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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社会化后果及其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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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对某民工子弟学校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首先分析了流动儿童作文这一文本，指出民

工子弟学校中流动儿童的社会化后果，如社会角色混乱、责任感缺失、能力弱化以及失范行为增多

等，而且对流动儿童的心灵造成伤害。在布迪厄“关系主义方法论”基础上，从学校、家庭、城乡社区

等方面探讨产生流动儿童社会化困境的原因，指出流动儿童所处城市生活空间通过相互叠加的作

用，对他们的伤害已经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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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是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

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

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

活的过程，它在个体的人格发展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由于年龄和身份的特殊性，流动儿童"的社会

化的过程有其特殊性，即与其他生活于单一生活环

境中的儿童如城市儿童或农村儿童相比，他们的社

会化多了一层适应新社会环境的任务。

#$$( 年下半年，笔者与课题组成员参与了南京

市两所民工子弟学校#的义教活动，运用参与观察

和访谈的方法，初步认识了他们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在每次活动后的日志整理、阅读、讨论、思考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本文的话题和思路。本文将首先以文本

分析的方式描述流动儿童社会化结果，然后以关系

主义方法论为基础对形成这一后果的原因进行分

析，以勾勒影响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社会化的

生活环境。本文遵循这样的研究思路：影响个体行

为的原因，需要到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中去寻找。

一、流动儿童社会化后果

’ 1基于作文的分析

早在 #$ 世纪 %$ 年代，英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

（21 234567385）就指出儿童的社会化后果可以从其使

用的语言中得以反映，这些语言反映了不同背景的

儿童的生活经历，从而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的印记［’］。

因而，可以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来窥见这些民工子

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社会化后果。本文的焦点在于其

在作文中反映出来的对日常生活的观念，及其对流

动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基于这一目的，此次作文采

取了半命题式的方式，字数和体裁不限，研究者在告

诉他们“说实话”的要求后，为他们提供了以下几个

题目，让其从中选择一个，如：我的家、我的家乡、我

的社区、我的父母、我的课余生活、我的梦想 9 心愿，

我眼中的南京、我心目中的学校、我的同学。在他们

的作文中，我们发现以下特点。

（’）孩子们怀念家乡的快乐生活

例如：我的家乡，在那山村里，哪（原文错别字）

里很穷，不过那里的人生活很开心。

又（原文错字）一次，我回到了我的家乡，那个离

开我很久的家乡。在我刚下车，我便发现了，离别很

久的家乡有很大的改变，家家户户都盖上了高高的

楼房，家乡的小路也铺上了一层新的衣服，在田野

里，可 以 看 到 一 望 无 际 的 田 野 都 是 黄 黄 的 麦 子。

（:;<，男，“我的家乡”）

正因如此，他们摆脱不了家乡方言的影响。在这

种应该运用书面语言写作的文体中，发现了许多方言

痕迹明显、口语色彩浓重的语句和错字别字。规范化

语言能力的缺失致使这部分流动儿童在介入城市社

会时便缺少了一种适应城市社会的技能。在一篇描

写自己梦想成为一名车手的作文中就出现了许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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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语句（文中用下划线标出），如：“因为要玩这样的

车是要很多钱的，可是我没有那经济去玩”，“但是我

有很高兴”，“打小我的心中，就埋下了种子”，“但我有

怕，生怕再比赛因没有把车驾好，飞出跑道，连人带

车，都来了个粉身碎骨，那就算不来了”等。（摘自

!"#，男，“我的梦想”）

（$）城市的生活打断了他们正常的社会化进程，

使其社会角色产生一定程度的错乱

城市中美好的东西也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

极为不满。他们希望“在学校中，要有很多体育课、

电脑课，还要有许多的课余时间，这样可以让世界更

完美和谐”，“我的学校要有许多的设置，如游泳池、

足球场、篮球场”，“我还要这个学校每个年级只有

%& 个学 生，这 样 不 会 太 吵 闹，听 课 能 力 就 大 大 增

加”，“学校的附近要有超市、商场、体育中心，这样就

见多 识 广”，“学 校 还 要 有 好 老 师”等（以 上 摘 自

’("，女，“我心目中的学校”），而这些希望是不可能

实现的，在与城市儿童的对比中，他们感受到了待遇

的不平等。社会角色的错乱致使美好的事物，诸如

梦想、学校、城市社会等等，也以相反的面目呈现出

来。而城市中那些不好的东西，又使他们对城市人

有了更为消极的态度。)* 在“要饭苦”中描写了这

样一幅场景：“走到人前人不理，要是理了去！去！

去！被人看作一装饰，自己偷偷在哭泣”，并在文末

特别注明了她眼中的城市社会，“这首诗表明了现在

的社会不友好，特别是在城市”。（以上摘自 )*，女，

“要饭苦”）

总之，他们并不十分成熟的心灵正在承受一个

常人难以想象的非正常的社会化过程，从中他们体

验到的是“孤独”、“悲观”、“不愉快”。#)) 在作文中

向我们讲述了她“惨不忍睹身世的一小部分”：

“我要说的灰姑娘是没有安徒生书上写的那个

灰姑娘的悲惨”，“但爸爸一年到头不在家，只有过年

的时候给她以‘家’的温暖；弟弟关心她，但弟弟太小

了，根本就无能为力，她曾想过要离家出走，但她身

无分文，能去哪儿呢”，“每天早晨出门上学，晚上放

学回家，一到家又要开始做家务，没日没夜地做”，

“身边的朋友听说她的悲惨命运之后都一个个疏远

了她，只有唯一一个知心朋友，但是相隔十万八千里

见不到面。唉！”（#))，女，“一个灰姑娘的自述”）

在家庭生活中 #)) 体会到了这种“孤独”，而在

转学过程中 "+ 有类似的体验。

“真的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转学，不知道自己

多么不开心，可能是因为这面没有解我的同学，还是

因为自己不适应这里的环境，还是自己变了，在这面

我从来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开心过，可能是自己不太

了解我的同学，不了解他们的性格，才让自己和同学

整 天 发 生 对 方 都 不 开 心 的 事，有 时 感到自己

特别孤独，以前从没有这样的感觉，也可能自己只能

和以前的同学能玩得好，也许以前我跟同学玩得太

好；现在没有了他们心里才会这样不愉快，才会经常

因为一些小事而大发雷霆，变了，变得让自己都讨厌

自己，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不是自己；现在的我总想以

前的同学，有时根本不想理会现在的同学”，“虽然一

个星期我们只通一次电话，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快乐，

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同学了解我，所以，每次跟别人发

生矛盾时，自己都会想以前的快乐时光。因为我觉

得那时候的我才是真正的自己。”（摘自 "+，女，“我

的同学”）

$ ,基于参与观察的分析

通过学校里的参与观察，我们可以得知流动儿

童的另一种非正常社会化后果，即孩子们身上存有

大量明显的失范行为。具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学校

是为学生提供特定组织性、纪律性教育的场所，儿童

在学校中渐渐习得了尊重权威、遵守纪律的习惯。

但是民工子弟学校却没有发挥正常的社会化功能，

表现为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缺失。

第一，组织性纪律性缺失致使课堂纪律松懈。

写作课的秩序一直处于混乱当中，甚至有外班级的

同学在上课期间蹿入该班级；针对班主任老师的批

评教育，他们私下里形成了一套应付班主任的办法，

教师已经不是权威的代表。在作文课上同学之间轻

微的冲突时常发生。第二，纪律性缺失致使他们无

视规范存在。从稿纸的利用来看，在老师发的作文

纸上，很多同学随便地画了一些图画，诸如汽车、尖

牙利嘴的鱼等；还有很多同学写上了一些不该有的

话，例如祝老师一帆风顺、下回再见等。外在无组织

性与内在无纪律性的双重因素最终导致了失范行为

的产生，在某些同学身上以更为激烈的形式表现出

来，发展到极端，联带社会力量的介入，形成校园暴

力事件。

在民工子弟学校中，我们没能发现帕森斯所阐

述的将责任感和能力内化于学生的学校社会化功

能［$］。我们所发现的是他们责任感缺失以及能力弱

化（例如语言方面），这致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境地。

这样的结果对流动儿童的身心发展无益，对社会文

化的传递、社会结构的维持无益。那么，是什么力量

致使这些流动儿童的社会化处于不利的境地？在他

们生命历程的重要阶段，谁扭曲了他们的心？

二、流动儿童社会化的空间分析

布迪厄认为，在一项研究中“你往往会从一个空

间中把你所研究的对象孤立出来。如果这样，那么你

就必须努力勾画出这个对象所在的空间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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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说的“空间”，是关系主义方法论的一种具体应

用，是为超越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

主义而提出的。关系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学没有

必要在这些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

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

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

中”［!］"#。他以“权力场域”来取代“统治阶级”这一实

体论概念为例，阐述了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应用。在这

里，笔者借用这一方法论，勾勒流动儿童所处的这个

社会空间，以透视影响其社会化的生活情景。

" $学校

学校是流动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除了休息

日，他们每天在学校生活的时间至少是 % 小时。首

先，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此类学校以“公司”方式

运作，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追寻经济效益，从而有可

能忽视对儿童责任和能力的培养。政府官员、老师

和同学也都指出了学校的功利性质，而这种性质直

接导致了学生培养上的敷衍了事。

这些民工学校是市场化运作机制，教育局对他

们主要是进行行政管理，而不是全部管理；业务管理

也做不到⋯⋯举办民工学校的肯定都赚钱了⋯⋯教

育局时刻要灌输、提醒这些学校“不要出事”这个观

念，饮食要安全、交通要安全、校舍要安全。出了事，

是谁也担当不起的。（某区教育局负责人，男）

学校的目标并不是在对孩子教育上，从某种程度

上说是金钱的获得、经济利益的实现。（& 教师，女）

其次，学校里有对流动儿童社会化存在重要影

响的两个群体：老师和同辈群体。在访谈中发现，除

去老师和同学，他们很少跟其他的城市人打交道。

父母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同自己父母交流的机会

少于同这两个群体交流的机会。然而在民工子弟学

校中，这两个群体的某些特征是不利于流动儿童社

会化的。

受经济因素的驱使，教师的工资、待遇比较差，

致使民工子弟学校里的老师流动性极大。他们的任

务就是看好这些孩子罢了，遑论教育。学校的师资

力量比较薄弱，一个老师身兼数职是此类学校常有

的事情———访谈中提到的 & 老师既是初二语文老

师、又是初三物理、数学老师，还带着初二一个班的

体育和初三一个班的美术！另外，学校的教师结构

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布状态，一极是乡村中学退下

来的老教师（地缘因素使然），另一极是一些师范院

校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就业压力使然）。两个极端的

老师都固守着一种对流动儿童来说有害的想法，这

种想法的核心特质是“不行就走”。这种状况与流动

儿童的理想之间差距巨大。

流动儿童在城市里，几乎很少有城市孩子的朋

友。他们对城市儿童充满了抵触的情绪，同辈群体

仅限于民工子女，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他们与同辈

群体的互动，仅仅限制在了校园之中。对这些流动

儿童来说，回到了“家”中，也就进入了孤单的境地。

在这种无组织的学校中，流动儿童的社会化过

程是断裂的。下面这个案例道出了无辜又无助的流

动儿童的真实感受：

你说这还是个学校吗？这里的学生来这个学校

简直是来混日子的，浪费时间，到这个学校来读书是

没有什么前途的，我知道这个要靠自己的。但这个

学校也太差了，学习环境十分的差，在这个学校我呆

不下去了。（’((，女，“我的学校”）

) $家庭

家是除了学校以外，影响儿童社会化的另一重要

场所，家庭成员的角色扮演以及迁移策略都会影响流

动儿童的社会化进程。首先，就流动儿童在家中所扮

演的角色而言，在廉价租赁来的、拥挤的家中，这些儿

童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劳动，而没有精力去关注家庭之

外的事务。其次，流动儿童父母进城务工农民的角

色，决定了他们所从事的多是劳累的工作，工作占去

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他们无暇顾及这些儿童的学习

与教育。家长普遍将学校当作“托儿所”，认为将这些

儿童交到学校后，就由学校全权负责。最后，从家庭

迁移的策略而言，举家迁移的家庭将整个小家庭关系

移植到了城市，对流动儿童在家庭内部的社会化影响

较小；部分迁移的家庭则致使流动儿童的家庭残缺不

全，尽管他们的家庭本来是完整的，但这种完整性因

为迁移而被撕裂了。

从家庭与学校的关系来看，两者之间缺少必要

的联系，学校未建立起家长会召开制度，家长和老师

之间缺少沟通，除非到了事情不可收拾的地步，学校

是不会找到家长的。老师这样解释：

有些家长，来这里就大吵大嚷的，满口的家乡

话，有些家长工资本来就不多，再让他们请假来开家

长会，他们肯定不来的。（& 教师）

! $社区

在这里，社区场所包括家乡社区和城市社区两

方面。与其他儿童相比，流动儿童要经历两种不同

的社区环境。

（"）家乡社区

研究流动儿童在城市当中的社会化往往容易忽

略来自其家乡社区影响，但是从关系主义的历时性

视角出发我们就不能忽略。作为城市社区的参照社

区，家乡社区更多的记忆了流动儿童的快乐。在与

童年期的家乡社区的“快乐”作比较时，这些孩子今

天在城市社区中所经历的“痛苦”显得更加深刻。在

面对城市中同样事件的时候，他们也往往有着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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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不同的态度，就像 !" 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借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更为

清晰的认识。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组成社会结构

的某些方面并促进其中个人或团体行动的一种具有

生产性的资本。它可以区分为义务、期望、信息和规

则等形式。他指出封闭的社区蕴含了儿童社会化所

必须的更多社会资本。家乡社区作为一种相对封闭

的社区整合了这些流动儿童更多的社会资本，而其

中相当一部分因为迁移到城市社区而丢失了［#］。家

庭只能将家乡社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带入城市，如

因为老乡关系而在城市中聚居；而丢失了的那部分

社会资本，如祖辈的关怀等，对流动儿童的社会化是

至关重要的。

（$）城市社区

家乡社区是这些流动儿童曾经社会化的场所，

而城市社区是他们正在经历社会化的场所。首先，

在城市社区这一场所中，与城市社区互动过程中，流

动儿童更关注城市社区环境中负面形象。城市为这

些儿童带来的方便并未改变他们对城市社区“不好”

的看法。从城市公交系统来看，与交通发达带来的

方便相比，他们更关注城市交通的拥挤。从家庭的

居所来看，他们的居住区多集中在房价便宜的城乡

结合部，这是城市中地理和人文环境较差的地方，这

使他们远离了城市中的文明，接近了城市中的丑陋。

随着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延长，现实生活中的城市并

非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完美无缺，理想与现实的

裂痕渐渐拉开。

其次，在流动儿童与市民的关系中，流动儿童更

关注于市民间负面的情绪。市民将鄙视农民工的观

念嫁接到流动儿童身上，招致流动儿童对城市人的

“仇恨”，这种观念成为流动儿童与城市社区之间人

为设置的一道藩篱，他们天天生活于其中，却天天受

其伤害；而城市媒体对民工子弟学校的虚假宣传，也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城市人的敌视。

在家乡社区养成的习惯，进入城市社区后，就成

了错误的行为，他们在城市里是一个被排斥的群体。

而他们的“家”、学校、朋友都在城市社区中，他们不得

不生活于其中，这些流动儿童每时每刻都在经受身心

的折磨。城市社区的教育学者们对流动儿童的教育

主要关注的是“我们如何将他们教育成和我们一样的

人，从而使他们可以分享我们引以为豪的各种优势”，

他们排斥流动儿童在家乡社区形成的价值观［%］。

除去以上社会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作为这些

因素背后的因素在影响着流动儿童的社会化，例如

户籍制度的限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政府对民工

子弟学校监管的不力等。还有一种恒久的发挥作用

的因素，如民工的高流动性等。

三、结 语

布迪厄认为，“要构建一个科学对象，要求你对

“事实”采取一种积极而系统的态度。要与经验主义

的被动性决裂，而又不堕入宏大“理论化”的空洞话

语，这些并不要求你提出宏大、空洞的理论构建，而

是要求你抱着建立一个模型的宗旨来处理非常具体

的 经 验 个 案，形 成 一 个 连 贯 统 一 的 关 系 系

统”［&］&%’!&%(。这样我们可以在关系主义方法论的指

导下得到图 ) 来解释影响流动儿童社会化的因素。

图 ) 流动儿童社会化困境

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造成了这样的假象：

流动儿童的社会化就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如

果常人指谓的合法化是一种事实上合乎常理的状态

的话，那么生活环境对流动儿童的伤害已经合法化

了。无论是单独的从某个角度看，例如学校、老师、

家庭、城乡社区等，还是从整个的社会化环境看，都

会得到同样的答案，流动儿童处于不利的境地是自

然的。健康的成长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城市社会剥

夺了流动儿童本应该得到的健康社会化空间。一系

列社会因素的叠加、相互作用于弱势的儿童，为他们

的生命历程浓浓地涂了一笔。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

环境合法地扭曲了原本美丽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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