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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及社会适应能力，同时关系到其能否高质量地融入城市。借

助身份认同相关理论，分析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是由文化形塑的隐形冲突、制度限制的资源排外以及

儿童个体特征差异造成的。本文认为，介入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应倡导全社会“全儿童”友好政策建

构，并坚持发展核心自我的干预理念。强化流动儿童核心自我，具体来说包括协助流动儿童建立连贯的

自我叙事，激发其发展潜力和增强其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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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migrant children influences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is simultaneously related to whether they can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with high quality. With the aid 
of theories related to identity recognition, it is analyzed that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predica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is caused by the invisible conflicts shaped by culture, the resource exclusion due 
to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and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s of children. Therefor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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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contends that intervening in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predica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should 
advoc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whole-child” friendly policy throughout the society and adhere to 
the intervention concept of developing the core self. To strengthen the core self of migrant children, 
specifically, it includes assisting migrant children in establishing a coherent self-narrative, stimulat-
ing their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enhancing their ac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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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迅速且规模宏大，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民生状况的改善产生了深

远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已明确规划，旨在 2035 年基本达成城镇化目标，并着重强调了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性。 
然而，城镇化步伐的加速亦伴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显著增长，特别是流动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在

此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趋势日益显著，大量未成年子女随父母由

农村迁往城市，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弱势群体——流动儿童。 
流动儿童特指那些在家乡或父母务工城市出生，但未取得当地城市户籍，留在父母务工城市生活和

学习的农民工子女。近十年来，我国流动儿童的数量呈现出波动性增长的趋势。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的估算，截至 2020 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的规模已接近 1.3 亿，这一数字超过了全国儿童总数的

40%，其中流动儿童的具体数量为 7109 万，意味着平均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名是流动儿童。此外，鉴于

流动人口基数的不断扩大，可以预见，流动儿童的数量在未来仍将持续增长。不同于农村留守儿童和城

市儿童的流动儿童其面临的问题已不容忽视。 
然而，当下社会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从社会结构看，在宏观流动现代性冲击

的背景下，个体经历着由规则解构与个体化进程所引发的不确定性，时间被切割导致了瞬时性的加剧，

以及现代社会对于符号的追求，导致个体主体性的丧失，这些都不断威胁着个体的安全感与认同感的获

得(齐格蒙特·鲍曼，2012)；另一方面从流动儿童本身出发，其作为城市外来务工者的“携带品”，频繁

且被动的迁徙经历会导致个体经历持续的自我解构、重新建构与再次重构过程，这一过程进而加剧了认

同危机的深化(刘文博，2021)。 
流动儿童能否融入城市生活，不仅影响其人格与价值观的形成，还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繁荣发展。因

此，探究如何促进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在流动人口研究领域，

身份认同被广泛认为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层次融入(杨菊华等，2016)，标志着外来流动人口在心理上实现向

当地社会的真正转变。研究表明，若流动儿童未能建立起积极的社会身份认同，将对其心理健康状态及

社会适应能力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甚至因此容易引发反社会倾向(史秋霞，王毅杰，2009)。如此，针对流

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的难题，探讨有效的介入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挖掘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

形成原因，借助核心自我概念，探究如何强化流动儿童的核心自我以协助其完善身份认同，更好地融入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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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理论基础以及现状 

2.1.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国内学术界通常与自我认同同义，其核心要义

在于个体对特定社会文化的归属与认同。这一概念主要聚焦于探索个体的本源性问题，诸如“我何以为

我”、“源自何方”以及“归向何处”(陶家俊，2004)？塔吉菲尔(Tajfel)指出，身份认同是一个多维度且

错综复杂的心理过程，它不仅涵盖了个体对自身归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自觉认知，还深入触及了个

体对该群体所蕴含的情感价值及归属意义的深刻理解(Parcel, 1978)。Jenkins 进一步强调，身份认同的建

构根植于主体自我同一性与客体差异性这双重认知基础之上，这一认知架构构成了区分“我们”与“他

们”的根本基准(Jenkins, 2000)。社会认同理论作为探究身份认同概念的重要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于相

关领域的研究。Tajfel (塔吉菲尔)提出，个人的社会群体成员资格及其所属范畴是其自我概念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人们往往致力于获取并维持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以此来增强个人的自尊感。该理论详尽地

剖析了社会认同构建的三大核心要素：社会类化、社会比较及积极区分。具体而言，社会类化指的是将

对象、事件及个体进行归类处理，从而明确界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清晰边界；社会比较则着重于将自身

所属群体与其他群体在社会地位、资源分配等方面进行横向对比；而积极区分则是在社会比较的基础上，

进一步识别并强调本群体的独特优势与特征，通过积极地将本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区分，旨在提升群体成

员的自尊感与群体凝聚力(Brown, 2000)。 
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在群体层面展现出多元性，这一多元性源于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导致他们可

能在日常生活中被归类为“农村人”、“外地人”或“打工子弟儿女”等先赋性或社会建构性身份(雷鹏，

2012)。然而，随着家校社区逐步适应城市生活规律及制度，个体主观上可能产生“本地人”的身份认同。

在这种多重身份的主动选择或被动接纳中，流动儿童面临着如何选取适宜“身份”及其相应行为模式的

问题。一旦完成群体选择，他们便积极地在认知、情感及行为层面认同内部群体，并在群体内部寻求正

面的社会认同，以此赋予并维护自身身份的内在价值。 

2.2. 核心自我 

自我概念源自心理学，其含义有精神层面的 ego 以及反身性的 self 区别，随着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

领域的不断演进，自我的社会属性日益受到关注并得到深化探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

自我是个体基于反身性(reflexivity)进行的规划，其发展根植于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认知变迁之中。伯基

特(Burkitt)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自我的社会性维度，引入了“社会性自我”的概念(费梅苹，杨瑛，

2023)。社会性自我指的是个体在日常实践中，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与关联而逐渐塑造形成的自我认知。

对社会性自我的探索，实质上是在一个由他人共存、历史积淀与文化塑造的复杂世界中，对“我是谁”

这一根本问题的深刻反思与回答(伊恩伯基特等，2012)。 

2.3.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现状 

随着家庭迁移现象的日趋明显，一个日益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逐渐浮现。相较于成年迁移人口，这

一儿童群体正处于身份认同塑造的敏感阶段。频繁的地域流动不仅迫使他们经历身份认同的频繁解构与

重建，更使这一动态过程显著加剧了其认同危机的严峻性(刘红升，靳小怡，2018)。鉴于这一社会现象的

复杂性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有学者对南宁市

流动人口集聚的一个村子的 200 名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37%的儿童对自己身份存在明显困惑，其余

大部分人对自身身份认同不明确，处于身份认同困境(李婉秋等，2019)。同时，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来自

农村地区的流动儿童，通过对其就读学校的深入调研，以期全面评估其身份认同的现状。综合梳理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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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关于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普遍共识：他们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感普遍较弱，表现出

明显的模糊性特征，大多遭遇了身份认同困惑(沈悦等，2023)。 

3.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形成原因 

3.1. 文化形塑的隐形冲突 

文化认同是认同的核心，当民族、国家和个体内部文化解体，同一性也不复存在，在精神分析学家

弗洛姆看来，对人的心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诸如语言、信仰、传统、观念及族群等要素均应纳入

个体认同的范畴(林丹，2016)，因此，文化对于个体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同时，个体的行为和思想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结构和客观条件的影响，对于流动儿童而言，他们的关系是深受其流动前的家庭文化

背景和原籍地文化环境的影响(陈彬莉等，2021)。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由此

两地文化冲突在无形中为流动儿童在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设置了重重障碍。 
从物质文化层面来看，进城务工人员的经济收入普遍低于城市居民，这一经济差距在日常消费中尤

为显著，使得流动儿童能够直观感受到与城市同龄人之间的鸿沟，进而加深了他们对城市的疏离感。从

制度文化层面剖析，流动儿童若要融入城市生活，就必须逐步挣脱部分农村制度文化的束缚，积极接纳

并适应城市制度文化。然而，这一文化融合的过程复杂且漫长，需要时间与持续地努力，对于多数流动

儿童而言，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综上所述，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频繁遭遇文化冲突，导致他们

产生文化边缘化的感受(张春妹，张璐，2021)，进而削弱了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并加剧了其在社会身份

认同方面的迷茫与困惑。 

3.2. 制度限制的资源排外 

身份困境的根源常常可追溯到户籍制度，这一制度被广泛认为是导致流动人口面临身份困境的核心

要素。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探讨户籍制度如何在身份认同领域产生排斥作用。具体而言，户籍制

度作为一种“社会排斥”的运作机制，显著地限制了特定人群对城市资源的获取途径，从而使得流动人

口在享受权益与待遇方面难以与本地居民达到平等状态(魏立华，丛艳国，2006)。这种制度性排斥使得流

动人口在求职、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从而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了流动者

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距离。 
制度性不公待遇不仅加剧了流动人口的边缘化感受，还深刻引发了他们对自身社会身份的疑虑。户

籍制度主要体现两个部分，户籍地和户口类型。户口类型将“农村人”从一种社会分工推向一种社会表

征身份，该身份容易让儿童在社会互动中遭受排挤对待，不断解构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尽管户籍制度

正处于改革进程中，但制度性排斥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造成的深远影响仍不容忽视。 

3.3. 儿童个体特征的差异 

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其被环境洪流所裹挟，流动行为、户籍制度以及文化资本对流动儿童影响，儿

童自身无法改变。但儿童个体对于环境、身份的适应与接受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流动人口的异质性

增强，认同分化在流动群体内部日益显著，不同个体间的认同差异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因此，探

讨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不应局限于宏观层面，而应深入考虑流动个体的特质差异。 
个体的年龄、学习潜力、性格等特征均被证实对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指出，

随着学龄的增长，流动儿童在社会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也随之增加，尤其是初中生相较于小学生，其身份

认同的困惑更为显著(郭亨贞，朱玉娟，2021)。这种趋势可能与青春期的到来有关，初中生在自我同一性

的探索和角色定位上面临更多挑战，主要表现为自我认同与角色混乱之间的冲突。青春期的流动儿童通

常自尊心较强，对外界评价敏感，却不愿轻易展露内心，导致他们对身份相关的情感评价偏于消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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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身份认同状况不容乐观。泰弗尔认为，认同是基于范畴化形成，并在群体成员与外群体的比较中得到

强化(Tajfel, 1979)。此外，由于父母职业的不稳定性、频繁更换居住地、语言和教材的差异，流动儿童在

学业上遭遇重重障碍。研究表明，较强的学习能力有助于流动儿童更好地适应学校环境，从而促进积极

的社会身份认同的形成(江亦瑶，沈倩倩，2018)。 

4.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具体介入策略探索 

4.1. 全社会“全儿童”友好政策建构 

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是复杂、受诸多因素影响的，主要体现在儿童自身、学校和社区三个影响

方面(李洋，永春，2019)，个体的身份认同是在同社会互动过程中建构完成的。同时，“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也对政府在流动儿童相关政策的改革与发展中的责任提出新的要求，更加迫切要求政府转变

其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社区和学校需要实施包容性的政策实施策略，为这些儿童提供特别定制的政策

倾斜和教育支持，以弥补他们在生活方式、教育质量、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等方面的不足(方媛，姚佳胜，

2020)。家庭环境会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产生影响(刘杨等，2013)，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家庭因素，将家

庭视角融入流动儿童政策中，以更好地支持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此外，培养“多元文化价值观”至关重要，政策应鼓励各级政府、社区和学校实施包容性教育，通过

教育活动和公益活动，教育城镇居民和学生认识到流动人口的平等地位，促进相互尊重和理解，消除歧

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全社会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全体儿童友好”的环境，这意味着

所有儿童都能在包容、多元和开放的氛围中成长。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可以促进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

的相互认同和融合，为所有儿童创造一个平等、安全和支持性的成长空间。 

4.2. 强化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发展核心自我 

促进流动儿童的核心自我发展和身份认同，首要任务是构建其连贯的自我叙事。自我研究的叙事取

向注重在对生命故事的叙述中理解和建构自我，如何建构自我成为如何叙述生命故事的问题(汪新建，朱

艳丽，2010)。尽管自我叙事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表达形式，但叙事是自我理解和认知不可或缺的。为了全

面阐释和理解自我，个体需借助叙事手段，构建一个连贯且统一的身份认同。鉴于此，针对流动儿童，

我们应引导其回顾个人成长轨迹，探究与结构性情境互动中的发展策略，从结构维度及主体策略层面深

入剖析其积极的发展要素。进一步地，应协助儿童记录个人历程，促使他们逐步挖掘成长经历中变化的

深层含义，认识到自身对这些变化的积极作用，并最终形成以自我为核心的叙事体系。 
其次，为了实现流动儿童形成内外在统合化声音的能力，应激发其内在的发展潜力。这一过程的实

现依赖于儿童对自身成长与发展的积极态度，这种态度能够积极驱动其行动能力，进而为增强其主体

性奠定坚实基础。具体而言，该过程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需协助儿童深入探索其成长历程中的积

极性发展因素。通过这一过程，服务对象能够更为清晰地认知自身的发展潜能，明确自身所具备的优

势与资源。其二，帮助儿童建立积极的心态，为其未来的发展积蓄力量。积极的心态不仅能够促进儿童

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坚韧不拔，还能够激发其内在的创造力与适应力，从而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最后，提升其行动能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也是增强其主体性的核心所在。具体策略包涵：应有

效整合各类资源，服务对象能够获得更为全面和有力的支持，为其行动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同

时，构建富有挑战性的情境，激发服务对象的探索欲望和创新精神，进而推动其行动能力的不断提升。 

5. 小结 

尼采说，“谁看不见自己的影子，谁就会在别人的影子中迷失。”流动儿童身处“流动社会”，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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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流动行为，儿童主体性在这种冲击下丧失，易陷入身份认同困境，自我认知模糊。身份、文化、角色等

认同，究其根本来自于个体对“自我”的认识与认可，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困境是对自身因流动导致对

身份的困惑，是自身扮演角色在社会空间中的模糊。具体来说，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是由文化形塑的

隐形冲突、制度限制的资源排外和儿童个体特征差异造成的。因此，对于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困境的介入，

应倡导全社会“全儿童”友好政策建构，要加强儿童核心自我，强化家庭、学校和社区对于流动儿童的

支持，构建儿童个体连贯的自我叙事、激发其发展潜力和增强其行动能力，最终使得流动儿童个体，明

确自身身份，呈现出个体内外在统一且自信的状态，积极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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