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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2004~2021年我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献内容分析，发现该领域存在以下问题：研究

的关注点主要是流动儿童家长；研究主题比较集中；研究地域分布不均；比较研究不足和缺乏对特殊流

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因此，建议未来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可以重视以下几方面：多关注流动

儿童本身；拓宽研究视野；平衡研究地域差异；注重比较研究；重视特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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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on family education of mi-
grant children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21, the following problems are found in this field: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is mainly on the parents of migrant children;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search is uneven;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family education of special migrant children.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on 
family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pay mor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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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ion to migrant children themselves; broaden the research horizon; balance the research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focus on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focus on research on family educa-
tion of special migrant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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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完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进入 90 年代，流动结构从个人流动转化为家庭式流动，

随之出现了一个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流动儿童。一方面，流动儿童没有流入地户口，无法享受与城

市同龄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另一方面，由于流动儿童父母大多社会地位不高，经济条件差，无法得到

与城市同龄儿童相同的教育资源。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2015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

数据》的估算数据，0~17 岁城乡流动儿童规模达 3426 万人；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则能够提供比

较精确的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的数据：2017 年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有 1897.45 万人。随着流动儿童

数量的不断增多，其教育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指出，“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在各方努力下，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家庭教育还有很大

的不足，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能塑造孩子的个性、

人格，影响他们的品味和价值观念，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进行研究有利于提高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

更好地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当前，规模如此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亟需家庭教育指导，面对这一严峻形势

我国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方面的发展已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尤其是与学校教育相比，家庭教育更容易

被忽视，这种情况很可能导致流动儿童在与常规家庭儿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这就要求我们未来应

该加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以满足当前我国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方面的需求。本研究借助文

献分析法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对未来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提供参考。 

2.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的计量分析 

2.1. 文献总量少但在不断增长 

笔者以“流动儿童家庭教育”为主题词或篇名在 CNKI 中检索至 2021 年 10 月 27 日的相关文献，文

献总量过少，只有 214 篇，其中期刊 86 篇，硕博 76 篇，经过筛选剔除后选出 152 篇文献作为研究文本

分析，图 1 为 CNKI 可视化分析发文量年度趋势图：第一篇文献发表于 2003 年[1]，证明我国关于流动儿

童家庭教育的研究起步晚。但总体文献数量呈上升趋势，2010 年国家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推动了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的发展，2010 年文

献数量也出现了迅猛增长并保持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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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end chart of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family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from 2003 to 2020 
图 1.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相关文献数量 2003~2020 年度变化趋势图 

2.2. 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 

按照发文数量对发文作者所在机构进行统计(如图 2 所示)，前 10 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机构全为

高校，但师范类高校只有 3 所，除了第一名的南京师范大学之外，其他师范院校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

研究还很薄弱。前 10 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机构共发文 67 篇，占总文献量的 34.35%，这些研究机构

尤其是南京师范大学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Figure 2. Number of papers issued by migrant children’s family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2.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机构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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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键词词频统计分析 

通过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论文中关键词的词频统计和分析，可以看出该研究领域的热点。经过 CNKI
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到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将节点过滤出现频次调为 10 次得到图 3，
图谱中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表示被引频次的多少，节点越大表示关键词复现率越

高。从共现图谱中可以看出，亲子关系、工作介入、儿童家长、教育方式等节点比较大。通过关键词归

类分析，国内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对象侧重于儿童家长，主要研究儿童家长的教育方式、收入、文化

程度等影响因素。研究主题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支持、工作介入等方面，多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 
 

 
Figure 3. Co-occurrence network map of family education keywords for 
migrant children 
图 3.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3.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内容评析 

3.1. 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是流动儿童家长 

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关注点主要是流动儿童的家长，关注流动儿童家长的经济水平、文化程度和所从

事的职业等等，或者从流动儿童父母的家庭教育期望、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等方面分析。例如曾守锤等

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若干特点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启示意义中认为多数流动儿童家长的家庭经济收入偏

少，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程度不高，职业类型也比较特殊。不过曾守锤等还认为多数甚至大多数流动

儿童并不缺乏直接的学业支持，来自哥哥姐姐或邻居家孩子的指导是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资源的优势。在

家长的教育期望方面，普遍认为流动儿童家庭父母教育期望比较高，而在曾守锤的研究中，教育期望呈

现两极化的现象，流动儿童家长中的另一个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比较低，这些群体里大多是成功的

商人或是孩子学习成绩比较差，这是多数的研究中没有注意到的[2]。杨威认为家长的教育期望与家庭的

经济条件无关，一般受儿童的成绩、家长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3]。在教育方式的研究上，普遍认为

流动儿童家庭偏重于放任型的教育方式。例如龚继红等在流动儿童与城市本地儿童的家庭教育差异及影

响因素中认为虽然大多数家庭都侧重于民主型的教育方式，但与城市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家庭更加放

任和溺爱[4]。周建芳等认为两类儿童父亲的教育方式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流动儿童母亲教育采取放任型

教育方式的比例高于本地儿童[5]。教育观念上，多数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但是对身教的重要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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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足，还是采用言语教育和体罚的方法。另外，在张绘的研究中，与以往结论认为女童面临更高的失

业风险不同，父母在初中后更倾向于让男孩去工作[6]。几乎很少有研究从流动儿童本身着手分析家庭教

育出现问题的原因，目前有刘芳等在儿童权利视角下从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进

行了研究[7]。流动儿童作为家庭教育中的受教育者，其表现决定了家庭教育的质量，今后关于流动儿童

家庭教育的研究可以多关注流动儿童本身。 

3.2. 研究主题比较集中 

目前国内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影响因素和支持体系方面。影响因

素主要包括家庭资本和父母的教育期望、教育行为等，这些因素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具体影响上文已

经做了基本的阐述。研究主要采用了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作为理论支

撑，例如刘丹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资本研究中，以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对流动儿童的

家庭教育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流动儿童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中均处于劣势[8]。龚

继红等运用帕森斯的社会行为理论，比较了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家庭教育的态度、投入、方式等等对

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行为差异较小且共同影响着儿

童学业表现[9]。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也是影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关于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

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影响的研究还有很大的不足。 
各种研究认为由于流动儿童与城市本地儿童相比几乎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使其家庭教育受到

很大的影响，而仅靠父母及亲戚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引入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支持，构建社会支持体

系。刘黎红等认为解决当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面临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由政府、学校、非政府组织等组

成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支持体系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进行合理的干预[10]。在社会支持体系构建方

面，李静认为应以福利多元主义为指导，以支持主体、支持内容、支持方式等三个维度设计、构建流动

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11]。但是目前对社会支持体系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策措施方面，对社会支持

体系的效果评估研究不足。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的父母参与、教育投入和家庭教育对流动儿童学校

融合影响等其他主题也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有重要价值，在以后的研究中值得多加关注。 

3.3. 研究地域分布不均 

根据收集的文献来看，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主要以某一地域为单位且分布不均，基本分布在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在我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献中，对可以确定研究地域的文献进行统

计，研究东部地区的文献约占 59%，研究中部地区的文献约占 27%，研究西部地区的文献约占 14%。需

要注意的是在研究中部地区的文献中，研究武汉市的文献约占 45%；在研究西部地区的文献中，研究重

庆市的文献约占 67%。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以东部地区为主，中西部地区

较少。而在中部对武汉市的研究较多，对中部其他地区研究不足。在西部对重庆市的研究较多，对西部

其他地区研究不足。 

3.4. 比较研究不足 

比较研究法就是对物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的研究与判断方法，可以理解为根据一定

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通

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找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与城市本地儿童家庭教育之间存在哪些异同，有利于更好

地解决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现有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大多数是单方面的分析流动儿童家庭现状

及对策，而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和城市本地儿童家庭教育的比较研究很少，周建芳等在家庭教育对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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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校融合影响的研究中将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家庭教育以及学校融合进行了比较，认为流动儿童

学校客观融合差于本地儿童，但主观融合与本地儿童相似[5]，吴航在家庭教育环境对流动儿童学业表现

的影响中将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进行了比较[12]，杨威也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

因素探析中将本地常住儿童和公立流动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家长教育期望进行了比较[3]，除此之外其他

学者几乎很少用比较研究。 

3.5. 缺乏对特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 

在流动家庭中，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家庭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如单亲家庭。据调查显示我国

离婚率连续 10 年上升，2018 年我国的离婚率竟然高达 38%，也就是说大约每 3 个人结婚，就会有一个

人离婚，而且中国每年意外死亡人数超过 320 万，这些因素导致中国单亲家庭比例逐年上升，多达 2300
余万户，其中 70%为单亲母亲家庭。流动家庭中还有数量众多的残疾儿童家庭、重组家庭等其他特殊家

庭，这些特殊流动儿童家庭的家庭教育问题更需要被关注。而在目前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中，都

是对原生家庭的研究，对特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4. 我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4.1. 关注流动儿童本身 

研究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把流动儿童培养成德智体等方面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流动儿童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归根到底要表现到流动儿童本

身，而目前关注的流动儿童家长的诸多现状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产生多少影响还很模糊。在以后

的研究中，建议研究流动儿童家长现状的同时也要多关注流动儿童本身，比如，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分

析流动儿童的行为表现，从而追根溯源，更有效的找到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还可以

有针对性地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策略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4.2. 拓宽研究视野 

目前国内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影响因素和支持体系方面，为了更

好地研究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我们要拓宽研究视野。在影响因素方面除了研究家庭资本和父母的教育期

望、教育方式等之外，我们也要更多地研究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教育投入等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影

响，还要积极探未知的影响因素。在支持体系方面，我们不仅应该研究支持体系的结构，还应该加大实

践探索，实地考察的力度，深入研究建立支持体系的可行性和支持体系发挥的实际作用，抓住互联网时

代的良好机遇，建立更加科学、更加现代化的支持体系[13]。同时我们还要兼顾对非热点主题的研究，目

前比较集中的研究主题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短时间内很难再有大的突破。许多研究主题(例如家庭教

育对流动儿童学校融合的影响)虽然只有很少人在研究，但是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应当提高对此类主题的重视程度。最后研究者要开拓视野，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理论与经验，从

而发现新的研究增长点，进一步提高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的科学性。 

4.3. 平衡研究地域差异 

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中，对中西部地区的研究不足，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

实施，也由于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户籍壁垒，越来越多的学龄阶段儿童选择在省内流动，东部也有少数

流动儿童父母为了更好的发展机会选择往中西部流动。根据段成荣等人的研究我国集中在中部和西部的

儿童占比有所增加，东部流动儿童的数量随之减少，2015 年全国流动儿童中有 48.8%集中在东部，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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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有超过一半的流动儿童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在今后

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平衡地域之间的差异，在加强研究东部地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同时也要多关

注中西部地区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 

4.4. 注重比较研究 

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更多地使用比较研究，而且还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流动儿童中除了农

村流动儿童以外还有很多从城市流入另一个城市的流动儿童，可以把农村流动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的家

庭教育进行比较；不同地区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之间有各自的特点，也可以进行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也有所差异，李素梅指出蒙古族家庭教育

教育内容还包含着蒙古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比较不同民族之间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可以更好地促进

教育公平[14]；另外，还可以尝试把国内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进行比较，国外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

已经比较成熟，研究集中在学习、生活状况和心理等方面[12]。尽管中外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但国外对于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一系列研究仍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4.5. 重视特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 

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我国的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

化，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等逐渐增多，流动家庭中像单亲家庭等这种特殊家庭的数量也在增长，这给流

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研究者应该关注特殊群体，目前对特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

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在研究过程中可供研究者参考的资料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应该将研究视

野深入现实生活，持续开展实践研究，使研究成果更具有指导性。重视特殊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促进

流动家庭的和谐稳定，也是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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