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教育科研｜早期教育｜  3332  ｜早期教育｜教育科研｜2020.10

◎ 儿童发展 Child Development

2020.10｜教育科研｜早期教育｜  3332  ｜早期教育｜教育科研｜2020.10

【摘要】学习品质作为一个跨越多领域的综合性素质，是幼儿学习和发展的基础。对于处在社会弱势地位

的学前流动儿童来说，学习品质能够起到重要的保护和补偿作用。本研究遵循方便抽样原则，对南通市3所幼

儿园中的部分流动儿童与户籍儿童进行测查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总体发展水平不

高，各维度发展不平衡；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质随年龄增长有所提高，但提升幅度有限；亲子沟通与亲子阅

读对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质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本研究建议：重视学习品质的价值，促进学前流动儿童

学习品质各维度平衡发展；加强政策倾斜与资金帮扶，为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构建学

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区指导体系，以亲子沟通和亲子阅读为关键着力点助力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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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
发展特点与提升策略

  吴春颖，秦  思，王晓芬
（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一、问题的提出
学习品质（approaches to learning）是涵盖一系列

态度、习惯和风格的总称[1]，它不是指儿童所要获得

的那些技能，而是指儿童怎样使自己去获得各种各样

的技能[2]。换言之，学习品质描述的不是学习什么，

而是如何学习。学习品质不仅能够帮助幼儿掌握有效

的学习方法和策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还能促

进幼儿在社会性、情感与认知领域的发展[3]。尽管良

好的学习品质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对于社会处

境不利儿童来说尤为重要。学前流动儿童是处境不利

儿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跟随外出务工父母在户籍

地以外的地方学习生活半年以上的0~6岁儿童[4]。“流

动”对于学前儿童而言通常是一种“毒性压力”，使

他们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5]。学习品质的保护作用

不仅可以为学前流动儿童打造一个良性发展循环圈的

起点，避免他们与同辈间的发展鸿沟；还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增强他们面对危机时的抵抗能力，降低学业困

难和失败的风险。因此，关注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

质是教育公平中的应有之义。

本研究对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质进行了调查，

主要聚焦：考察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整体发展水

平和年龄、性别特点；探究各项环境、教育因素是否

与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质有相关性或起到预测作

用；得出研究结论，以教育公平为逻辑依托探索提升

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可行性路径。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142名学前流动儿童和69名学前户籍儿

童为调研对象。142名学前流动儿童包括男孩64名，

女孩78名；其中小班幼儿44名，中班幼儿50名，大班

幼儿48名。在幼儿园类型方面，有70名流动儿童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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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型流动民办园，72名来自混合型一级园。69名学

前户籍儿童均来自非流动园。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华东师范大学张莉副教授编制的《学

习品质量表》作为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测量工

具。该量表共21道题目，涉及五个维度。为探究学前

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影响因素，本研究还设计了《家

庭背景信息调查表》，并发放了具备良好信效度的

《幼儿早期养育和发展家长问卷》和《教师基本信息

问卷》。《家庭背景信息调查表》的内容包括家长的

学历和职业、家庭月收入、幼儿的主要照料者等；

《幼儿早期养育和发展家长问卷》涉及玩具材料、认

知学习、活动参与、亲子阅读、电子产品使用等方面

的内容；《教师基本信息问卷》覆盖了教师和保育员

的基本情况、班级管理、课程设置、活动区域、师幼

互动等方面内容。

三、研究结果
（一）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总体水平和各

维度特点

对学前流动儿童和学前户籍儿童的学习品质得分

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如表1所示的统计结果。从学

习品质的总水平来看，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总分

明显低于学前户籍儿童，且两个样本存在极其显著性

差异（p<0.001）。从学习品质各维度的特点来看，学

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每个维度的得分均低于学前户籍

儿童，且主动性和兴趣、注意力和自控能力、计划和

问题解决、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这四个维度在0.001显著

性水平下存在差异，仅在分享和合作能力维度上，两

者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

显示，混合型一级园和单一型流动民办园学前流动儿

童的学习品质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在第一维度（主动性和兴趣）比其他四个维度

（注意力和自控能力、计划和问题解决、分享和合作

能力、灵活性和创新能力）多一道题的情况下，为了

对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五维度得分水平进行纵向比

较，本研究运用了题均分的方式，将每维度的总分除

以此维度题项数，得出均分。其中，各维度题均分最

低为0分，最高为5分。从平均值来看，学前流动儿童

的各项学习品质分值都超过了中间值2.5。综合而言，

学前流动儿童的分享和合作能力水平最高，计划和问

题解决水平最低，主动性和兴趣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注意力和自控能力、灵活性和创新能力处于中等水

平。（见表2，下页）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学前流动儿童

学 习 品 质 的 五 个 维 度 之 间 存 在 极 其 显 著 性 差 异

（F=39.233，p=0.000，p<0.01）。进一步的LSD检

验表明：主动性和兴趣维度与注意力和自控能力维

度之间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t=4.964，p=0.000，

p<0.01），与计划和问题解决维度之间存在极其显

著性差异（t=8.576，p=0.000，p<0.01），与分享

和合作能力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t=-2.563，

p=0.012，p<0.05），与灵活性和创新能力维度之间存

在极其显著性差异（t=5.190，p=0.000，p<0.01）。

表1  学前流动儿童与学前户籍儿童学习品质的差异性比较

维度 幼儿类型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

主动性和兴趣
学前流动儿童 142 19.14 3.370

-4.747***
学前户籍儿童 69 21.38 2.850

注意力和自控能力
学前流动儿童 142 13.75 2.596

-4.001***
学前户籍儿童 69 15.25 2.428

计划和问题解决
学前流动儿童 142 12.48 2.870

-3.956***
学前户籍儿童 69 14.13 2.791

分享和合作能力
学前流动儿童 142 16.10 2.525

-1.069
学前户籍儿童 69 16.48 2.187

灵活性和创新能力
学前流动儿童 142 13.52 3.107

-5.009***
学前户籍儿童 69 15.67 2.483

学习品质
学前流动儿童 142 74.99 11.296

-4.894***
学前户籍儿童 69 82.90 10.381

注：* 表示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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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和自控能力维度与计划性和问题解决维度

之间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t=3.925，p=0.000，

p<0.01），与分享和合作能力维度之间存在极其显著

性差异（t=-7.717，p=0.000，p<0.01），与灵活性

和创新能力维度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0.684，

p=0.495，p>0.05）。计划和问题解决维度与分享和合

作能力维度之间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t=-11.825，

p=0.000，p<0.01），与灵活性和创新能力维度之间存

在极其显著性差异（t=-2.936，p=0.002，p<0.01）。

分享和合作能力维度与灵活性和创新能力维度之间存

在极其显著性差异（t=7.672，p=0.000，p<0.01）。

（二）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发展的年龄、性

别特点

从表3学习品质的总平均值来看，大班幼儿的

得分最高，中班幼儿次之，小班幼儿得分最低。说

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质总体

水平有所提升。然而，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小、

中、大班流动儿童学习品质总体水平的差异并不

显著（p>0.05），不同年龄班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

品质仅在计划和问题解决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1）。进行LSD事后检验发现，在计划和问题

解决方面，小班和中班、小班和大班之间都存在显著

性差异，而中班和大班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将学习品质作为因变量，性别作为分组变量，对

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各维度的得分做独立样本t检验，

统计结果如表4（见下页）所示。从平均值的分布来

看，无论是学习品质的总分还是各个维度的得分，

女孩均优于男孩。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不同

性别的学前流动儿童在学习品质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具体到各维度可以发现：男女学前流动

表3  小、中、大班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各维度得分的差异分析

表2  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各维度得分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主动性和兴趣 2.20 5.00 3.83 0.674

注意力和自控能力 1.75 5.00 3.44 0.649

计划和问题解决 1.25 4.50 3.12 0.718

分享和合作能力 2.25 5.00 4.03 0.631

灵活性和创新能力 1.00 5.00 3.38 0.777

维度 年龄 个案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M±SD） F

主动性和兴趣

小班 44 12 25 19.95±3.16

1.185中班 50 11 25 18.80±3.21

大班 48 12 25 18.75±3.65

注意力和自控能力

小班 44 7 20 13.43±2.74

0.515中班 50 7 20 13.96±2.66

大班 48 10 19 13.83±2.42

计划和问题解决

小班 44 5 18 11.39±3.05

5.348**中班 50 8 18 12.70±2.61

大班 48 8 18 13.25±2.71

分享和合作能力

小班 44 9 20 15.57±2.56

1.804中班 50 12 20 16.12±2.44

大班 48 11 20 16.56±2.54

灵活性和创新能力

小班 44 4 20 12.86±3.27

1.468中班 50 7 20 13.74±3.18

大班 48 8 20 13.90±2.84

总分

小班 44 44 99 73.20±11.84

0.888中班 50 46 99 75.32±11.14

大班 48 50 101 76.29±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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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仅在注意力和自控能力一个维度上具有显著性差

异（p<0.05），女孩的得分（14.23）显著高于男孩得

分（13.17）。而在其余四个维度上，两者差异并不显

著（p>0.05）。

（三）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影响因素的相关

与回归分析

为探究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影响因素，本研

究选取了与学前流动儿童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家庭、幼

儿园方面的部分因素，将其与学习品质的总分进行关

联，做了相关分析。纳入相关分析的变量共涉及16个

方面，包括幼儿家庭情况、亲子沟通、亲子阅读、活

动参与、认知学习、玩具材料、师幼互动、培训班参

与、电子产品使用、幼儿园课程设置及材料投放、幼

儿园班级管理等。分析结果显示，与学前流动儿童

学习品质存在显著性相关的因素有5个（见表5）。其

中，亲子沟通、玩具材料、认知学习和亲子阅读与学

习品质在0.01水平下呈显著性正相关，照料者是爷爷

与学习品质在0.05水平下呈显著性负相关。

为进一步检验这五方面因素与学前流动儿童学习

品质的关系，分别以学习品质为因变量，以亲子沟

通、玩具材料、认知学习、亲子阅读、照料者爷爷为

预测变量，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学前流

动儿童学习品质各影响因素的解释力高低。针对“学

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这一因变量，在参与分析的五

个变量中，共有两个变量进入回归模型。从表6（下

页）中可以发现，回归分析所产生的两个模型依序由

亲子沟通、亲子阅读两个预测变量构成。两个预测变

量的容差均为0.968，VIF均为1.033（容许不小于0.2，

VIF不大于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在模型二（与之相对的是模型一，进入回归方程

式的自变量为亲子沟通）中，进入回归方程式的自变

量为亲子沟通和亲子阅读。模型二变异量显著性检验

的F值为29.891（p<0.001），表示模型二对学前流动

儿童学习品质的解释力达到了显著水平。模型二的多

元相关系数R为0.548，决定系数R2为0.301，说明亲子

沟通和亲子阅读的联合解释变异量（R2）为30.1%。

其中，亲子沟通的解释量为26.5%，亲子阅读的解释

量为3.6%（△R2=0.301-0.265=0.036）。在回归模型

中，B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β为标准化的回归系

数，标准化回归系数β可以直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

表4  不同性别流动儿童各维度得分的差异比较

维度 性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t

主动性和兴趣
男 64 18.56 3.216

-1.869
女 78 19.62 3.439

注意力和自控能力
男 64 13.17 2.604

-2.461*
女 78 14.23 2.507

计划和问题解决
男 64 12.39 2.887

-0.331
女 78 12.55 2.872

分享和合作能力
男 64 15.84 2.614

-1.090
女 78 16.31 2.446

灵活性和创新能力
男 64 13.45 3.167

-0.235
女 78 13.58 3.077

总分
男 64 73.42 11.071

-1.508
女 78 76.28 11.387

表5  环境和教育因素与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相关分析

变量 学习品质 亲子沟通 玩具材料 认知学习 亲子阅读 照料者爷爷

学习品质 1 — — — — —

亲子沟通 0.515** 1 — — — —

玩具材料 0.294** 0.390** 1 — — —

认知学习 0.236** 0.172* 0.459** 1 — —

亲子阅读 0.277** 0.179* 0.251** 0.317** 1 —

照料者爷爷 -0.208* -0.102 -0.180* -0.200* -0.1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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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程度。在模型二中，亲子沟通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为0.481（t=6.673，p<0.001），亲子阅读的标准化

回归系数为0.191（t=2.649，p<0.05）。两者均为正

数，表示亲子沟通与亲子阅读对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

质的影响都为正向。

四、分析与讨论
（一）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总体水平偏

低，各维度发展较不均衡

研究发现，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整体发展水

平明显低于学前户籍儿童。其中，学前流动儿童在主

动性和兴趣、注意力和自控能力、计划和问题解决能

力、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这四个维度上与学前户籍儿童

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而在分享和合作能力维度上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与此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学前流动

儿童学习品质各维度的发展极不平衡，诸多维度之间

的差异达到了极其显著性水平。具体表现为学前流动

儿童的分享和合作能力较好，主动性和兴趣、注意力

和自控能力一般，而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以及计划和问

题解决能力较差。

对此，可以从幼儿园和家庭方面探寻原因。在幼

儿园方面，学前流动儿童所在的幼儿园大部分办学条

件较差，师资匮乏且小学化倾向严重，在一定程度

上压抑了学前流动儿童的主动性和兴趣，也不利于

其灵活性和创造力的发展。在家庭方面，城市流动人

口多来自计划生育管控较宽松的地区，家中孩子数量

较多，日常生活中较多的同伴相处机会促进了他们分

享与合作能力的发展。然而，大部分流动人口受到流

动的压力、繁忙的工作、困顿的生活条件等风险因素

的影响，对子女的教育疏于过问。在物质方面，他们

对儿童学习资源的投资较低，无法为学习品质的发展

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在精神方面，他们缺乏科学的

育儿理念和方法，与孩子的交流沟通不足，导致流动

儿童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逐渐减弱，同时也不利于儿

童注意力和自控能力的培养。此外，学前流动儿童父

母自身较低的文化素质水平导致对他们学习品质的认

知仍停留在浅表层面，过于重视读写算技能的培养，

对“学什么”的关注远远超过了“怎么学”。这种重

“知”轻“质”的教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流动

儿童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计划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发

展。

（二）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质随年龄增长有

所提高，但提升幅度有限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质虽

然随年龄增长呈现逐步提高态势，但不同年龄班之间

的差异并不显著。在学习品质的具体构成中，仅计划

和问题解决一个维度在不同年龄阶段体现出显著性差

异。说明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发展的年龄差异不明显，

在学前期的提升幅度不大。这一发现与温赫柏[6]、于

晓[7]等学者在沈阳市公办园、五星级民办园中研究的

结果相左，与刘永丽[8]对山西某县城一民办幼儿园的

调查结果一致。

综合分析可知，造成本研究中学前流动儿童学习

品质年龄发展差异不明显的原因可能在于：学习品质

既有先天倾向也有后天习得，先天倾向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而后天习得的学习品质与儿童所处的教育环境

息息相关[9]。具体而言，在高支持教育环境中成长的

儿童平时接触到新异刺激的机会较多，对学习品质的

唤醒水平高；而在低支持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平时

接触到的刺激相对贫乏单调，不利于学习品质的发

展。学前流动儿童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在家庭和

幼儿园教育中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一方面，学前

流动儿童的父母工作繁忙、收入不高，无法为幼儿学

习品质的发展创设优质的家庭教育环境；另一方面，

由于户籍制度和家庭经济水平的限制，学前流动儿童

往往很难进入拥有高支持环境的优质园，他们所在的

幼儿园能够提供的环境支持十分有限，制约了流动儿

童学习品质的提升幅度。因此，在上述种种客观条件

的束缚下，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质并未随年龄的增

长有显著提升。

表6  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R R2 △R2 F B Beta（β） t
共线性诊断

容差 VIF

常量 － － － － 25.772 － 3.976*** － －

亲子沟通 0.515 0.265 0.265 50.591*** 0.303 0.481 6.673*** 0.968 1.033

亲子阅读 0.548 0.301 0.036 29.891*** 2.693 0.191 2.649* 0.968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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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亲子沟通与亲子阅读对学前流动儿童学

习品质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本研究在进行了大规模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发现，

认知学习、亲子沟通、玩具材料、亲子阅读、照料者

五大因素与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质具有显著的相关

关系。具体表现在，学前流动儿童的认知学习、亲子

沟通、玩具材料、亲子阅读的状况越好，幼儿的学习

品质越高。可见，适当的认知学习，良好的家庭教养

和物质基础有利于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另

外，照料者是爷爷这一因素与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

质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隔代教养，尤其是爷爷作

为学前流动儿童的主要照料者对学习品质的发展具有

负面作用。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亲子沟通和亲子阅读

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水平。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亲子沟通是实现家庭教

育功能的重要方式之一[10]，能够帮助儿童获得情感态

度、行为认知、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经验[11]，亲子沟

通的质量状况、方式等会影响儿童的自我概念、道德

判断、学业成绩、心理行为问题等方面的发展[12]。而

亲子阅读作为一种亲子间分享性的阅读活动，不仅能

够促进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为其今后的学习奠定坚

实的基础，还能对儿童自信心的培养和整体学习品

质的提高产生很大帮助[13]。所以不难看出，亲子沟通

和亲子阅读做得越好，学前流动儿童的学习品质就可

能发展得越好。进而也可以推知，良好的亲子沟通和

亲子阅读是促进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发展的关键抓

手。

五、教育建议
（一）重视学习品质的价值，促进学前流动儿

童学习品质各维度平衡发展

首先，幼儿园可以通过开展讲座、定期约谈、加

强宣传等方式帮助学前流动儿童的家长认识到学习品

质的重要性和价值，家长也应对幼儿园作出积极回

应，加强对学习品质的重视和理解。其次，教师应

当根据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问

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持与引导，并和家长通力协

作，共同促进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提高。最后，

针对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各维度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我们的教育应当做到扬长补短，全面培养。比

如，面对学前流动儿童分享与合作能力发展较好的现

象，家长可以利用表扬与鼓励进行强化；对于学前流

动儿童计划和问题解决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幼儿园

应当在一日常规和课程框架中强调计划的重要性，教

师也可以在教育和游戏活动中侧重培养学前流动儿童

的问题解决能力。

（二）加强政策倾斜与资金帮扶，为学前流动

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教

育投入，而学前流动儿童家庭的经济收入较低，在满

足日常生活开支和最基本的教育支出外所剩无几，制

约了其对幼儿学习品质发展的投资。相关研究表明，

不同家庭背景的幼儿获得学前教育资源的机会有显著

差异，处境不利幼儿是教育不公平最大的受害者[14]。

基于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政府应当对学前流动儿童

予以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从而使学习品质的益处惠及

弱势群体。一方面，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要加快研究

制定面向学前流动儿童的优惠教育政策，改善教育资

源配置失衡和教育机会不公平的问题。比如，可以通

过提高普惠性幼儿园教育质量、加强对相关幼儿园的

政策倾斜等方式实现学前教育资源的帕累托改进（帕

累托改进也称帕累托优化，指的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

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

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

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让学

前流动儿童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为他们学习品质的

发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和教育部门可以对学

前流动儿童提供物质层面的支持，通过拨付经费、财

政援助、提供阅读资源等方式合理负担学前流动儿童

的教育成本，以此降低家庭分担比例，扭转代际恶性

循环的不利局面，为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提

供实质性的托底保障。

（三）构建学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区指导体

系，以亲子沟通和亲子阅读为关键着力点助力学前

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跃升

家庭是幼儿生活、成长的重要环境，他们在幼儿

园的发展状况也是最初家庭教育中发展雏形的延伸[15]。

本研究发现，在影响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发展状况

的因素中，家庭方面的因素占据了重要地位，家庭亲

子沟通和亲子阅读能够显著预测幼儿的学习品质水

平。所以，我们要充分重视家庭在学前流动儿童学习

品质发展上的作用。鉴于学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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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家长教育理念和方式偏颇、在社会支持的获取

上存在诸多限制等问题，应当以社区为依托，构建流

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体系[16]，对学前流动家庭的亲子

沟通和亲子阅读教育实施精准帮扶。各街道、社区可

以开设学前流动儿童家长学校，设置早期教育指导站

并定期举办早教宣传活动，引导学前流动儿童的父母

形成科学的育儿理念、改善其家庭文化环境和教育子

女的方式[17]。社区还可以定期组织志愿者开展入户指

导活动，倾听并纾解流动家庭在培养子女学习品质方

面的问题，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亲子互动、亲子阅

读指导，充分激发家庭的正向教育功能，以亲子沟通

和亲子阅读为抓手助力学前流动儿童学习品质的跃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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