、心 理 咨

询，帮助农民工解决精神、心理问题，促使农民工打

开心结，敞开心扉，跳出自我封闭的圈子，养成宽容、
开放的心态，增强心理适应力。

概言之，经由成人教育、培训，会给农民 工 带 来

知识、技能层面的改变，使其知识得以增加，技能得

以提 高，工 作 能 力 得 以 增 强。与 此 同 时，知 识 的 增

加、技能的提升、工作能力的增强，必然带来其职业

境遇、生活境遇、社会境遇的改变。
总之，成人教育，这门“帮助成人发展的科学和

艺术”，定能以“回归农民工的生活世界，走进农民工

的精神家园”为纲领，直面他们城市适应过程中的问

题和困 境，为 探 究 出 适 切 的 化 解 方 略 贡 献 自 己 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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