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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流动儿童区域文化适应的特点及对其城市适应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区域文
化适应问卷和城市适应问卷�对北京市7所中小学的992名流动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
果表明：（1）流动儿童人际观念适应困难显著高于生活方式适应困难；（2）流动儿童文化适
应、文化认同和城市适应均在家庭经济状况、年级、来京时间、性别、学校类型等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3）流动儿童城市适应与文化适应有密切的联系�区域文化适应能在一定程度上预
测城市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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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80

年代以后�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研究范围、层次、视角不
断扩大�产生了很多的理论。文化适应包括跨文化适
应和区域文化适应两种�跨文化适应主要指移民或留
学引起的�即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适应�区域文化适应
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城乡文化之间的适应。

区域心理学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不同历史区
域、地理区域、文化区域、生态区域人群的社会认知、社
会态度、社会性格、民族心理展开系列的文化与社会心
理学研究的心理学分支�而中国城乡区域跨文化心理
学的研究则是区域心理学目前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

究领域�目的在于揭示个体或群体在城乡两种亚文化
背景中心理活动的普遍规律�以其获得文化学和心理
学两方面的意义［1］。随着人口的流动�流动儿童已经
成为一个庞大的不容忽视的群体�2005年人口调查显
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流动儿童在当地儿童的比
例已经接近1／3［2］。他们的城市适应和文化适应的问
题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国内一些研究发现
流动儿童适应难的现状与城乡文化的差异有密切的

关系。
刘杨［3］的研究指出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可以分为

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两部分。冯邦等［4］调查表
明�流动儿童进城前期有语言交流的困难�风俗习惯
（包括卫生习惯、居住格局、节日差异）的不同也是流动

儿童适应困难的一大原因。李红婷等［5］从城乡差异和
教育的角度将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困难的表现归结为

城乡语言文化的差异、城乡生活环境的差异、城乡生活
习惯的差异、城乡家庭教育的差异和城乡学校办学条
件的差异几个方面。程仙平［6］在对进入公立学校读书
的流动儿童进行研究后提出�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因
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融入新环境时的很多困难。王琳
娜［7］通过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总结出了以下三种农
民工子女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自卑感强烈、缺乏自
信、性格孤僻、自我封闭、行为偏激、缺乏自控。

在探索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困难的影响因素方面�
不同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刘曙东［8］在研究城
乡文化差异时提出城乡文化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差

异：外在文化景观和基础设施的差异、文化样式的差
异、文化心态的差异。巩在暖等［9］对北京市城乡结合
部212名农民工进城子女进行问卷调查和16名农民
工进城子女进行半结构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几
个影响因素：户籍制度与身份认同、城市教育对非户籍
人口的排斥、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及收入、父母及家庭
的社会网络、父母与儿童的交流情况等。

对于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研究者们提出了两个
较为突出的观点�一个是过程论�另一个是变量论。过
程论指出了流动儿童城市适应会经历兴奋与好奇、震
惊与抗拒、探索与顺应、整合与融入四个阶段［10］。变
量论指出了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标准总体来说可分为两

个层面�一是心理适应�二是社会文化适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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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研究可知�城市适应包含区域文化适应是
显而易见的�比如上述变量论中包含了社会文化适应
的成分�但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城市适应的心理学研究
甚少�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歧视、家庭教育、教育安置
方式等因素�因此�本研究试图从文化的角度进一步研
究其对城市适应的影响�重点探索文化适应对城市适
应的预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北京市7所中小学�其中�2所
公立学校（一所小学、一所中学）；5所打工子弟学校。
学生来自29个省份�年级分布从1年级到8年级�共
有992流动儿童。其中�男生517名�女生475名；未转
过学的270人；转过学的722人；出生在北京的181人�
出生在外地的811人；独生子女243人�非独生子女
749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文化适应问卷

本研究采用的文化适应问卷根据Ward和 Kennedy
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自主修订�主要参考的文献有
Colleen Ward 和 Arzu Rana－Deuba［11］、Colleen Ward 和
Antony Kennedy ［12］、袁晓娇和方晓义等［13］发表的论文。
通过对SAS（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Scale简称SAS）因素
分析得出20个题目�通过修订�文化适应问卷包括生
活方式适应困难和人际观念适应困难两个维度�包括
在城市文化中生活所需要的行为�如“习惯北京的食
物”、“和北京当地的儿童交流”等�要求被试从“容易”
到“困难”进行3点评定�得分越高则适应越困难。两

维度α值分别为0．804和0．677�信度在可接受范围。量
表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生活方式适应困难各题目的
因子载荷在0．371－0．728之间�人际观念适应困难各
题目的因子载荷在0．360－0．657之间�两因子的累积
解释率为33．74％�可见�量表的结构效度在可接受的
范围。
2．2．2　城市适应问卷

本研究还采用了城市适应问卷�该问卷是由方晓
义教授等［10］根据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发展阶段理论�
编制了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量表�该量表是针对流动儿
童编制的�由四个维度组成：兴奋与好奇、震惊与抗拒、
探索与顺应、整合与融入�由48道题目组成。四个维
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6、0．738、0．801、
0．822。为了验证城市适应量表的结构效度�本研究用
结构方程建模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了四因子有
相关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数据与模型拟合良
好：χ2／df＝2．16�NNFI＝0．92�CFI＝0．915�GFI＝0．91�
AGFI＝0．90�RMSEA＝0．05。
3　研究结果
3．1　流动儿童文化适应特点
3．1．1　文化适应量表两维度均值比较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
在人际观念适应困难上显著高于生活方式适应困难

（均值差0．24425�t＝22．804�p＜0．001）�说明流动儿童
来到北京以后�生活方式上较容易适应�而在人际观念
这些深层文化差异上难以适应。
3．1．2　文化适应在年级上的差异

表1　文化适应各维度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生活方式适应困难 人际观念适应困难 文化适应困难总分

M SD M SD M SD
1 1．5512 0．38212 1．7906 0．41085 1．6589 0．35572
2 1．4097 0．34526 1．6990 0．42100 1．5399 0．33588
3 1．3802 0．39782 1．4963 0．39675 1．4324 0．37902
F 19．793∗∗∗ 28．731∗∗∗ 26．252∗∗∗

p 0．001 0．001 0．001
1＞2／3 1＞2＞3 1＞2＞3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以下均同

　　将1～3年级分为第一组�4～6年级分为第二组�7
～8年级分为第三组。F检验发现�文化适应各维度在
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均值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在
生活方式适应困难方面�第一组均值显著大于第二组、
第三组；在人际观念适应困难维度和文化适应总分上�

第一组显著大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第二组显著大于第
三组。该结果可以说明�随着年级的升高�流动儿童越
来越能够适应北京的文化。
3．1．3　文化适应在来京时间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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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文化适应在来京时间上的显著性检验
生活方式适应困难 人际观念适应困难 文化适应困难总分

M SD M SD M SD
1． 0．5～5年 1．5359 0．37258 1．7812 0．43573 1．6483 0．35621
2 6～10年 1．4324 0．36514 1．6825 0．39641 1．5450 0．34193
3 11～16年 1．2696 0．32560 1．5004 0．39688 1．3735 0．33002
F 31．375∗∗∗ 26．236∗∗∗ 35．757∗∗∗

p 0．001 0．001 0．001
1＞2＞3 1＞2＞3 1＞2＞3

　　将来京时间0．5～16年分为三组：0．5～5年为第
一组�6～10年为第二组�11～16年为第三组。F 检验
发现�文化适应在来京时间上也存在显著差异。两维
度及总分均值的多重比较结果为：第一组大于第二组�

第二组大于第三组�并达到显著水平。可见�随着来京
时间的增长�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及其两维度上的适应
越来越好。
3．1．4　文化适应在家庭经济状况上的差异

表3　文化适应在家庭收入上的显著性检验
生活方式适应困难 人际观念适应困难 文化适应困难总分

M SD M SD M SD
1． 500～3000元 1．4788 0．36980 1．7508 0．41415 1．6012 0．35179
2． 3001～6000元 1．3939 0．36422 1．6032 0．43717 1．4881 0．35104
3． 6001～10000元 1．2970 0．33678 1．4500 0．37467 1．3658 0．32645
F 9．864∗∗∗ 21．700∗∗∗ 18．530∗∗∗

p 0．001 0．001 0．001
1＞2、3 1＞2＞3 1＞2＞3

　　将家庭收入500～10001元以上分为三组：500～
3000元为第一组�3001～6000元为第二组�6001～
10000元及以上为第三组。F 检验发现�文化适应在家
庭经济情况上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均值的多重比较结
果显示：生活适应困难方面�低收入组比中、高收入者

有更多的困难�后两组没有显著差异�而在人际观念适
应和总的文化适应方面�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流动儿
童越能够适应。
3．1．5　文化适应在性别上的差异

表4　文化适应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
生活方式适应困难 人际观念适应困难 文化适应困难总分

M SD M SD M SD
男 1．4836 0．38001 1．7165 0．42071 1．5884 0．35972
女 1．4312 0．35844 1．7001 0．42546 1．5522 0．34944
t 2．228∗ 0．610 1．604
p 0．026 0．542 0．10

　　文化适应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表明�生活方式适
应维度上存在0．05水平的显著差异�男生在生活方式
适应上较女生更困难�在人际观念适应维度和总体适

应上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3．1．6　文化适应在学校类型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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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文化适应在公私立学校上的差异检验
生活方式适应困难 人际观念适应困难 文化适应困难总分

M SD M SD M SD
公立 1．3437 0．35928 1．5371 0．39182 1．4307 0．34780
私立 1．5220 0．36648 1．7970 0．41381 1．6457 0．34023
t －7．654∗∗∗ －10．008∗∗∗ －9．788∗∗∗

p 0．001 0．001 0．001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文化适应在公私立学校上存
在显著差异。由上表结果可见�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
较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在两个子维度和总分上

都更好�更容易适应北京的生活。
3．2　流动儿童文化适应与城市适应的关系
3．2．1　文化适应与城市适应的相关分析

经相关分析检测�城市适应各维度与文化适应各
维度均有显著相关（见表6）。
3．2．2　流动儿童个人、家庭、社会等因素及文化适应
对城市适应影响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兴奋与好奇、震惊与抗拒、探索与顺应、整
合与融入、城市适应总分为因变量�以年级、收入、学

校、性别、年龄、来京时间、转学次数、父亲教育程度、母
亲教育程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见表7）：

表6　文化适应、文化认同各维度与城市
适应各维度相关分析表

生活方式

适应困难

人际观念

适应困难

文化适应

困难总分

兴奋与好奇 0．099∗∗ 0．072∗ 0．095∗∗

震惊与抗拒 0．380∗∗ 0．283∗∗ 0．368∗∗

探索与顺应 －0．178∗∗ －0．175∗∗ －0．195∗∗

整合与融入 －0．323∗∗ －0．349∗∗ －0．371∗∗

表7　流动儿童个人、家庭、社会等因素及文化适应对城市适应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兴奋与好奇 震惊与抗拒 探索与顺应 整合与融入 城市适应总分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第一层

年级 －0．478∗∗∗ －6．181 －0．059 －0．881 －0．291∗∗∗ －3．685 －0．311∗∗∗ －3．384 0．032 0．787
收入 －0．035 －0．761 －0．074 －1．852 0．041 0．870 0．168∗∗ 3．044 0．073∗∗ 3．049
学校 －0．268∗∗∗ －4．149 0．012 0．208 －0．319∗∗∗ －4．830 －0．522∗∗∗ －6．793 －0．094∗∗ －2．817
性别 0．030 0．574 －0．137∗∗ －3．000 0．106 1．956 0．084 1．337 0．074∗∗ 2．685
年龄 －0．030 －1．319 0．021 1．085 －0．014 －0．611 －0．017 －0．619 －0．007 －0．553
来京时间 －0．022∗∗ －2．771 －0．045∗∗∗ －6．615 0．011 1．316 0．021∗ 2．193 0．027∗∗∗ 6．566
转学次数 0．004 0．140 0．061∗∗ 2．806 －0．035 －1．370 －0．071∗ －2．345 －0．037∗∗ －2．791
父亲教育 －0．023 －0．643 －0．015 －0．485 0．021 0．556 0．089∗ 2．078 0．030 1．602
母亲教育 －0．029 －0．917 －0．052 －1．896 －0．067∗ －2．057 －0．017 －0．440 0．004 0．222

F＝18．779∗∗∗ F＝11．305∗∗∗ F＝8．710∗∗∗ F＝14．690∗∗∗ F＝15．481∗∗∗

R2＝0．163 R2＝0．105 R2＝0．083 R2＝0．132 R2＝0．139
第二层

年级 －0．467∗∗∗ －6．063 －0．035 －0．568 －0．300∗∗∗ －3．928 －0．329∗∗∗ －3．887 0．018 0．496
收入 －0．054 －1．139 －0．021 －0．552 －0．015 －0．312 0．067 1．294 0．031 1．409
学校 －0．273∗∗∗ －4．185 －0．061 －1．151 －0．264∗∗∗ －4．081 －0．407∗∗∗ －5．668 －0．035 －1．161
性别 0．027 0．515 －0．084∗ －1．970 0．066 1．254 0．022 0．383 0．036 1．468
年龄 －0．028 －1．244 0．017 0．903 －0．011 －0．473 －0．016 －0．640 －0．005 －0．483
来京时间 －0．025∗∗ －3．106 －0．027∗∗∗ －4．121 －0．066 －0．716 －0．006 －0．709 0．014∗∗∗ 3．621
转学次数 0．009 0．377 0．052∗∗ 2．584 －0．022 －0．888 －0．053 －1．887 －0．029∗ －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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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变量

　自变量

兴奋与好奇 震惊与抗拒 探索与顺应 整合与融入 城市适应总分

β t β t β t β t β t
父亲教育 －0．024 －0．657 0．024 0．806 －0．007 －0．187 0．034 0．841 0．001 0．056
母亲教育 －0．034 －1．052 －0．032 －1．254 －0．087∗∗ －2．715 －0．048 －1．348 －0．012 －0．806
生活适应 0．230∗ 2．477 0．520∗∗∗ 6．937 －0．126 －1．368 －0．305∗∗ －2．984 －0．317∗∗∗ －7．359
人际适应 0．097 －1．202 －0．029 －0．441 －0．161∗ －2．002 －0．386∗∗∗ －4．332 －0．071 －1．904

F＝15．313∗∗∗ F＝22．275∗∗∗ F＝12．911∗∗∗ F＝26．852∗∗∗ F＝34．055∗∗∗

R2＝0．177 R2＝0．237 R2＝0．153 R2＝0．273 R2＝0．324
△R2＝0．014 △R2＝0．132 △R2＝0．070 △R2＝0．141 △R2＝0．185

　注：表中△R2为第二层回归的 R2与第一层回归的 R2的差

　　第一层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级越高、私立学
校、来京时间越长�兴奋与好奇越少；女生、来京时间越
长、转学次数越少�震惊与抗拒越少；年级越高、私立学
校、母亲教育程度越高�探索与顺应越少；年级越高、收
入越低、私立学校、来京时间越短、转学次数越多、父亲
教育程度越低�整合与融入越少；收入越高、公立学校、
来京时间越长、转学次数越少�城市适应总体更好。

为了进一步了解文化适应对城市适应的预测作

用�在流动儿童个体、家庭、社会等因素对城市适应的
预测作用基础上�再分别以文化适应及其各维度作为
预测变量�以城市适应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从第二层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在控制流动儿童个
人、家庭、社会等因素的情况下�加入文化适应两维度
后�解释率为0．324�即它们共能预测城市适应32．4％
的变异量�R2在四个维度和城市适应总体均有提高�
城市适应总体的解释率提高了0．185�兴奋与好奇维
度的解释率提高了0．14�震惊与抗拒的解释率提高了
0．132�探索与顺应维度的解释率提高了0．07�整合与
融入的解释率提高了0．141（见表中△R2）�说明文化适
应对城市适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尤其在震惊与抗
拒、整合与融入两维度。由表7可见�生活适应越
困难�兴奋与好奇越多；生活适应困难的流动儿童
震惊与抗拒越多；人际观念适应容易的流动儿童
探索与顺应越多；生活适应容易、人际观念适应容
易的流动儿童整合与融入越多；生活适应容易的
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更好。
4　讨论
4．1　流动儿童文化适应特点

本研究表明�北京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在人际观
念适应上较生活方式适应更难�但来京时间对文化适
应困难总分和人际维度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因此随
着来京时间增长、年级的提升、对北京的熟悉、生活经
验的累积�流动儿童表现出适应状况转好的倾向。

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呈现出性别差异�性别对生
活适应困难维度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即女生文化适

应更容易�男生更困难�究其原因�可能是源于男女生
本身的差别�女生一般较灵活�更能接受新事物［14］�因
此可能更容易适应北京的生活。

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还受到学校类型的影响�学
校类型（公立1、私立2）对文化适应困难及其两维度有
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即就读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文化
适应更容易�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各方面的文化适应
明显好于就读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这与孙晓
莉［15］的研究结果相符合�原因可能在于公立学校的流
动儿童更容易接触北京当地的儿童或成人�有更多的
机会与他们交流。

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还受到家庭收入情况的影

响�家庭收入、父亲教育程度对文化适应困难及其两维
度都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收入高的家庭流动儿童文
化适应得更好�这也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
在于收入高的家庭生活、消费、娱乐各方面更接近北京
当地的儿童�也可能因此减少自卑感�更乐于与当地人
交流�从而更好得适应北京的生活。

此外�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对流动儿童的
文化适应也有影响。父亲教育程度对文化适应困难及
其两维度都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即父亲教育程度越
高�文化适应越容易；母亲教育程度对文化适应困难总
体和人际维度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即母亲教育程度越
高�文化适应和人际观念的适应更容易。原因可能是教
育程度高的父母�对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有更多正确
的指导�使他们正确地理解北京与老家的文化差异。
4．2　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及与区域文化适应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状况受家庭
经济情况、学校类型、性别、年级、来京时间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与前人研究［16］结果一致。结果发现�年级越
高、私立学校、来京时间越长�兴奋与好奇越少；女生、
来京时间越长、转学次数越少�震惊与抗拒越少；年级
越高、私立学校、母亲教育程度越高�探索与顺应越少；
年级越高、收入越低、私立学校、来京时间越短、转学次
数越多、父亲教育程度越低�整合与融入越少；收入越
高、公立学校、来京时间越长、转学次数越少�城市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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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更好。
本研究还发现�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可以预测城市

适应的状况�符合前人提出的文化适应是城市适应一
方面的理论�符合研究的假设。在流动儿童个体、家
庭、社会等因素对城市适应的预测作用基础上�再分别
以文化适应及其各维度作为预测变量�以城市适应作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在控制流动儿童个
人、家庭、社会等因素的情况下�加入文化适应两维度
和文化认同后�R2在四个维度和城市适应总体均有提
高�说明文化适应对城市适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5　结论

（1）流动儿童人际观念适应困难显著高于生活方
式适应困难。

（2）流动儿童文化适应在家庭经济情况、年级、来
京时间、性别、学校类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3）流动儿童城市适应与文化适应有密切的联系�
区域文化适应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城市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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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igrant Children’s Regional Cultural Adaptation in
Beijing and Its Effect on Urban Adaptation

WANG Zhonghui1�2　LIN Sun1　LIN Xiuyun2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Chinese Women’s College�Beijing�100101；
2．Institute of Psych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probe into migrant children’s regional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its effect on urban
adaptation�by using questionnaires to survey992migrant children from7schools in Beijing．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1） the migrant children show a significantly higher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adaptation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an that in adaptation to life styles；（2） the migrant children show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their
cultural adapt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to urban life in term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such as their
family income�their academic year�the duration of their residence in Beijing�their gender and the types of
schools they are enrolled；（3） the migrant children’s urban adapta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ir cultural
adaptation�and regional cultural adaptation can be used to forecast urban adapta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Key words　migrant children　regional cultural adaptation　urban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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