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信声明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毕业论文（设计、创作）是本人在指

导教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写作的成果。毕业论文（设计、创作）

中引用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处，均在毕业论文中加

以标注；有关教师、同学和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写作、修订提出过并

为我在毕业论文（设计、创作）中加以采纳的意见、建议，均已在

我的致谢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深致谢意。 

如本人的毕业论文（设计、创作）涉及抄袭或剽窃等行为，本

人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及后果。 

 

 

 

 

毕业论文（设计、创作）作者签名：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内江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创作） 

I 
 

目录 

1 问题提出 .................................................................................................................................. 1 

2 研究方法 .................................................................................................................................. 1 

2.1 被试 ................................................................................................................................... 2 

2.2 研究工具 ........................................................................................................................... 3 

2.2.1 个人信息调查表 ......................................................................................................... 3 

2.2.2 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SASCA） ........................................................................ 3 

2.2.3 自我提升问卷 ............................................................................................................. 4 

3 研究结果 .................................................................................................................................. 4 

3.1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和自我提升的变化分析 ................................................................... 4 

3.2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自我提升前后测的相关分析 ....................................................... 5 

3.3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与交叉滞后回归分析 ....................................................................... 6 

4 讨论 .......................................................................................................................................... 7 

4.1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与自我提升的变化特点 ................................................................... 8 

4.2 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心理资本与自我提升的关系 ........................................................... 9 

5 教育建议 ................................................................................................................................ 10 

6 结论 ........................................................................................................................................ 12 

参考文献 .................................................................................................................................... 13 

附录 ............................................................................................................................................ 15 

致谢 ............................................................................................................................................ 20 

 

 

 

 

 

 

 

 

 

 

 

 

 

页边距：上 2.2cm，下 1.8cm，左

2.5cm，右 2.3cm，页眉 1.2cm，页

脚 1.5cm。页眉以小五号宋体字键

入“内江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创作）”，顶左侧，有下划

线。页脚插入页码，居中，字体为

小五 Times New Roman。摘要、关

键词、目录等文前部分的页码用罗

马数字（Ⅰ、Ⅱ……）连续编排，

正文以后的页码用阿拉伯数字（1、

2……）连续编排。“诚信声明书”

不编页码。 

批注 [A1]: 段前、段后 0 行，段落行

距固定值 22 磅，字体为三号黑体，

加粗，居中。 

批注 [A2]: 目录为小四号中文宋体，

英文 Times New Roman，段前段后 0

行，行距为固定值 22 磅。各级编号

与标题之间空一个字符，末尾不加标

点；一级目录：右缩进、左缩进为 0，

二级目录：右缩进为 0、左缩进为 1

字符，三级目录：右缩进为 0、左缩

进为 2 字符。 



内江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创作） 

II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与自我提升的追踪研究 

摘要：为探讨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与自我提升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以

贵阳市 335 名公立学校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和自我提升问

卷对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和自我提升进行了为期一个学期的追踪测查。研究结果表明：（1）

流动儿童在人际友好、活动参与和社会活力方面的适应程度及自我提升均随时间的发展

有提升趋势，小学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和自我提升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初中流动儿童；（2）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与自我提升呈显著正相关；（3）社会适应和自我提升可以相互预测。 

关键词：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自我提升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migrant children's changes in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enhancement over tim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ased on a one-semester-long 

follow-up survey of 335 migrant children from public schools in Guiyang City with the Social 

Adaptation Sc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he Self-enhancement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The migrant children's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enhancement 

in interpersonal friendliness,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and social vitality tended to be better 

over time, and the migrant children out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made significantly 

greater progress tha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enhancement; 

(2) the migrant children's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enhancement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3)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and self-enhancement could mutually 

predict each other.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social adaptation; self-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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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根据《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的定义，流动儿童是指 6 至 14 周岁（或

7 至 15 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1]。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7》可知，截止至 2016

年 11月 10日，全国流动人口总数已达 2.45亿，0-14岁儿童比重从 2011年的 19.8%

升至 2016 年的 21.7%
 [2]。伴随着流动儿童的迅速增长，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为

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 1991 年-2013 年之间，相关领域

的学者对流动儿童的自尊、孤独感、社会适应、歧视知觉、问题行为和学业成绩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约 24%的研究与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有关[3]。社会适应

是个体适应社会环境的心理状态、特点和行为表现[4]，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

表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同伴以及社会其他人交往时总会遇到一些问

题，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够有效地帮助儿童应对和处理这些交往问题，从而保证个

体的健康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贵阳市云岩区和花溪区分别选取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

方法选取 4 年级到 9 年级的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2.2 研究工具 

2.2.1 个人信息调查表 

个人信息调查表为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包括性别、年级和流动儿童在所居

住城市生活的时间等。 

2.2.2 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SASCA） 

该量表由胡韬、郭成参考陈建文编制的《青少年社会适应性问卷》和龚耀先

等编制的《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共同编制而成，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2.2.3 自我提升问卷 

该问卷由郭玉星编制，问卷由 17个人格特质词组成，其中 9个为积极特质词， 

8 个为消极特质词。 

3 研究结果 

3.1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和自我提升的变化分析 

批注 [A6]: 各层标题均单独占行、顶

格书写，各层编号与标题之间空一个

字符，末尾不加标点。 

一级标题使用四号黑体（不加粗），

段前段后间距 0.5 行；二、三级标题

（以下各级）均使用小四号黑体（不

加粗），段前段后间距 0 行。数字字

体为 Time New Roman。 

批注 [A7]: 正文为小四号宋体、数字

和英文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段

前段后 0 行，行距为固定值 22 磅。 

批注 [A8]: 引文在文中标记，“上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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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适应各维度和自我提升进行前后测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前后

两次施测，社会适应中的人际友好、活动参与、社会活力三个维度后测得分均显

著高于前测得分。自我提升的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前测得分（见表 1）。 

表 1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和自我提升前后测的比较 

 前测 后测 t p 

 M SD M SD 

人际友好 4.00 0.75 4.09 0.76 -2.15
*
 0.03 

活动参与 4.06 0.69 4.16 0.71 -2.36
*
 0.02 

学习自主 3.95 0.70 3.95 0.79 -0.01 0.99 

生活独立 4.29 0.58 4.32 0.61 -0.70 0.49 

环境满意 4.01 0.71 4.04 0.78 -0.71 0.48 

人际协调 3.92 0.66 4.00 0.71 -1.77 0.08 

社会认同 4.20 0.69 4.22 0.70 -0.80 0.42 

社会活力 3.93 0.83 4.08 0.85 -3.01
*
 0.00 

社会适应 4.05 0.51 4.11 0.61 -1.98 0.05 

自我提升 4.99 0.80 5.14 0.95 -2.89
*
 0.00 

注：*p<0.05， **p<0.01， ***p<0.001，下同。 

3.2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自我提升前后测的相关分析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自我提升前后测的相关分析显示，前测社会适应和后测

社会适应相关显著。 

3.3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与自我提升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社会适应与自我提升的交叉滞后分析图

（见图 1）。 

批注 [A9]: 每个表格应有自己的表序

和表题，表序和表题应写在表格上方

正中，表序后空一格书写表题。表格

允许下页接写，表题可省略，表头应

重复写，并在该页右上方写“续表×

×”。表格统一使用三线表；表中数

据应正确无误，书写清楚。数字空缺

的格内加“-”字线（占 2 个数字）；

表内文字一律用五号仿宋体，英文、

数字 Time New Roman。表序和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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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适应与自我提升的交叉滞后分析图 

4 讨论 

4.1 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与自我提升的变化特点 

根据上述的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在前后两次测试中，社会适应中的人际友好、

活动参与和社会活力三个维度有显著差异，三个维度的后测得分均显著高于前测

得分；同时后测自我提升得分也显著高于前测得分。 

4.2 流动儿童城市社会适应心理资本与自我提升的关系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前后测社会适应各维度和总分与前后测自我提升均呈显

著正相关，两者的同时性相关和继时性相关都很显著，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两者

的相互预测关系进行了分析。 

5 教育建议 

本研究结果为促进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社会和健康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教育

启示及建议。 

6 结论 

（1）流动儿童在人际友好、活动参与和社会活力方面的适应程度及自我提

升均随时间的发展有提升趋势，小学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和自我提升的发展速度

明显快于初中流动儿童。 

（2）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与自我提升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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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和自我提升可以相互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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