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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流动儿童群体庞大，但由于该群体受“流动”与“儿童”双重特点的限制，其议事能力往往受到限

制，且传统的儿童议事会在帮助流动儿童参与议事、学会议事、提升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基

于此，文章探讨了通过项目化学习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价值及其策略。研究发现，项目化学习能助

力流动儿童深度参与议事过程，提升其议事能力，同时形成“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 项目化学习实践指导”

的双重模式。社会工作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的具体介入策略包括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及项目化学习模

式的构建等。整体而言，项目化学习结合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为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提供了新思路

和有效路径，为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实现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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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is substantial. However, due to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both “migrant” and “children”, their deliberative capabilities are often limited. Further-
more, traditional children’s councils have certain limitations in facilitating migrant children’s par-
ticipation, learning, and ability enhancement in deliberative activiti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
plores strategies and their value for enhancing the deliberative capabilities of migrant children 
through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The study found that PBL can help migrant children deeply 
engage in the deliberative process, enhance their deliberative capabilities, and simultaneously 
form a dual model combining “profess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 work + practical guidance of PBL.” 
In add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social work in the PBL process, 
including the role positioning of social work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BL models. Overall, PBL 
combined with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methods provides new ideas and effective pathways for 
enhancing the deliberative capabilities of migrant children,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ir better in-
tegration into urban life and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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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基于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联

合发布的《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可以得知，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规模为 2.98 亿，

而其中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规模为 1.38 亿，约占一半(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

金，2023)。根据《202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可以得知 2022 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

1.59 亿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流动人口子女约 1364.68 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流动儿童群

体庞大。这些儿童在适应新环境、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社区、表达自身需求和意见有着强

烈需求。其中，议事活动作为流动儿童参与社区、表达自身需求和意见的重要途径，对于其提高社区参

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而流动儿童参与议事活动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其具备议事能力。 
已有的研究中的“议事能力”更多被表述为“议事决策能力”(郭书亮，2011)、“议事协商能力”(李

旭辉，2024)等。议事决策能力即议事主体参与决策活动，依据决策任务的具体情境，调动已有策略性知

识和博弈意识，并作出决策行为的能力。儿童参与那些与自身利益紧密相连的社区事务时，其个人议事

决策能力的不同，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议事活动的深度。且议事活动需要参与儿童掌握一定的

议事技巧和议事规则，但由于受到接受教育程度、社会经验、议事技巧等因素限制，其议事能力往往受

到限制，进而限制他们社区参与水平的提高。也有学者指出，“议事协商能力”包括学习、沟通、研究、

表达、协调等能力(张力伟，李宇晗，2023)。简和她的同行在研究公民的协商能力时，认为协商能力应该

包括信息处理能力、反思和逻辑思维能力、沟通能力以及情感能力(Suiter et al., 2020)。基于此，本文将儿

童议事能力维度划分为知识掌握与理解能力、参与意识与态度、观点表达与沟通能力、团队合作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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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李旭辉，2024)、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袭琳，2024)、对于协商成果的提炼总结能力、决策参

与与责任感等(王瑞芹，2021)。 
此外，已有的研究还表明在社会范围内儿童社会服务项目中，儿童参与权的实现程度较低(曾凡林，

何彩平，陈建军，2006)。社区参与工作主要停留在成人扮演主导者角色上，为儿童提供社区活动。在儿

童议事会中，儿童也是处于“被通知”参与活动的“配合式参与”层次，总体来说流动儿童社区参与层次

简单且形式较为单一(季丹丹，杨双，2024)，且在社区儿童议事会实践中，流动儿童受“流动”与“儿童”

双重特点的限制，加上其年龄、认知水平、思考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开展议事会所需的议事技巧已然超

出流动儿童能力的界限。流动儿童的议事能力和议事会的要求之间存在张力，流动儿童对议事的程序规

范和技术理性只能做出有限回应。传统的儿童议事会模式对于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提升是有限的。因此，

进行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策略研究是必要的，对于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满足流动儿童议事需求，真

正做到“以儿童为中心”，保障流动儿童参与权，建设满足儿童发展福祉需要的友好型社区具有重要意义。 
而项目化学习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实践与创新的教学模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工作教育(沈

纪，席小华，2023)。它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引导儿童在真实情境下围绕个人生活议题进行调研、

交流及决策，强化其批判思维、问题解决与社会参与能力，提升议事技巧(伍凤芝，郑朝晖，程学超，2022)；
也可以为优化社会工作方法、提升流动儿童的议事能力和改变目前流动儿童社区参与的层次与质量提供

新的思路。项目化学习结合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与优势视角等方法论，能更精准地识别并满足流动儿童

的需求，实施定制化支持，显著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鉴于项目化活动对资源的高要求，社会工作凭

借专业积累与本土化经验，可以为流动儿童社区参与提供资源拓展与困境破解的创新途径，进而有效提

升其社区参与层次与质量。 
因此，本文旨在基于儿童议事会实践，探讨项目化学习同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理论相结合，来有

效提升流动儿童的议事能力的作用和价值。以及分析社会工作在项目化学习过程中的具体介入策略，包

括社会工作者角色定位、项目化学习模式构建等，以提升流动儿童的议事能力，为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

活、实现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2. 项目化学习在儿童议事会中促进流动儿童议事能力提升的价值呈现 

(一) 项目化学习助力流动儿童深度参与议事过程 
1) 真实议题驱动 
项目化学习聚焦儿童生活中的真实议题，由社会工作者引导儿童共同发掘兴趣点，设定议题，并通

过参与这些议题的讨论和决策，使儿童能够更深入地理解问题本质，从而更积极地投入议事过程。 
2) 系统性学习过程 
项目化学习强调从问题出发，通过调研、分析、讨论、提出解决方案等一系列系统性学习过程。在

每节活动中，社会工作者根据议事进程教授服务对象议事知识，让儿童在参与议事过程中逐步构建知识

体系和能力框架(庞勇，2018)。 
3) 实践导向的任务 
在议事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基于项目化学习视角为儿童设计实践导向的任务，如实地调研、数据分

析、提案撰写等。这些任务不仅让儿童在动手实践中学习和成长，还促使他们更加关注问题的实际解决，

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 团队合作与交流 
项目化学习强调以小组合作方式进行项目规划及解决项目任务。项目化学习活动都围绕达成一个小

组或班级共享的目标来组织，均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自我导向学习以及合作探究(方兆玉，2024)。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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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鼓励服务对象通过团队合作与交流，在儿童议事会中结合社会工作技巧，帮助流动儿童更好地参

与议事过程。 
5) 成果展示与反馈 
项目化学习强调成果的展示与反馈。儿童在参与议事过程中形成的提案或建议可以通过成果展示与

反馈机制来激励儿童更加积极地参与议事过程。对于议事成果的重视也能最大限度避免传统小组工作在

结束阶段中出现的服务对象产生的难以评估活动服务质量的、不明确的反馈。 
6) 以学习者为中心 
项目化学习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在开展儿童议事会活动时，要坚持以流动儿童为中心。让流动儿

童在议事的全过程中扮演发起者、参与者、决策者、监督者等多种角色，塑造流动儿童的“能动性”。 
(二) 形成“社会工作专业优势 + 项目化学习实践指导”双重模式 
项目化学习要锻炼和培育的是学生在复杂情境中的灵活的心智转换，是一种包含知识、行动和态度

的“实习实践”。而“实践”在项目化学习中的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项目化学习需要

学生的亲身实践。第二，在真实世界中解决问题是多样的实践组合而不是一组孤立的探究流程。第三，

实践具有情境依赖和身份代入的特征。在项目化学习实践中，社会性实践尤为重要(巴克教育研究所，2008)。
社会性实践指与他人建立彼此相互理解和共同解决问题的社会性联系；其次还意味着在项目化学习过程

中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尊重、包容他人，这与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原则非常契合。在议事会活动中，社

会工作者能从传统的知识灌输式的分享方式转变为由服务对象自行探索及相互互动的方式来学习议事知

识。相较于教师而言，社会工作者在自身发展和工作过程中，资源链接与整合经验更为丰富，有助于项

目化学习活动的持续开展。 
基于此，社会工作者在流动儿童议事参与的过程中，结合项目化学习的方法，能够形成“社会工作

专业优势 + 项目化学习实践指导”双重模式，帮助流动儿童在服务中获得更优质的服务质量，同时与他

人建立更紧密的社会性联系，为社区流动儿童“赋能”，提高流动儿童议事能力(刘冰倩，苏果云，2017)。
社会工作方法的专业优势能促使项目化学习在服务中的更好运用，促进流动儿童的深层次参与，赋予其

一定决策权，让流动儿童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决策过程中(毛家楠，吴金群，2024)，提升他们的议事能

力和社会责任感。 
(三) 打造“儿童参与共同体”，促进流动儿童社区参与的连贯与深入 
家、校、社三方合作，共同构建了一个紧密相连的“儿童参与共同体”，这一合作模式的核心在于促

进儿童全面发展，强化其社会参与能力。项目化学习，作为一种追求系统性目标的教学方法，其本质在

于整合知识与技能，通过实际项目操作来深化学习成效。社会工作者巧妙地将项目化学习的理念融入流

动儿童的支持服务中，不仅鼓励儿童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更引导他们将这些综

合能力运用到议事过程中，从而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议事能力。 
在设计议事会活动时，社会工作者积极与学校、社区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

资源的有效对接与共享。与学校对接方面，社会工作者与教师紧密协作，鼓励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融入儿

童参与的活动设计，如组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这些活动能有效巩固儿童在小组活动中的学习成果，

促进了知识的内化与迁移。同时，社会工作者通过举办各类社区活动，为流动儿童提供了展示自我、服

务社区的机会，并促进他们与社区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增强其社区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 
在此基础上，通过团队力量的凝聚，社会工作者为流动儿童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项目化学习的聚

合作用在此得到了充分展现，它不仅能促进流动儿童个体能力的提升，更能带动整个社区流动儿童群体

的整体受益，实现儿童社区参与的连贯性与深入性。最终，这一合作模式能有效提高流动儿童社区参与

的层次与质量，为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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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化学习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在目前已有的社会工作儿童服务中，有不少将项目化学习运用其中并产生积极效果的案例。如杭州

市西湖区东山弄社区的儿童议事会，该社区通过组织儿童参与 PBL (项目化学习)和研学游戏等活动，引

导儿童围绕社区发展展开艺术创作和方案设计，进而提升儿童议事决策能力，为社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又如在深圳市盐田区在设计与优化儿童友好型空间中，流动儿童们组建儿童议事会，实地考察海

滨栈道，通过项目化学习的指导，发现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改善设想。再如在广西省南宁市梅沙

幼儿园两广凉茶项目式学习活动中，经过项目化学习实践，参与儿童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所提升。而在

儿童议事会实践中，想要达到理想的实践效果，达到社会工作服务目标，离不开“理想”的实践个体、

“理想”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通过上述案例可以发现项目化学习在促进儿童能力提升、引导儿童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等方面的效果是显著的，可以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结合，更好地提升社会工作服务质量。

此外也可以发现，项目化学习运用到儿童议事会之中也可以产生积极效果。它不仅能够提升儿童的议事

决策能力，还能促进儿童更积极地参与社区事务，为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设贡献力量。基于此，本文从

以下两个方面分析项目化学习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一) 社会工作者角色定位 
社会工作者在为流动儿童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多重角色。这些角色是指社会工作者的“专

业角色”或者“职业角色”，通常是根据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划分的(罗雅雄，2021)。
而在项目化学习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具体扮演以下角色： 

1) 引导者 
在流动儿童议事参与实践活动开展时，社会工作者要引导流动儿童关注社区问题，并设计真实驱动

议题，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参与度，要始终坚持引导服务对象，而非社会工作者占据主导权，以更好地培

养服务对象议事能力。 
2) 教育者 
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小组活动中“润物细无声”般地教授流动儿童关于议事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包括

议事规则、议事流程、议事技巧等，将项目化学习所强调的“先问题，后内容”、“先问题，后行动”，

“以问题解决为本”教学观运用到小组工作方法中，在每节小组活动中用驱动性问题引导服务对象的行

为，以提高其议事能力。 
3) 资源链接者 
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流动儿童议事小组活动的之前、之中、之后皆可以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链接各

类资源，包括资金、物资、人力、信息等，并与政府、学校、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建立联系，以达到

高质量的服务。 
4) 支持者与协调者 
在流动儿童议事小组工作过程中，作为服务对象支持者与协调者的社会工作者，不仅要在开展活动

的过程中充当促使教育主体间相互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的角色，以实现小组目标，同时，要在服

务的各个阶段为流动儿童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情感关怀和实际行动上的帮助。 
5) 反思性实践者与研究性学习者 
项目化学习理论提供了一种实践与研究“融合”方法论，要求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都要成为反思

性实践者、研究性学习者。所谓反思性实践者是指那些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决策和结果，

从而不断改进和提升自己实践能力的个体。而所谓研究性学习者则是指那些能够主动选择研究专题、运用

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并在此过程中获取新知识和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的个体。作为反思性实践者，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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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在实践中不断反思、调整策略，促进个人专业成长和服务质量提升。作为研究性学习者，社会工作者

能深入研究问题、获取新知识、提升解决能力，更深入地理解问题本质，并将多学科知识应用于实践。 
6) 评估者 
在儿童议事会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和反思。而项目化学习同样强调学生对

项目成果的实施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估，也强调学生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自身与组员的评价与反思。

这与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不谋而合。 
(二) 项目化学习模式构建 
1) 项目化学习下流动儿童议事能力培养的目标建构 
项目化学习理论主张“先问题，后内容”、“先问题，后行动”，“以问题解决为本”教学观为社会

工作者对于开展流动儿童议事小组活动的目标建构提供新的思路：一是活动的目标是否聚焦流动儿童的

议事能力提升，目标的能力指向是否聚焦流动儿童的日常问题和实际困难的解决；二是活动是否围绕基

于议事能力培养这一目标设计活动环节；三是活动是否设计了针对学习者行动结果的评价或基于目标达

成的诊断性反馈。 
2) 项目化学习下流动儿童议事能力培养的活动设置 
项目化学习理论提供了一种基于真实情境的动态生成性视角。其动态生成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学习者的知识习得观；二是教学的过程观；三是倡导一种宽容错误的教学环境生态(夏雪梅，2021)。
项目化学习的动态生成观为社会工作者设计培养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活动提供新视角。一是社会工作者

是否重视让流动儿童从活动经历中习得新知识，并为之系统优化了活动之前、之中、之后的内容设计与

实施。二是社会工作者是否有效链接资源，相继提供了促使教育主体间相互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

的有效支持。三是活动是否营造了“开放、安全”沟通氛围，有利于促进社区儿童、社区居民、社会工作

者等勇于尝试。 
3) 指向流动儿童议事能力培养的项目化学习活动开展路径 
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流动儿童议事服务时，应基于社会工作方法构建服务框架，围绕流动儿童议事能

力，遵循项目化学习流程(确定主题、设定驱动性问题、规划项目方案、执行实施方案，作品展示与评价

反思) (刘景福，钟志贤，2002)，明确活动要素：问题、知识、情境、目标、实践、成果、评价。在社会

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儿童家长等人适度地介入下构建培养议事能力的项目化学习路径，形成“确定议

题–创设情境–实地调研–议案会议–落实议案–产出成果–成果展示–评价反思”的议事闭环。 
具体来说，首先是与服务对象共同讨论，确定一个与流动儿童生活紧密相关、能够激发他们兴趣的

主题，如“社区环境改善”或“儿童权益保护”。然后，社会工作者设定一个驱动性问题，如“我们如何

为社区环境改善贡献自己的力量？”或“如何确保儿童的权益得到有效保护？”以引导儿童进行深入思

考和探究活动内容。接着，社会工作者链接资源，在社区营造一个主题情境，并根据主题情境、驱动性

问题、活动内容定下活动目标。此外，社会工作者需教授服务对象议事相关知识，帮助服务对象将各种

事实性知识整合，从而在实践中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最终产生成果，且成果要指向驱动性问题。在整个

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引导服务对象共同制定评价方案，让项目化学习的评价与成果的产品、解决问题

的过程紧密相连，通过过程性评价以及同伴评价、社会工作者评价等多元主体评价的方式来促进服务对

象发展。 

4. 项目化学习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议事能力提升的策略反思 

(一) 以社区流动儿童需求为导向，实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服务策略 
项目化学习和其他类型的教育手段的主要差异在于，项目化学习最终要创造公开且具有实质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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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为更好地设计出提升社区儿童议事能力的成果，以下几个要点值得考虑：第一，需围绕核心知识

点来构思成果。第二，需明确项目化学习成果的种类，并据此设计合理的成果形式。第三，应为个体与

团队匹配相关性的设计成果。第四，需为不同类别的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成果选择。第五，对比成果与目

标之间的关联性。第六，制定成果评价的量表体系(夏雪梅，崔春华，刘潇等，2020)。因此，社会工作者

在实施流动儿童议事参与实践时，需基于对不同年龄、不同类型流动儿童需求的深入了解，在前期需求

调研的基础上，着重培育流动儿童的议事能力。在服务实施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注重利用当地资源，

积极联动相关部门，挖掘并融入当地文化元素，依据实际情况与个体差异，灵活调整服务策略，以期帮

助社区流动儿童在接受服务后能产出高质量的成果。 
(二) 坚持联动服务，创建真实的驱动性问题和成果 
项目化学习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真实性，这主要体现在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能够在现实社会中

得到实际应用，而非仅限于课堂或考试环境。实施此类活动能够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但此类项目所需

要的资源往往超出了绝大多数教师和学校的能力，而社会工作凭借独有的专业优势，能依托社区作为服

务平台，社会组织作为服务载体，以及专业社会工作作为服务手段，来为参与议事实践的流动儿童创建

真实的驱动性问题，并以回应流动儿童的社区参与需求为目标，开展以提升流动儿童议事能力为目的的

项目化学习活动，并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针对流动儿童的议事参与实践服务，进而引导流动儿童在

服务结束时产生实际的成果，形成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服务过程中，社会

工作者要注重调动社区各相关方的积极性，进行多方协调与通力合作，坚持联动服务，充分利用各种资

源为流动儿童提供专业服务(刘建，曾雯倩，2022)。 
(三) 增强文化敏感度，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服务过程 
流动儿童群体身处异乡，对地域文化和身份的认知较为模糊，情感上通常比本地户籍儿童更为敏感。

从流动儿童社会参与的研究来看，受多重因素制约，流动学前儿童的社会参与层次与质量均有待提升。

社会工作者在开展议事参与活动前期与流动儿童建立关系时，确立文化差异意识，增强文化敏感度，并

秉持不排斥、不批判的专业价值观。面临伦理困境时，社会工作者应尊重服务对象的选择，保持价值中

立。此外，项目化学习是用高阶学习带动低阶学习，旨在培养高阶思维能力(Perkins, 2016)。因此社会工

作者在培养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过程中，不仅要掌握儿童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还要掌握项目化学习

的基本知识，注重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不断整合服务手法。鉴于儿童发展阶段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社会工作者应将服务做得更为深入细致。 
(四) 明确社会工作者专业角色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于社区、学校等多样社会场景下提供服务时，常面临角色模糊的挑

战，即易被服务对象误认为是“社区工作人员”、“教师”等其他身份。尤其在针对流动儿童议事能力提

升的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往往需要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工作者自身及其服务对

象将其与一般“教育者”角色的混淆，当服务过程中各主体对个体角色要求未达成，出现含糊模糊、不

协调、不可能完成要求之时就是角色困境出现的时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角色模糊问题，对社会

工作者的自我认知及职业认同构成了潜在影响(江振亨，2004)。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之前，首要

任务是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在为服务对象提供各类专业服务时，需清晰界定并坚守自身的角色定位。

同时，每次专业服务开展之前，应向服务对象详尽阐述工作内容及自身的专业身份，以确保服务的专业

性和针对性。在服务过程中，如遇服务对象或服务相关人员对社会工作者角色产生误解或混淆，应及时

予以纠正，避免出现因个体的工作内容和职责内容没有被明确构建而导致的社会工作角色模糊问题(舒尔

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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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在儿童议事会的运作实践中，一个显著的挑战源自于儿童群体相对有限的语言表达能力及程序执行

能力，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发展，进而影响议事效率的有效提升。在儿童议事会中，

儿童议事要在成人的帮助下才能顺利推进，儿童议事会所主张的儿童全覆盖式的参与在这样的现实情境

下变为一种理想化的参与模式。儿童自身议事的限制和基层对于儿童议事成果的不重视都将导致儿童议

事会的成果落实不到位。进而使得部分儿童参与者难以看到参与议事后社区的改变，并因此产生不愿参

加议事会的消极情绪。而流动儿童受“流动”与“儿童”双重特点的限制，对此类情绪的感知更为敏感，

且流动儿童融入社区的需求更为强烈，其参与感和效能感是维持其参与的重要动力。然而，当面对难以

理解和融入的议事流程时，流动儿童可能会感到无力和不解，从而减少对议事会的参与意愿，这对于提

升流动儿童的议事能力无疑是不利的。而项目化学习强调儿童在问题驱动下进行自主探究，通过团队合

作、资料搜集、数据分析等方式，形成对社区事务的深入理解和独到见解。同时项目化学习也强调充分

发挥流动儿童的“能动性”，并链接各方资源，打造“儿童个体–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资源网络，帮

助流动儿童产出有质量的成果，落实议事成果，让流动儿童产生“主观获得感”，真正做到现代儿童发

展观中的“以儿童为中心”(刘继同，2022)。因此，本文基于儿童议事会实践，进行项目化学习提升流动

儿童议事能力策略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而社区作为流动儿童参与议事的重要实践场景，有责任为提升流动儿童的议事能力、流动儿童的社

会参与水平提供平台和力量。但仅仅依靠儿童议事会这一平台是不能满足流动儿童整体议事水平和社会

参与水平提高的需要的，提升流动儿童的议事水平需要多要素、多媒介协同。就流动儿童议事这一个重

要环节来说，其设计与实践也是需要多方考量的，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社区的制度设计、社会组织和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指导以及家庭学校的共同配合。目前已有的项目化学习应用儿童议事会的案例提供了

一些经验，但是这一经验是否被有效吸收再创新，能否被有效推广，还需要多案例的比较分析。此外，

未来的研究也需要以质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影响流动儿童议事能力的不同要素，进一步厘清“流

动儿童议事能力”与“流动儿童社会参与”背后蕴含的因果关系，并以量化的方式具体测量流动儿童议

事的水平，使得相关的研究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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