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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适应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蒙古族流动青
少年在城市学校中的人际环境适应、学习环境适应和学习方法适应都处于良好水平。学生社团组织活动的参与对
其学校适应有促进作用，而他们在学校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感和社会差异感对其学校适应有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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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释放了巨大空间，他们离开

土地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1］，形成了

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村流动人口。最近几年，

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的

重视、媒体的关注，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由于

中国城乡经济、文化尤其是教育存在巨大的差距，使

得这些流动青少年在学习、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等等

方面难以适应。目前教育学、社会学及心理学对此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从各自的学科视角提出了不

同的应对措施。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对少数民族流

动青少年的研究目前仍较少。与城市相比，少数民族

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历史

文化、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民族教育的

整体水平较为落后，与全国平均水平和民族地区自身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因此，

少数民族流动青少年进入城市学校后会面临更多的

适应问题。基于此，笔者以呼和浩特为调查地点，对

蒙古族流动青少年的学校适应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实证分析与研究。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资料。
1． 调查对象的选取与数据的获取。本文所用的

数据资料来自 2010 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所做的问

卷调查。在推进“整合资源、集中办学”政策的背景

下，牧区青少年纷纷离开老家进入呼市或其他旗县的

学校上学，呈现出大规模的学龄人口流动。本次调查

选取了蒙古族流动青少年最为集中的两所公立学校，

一所只有小学阶段，一所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
两所学校均用蒙语授课，并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开设汉

语文课。针对学生的汉语阅读水平及功课紧张程度，

我们选取了小学五年级与六年级、初中一年级与二年

级、高中一年级与二年级共6 个年级，每个年级选取2
个班级作为调查对象。对被抽到的班级，采取整群抽

样、集中自填问卷的方式，学生在填答的过程中，如果

遇上不理解的问题或者不会认的汉字均可以及时地

向在场的调查员或老师询问。所有调查问卷当场填

答，当场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80 份，因被调

查对象的汉语水平限制，小学学生和初中学生的部分

问卷漏答、错答现象较为严重，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50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7． 4%。

2．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本次调查中所有的被

调查者均为蒙古族; 男生占 40． 3%，女生占59． 7% ; 小

学五年级占 13． 7%，小学六年级占 10． 4%，初中一年

级占 17． 5%，初中二年级占 16． 8%，高中一年级占

18． 7%，高中二年级占 22． 9%。
(二)指标测量。
1． 学校适应。林崇德等人认为社会适应是指当

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改变自己的观念、行为方

式使之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过程［3］。对学龄流动

青少年而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即在城市公立

学校中的学习模式、学校行为及人际交往中是否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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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及时调整以适应所处的学习环境。蒙古族流动青

少年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也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

社会环境，必须在师生交往和学习方面做出相应的调

整，从而融入城市公立学校的学习生活。因此，我们

把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适应界定为蒙古族流动青

少年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不断地作出调适，适应学

校学习方法、人际环境、学习环境的过程。具体包括

学习方法适应、人际交往环境适应和学习环境适应。
2． 本项研究中的影响因素包括五个方面。一是

蒙古族流动青少年自身社会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是
否独生子女、户口类型。其中户口类型的编码为: 农

村户口 = －1，不清楚 =0，城市户口 =1。
二是学生社团组织活动的参与程度，即是否当干

部; 参加学生活动的频率，“经常”赋 4 分，“有时”赋 3
分，“很少”赋 2 分，“从不”赋 1 分。

三是流动经历，以进校时间长短为测量指标。
四是社会差异感，自评自己与城市学生在学习能

力、学习成绩、生活自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同学关

系、师生关系、社会适应能力七个方面的差别，这七项

指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正向五级赋分。经因子分

析，将这七个指标浓缩为一个因子，本文将其命名为

社会差异感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74． 50%。
五是社会排斥感，包括是否感到学校、老师、本地

同学对流动人口子女歧视的三个指标，对这三项指标

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并进行正向五级赋分。经因子

分析后，这三个指标被合并为一个因子，命名为社会

排斥感，方差贡献率为 69． 75%。
二、结果与分析

(一)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适应性状况。
1． 人际环境适应。只有创立和谐融洽的校园人

际环境，才能把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贯穿到

教育之中，达到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目的。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心理氛围和校园人际环境，

是学生健康成长、快乐成才的必备条件。蒙古族流动

青少年进入城市公立学校之后，必然要与公立学校的

老师与本地的同学发生沟通、互动与交流，这不仅是

蒙古族流动青少年融入城市公立学校的主要途径，也

是表征其学校适应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调查

中，将通过自卑感、人际适应困难、集体融入、孤独感

以及与本地同学的交流等五个方面来测量蒙古族流

动青少年学校人际环境的适应状况。
调查发现，对“我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这一说

法完全赞同和比较赞同的占 23． 6% ; 觉得来到新的学

校朋友少，因此有孤独感的有 17． 2% ; 感到人际关系

困难的有 19． 7% ; 认为在与呼市本地同学交流常常会

陷入困境的合计 14． 4% ; 自评不能很好融入集体学习

生活的共有 15． 6%。另一方面，与呼市本地同学交流

顺畅的自评比例为 69． 5% ; 认为在呼市能够交到朋友

的有 68． 2% ; 自认为能够很好融入集体学习生活的达

到 64． 9% ; 没有感到人际关系适应困难的占 58． 8% ;

认为与“有莫名自卑感”说法完全不符合与不太符合

的比例为 39． 6%。从整体数据来看，在蒙古族流动青

少年当中，真正感到学校人际环境适应困难的只是少

数，即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人际环境适应状态整体

水平良好。
2． 学校学习环境适应。广义的学校学习环境是

指供学生在校学习的外部条件的总和，如学校的校园

环境、文化场所、师资力量、教学条件、教学手段、校
风、学风等，狭义的学校学习环境仅指教学条件、教学

手段等直接对学生学习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良好

的学习环境，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提升学生

学习的兴趣，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学习的

效率。因此，蒙古族流动青少年能否适应城市学校学

习环境，对其学业成绩的好坏，对其能否顺利成长成

才至关重要。本次调查发现，明确表示对老师所讲授

内容学习起来比较吃力的仅占 17． 7%，否定这种说法

的占 61． 2% ; 不能适应老师讲课内容与速度的只有

18． 5%，而有超过六成的学生否认该情况的存在; 认

为自己学习比较吃力的占 26． 1%，相反有五成以上的

学生对此持否定态度。这说明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当

中，真正感到学校学习环境适应困难的只是少数，或

者说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学习环境适应状态良好。
3． 学校学习方法适应。在科技知识快速更替的

现代社会，不能仅仅依靠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而需

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族流

动青少年学会最佳的学习方式是其能顺利成长的关

键所在。本文主要通过调查蒙古族流动青少年能否

按时完成作业、课后复习与课前预习等方面的行为表

现来了解其学习方法适应情况。调查发现，明确表示

“我总是能按时完成作业”的占 65． 0%;“课后我经常

复习”的占 39． 7%;“课前我经常预习”的占 43． 3%。
这说明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当中，大多数能按时完成作

业，但课后复习、课前预习这两方面做得还不够，还需

要加强。
(二)影响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适应性的因素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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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适应性的因子摘要表

提取因子 共同度

指标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我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 0． 573 0． 465
在这里感到人际关系适应困难 0． 845 0． 757
我不能很好融入集体学习生活 0． 738 0． 642
在这所学校朋友少，有一种孤独感 0． 779 0． 685
在和呼市本地同学的交流中常会陷入困境 0． 787 0． 669
老师讲授的内容太难，我听起来比较吃力 0． 832 0． 771
老师讲的速度太快，我常跟不上 0． 767 0． 717
我觉得学习比较吃力 0． 707 0． 543
我总是能按时完成作业 0． 766 0． 590
课后我经常复习 0． 845 0． 719
课前我经常预习 0． 822 0． 681
新因子命名 人际环境适应 学习环境适应 学习方法适应

特征值 3． 062 2． 137 2． 041
方差贡献率 27． 832 19． 423 18． 558

累积方差贡献率 65． 814

为了分析影响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适应性的

各种因素，我们首先采取因子分析方法对本项研究中

测量学校适应状况的 11 项指标进行概括。
我们对这 11 个指标进行 KMO 检验，发现选取的

11 个 指 标 KMO 值 为 0． 841，巴 特 利 特 球 状 检 验

( 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 的卡方值为 1941． 900，自由

度为 55，在 0． 00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选取的指标可

以采用因子分析。
表 1 的结果表明，测量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适

应性的 11 个指标被简化成三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

所包含的指标内容，将其命名为人际环境适应、学习

环境适应及学习方法适应。指标的共同度除了有一

个接近 0． 5 以外，其它两个因子都在 0． 5 以上，三个

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5． 814%，达到了因子分析

的要求。
在提取了新的公共因子后，我们又以各因子的方

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学校

适应综合得分。然后，以学校适应综合得分和各个因

子得分为分别的因变量，以本研究拟探讨的影响因素

作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得到表 2 的结果。
表 2 影响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适应性的多元回归分析( Beta 值)

自变量 人际环境适应 学习环境适应 学习方法适应 总的适应

性别( 男 =1) －0． 089 0． 055 －0． 034 －0． 053
年龄 0． 069 －0． 124* －0． 225＊＊＊ －0． 123*

是否独生子女 0． 027 0． 039 0． 079 0． 078
户籍 －0． 028 0． 148＊＊ －0． 001 0． 055
是否担任学生干部 －0． 013 0． 110* 0． 076 0． 085
参加学生活动 0． 183＊＊ 0． 096* 0． 119* 0． 242＊＊＊

进本校时长 0． 225＊＊＊ －0． 082 －0． 235＊＊＊ 0． 008
社会差异感 －0． 171＊＊ －0． 055 －0． 015 －0． 161＊＊

社会排斥感 －0． 312＊＊＊ － ． 243＊＊＊ －0． 078 －0． 392＊＊＊

Ｒ2 0． 285 0． 170 0． 161 0． 380
F 值 12． 960 6． 655＊＊＊ 6． 267＊＊＊ 19． 937＊＊＊

注: * 0． 01 ＜ sig ＜0． 05 ＊＊ 0． 001 ＜ sig≤0． 01 ＊＊＊ sig，≤0． 001。

从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

( 1) 以本研究中规定的蒙古族流动青少年自身

特征、学生社团组织活动的参与程度、流动经历、社会

差异感与社会排斥感来预测其在城市学校中的人际

环境适应，可消减 28． 5%的误差; 预测学习环境适应，

可消减 17． 0% 的误差; 预测学习方法适应，可消减

16． 1%的误差; 预测总体适应，可消减 38． 0%的误差。
各个回归模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模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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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来分析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在流入城市学校适应

性的影响因素。
( 2) 从蒙古族流动青少年自身特征来看，年龄对

学校适应性有负面影响，即年龄越大，其在流入城市

学校中的学习环境适应、学习方法适应和总体适应状

况就越差; 城市户口的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对学校学习

环境的适应要好些。蒙古族流动青少年性别、是否独

生子女对其学校适应没有显著性影响。
( 3) 学生社团组织活动参与对蒙古族流动青少

年学校适应性有促进作用。表现在担任学生干部的

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习环境的适应状况要好一些; 参

加学生活动的频率越高，学校人际环境适应、学习环

境适应、学习方法适应以及总体适应状况就越好。
( 4) 从流动经历来看，进入流入地城市学校的时

间越长，学校人际环境的适应状况越好，但对学习方

法的适应反而越差。
( 5) 社会差异感对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适应

有消极影响，表现在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在流入城市学

校体验到的社会差异感越强，其学校人际环境适应和

总体适应状况就越差。
( 6) 社会排斥感对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学校适应

有破坏作用，表现在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在流入城市学

校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感越强，其学校人际环境适应、
学习环境适应和总体适应状况就越差。

三、结论与讨论

就本项研究的经验指标来看，蒙古族流动青少年

在流入城市学校的人际环境适应、学习环境适应和学

习方法应都处于良好水平。这与现有的一些研究结

论———第二代流动人口较之于第一代流动人口有着

更好的社会适应水平相吻合。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蒙

古族流动青少年在学校的适应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学

龄期的社会化过程。学校与家庭、同辈群体的不同之

处就在于其具有一整套的规范和组织制度，并且在学

生管理和培养方面具有系统性和一定的强制性［4］。
通过学校这种系统的、正规的、统一的社会教化，缩小

了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在价值观、行为模式、生活方式

等方面的差异，提高了其在城市学校生活中的适应

能力。
本项研究还发现，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参与学生社

团组织活动对其学校适应有促进作用，而他们在学校

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感和社会差异感对其学校适应有

阻碍作用。这启示我们，要提高蒙古族流动青少年在

城市学校的适应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其一，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蒙古族

流动青少年适应城市学校生活创建平台。尤其是可

以组织一些展现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体现少数民族特

色的文体活动，让少数民族学生在活动中扮演主角，

这既有利于提高城市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与

了解，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提高少数

民族学生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对他们适应城市学校生

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二，消除歧视与偏见，为蒙古族流动青少年适

应学校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首先，学校要

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公正、公平的对待蒙古族等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其次，老师应抽出更多的时

间与精力关心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流动青少年的学习

与生活，必要时给予积极的辅导。再次，城市学生应

该尊重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流动青少年的生活习惯、文
化传统，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共同成长。

其三，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缩小蒙古族流动青少

年与城市学生的差距感。首先，党和政府应高度重视

少数民族流动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加快立法，加大政

策倾斜，加强舆论宣传，加强对相关部门的监督与协

调，为解决好少数民族流动青少年教育问题营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其次，教育部门应重视民族教育，采取

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为散居于城市的少数民族适龄

儿童、少年接受民族教育创造条件［5］。再次，企业也

应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青少年的教育支持，如在

学校设立各种形式的奖学金、助学金，帮助品学兼优

的少数民族流动青少年顺利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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