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适应对流动儿童轻度违法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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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对轻度违法，主要是品行障碍方面的影响作用，从实证的角度验证文

化迁移的影响作用。方法 通过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问卷等系列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 124 名流动儿童适应文化

变迁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 ①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在品行障碍问卷上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54
± 2． 64) vs． ( 1． 01 ± 0． 45) ，t = 54． 33，P ＜ 0． 01］;②与城市儿童比较，流动儿童有更高的集体主义( 8． 15 ± 0． 79，t =
2． 274，P ＜ 0． 01) 和更低的个体主义( 4． 73 ± 0． 45，t = － 17． 31，P ＜ 0． 01) ;③在 ASQ 正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

童低于城市儿童( P 均 ＜ 0． 01) ，在 ASQ 负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童高于城市儿童( P 均 ＜ 0． 01) ;④除负性情绪

维度外，主观幸福感量表( SWS) 各维度评分流动儿童均低于城市儿童( P 均 ＜ 0． 01) 。结论 文化适应不良会导致

流动儿童没有发展出独立自我，滋生出更多的轻度违法行为，这与他们习惯于自我归咎的归因方式，有着更多的负

性情绪和更少的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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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between children of migrants and the mild unlawful behaviors ( mainly interfering
conduct disorders) ．Methods 124 children of migra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Scale，Conduct Disorders
Checklist，Attribution Style Questionnaire ( ASQ)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 SWS) and interviewed after filling the question-
naires． Ｒesults ①The mean scores of the children of migrants and the metropolitan children were［( 7． 54 ± 2． 64) vs． ( 1． 01 ± 0． 45) ，

t = 54． 33，P ＜ 0． 01］． ②Compared to the metropolitan children，the children of migrants had lower individualism( 4． 73 ± 0． 45，t =
－ 17． 31，P ＜ 0． 01) and higher collectivism( 8． 15 ± 0． 79，t = 2． 274，P ＜ 0． 01) ． ③The migrant children＇s positive attribution style
score of ASQ was lower than that of metropolitan children( P ＜ 0． 01) ． In negative attribution way score of ASQ，the migrant children
higher than that of metropolitan children( P ＜ 0． 01) ． ④The scores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WS except the negative emotional di-
mension of the migrant children was lower than metropolitan children． Conclusion Acculturation could lead to migrant children do not
develop independent self and cause more mild offenses，then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with their self － ascribed attribution，more nega-
tive emo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ild unlawful behaviors among the children of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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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犯罪率在移民国家有逐渐上涨的趋

势［1］。近年来，各派研究者都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现

象: 虽然美国是个高犯罪率和轻度违法的工业国家，

但不同种族和民族的犯罪率是不相同的［2］。有研

究显示，青少年暴力主要以欧洲裔和非洲裔青少年

为主，鲜 有 研 究 报 道 亚 洲 裔 青 少 年 存 在 暴 力 倾

向［3］。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南亚人移民到美国前

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造成的。大多数东南亚人移民

是因为战争、迫害或想逃离因战争而分裂的祖国，而

东亚人( 以中国、日本和朝鲜为主) 移民到美国主要

是为了改善社会经济地位［4］。
文化适应是一个接触两种不同文化而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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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5］。跨文化研究发现，移民就是在原有的文

化基础上形成的心理结构中，进一步容纳新的文化。
这会带给移民者许多文化冲突并让他们出现心理震

荡和行为异常。相关亚洲青少年暴力的文献也强

调，文化适应和移民可以解释轻度违法和暴力行

为［6］。对东南亚的青少年来说，文化适应意味着要

将集体主义导向的价值观、信仰和社会准则改变为

个人主义导向。有研究表明，文化传入和青少年暴

力的相关可能是由集体主义 － 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信

念的改变所导致的［7］。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被视为两种对立的文化倾

向。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不强调个人的价值而看重

集体的目标和利益，人际关系是相互依存和关注外

部环境，因而习惯于外部归因。而在个体文化下，个

体成员都在意自己的独立性、独特性和自治，他们更

多地关注自身的幸福和内部归因。跨文化心理学家

普遍认为，西方国家多倾向于个体主义，而亚洲文化

则倾向于集体主义［8］。移民需要适应有着巨大差

异的两种文化取向，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可能会影

响个体化的发展过程。
对青少年来说，个体化过程涉及到发展认同，需

要与家庭分离而自治。这个过程需要在亲子关系上

出现改变，这被认为是青少年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改

变［9］。个性化的过程还包括增加自治、独立性和与

父母进行情感分离。发展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个性

化发展过程: 一是适应相关的差异( 与父母或同伴

减少联结) 导致一些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例如健康

合理的自我依赖; 另一种就是通过反叛或蔑视，目的

是释放父母的控制和依赖，以此形成的个性化［10］。
有研究表明，虽然处在不同的群体中，但在增加与父

母情感分离的过程采用的方式却非常一致［11］。Fu-
hrman 等［12］认为分离可能更多是由文化环境所决

定，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相互依赖可能比依靠自我和

自治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
Tyson 等［13］研究显示，集体主义文化下的青少

年比个人主义文化下的青少年更多地将轻度违法评

价为严重事件。Wong［14］发现，保持一种集体主义

文化( 比如中国儒家文化) 会降低卷入轻度违法活

动的可能性，因为个人主义文化下的青少年认为轻

度违法不算什么，通过反社会制约和规范来确认自

己独特的个性，与家庭分离，因而更多地从事这些活

动。而集体主义文化下的青少年认为，这些行为的

可能后果会造成自己与父母或他人关系的不和谐，

他们就不会产生轻度违法的行为。
在现代中国，“文化混血”现象促使了社会学家

对文化适应的关注。他们探讨的通常是一个较原始

的文化群体，由于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礼

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对社会个体

而言，更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包括

对涉入新环境的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过程带来的心

理健康问题如药物依赖、酗酒、吸烟、饮食习惯及不

良行为的研究。流动儿童是农民工带着进城、随同

他们一起在务工地点共同生活的孩子。流动儿童随

着父母漂泊，他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都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由于抚育方式简单，他们

是最容易受到文化适应冲击的群体。流动儿童入学

难的问题，突出表现为: 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超龄

现象严重及失学情况普遍。据权威调查显示，2005
年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子女约 1000 万，其中 9． 3% 失

学，这些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儿童不仅耽误自己

的前途，也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为了解流

动儿童从农村的集体主义文化转到强调个人主义的

城市后，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心理功能的改变是否是

导致青少年轻度违法的高危因素，本研究对流动儿

童的社会文化倾向和品行障碍进行了相关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根据流动儿童的定义，结合有轻度违法

经历如偷窃、攻击他人造成轻伤等轻度违法行为的经

历，制定了入组标准: 男童( 既往研究中提到轻度违法

的青少年多为男性) ，年龄 10 ～ 16 岁，有过违法行且

处于管制状态，无精神障碍，口语表达正常。通过集

体取样的方式，选取湖南省接受特殊管制的 124 名流

动男童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11 ～16 岁( 14． 25 ± 1． 94)

岁，受教育程度: 小学 43． 7%，初中56． 3%。从湖南省

某社区取同年龄、同性别的 120 名城市儿童作为对照

组，年龄 11 ～16 岁( 14． 65 ± 1． 03) 岁，受教育程度: 小

学10． 5%，初中 52． 6%，高中 26． 9%。两组儿童均来

自当地同一所中学和同一所小学，两组年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χ2 =11． 6，P ＞0． 01) 。
1． 2 研究工具

1． 2． 1 美国精神病学分类诊断标准( 品行障碍)

品行障碍的标准采用自我评估方式，共 20 个判断条

目:“我曾经虐待过动物”、“我常常挑起斗殴”、“我

常常欺侮、威胁或恐吓他人”等，选择“有”计 1 分，

选择“无”则计 0 分。各项评分之和为总评分，总评

分越高，反映儿童轻度违法的程度越高。
1． 2． 2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中文版( Individu-
alism － Collectivism Scale) ［15］ 用于测试文化倾向，

其中 16 个 条 目 测 量 个 体 主 义 ( 如“我 是 独 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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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另 16 个条目则测量集体主义( 如“家人的幸

福对我很重要”) 。采用九点评分，“完全不同意”为

1 分，选择“完全同意”则计 9 分。在个体主义分量

表或集体主义分量表上评分越高，说明他的该种文

化倾向更明显。
1． 2． 3 归因方式问卷(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
naire，ASQ) ［16］ 郭文斌等在 ASQ 中提供了 10 个关

系情境( 5 个正性事件，如“某次考试取得了好成绩，

请写出一个主要原因”; 5 个负性事件，如“在公共场

合被人踩了一脚，请写出一个主要原因”) ，要求对

自己归纳出的一个主要原因进行三个维度的判断:

主要原因是主观还是客观因素( 内在 － 外在) 、是否

还会继续存在( 持久 － 暂时) 、是否影响生活其他方

面( 整体 － 局部) ，将三个维度评分相加求平均数，

得出正负性事件的总体指标。高分表示个体倾向于

归因为内在的、或持久的、或整体的，低分则表示个

体归因于倾向于外在、或暂时的、或局部的。
1． 2． 4 主观幸福感问卷(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SWS) ［17］ Dionerl 编制的问卷分为三个部分: 包括

对这三个对生活的主要 5 个方面的描述，如“我的

生活大多数方面与我的理想吻合”、对一个星期的

情绪( 包括积极情绪如“自豪”和消极情绪“嫉妒”)

和对整个生活的幸福痛苦体验( 从 1 分的“非常痛

苦”到 9 分的“非常幸福”) ，要求被试分别进行自我

评价。以上问卷的信度、效度都经过多次研究检验，

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标准。
1． 3 评定方法 让儿童在各自的班级里统一填写

问卷，时间约为 50 分钟。在完成了系列问卷调查

后，研究者还对部分流动儿童进行访谈，用以了解流

动儿童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心理感受，借以了解他

们的轻度违法是否与文化适应存在一定的关联。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4． 0 进行统计分析，统

计方法为均数比较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差异性检验

Chohen＇d，检验两组儿童在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量

表、DSM － IV 诊断的品行障碍标准、归因方式和

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进而检验社会文化适应是否与

轻度违法存在着一定的相关。为了更好地避免统计

的二类错误，一般引入了效应量 ( Effect Size，ES)

这一指标，效应量的数值代表了两组均数之间的差

异大小; ES 增大，统计检验效能增大。根据 Cohen
的观点，d 值 ＜ 0. 2，则说明效应量为小; 0. 2 ＜ d
值 ＜ 0. 8，说明效应量为中等; d 值 ＞ 0. 8 则说明效

应量大。

2 结 果

2． 1 两组品行障碍问卷评分比较 与城市儿童比较，

接受管制的流动儿童品行障碍问卷评分更高［( 7． 54 ±
2． 64) vs． ( 1． 01 ±0． 45) ，t =54．33，P ＜0． 01］。
2． 2 两组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评分比较 在

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中文版评分上，接受管制

教养的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P 均 ＜ 0． 01) 。在集体主义分量表上，流动

儿童评分高于城市儿童; 而在个人主义分量表上，流

动儿童评分低于城市儿童。见表 1。

表 1 两组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评分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

流动儿童( n = 124) 4． 73 ± 0． 45 8． 15 ± 0． 79

城市儿童( n = 120) 7． 89 ± 0． 65 7． 05 ± 0． 85

Chohen＇d － 3． 24 1． 258

t － 17． 31 2． 274

P ＜ 0． 01 ＜ 0． 01

2． 3 两组 ASQ 评分比较 在 ASQ 正性归因方式

评分上，流动儿童低于城市儿童( P 均 ＜ 0． 01 ) ; 在

ASQ 负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童高于城市儿童

( P 均 ＜ 0． 01) 。见表 2。

表 2 两组 ASQ 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ASQ 评分

内部 － 外部( 正性) 持久 － 暂时( 正性) 整体 － 局部( 正性) 内部 － 外部( 负性) 持久 － 暂时( 负性) 整体 － 局部( 负性)

流动儿童( n = 124) 3． 25 ± 0． 75 3． 38 ± 0． 60 3． 12 ± 0． 54 2． 90 ± 0． 43 2． 68 ± 0． 94 2． 79 ± 0． 64

城市儿童( n = 120) 4． 16 ± 0． 49 3． 97 ± 0． 35 3． 98 ± 0． 67 2． 12 ± 0． 60 2． 13 ± 0． 08 2． 18 ± 0． 74

Chohen＇d － 0． 79 － 0． 59 － 0． 99 1． 24 0． 63 0． 67

t － 7． 015 － 5． 846 － 8． 467 8． 429 5． 212 5． 468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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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两组 SWS 评分比较 除负性情绪维度外，SWS
的人生感受、正性情绪、总体幸福感维度评分流动儿

童均低于城市儿童( P 均 ＜0． 01) 。见表 3。

表 3 两组 SWS 评分比较( x— ± s，分)

组 别
SWB 评分

人生感受 负性情绪 正性情绪 总体幸福感

流动儿童( n = 124) 3． 43 ± 1． 05 3． 15 ± 0． 68 3． 80 ± 1． 02 4． 48 ± ． 68

城市儿童( n = 120) 5． 62 ± 1． 04 2． 38 ± 0． 72 5． 69 ± 0． 98 6． 26 ± 1． 87

Chohen＇d － 1． 36 0． 86 － 1． 73 － 1． 47

t － 13． 125 7． 957 － 13． 174 － 10． 463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从 Chohen ＇d 值来看，各个均数比较的差异均

＞ 0． 5，除了 ASQ 的内部 － 外部( 正性) 、持久 － 暂时

( 正性) 、持久 － 暂时( 负性) 和持久 － 暂时( 负性)

的效应量为中等程度外，其余均数比较的效应量都

很大，说明两组数据的平均值差异极为显著。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接受管制的流动儿童品行障碍问

卷评分高于城市儿童，说明被管制的流动儿童有着

更多的品行障碍和轻度违法的经历。在集体主义分

量表上，流动儿童评分高于城市儿童; 而在个人主义

分量表上，流动儿童评分低于城市儿童，这说明较之

于城市儿童，流动儿童需要发展更多的独立自我。

流动儿童从农村被带入城市，生活的环境从高度的

集体主义文化转向强调个体特征的城市文化，需要

增加更多的个体主义价值观，这是他们不可回避的

社会文化适应过程。流动儿童的轻度违法，的确与

社会文化倾向存在明显的关联。流动儿童有着更高

的集体主义和较低的个体主义，较之于同龄的城市

儿童，他们会感受到更多的文化倾向带给他们的心

理困惑。比如，访谈中多次听到流动儿童反映“城

里的人不好接近，他们太傲气了”、“到了这里，特别

孤独”、“没有人会在意你干什么”……城市生活需

要个体保持一定的独立自我，比如建立自己的目标，

相信个体是独特和独立的，行为自治。显然，部分流

动儿童的社会融入并不是那么顺利，他们会感知到

更多的社会差别，甚至歧视［15］。文化适应不良也会

带来一些心理功能损害，这种损害是内隐的，会影响

他们的归因方式和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正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

儿童低于城市儿童; 在负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

童高于城市儿童。两组的归因方式差异极大: 对于

正性事件，城市儿童更多地是采用内部归因方式，认

为这是持久的，可以影响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对于负

性事件，城市儿童更多地认为这是外部原因，认为这

是暂时的，并且不会波及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流动

儿童则相反。这说明流动儿童对正性事件往往是外

部归因，而对负性事件进行内部归因，他们会将积极

事件的发生视为非主观原因，否定自己的努力和能

力; 而将坏的事件更多地归咎于自己的过失或能力，

有过度承担责任的愧疚心理。和大多数人一样，城

市儿童倾向于将正性事件归因为内在的、持久的和

整体的，而将负性事件归因为外在的、暂时的和局部

的，这种归因模式被称为“自我服务偏向”，他们会

认为个人拥有各种良好的人格特质，而回避有损于

心理平衡的消极认知。流动儿童并不擅长使用这一

心理策略，流动儿童在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会将文

化冲突带来的负性事件更多地归因于个人的原因;

将正性事件则归因于外部因素，这是一种自我归咎

模式，容易诱发更多的负性情绪［16］。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SWS 的人生感受、正性情

绪、总体幸福感维度评分中，流动儿童均低于城市儿

童( P 均 ＜ 0． 01 ) 。流动儿童对人生持有消极的态

度，表现出较少的积极情绪和较多的负性情绪。流

动儿童的幸福感体验不强，达不到中等水平。反之，

城市儿童对人生的看法较为乐观，积极情绪占大多

数时间，消极情绪比较少，对生活的主观幸福感评价

比较高。

人口迁徙不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动和生活习俗的

差别，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结构的重塑，要求新成员适

应新的社会文化。本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不良会带

来一定的社会行为失范，产生一些违法行为。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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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支持了国外关于移民青少年的轻度违法与文化

倾向关联的观点。从教育实践来看，流动儿童在适

应环境中，采用顺应、退避、抵制的策略，会影响他们

独立自我的形成。调查发现，流动儿童有很强的身

份困惑。近 90%的流动儿童否认自己是城市人，超

过 10%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

老家那里的人。部分流动儿童甚至在身份认同上产

生矛盾和困惑，成为“双重边缘人”。虽然在城市生

活很久，对城市非常熟悉，但许多流动儿童依然认为

自己不属于城市，还是“农村人”、“外地人”，有的犹

豫着说“我也说不清楚我喜欢哪里”。有的孩子虽

然愿意在城市定居，但仍自称“我们农村人”，表明

他们的自卑意识依旧存在，平等自尊等教育理念还

需要加强［18 － 20］，这是未来流动儿童心理教育的重要

内容，如何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促进其社会化，值

得进一步关注。
本研究只对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与轻度违法行

为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对其他影响因素和

其中复杂的心理机制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未来需

要纳入更多的社会文化因素，采用犯罪档案的质性

分析等研究方法，所得的结论则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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