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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基于家校教育过程的中介效应分析

于爱华 1 王 琳 1, 2 刘 华 1, 3

摘要： 来近年 ， 力非认知能 个体的学业在 成就、 择选 及工资 面的 性逐渐显现职业 性收入等方 重要 。

本 ， ， 对 子用中国教 追踪调 建倾向得 多 中介模 分析随 农民文利 育 查数据 构 分匹配模型和 重 型 迁 工 女非

力 ， 。 ， 对 子 力认 能 影 究家校 的中介效 研 发 迁 农民工 的综合非认知 的 响 并探 教育过程 应 究 现 随 女 知能

， 了 子 、 。显著的正 主要 为随迁增加 工 女的严 性 开放 稳定性 中具有 向影响 影响 表现 农民 谨 性和情绪 介

， 了 计 ， 子果 示 家校 育过程 到 显 中 效 表 引起的 家校教育效应分析结 显 教 起 著的累 介 应 明随迁 农民工 女

子 力 。程 改 助于农民 女非认知能过 的 变有 工 的提升 在“随迁— 力非认知能 ” 一 ，路径 庭教这 影响 中 家

计 ， ， ；育过程 中介效应 著 其中 期望和家 该 响路径 扮演重 角色的累 显 家庭教育 庭成员互动在 影 中 要 学

计 ， 较 ， 一育 程 累 应并不 校关系氛 的 介 为显著 学 教学资源则校教 过 的 中介效 显著 但学 围 中 效应 校 具有

， 一 了 子 力 。遮掩效应 阻碍 工 女非认知 提升定的 在 定程度上 农民 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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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农 工 规模民 、 村续性地 农 向 移持 从 城市迁 ， 过是 去 30 长 力 一年 济显著 驱动 之中国经 增 的主要 。

来近年 ，农 工民 群体 大 、 势，有规模扩 年龄青年化化 的趋 计，据统 2018年中国农 达民工总量已 2.88

亿，其中，40岁及以下农民工占到 52.1%，“80后”农 工已超民 半数
①
。 农民工青年 子 大 义的 女 多处于

， 了大 儿 子育 段 因而 生 量的 守 童 女务教 阶 产 留 和随迁 。《 村国 教 报告中 农 育发展 2019》②
，显示 2017

义 儿务教育阶 的 守年处于 段 留 童达 1550.56万人， 子随迁 为女 1406.63万人。不论 是随迁是留守还 ，都

本文研究得到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的宝贵意见，当然，

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刘华。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9：《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

68.html。
②
数据来源：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2019：《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9》，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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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子 一 。 子 势 ， 了的教 发展产生 定 响 农民工 作为弱 育问题得会 农民工 女 育和 的影 女 群体 其教 到 学界的

。关广泛 注

儿 父 、 ， 、留守 童 于缺乏 陪伴 管 容 产由 母 照顾与 教 易 生自卑 悲观、孤僻 心 ，题等 理问 较相 于普通

儿童， 儿 对 习守 易产生 学 抵触情绪留 童更 的 ， 儿从 响留守 童而严重影 的发展（ 霓吴 ，2004； 敬忠叶 等，

2005； 玉琼等王 ，2005）。 了 子 父为 保 民工 女能 随 母自证农 够 由流动， 子障农民工 教保 女在城市的受 育

权利，2001年国 院出台务 的《关于 育 革 发 定基础教 改 与 展的决 》中明确提出“ 流入地政 管 为以 府 理 主，

办 小全日制公 学为主以 中 ”的“两为主”政策。《加快推进 实施教育现代化 方案（2018－2022年）》明

确提出， 子 义 划进城务工 员随迁 纳入城镇要将 人 女 务教育 发展规 。 子 ，进 城市 不 可以获随迁 女 入 仅 得

父 心 ， ， 、 习 了较母的 教 能 入 校接受 的家庭生 学 境 育资源都 生关 和管 还 进 城市学 教育 他们 活 环 和教 发

大 ， 对 长 一 。 ， 较 ，变化 这些 会 其个人 育结 生 定影响 那 于留守 随 的农变化可能 的成 和受教 果产 么 相 迁

子 ？ 子 ？民 会获得更 随 到城市 否更有 于农 的 展 些 得关工 女是否 好的教育结果 迁 是 利 民工 女 发 这 都是值

。注 题的重要问

较 力 ， 力（相 于学 成 和 能 这种教 的即时结果业 绩 认知 育 非认知能 non-cognitive skills）作为教育的

长 ，对 子 未来 。 ， 力农民 的发展及教 报更为重 在教育 域 非认知期结果 于 工 女 育回 要 经济学领 能 被广泛

一 来 、为 种无法 过标准 测试 量 但地认 是 通 化 捕捉和 化 以可 、察个体通过观 的行为 人格特质 行 量用 进 衡

力的能 。 、 ，人格特质 个人想法 感 的持久性 在特 境和情况下 的固定倾是 觉和行为 模式 是个人 定环 出现

势和趋 的向 响应方式（Roberts，2009）。大 来， 力 本 了 心半个世纪 历 教育为 到以能以 人 资 理论经 以 核

力 心 ， 较长一 ， 力 力，核 的 段 间 这 认为是 是随着人 特 的 性被普为 转变 在 时 内 种能 被 认知能 但 格 质 稳定

， 力 ， 力 也遍 受 以及非认 方法的完 在个 就和经济行 方面的重 性 逐渐接 知能 测量 善 非认知能 人成 为等 要

显现， 力知能 成为 主 研究内非认 人格经济学的 要 容（李涛、 韬张文 ，2015）。 力对非认 体 影知能 个 的 响

力 ， （主 在个体 场中的表 以 个 教育表现要体现 在劳动 市 现 及 体的 Bowles et al.，2001； ，金燕周 2015；

肖焰、蔡晨，2017）， 言具体而 ， 力非认知 体教 报率和工资 入的提高能 有助于个 育回 性收 （Heckman et

al.，2013；Schoellman，2016； 春超王 、张承莎，2019），同时，对于正在接受教育的群体，非 知能认

力对个 的学业 就有 响体 成 显著影 （Borghans et al.，2010； 丽李 、 龙文赵 ，2017；刘中华，2018）。已有

， （研 智商得分究发现 以 IQ） 力代 的 能 在为 表 认知 10 本 ， 力 ，岁左 就基 趋于稳 知能 相比右 定 而与认

力 长可塑非认知能 的 期更 （茹珊，2013）。心理学家 究表明的研 ， 少 本青 期的个 经发育基年 体脑和神 成

熟， 了 心理 展成熟 基础奠定 个体 发 的 （林 德崇 、李庆安，2005）， 制 体 绪 活动的控 个 情 和精神 前额皮层

在 20 ，多岁之 都 有 性 因此前 具 可塑 ， 少青 年期是个体 力 ，非 成的关键认知能 形 时期 少 采期 取在青 年

的干预措施 促进有效 可以 个体 力认知能非 的提升（ 晓曼李 、曾湘泉，2012）。然而 是遗憾的 ， 有研究现

少关注极 处于 少青 年期 子 力。民 女 非的农 工 的 认知能

力 本 力 禀 、 、 力 本 （新人 资 影响非认 能 因 要包括先 赋 生活环境 等 李理论认为 知 的 素主 天 人 资 投资

晓曼、曾湘泉，2012）， 对 力 对较少学领 认知能 的形 制的研究经济 域 非 成机 相 ，已有研 注家庭究主要关

对 力背 地 非认知 的影响景或家庭经济 位 能 （ 如例 Duncan et. al.，2011；李丽、 龙赵文 ，2017；杜 等屏 ，

2018）， 一 对 力仅 面 影响 的因素进 探或 从某 方 非认知能 行 究，如 教育学前 、教养 式方 、周围环境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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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敏等如王 2017； 权 ，张鼎 等 2018；龚欣、 义贞李 ，2018； ，黄超 2018； 春超王 、钟锦鹏，2018；

Sanbonmatsu et al.，2006）。 少 力 本教育过程 学校教 为青 年的 人 投资的家庭 和 育过程作 生活环境以及 资

要途径主 ， 对 少 力青 年 能 形 产 影响会 非认知 的 成 生重要 （孙志军等，2009；方超、黄斌，2019），然而，

多 究 庭和学校 育过程视为很 研 将家 教 “黑箱”， 讨 （ 必 ，深入 论 赵不加 华 2013）。 较 ，随迁相 于留守 使

子 较大 ， 对 子民工 女的家 育过程和 校教育 的变化 想 竟 农民工 的非农 庭教 学 过程发生 要探究随迁究 会 女

力认 能 产 的 响知 生怎样 影 ，必 打 教育过 教育过程须 开家庭 程和学校 的“黑箱”。然而， 少有文献缺现 关

对 子 力 ， ，于随迁 农民 知能 影响 部分 甚至将有流 历的群体 除 且鲜工 女非认 的实证分析 研究 动经 删 有文

对献 “ 迁随 — 力非认知能 ” 一 的 用机制 行研究这 影响路径 作 进 ，尤 对 一缺乏 育 程为 家校教 过 这 “黑箱”

。入探究的深

背景基于以上 ，本 术 较文首 借 目 内外学 界 广泛接受的先 鉴 前国 为 “大五人格”法， 少构建青 年
①
非

力 ，对 少 子 力 ；衡量 现阶段青 年 农民工 女 非认知 量 接着利认知能 的 指标 期的 的 能 进行测 用具有代表性

，采 ， 对 子 力 ；的 国教育 踪调查 据 用 分 配 型 迁 农民 知能 的影 最中 追 数 倾向得 匹 模 分析随 工 女非认 响 后

采 ， ， 。用 效应模型 化家庭教育 校教育过 过程 介作用中介 细 过程和学 程 探究教育 的中 本 对文旨 过在通

，以上内 的分析容 对 子 力 ， 子农民工 女 的 用机制 制定提 农民 认厘清随迁 非认知能 影响 作 为 升 工 女非 知

力 一能 相 提供 定的 关政策 的 。据科学依

本 ： 一， 了 少 力 ，文可能 边 贡 第 首次系 地构建 青 年 的衡量指的 际 献是 统 非认知能 标体系 利用中国

追踪调查教育 ，对 少 子 力 较 ， 少数 年期的农 工 女非 状进行 为 开 青 年非据 青 民 认知能 现 全面的勾勒 为 展

力，知能认 尤其是 少青 年 子民 女期的农 工 力认非 知能 的研究 了 ； 二，采奠 用倾向得 匹 模定 基础 第 分 配

， 讨 对 子 力 ，制内生性 题 探 随迁 农 认知能 的型控 问 民工 女非 影响 对 领域亦是 该 文献研究方法的 补重要

充； 三第 ， 对从 论层面 面 家校教 分 化理 和实证层 育过程进行细 量 ，打开 育过程教 的“黑箱”，采用多重

对中 效 模介 应 型 “随迁— 力非认知能 ” 一 ，丰 子路径及作 机 进 入探究 富 民工 女教育这 影响 用 制 行深 农

。关研究问题的相

二、研究假说与识别策略

（一）研究假说

加里·斯坦利· 克尔贝 （1998） 《 》庭论 中提出在 家 的 庭家 子效用模 将 女教 庭投资决型 育纳入家

， 一 ，父 子 ， 子视 种特殊 品 母在 的家 和 校 育 行投资 高策之中 教育被 为 商 女 庭教育 学 教 方面进 决策 以提

力女的能 教 获和 育 得， 大终实现家 总效用最 化最 庭 的目标（孙 军等志 ，2009）。 子农民 带到工家庭将 女

大 ， 势必 子是农民工家 效用最 化 决策结 会影响农 过城市 庭总 的 果 该决策 民工 女的教育 程（ ，陈国华

2017）。 （伟卢 2015） 子 ，将随 女的 程 行 分 育过程 教育过程迁 教育过 进 细 认为教 包括家庭 （ 育 望教 期 、

、 ）投入 沟通 动 和教育 互 学校教育 （ 、 、 、 ）程 教学 学 评价 方面过程 课 生管理 综合 两个 ，并通过分析

①
根据发展心理学及国内学者的研究，青少年的年龄界定为 12岁～18岁，通常为初中生和高中生（林崇德、李庆安，2005）。

本文由于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研究对象为初中阶段的农民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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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子 ， 父 子 较大 。 ， 力得出相 于 守 女 跟 到城市的 育 程得到 善 同时 人 资留 随 母迁移 农民工 女的教 过 改 新

本 ， 禀 ， 力 本 对 力为 先 的 外 生活 天的人 资 资 会 非认知能 形成产理论认 除 天 遗传 赋 环境和后 投 都 个体 的

生影响（李晓曼、曾湘泉，2012），因此， 对 子过程 校教育过程 变都可能 迁农民家庭教育 和学 的改 随 工

力 一 。认知能 产女的非 生 定影响

本 长 ，一 父 子 长 ， 子曼 社会资 论中提 家 教 的 念 面 关注 女 与科尔 在 理 出 育参与 概 方 母通过 的成 过程

子 ， 子 ； 一 父 子 ，女进行 效 亲 和交流 从 建立良好的 方面 母参 教育有 的 互动 而 亲 关系 另 与 女的家庭 进行

家庭教育投入， 一出 定的教 期望提 育 （Coleman，1988）。 一这 内部的教 效 将系列家庭 育活动可以有 地

父 本 子辈的 会资 传 给 代社 递 ， 子 力 本人 的 化促进 代 资 转 ， 子女教育 善有助于 结果的改 （李佳丽，2017），

父 子 长 对子 ， 本 ， 子如 母 女的成 或 视 女的教育 社会资 的 而影 的教而 果 缺席 忽 则会阻碍 代际传递 从 响 女

（ ，育结果 黄超 2018）。 ，父 力（有研究表 母的家 与有助于 非 知能 韩 生明 庭教育参 提升中学生的 认 仁 、

王晓琳，2009）， 小 本同时 家 资会缩 因 庭 、 习生 基础差 的学业成 方 的学 自身学 异而导致 就 面 差距（李波，

2018）。 了 父 子随迁 加 农民工家 与 女家庭 可能增 庭中 母参 教育过程的 性， 子 心利于农民工 健康的有 女 理

， 子 力 。发 进而有 工 女非认 提展 助于农民 知能 的改善和 高

习 ， ，学校作 学生学 最主 肩 着 育 促进学 美全面发 的 责 是为 的 要场所 负 教 学生和 生德智体 展 职 德育

， 本 心 ， 也学校教 工作的重要 其根 目标 形成 的人格和健 理素养 这 是育 组成部分 是促进学生 健全 康的 正

力 。非认 要内涵 杨知能 的主 磊、戴优升（2019） ， 少 心发 学校氛 有助于 进青 康 发研究 现 围 促 年 理健 的

。 （许展 传新 2010） 子 子 对 ， 子 习、过留守 女的 比分 发 随 在学 行为 人际交往等通 女与随迁 析 现 迁 女 和

子 。 ， 对 一校适应情 女 根 校效能理论 学生发展 影响是 学生成方面的学 况优于留守 据学 学校 的 段时期内

（就的变化 Edwards，2001）， 力 ，对 未来 ，能 为学校 育的结 学生 具 重 影非认知 作 教 果 的发展 有 要 响 因

， 子 ， 对 力 一 。随迁 女 学校 其学 教 过 改变亦会 非认知能 产 响此 进入城镇 校 育 程的 其 生 定的影

，本 ：综合以 出如 究假说上分析 文提 下研

假说 1： 较 ， 对 子 力 。留守 随迁 民工 女 能 具有正相 于 农 的非认知 向影响

假说 2： 对 子 力庭 育过程 学校教 过程 农 工 非 的影响 有中介作家 教 和 育 在随迁 民 女 认知能 路径中具

， 来 ， 子 力 。随 所 家庭教育 程和学校教 改变 有助 非认 的提高用 迁 带 的 过 育过程的 于农民工 女 知能

（二）识别策略

1. 。倾向 匹配模型得分 子 父 择 ，民工家 女是否跟 时 不是随 决定的农 庭在做出 随 母迁移的选 并 机 需

， 、子 习 、要综 各 面 因 身职业 资收入 女 资 和 务工城市 社会支持合考虑 方 的 素 如自 特点和工 学 源 条件 的

网络、 子 料件和孩 照 因素住房条 等各种现实 （ 元等许召 ，2008；熊景维、 宝钟涨 ，2016）。在识别 移迁

对 子 力农民 知能 影响工 女非认 的过程中， 本 择在 自选 导 的内生 问题会存 样 致 性 ， 采 传 模如果 用 统 型（如

OLS）， ， 。 ，果可能 差 进而影 识 效 截面数据 情形下 基于 匹配回归结 会存在偏 响 别 果 在 的 倾向得分

（propensity scorematching，简称 PSM） 效应的平均处理 模型（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model）， 较能 好

本 择 计地解决 选 引致的 生性估样 自 内 偏误问题（周颖、 池杨天 ，2018），因此，本 择 得 匹配文选 倾向 分

模 识别型 对 子 力随 农民 认 能 影迁 工 女非 知 的 响， 证研究以验 假说 1。 ：方法如下具体

， 一 计 ， ：先 立 单的 量模 模型的表达首 设 个简 型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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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i i i inoncog migx X u      （1）

（1） ，中式 inoncog 子 力；表示农 认知民工 女的非 能 imigx 子 ，示农民工 女 守还是随表 是留 迁

取值为 0 ，守 取值为时代表留 1 ；时代表随迁 iX ，示 制变量表 控 括包 子 、农民 女个 家 基工 体特征 庭

本 、 本征 特征特 学校基 ， 0 、 1 和 2 ，的各项系为回归中 数 iu 扰 。为 机随 动项

， 。 子 、 本 、 本 计其次 引入 事实框架 根 女个体特 征 学 特征估 其随反 据农民工 征 家庭基 特 校基 迁的

，计 （概率 算倾 得分向 propensity score）， 找 ， 。本基 分寻 反事 与 理组相 配于倾向得 实的控制组 并 处 匹

采文 用Logit 来计 子型 算 女 迁 倾模 农民工 随 的 向得分  ip X ， 计 ：具体 算公式如下

( ) ( 1 ) ( ) [1 ( )]i i i i ip X Pr migx | X exp X / exp X     （2）

（2）式中，左侧 项两 为给定 iX 子情况下农 工 女随迁的的 民 概率， 布表示累积右侧 分 函数， 为

征变 系数特 量的 。

最后， 本计根 匹配样 算 理组的 效应据已 处 平均处理 （ATT），ATT 子 力表示 知 与假随迁 女的非认 能

父 力 。设 们不随 迁移 认 能 差他 母 时的非 知 的 异 ATT 计 ：的 算公具体 式如下

1 0

1 0

[ 1]

( 1) ( 1)
i i i i

i i i i

ATT E noncog ,noncog | X ,migx

E noncog |migx E noncog |migx

 

   
（3）

（3） ，中式
0( 1)i iE noncog |migx  子 对 力表示随 女 设 随迁所 应 非认知能迁 假 没有 的 ，

1( 1)i iE noncog |migx  子 力， （表 的非认知 解释示随迁 女 能 其他变量 同式 1）。
， 了 ，本 采 、 对此外 为 保证 结果的稳 性 文 用 配法 半径 配回归 健 最近邻匹 匹配法和核匹 法 PSM模

。型的 归结果 行稳 验回 进 健性检

2. 。介 应中 效 模型 力 ， 了认知能 不开家庭 育 学 育 为 识别 庭教育过程非 的发展离 教 和 校教 家 和学校

对 子 力 ，本 对育过程在 女非 能 影响机制 作用 文 家 教育过 教育过程教 随迁 农民工 认知 中的 庭 程和学校 进

， ，建 教育过 为中介 量的 介 应 型 证研究行细化 并构 以 程 变 多重中 效 模 用于验 假说 2。 效应中介 框架如

图 1 图和 2 ：所示

图1 家庭教育过程中介效应框架 图 2 学校教育过程中介效应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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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丰 ， ，近年 有关 介效应模型 和步骤的 其中 麟中 检验方法 研究逐渐 富 温忠 、叶宝娟（2014）和

杰 （方 等 2017） 、 计 、 了 。本从理论逻 统 方法 和检验步 统 研究和 析 文借辑 模型构建 骤方面进行 系 的 分

温忠鉴 麟、 娟叶宝 （2014） 方的 法和步骤， 析家庭 和学校教 过 在分 教育过程 育 程 “随迁— 力非认知能 ”

， ：响路径中的 构建的回影 中介效应 归方程如下

1NONCOG cMIGX e  （4）

2eMIGXaEDU ii  （5）

3' eEDUbMIGXcNONCOG ii  （6）

（4） ～式 （6）式中，NONCOG 子 力农民工 女的 知能为 非认 ，MIGX 子表示 民工 女农 是否随

迁， iEDU 表示第i个 变教育过程中介 量， 1e 、 2e 、 3e 为随机 差项误 。（4）式 系数的 c 对农为随迁 民

子 力工 非 影响的女 认知能 总效应。（5） 中的系数式 ia 对随 第为 迁 i 育过程中 变量的影响个教 介 效应。

（6） 的系数式中 ib 是 的影在控制随迁 响后，第i 对 子 力个教育过 介变量 农 工 女非 影响程中 民 认知能 的

效应；系数 'c 教 过程变 的影响是在控制 育 量 后， 对 子 力随迁 女 认 能 效应农民工 非 知 的直接 。在该中介

应模型中效 ， 介 应 接效应中 效 即间 （温 麟等忠 ，2014），第i个教 介变量的 于系育过程中 中介效应等 数

ia 系数与 ib 的乘积，记为 iiba 。因此，结合图 1与图 2的 框架图中介效应 ， 计家 累 介庭教育过程的 中

效应为 i
i

iba


4

1
， 计学校教 过程 介 应育 的累 中 效 为 i

i
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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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计家 过程的 应为校教育 累 中介效 i

i
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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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本 ： 一 ， 对以家 教 过 教育期望 量为例 介绍 应分析的 验随 民庭 育 程的 变 文中介效 步骤 第 步 检 迁 农

子 力工 女非认 影响的总 应知能 效 c是否显著， 对 子 力显著则说 女 非认知 没有显若不 明随迁 农民工 的 能

， ， 二影响 行 介 应 显著则 第 步的检著 无需进 中 效 检验 若 继续进行 验；第二 ， 对依 验随迁 家 教步 次检 庭

一育期望这 的影响系中介变量 数 1a 、 对 子 力期望 工 女非认知 影响系数家庭教育 农民 能 的 1b 显著性的 ，

如果两 ，均显著 则者 表明 ， ，显 跳至第 步继续 验 若间接效应 著 四 检 两 少 一 ，有 不 著 进者至 个 显 则继续

三行第 步的检验； 三第 步，采用Bootstrap方 检 间 应是否显法 验 接效 著，若间接效应显著， 续进行则继

第四步的检验，若不 说明不存在 效应显著 中介 ，则停 分析止 ；第四步， 较比 11ba 与 'c 的符号，若同号，

在 介效应则说明存 中 ， 告中介 应占 的 例报 效 总效应 比 ，记为 cba /11 ；若异号，则说明 效应存在遮掩
①
（范

长煜，2016）， 对 ，报 中 效 直接效应 例的绝 值告 介 应与 比 记为 |'/| 11 cba 。

三、数据来源、非认知能力指标构建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 所用的文分析 来数 教育 调查据 源于中国 追踪 （数据 CEPS）。该调查 大由中国人 学中国民 调查与

心 计据中 设 与数 实施，最早于 2013～2014 采 了用 层抽样 法在全 范围年 分 方 国 内抽取 28个 级 位县 单

（县、区、市）开展调查，涉及 112 学校所 ，438个班级，约 2 名 生万 初中 。本文使用 是的 2014～2015

，年的追踪 主要涉及调查数据 本 、息 户 流动学生的基 信 籍与 信息、 心 、身 社会行为 展健康 发 、家庭教

①
遮掩效应与中介效应相反，会增加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总效应，即控制遮掩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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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环境、学校 ，教学管理等方面 丰据 信息 富数 及 、 ，面 能够 效地全 有 满足本文研究的 要需 。

本 ， 了 村的研究 团队筛选 籍 农 户口且流 状态为基于 文 目的 研究 户 为 居民 动 “随迁”和“留守”的

子 本农民工 女样
①
。 了 本、 子 本， 本 ，居民 样 非农民工 以及有缺 值的样剔除 城镇 户口 女样 失 后 最终得

到 2636 本， ， 子 本个有效 样样 其中 随迁 女 1333 ， 本占样 总 的个 数 50.57%； 子 本留守 样女 1303 ，个

本 数占样 总 的 49.43%。

（二）青少年非认知能力指标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1. 少 力青 非 指标构年 认知能 建。 力 较 ， 一于非认知 的 究 晚 衡量指 的构建尚无中国关 能 研 时间 标 统

。 ， 少 力 ， 也 一 。 少 力现阶段 关 知能 度 国内外 缺 标准 因青 非认知标准 在 于青 年非认 的测 乏统 年 能 的测

， 。 ， 较 少 力方式不同 结 不具有 比性 目 使用 量 年 认 指标有度 各研究所得的 论 可 前 多的衡 青 非 知能 的 自

尊（self-esteem） 制点和控 （locus of control）、闲暇 乐 间娱 时 （engagement） 友数量和朋 （number of close

friends）、 父 （个 与 母朋友的人 关系 relation） （友数量和朋 number of close friends）、 习 （饮食 惯 habits）

行为和不良 （behaviors），以及“大五人格”（Big Five Personality）（刘中华，2018；Robins et al.，2016；

Heckman andKautz，2012）。Humphries andKosse（2017）采 上述用 4 力 双种测 非认知 指标量 能 的 因素

以及“大五人格” ， 一 了 力对用 数据集 析 非认 能指标 运 同 分 知 1333 ，名 学 成 的 究高中生 业 就 影响 研

结果表明，“大 格五人 ”指标优 上于 述 4 双 ，采种 指标 用上因素 述 4 双 了种 因素指标 能低估的模型可

力 。 ，本非 要性 此 文借鉴认知能 的重 鉴于 “大五人格” 少 力 ，指标构建 量青 年 的指标体衡 非认知能 系

对 少 力 。年 认知能 测度与 究以期完善 青 非 的 研

“大五人格” 一 类 ， 力 大 ，种 依 于 境的人 方法将非 知 分 维度 分别是 不 赖 具体情 格分 法 该 认 能 为五

（严谨性为 conscientiousness）、 （顺同性 agreeableness）、 （外向性 extra-version）、 （开放性 openness）

和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 杰罗 、戴晓阳（2015a）利用 1208 大名 学生 据验证其 制的的数 编 《中文

大五人格量形容词 表》 信的有效性和 度，结果表 该量表 有良 量 度明 具 好的测 信 。 此因 ，本 杰罗文借鉴 、

戴晓阳（2015b）对《 大容词 五人 量中文形 格 表》的编制， 少结合青 年 体的自身特群 征， 据中国同时根

教 问卷育追踪调查 中 置设 ， 了 少 力的相关问 建 青 年非 知能 的 体系题 构 认 衡量指标 。 大该体系包括五 维

， 二 对每 维度下 置相应 级指度 个 设 的 标 各个 ，维 予 细度 以 分 具体的 少 力青 年 的衡量指 体非认知能 标 系

见表 1②
。

①
由于CEPS仅对初中生群体进行了调查，受数据限制，本文分析所用的农民工子女样本为处于青少年期的初中生样本。

②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问卷中部分题项的表述与五大维度非认知能力二级指标的内涵相反，为了保证指标体系的一致性，

对指标赋值进行了转换处理。例如，CEPS问卷中对应的题项“与同学或同伴在一起时，我不常讲话，多数时间是听他

们说话”与二级指标中“热情性”的内涵相反，在指标赋值时，就将该题项的赋值进行了转换，即若个体对该题项选择

“完全同意”，则表明个体的“热情性”较低，因此将“完全同意”这一选项赋值为1；相反地，若个体对该题项选择“完

全不同意”，表明其具有较高的“热情性”，因此将“完全不同意”这一选项赋值为 4。类似地，“乐群性”“焦虑”“抑郁”

和“脆弱”这 4个二级指标的赋值也做了转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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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衡量指标体系

一 指标级 一级指 解释标 二级指标 CEPS 对 的题项问卷中 应 指标赋值说明

严谨性

量人格特征测 与

志有关的 容意 内

和特点

心责任
算身体有就 点不舒服， 有 他理由 以留或者 其 可

，在 里 我 尽 去 学家 仍然会 量 上 同意完全不 =1，不太同

＝意 =2， 较同意比 =3，

完全 意同 =4
奋勤

长 才功课需要 好 时间 能做就算 花 完， 会我仍然

力不断地尽 去做

自律 ， 也 力就算 不喜欢的功 会尽全 去是我 课 我 做

顺同性

交往中测量人际

义的人道主 或仁

方慈 面

利他性 助老人 事情帮 做
从不=1， 尔偶 =2， 时有

=3， 常经 =4，总是=5
从性顺 、遵 觉排队守秩序 自

和善 待 真 善人 诚友

外向性

对量个体 待他测

关系的人和人际

态度

热情性
一学或 在 起时与同 同伴 ， 讲我不常 话，多数时

间 听他们是 说话

不同意完全 =4，不太同

意=3， 较比 同意=2，完

同意全 =1乐 性群 一 ， 一我常 己 个 而 愿 别自 人坐着 不 与 人在 起

自我肯定 对 ， 心完成的任 我 常 信于需要 务 通 很有

完全不 意同 =1，不太同

意=2， 较比 同意=3，完

全同意=4

开放性

对体 体测量个 验

、开放性 智慧的

造性和创

行动 经常参 班级组织我 加学校或 的活动 同完全不 意=1，不太同

意=2， 较比 同意=3，完

全同意=4

术艺 感 对 ，于 己 兴 我能够自 的 趣爱好 坚持下去

价值 一有 些 尊 和 的成年人我 敬 崇拜

绪稳定情

性

测 绪的量个体情

， 心状态 体验内

的倾苦恼 向性

焦虑 、 心是否感 张 担 过度觉紧

不从 =5，偶尔=4，有时

=3，经常=2，总是=1
抑郁 沮 、 、伤 过是否感觉 丧 悲 难

脆弱
否预感 不好 会 生是 有 的事情 发

否 活没有是 感觉生 意思

，本量处理方 上 借 春超在变 法 文 鉴王 、张承莎（2019）对 力非认知能 指标 。 ，对方法 首先的处理

二 对 变量 标准化处理级指标 应的 进行 ， 消除量纲 异从而 差 ，标准 均值为化后变量 0，标准差为 1；其次，

对 大别 维度下 标准化 的变 行 总 求分 五 经 后 量值进 加 并 平均值， 大 力 ；得到五 认知能 的 值维度的非 取 最

， 大 力 ， 力 ， 采后 五 维度非 知能 之间的 各维度非 存在 相关 则 用主考察 认 相关性 若 认知能 之间 显著 成分

力 。 大 力析法合成 认知能 标 五 维度 关 数矩阵 表分 非 的综合指 非认知能 的相 系 见 2。 ，从表 可以中 看出

力 ， 一 采 大维 非 知 存在显 系 因此进 用 成 法提取特 根 于各 度 认 能 之间 著的相关关 步 主 分分析 征 1的主成

分。 析得到的主成分分 KMO检验值为 0.63， 明适 主成分分析表 合做 （吴明隆，2010），最终得到 个两

大特征根 于 1 ，对 权 ，权 ，成分 两个 求 数为每 主成分 方差 进 得 反的主 主成分进行加 和 个 的 贡献率 而 到

少 力非认知 指标映青 年 能 的综合
①
。

①
受篇幅限制，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表格没有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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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维度非认知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

严谨性 顺 性同 性外向 开放性 绪稳定性情

严谨性 1.000

性顺同 0.341*** 1.000

外向性 0.137*** 0.217*** 1.000

开放性 0.388*** 0.402*** 0.179*** 1.000

稳定情绪 性 0.097*** 0.056*** 0.333*** 0.048* 1.000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计的统 水平上显著。

2. 本 子 力 计样 农民 知能 的描工 女非认 述性统 。表 3 本 子的 最终求 的样 农 工 女 能报告 是 得 民 非认知

力 ，综 指 根据的 合 标 以及 “大五人格” 大 力 计 。的五 维度 认 能 述性统 结 从表中可以构建 非 知 的描 果 看

出， 子 本 力女样 的非 得分 为随迁 认知能 综合 均值 0.056分， 子 本比留守 高女样 0.114分，同时， 子迁随

、 、 、 大 力 子 ，女在 同性 外向 绪 定性五 度非认 能 上 均 于 守严谨性 顺 性 开放性和情 稳 维 知 的得分 高 留 女

其中， 较大在严谨 稳定性方 的 异性和情绪 面 差 ， 相差分别 0.121分和 0.113分。 本基于总样 标准化后的

力各项非认 值为知能 得分均 0.000， 子 本 子 本 力随迁 女样 与 女样 的各 非认知 值的绝并且 留守 项 能 得分均

对 本 ， 布 力 本 大 。值 在 认知能 值两端 样 数基 相等 说明分 非 均 的 致相当

表 3 样本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描述性统计

变 名量 称
本总样 子 本女样随迁 子 本留守 女样

值均 标准差 小值最 大值最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力非认知能 0.000 0.727 -3.010 1.923 0.056 0.741 -0.058 0.707

性严谨 0.000 0.837 -2.521 1.128 0.060 0.800 -0.061 0.869

顺同性 0.000 0.777 -2.931 1.453 0.029 0.764 -0.030 0.788

外向性 0.000 0.655 -2.324 1.168 0.011 0.653 -0.011 0.656

性开放 0.000 0.670 -2.035 1.339 0.046 0.668 -0.047 0.670

情 定性绪稳 0.000 0.781 -2.778 1.176 0.056 0.795 -0.057 0.763

观测值 2636 1333 1303

（三）教育过程变量的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本 对 采 。对 ，庭教育过 和学校 变量的处 分分 法 每种 育过程 者文 家 程 教育过程 理 用的是主成 析 教 笔

了选取 4 。 对 一 心 ， ；量 先 个 行中 化 量纲差异 后 主 析法抽取 征组变 首 每 变量进 处理 消除 然 以 成分分 特

大根 于1的因素， 育过程的生成教 组成变量。 成每 成变量的主 析生 个组 成分分 的KMO检验 均值 在0.6～

0.8 ， 。范 适合做主围内 表明 成分分析

本 ：的 映家庭 育过程 变量文选取 反 教 的 如下 ① ： 父 对子 、庭 育 望 女学业 求家 教 期 包括 母 成绩的要

对子 未来 心女 是否 信有 、 子 来望 读到哪个 历水平希 女将 学 。②家庭教育投入： 父包括 母家庭辅导时间、

父 、 、 。母家 导频率 家庭 文体活动 频率 家 率庭辅 组织 的 校联系频 ③ ： 父 子家庭成 与 交员互动 包括 母 女

（ 、 子 、 子 、 子 心 ）流各 事情 如 校发 情 与 友 孩 与老 孩 的 事和 恼 频种 学 生的事 孩 朋 的关系 师的关系 烦 的

率、父 子与 女的关母 系、父母之间的关系。④ 教方式家庭管 ： 父 对子包 事情括 母 女各种 （ 校表现如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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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作业 试 交友情 穿着打 间 看电视 的 厉程度和考 况 扮 上网时 时间 管教方式 严

本 ：选取的 映学 过 的 量文 反 校教育 程 变 如下 ① ： （ ）校行政 学校在安 主 语 教学 管理 包括 排 课 数英

、 对 、 择 、 对师方面 否有困难 任 前教师工 度 教 否会选 继续 校任教 教是 课教师 目 作的满意程 师是 在该 师

、 对 。学校管 满意程度 的 意程度理工作的 教师 学校薪酬 满 ② ： 对校教师 学 包 在 学 教学 教 括教师 教 时 学

择的选媒体 （如互联网、 图挂 、模型、海报、个 网人 站、 客等博 ）、 对教师 班级教学时 的选在 教学方式

择（ 小 讨 、如 组 等论 师生互动 ）、 一 。教 用于工作的 和用于批 作业的师 周 时间 改 时间 ③ 教学资源学校 ：

础 育设施包括学校的基 教 （ 图书馆如 、 验室实 、音乐室、学 活 室生 动 、心 室理咨询 、体育馆等）、学校

、 、 、 。的班级规 学 生 学校图书 数 学生可用模 校 师比 册 电脑数量 ④ ：学校关系 级的 情氛围 包括班 班风

况、 对学生 学 围的感知校氛 （如“ 对我 这个 感觉亲近学校的人 ”“ 班 良好我所在的班级 风 ”）、学 纪律校

、 、 。情 校园 为 生 率 骂学生况 不良行 发 频 教师责 情况

表 4 计 。 ， 子 本 子 本告的是家 教 过 量的描述 统 结果 结果 女样 与留报 校 育 程变 性 显示 随迁 守 女样 在

本 对 ； 子 本校教 程变量上同 现出关于 总体均 点 随迁 女 过家 育过 样呈 样 值 称的特 样 在家庭教育 程 4个变

子 本；对 ， 子 本 、量 的均值 高于 样 学 教 变量 随 行政管理 学 源上 均 留守 女 于 校 育过程 迁 女样 在 教 资 和关

系氛围 3 子 ， 子 本。个 量上的均值 守 女 但在 量上 值低于留守变 均高于留 教师教学变 的均 女样

表 4 家校教育过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本总样 子 本迁 女样随 子 本留守 女样

均值 标准差 小最 值 大最 值 值均 准差标 均值 标准差

庭教家 育过程

教 期育 望 0.000 1.000 -3.965 2.188 0.054 0.984 -0.055 1.014

教育投入 0.000 0.739 -0.820 3.801 0.128 0.774 -0.130 0.678

成员互动 0.000 0.761 -2.106 1.473 0.084 0.738 -0.086 0.776

式管教方 0.000 1.000 -3.173 2.009 0.009 0.967 -0.009 1.033

学校教 过育 程

行 理政管 0.000 0.718 -1.991 1.620 0.152 0.592 -0.156 0.798

教师教学 0.000 0.622 -1.266 2.043 -0.055 0.614 0.056 0.627

教学资源 0.000 0.662 -1.611 1.315 0.217 0.635 -0.222 0.613

关系氛围 0.000 0.711 -2.915 1.363 0.098 0.719 -0.100 0.688

测值观 2636 1333 1303

（四）控制变量的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借鉴 屏等已有文献 杜 2010； 必 ，赵 华 2013； 韦俞 勤、胡浩，2018），本 子文 女个体特选取 征、

本 、 本 。 父 择 子家庭基 基 特征作 民 家庭中 母在选 是否 会 合 虑特征 学校 为控制变量 农 工 的 孩 随迁时 综 考

子 、子 对 习 ， ， 子 ，本别和数 体状况及 学 态 此 在 女个 特征方面 文女的性 量 女的身 待 的 度 因 体 选取的变

、 子 、 习 。父 对 ，量包括性 生 女 状况和学 态 的受教育 度会 他 产生影响别 是否为独 健康 度 母 程 们的决策

又 子 ， 本 ，本 父件 接影响 随迁的 行性 庭 特 方 取的变 的家庭的经济条 直 女 可 故在家 基 征 面 文选 量包括 母

。 一 ，受教育 限 家 经济条件 响个体教育 校因素 般 班级 层面的因素年 和 庭的 影 结果的学 包括学校和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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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个层面的 素可以 校投入及 的 异这两 因 用 衡量学 教育质量方面 差 （孙志军等，2009）， 本因此在 校基学

，本 类 、 、一 对面 选 学 校等级 例和班级 量 量 学校质量 等级水平特征方 文 取 校 型 学 级教师比 数 变 控制 和

子 力农 认知能 的民工 女非 影响
①
； ， 取班 教龄和班级 水平变量 制班级 上的另外 选 主任 成绩 控 教育质量

。差异

义 计及 述性统 表控制变量的定 描 见 5。 本 布样 独 分立 t ， ， 子检 果 明 性 迁 女样验的结 表 除 别外 随

本 子 本 子 、 本 、 本 。 子样 在 女个 特 家 特征 学校 特征方面存 差异 随迁与留守 女 体 征 庭基 基 在显著的 女的

、 习 、父 子 ； 本况 学 母亲的受教 限和家庭 济条件 显著高于 基健康状 态度 育年 经 的均值均 留守 女 在学校

， 子 一 子 ，征中 随 女就读 校的 比 和 主 的均值 留守 女 而 校 级特 迁 学 级教师 例 班 任教龄 显著高于 学 等 和班

子 。级成绩水 的均值显著 女平 低于留守

表 5 控制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义 赋值变量含 与

均值及标准变量 差 子迁 女随

子与留守

本女样 均

值差异

本总体样 子随迁 女 子留守 女

（n=2636） （n=1333）（n=1303）

子 体 征女个 特

性别 子民工 女农 ：性别的 男=1，女=0
0.553 0.556 0.550

0.006
（0.497） (0.497) (0.498)

子否 独是 为 生

女
子 子 ：女是否 是农民工 为独生 女 =1，否=0

0.244 0.269 0.219
0.050***

（0.430） (0.444) (0.414)

健康 况状
子民 的身体健 状况农 工 女 康 ：很不好=1，不太好

=2，一般=3， 较比 好=4，很好=5

3.659 3.711 3.605
0.106***

（0.912） (0.905） （0.916）

习学 态度
子 习 ：工 女 态度 很不好农民 的学 =1， 好不太 =2，

一般=3， 较比 好=4， 好很 =5

3.180 3.212 3.147
0.065**

（0.854） （0.881） （0.825）

本家庭基 特征

亲的受教母 育

年限
子 （ ）女 亲的受 育年限农民工 母 教 年

8.149 8.368 7.926
0.442***

（2.968） （2.826） （3.091）

父亲的受教育

年限
子 父 （ ）农 工 受教育民 女 亲的 年限 年

9.103 9.371 8.828
0.543***

（2.398） （2.393） （2.373）

庭的经济家 条

件

民 庭的经济 件农 工家 条 ：非常困难=1， 较比 困难

=2， 等中 =3， 较比 富裕=4，很富裕=5

2.559 2.630 2.487
0.143***

（0.632） （0.603） （0.652）

本基 特学校 征

类校 型学
子 类农民工 读学校的女就 型：公立学校=1， 办民

公助=2， 办普通民 =3， 子打工 弟学校=4

1.306 1.373 1.237
0.136***

（0.808） （0.935） （0.646）

①
由于CEPS数据中缺少学校等级和班级成绩水平的客观数据，因此本文选取了校长问卷中校长对本校初中部在本县（区）

的排名的主观评价，以及班主任问卷中班主任对班级成绩在本校同年级中的排名的主观评价，来对学校等级和班级成绩

水平进行衡量。笔者认为校长和班主任对所在学校和班级水平都有一定的了解，能够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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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 级
子 本农民工 就读学 初中女 校 部在 县（区） 排的 名：

最差=1，中下=2，中间=3，中上=4，最好=5

3.717 3.609 3.827
-0.218***

（0.907） （0.954） （0.842）

一 教师比例级
子民 女 学校农 工 就读 中一级 师教 人数占教师总

比数的 值

0.523 0.638 0.407
0.231***

（0.687） （0.941） （0.146）

班级数量 子 （ ）女就 校的班级数农民工 读学 量 个
6.759 7.002 6.510

0.492***
（4.221） （3.530） （4.815）

班主任教龄 子 （ ）农民工 级班主任女就读班 的教龄 年
15.858 16.942 14.749

2.193***
（8.288） （8.590） （7.816）

成 水平班级 绩
子 本农 工 女就 班级 在 同 级民 读 的成绩 校 年 的排

名：最差=1，中下=2，中间=3， 上中 =4，最好=5

3.200 3.115 3.288
-0.173***

（1.017） （1.085） （0.935）

注：***、**、* 子 本 子 本别 示 女样 与留 女样 两组差分 表 随迁 守 异的 t 结果在检验 1%、5%、10% 计的 著统 水平上显 。

。括 数值为标准号内 差

四、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影响的估计结果

（一）OLS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表 6 对 子 力显示的是 迁 农民 知能 影响随 工 女非认 的OLS 果模型回归结 。 归回 1 对 子为随 农民工迁

力 ， ， 对 子 力非认 合 标 响 结果 结 迁 农民工 的 认 综合得分 正向女 知能 综 指 影 的回归 果表明 随 女 非 知能 有

，影响 且在 1% 计 ， 子 父 ， 力平上显著 女随 移到城市 其 知能 的综 得分会的统 水 说明农民工 母迁 非认 合

提高 0.076分。 归回 2～回归 6 对 子 大 力分 工 五 维度 认知能 分影 归 果别为随迁 农民 女 非 得 响的回 结 ，可

， 对 子 、 ， 子以 迁 农民 谨性 开放 和 绪 性有显著 正向影响 随 工 女的看出 随 工 女的严 性 情 稳定 的 迁使农民

、严 和情 定性得分分别谨性 开放性 绪稳 提高 0.100 、分 0.068分和 0.066 ； 对分 其顺同 性的而 性和外向

影响不显著。 择子选 随迁还 留守会 在农民工 女 是 存 择自 的选 导致 生 问内 性 题，使用OLS回归模型可能

计 一 ， 一 采致估 系数 在 偏 此笔者进 用导 存 定 差 因 步 PSM 计， 少 计 。模型进行 估 偏误估 旨在减

表 6 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OLS回归结果

回归1 回归 2 回归3 回归4 回归 5 回归 6

力非认知能 谨性严 顺同性 外向性 开放性 绪稳定性情

是否随迁 0.076*** 0.100*** 0.038 0.015 0.068** 0.066**

（0.029） （0.035） （0.032） （0.028） （0.028） （0.033）

变控制 量

子女个体 征特 已控制 已控制 制已控 控已 制 已控制 控制已

本家庭基 特征 已控制 已 制控 控已 制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本学校基 特征 控制已 已控制 已控制 控制已 制已控 已控制

常数项
-1.364*** -1.259*** -0.498* -0.688*** -0.341 -1.327***

（0.267） （0.323） （0.300） （0.215） （0.232） （0.336）

观测值 2636 2636 2636 2636 2636 2636

R2 0.165 0.118 0.129 0.065 0.154 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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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别代表分 在 1%、5%、10% 计 。平上显著的统 水 括 标 误号内为稳健 准 。

（二）样本匹配效果

了为 直 地验证观 PSM 本样 匹的 配效果，本文 最 邻以 近 匹配法（n=3）为例，展 后实验组示匹配前

（ ） （ ） 布，迁 控 留守 倾向 配得分值的 数分 如图随 和 制组 匹 核密度函 3 。 实验 控制组所示 匹配前 组和

较大 ， ， 势大 ， 较 ， 采的核 函数具有 异 而匹 差异性减 配 果 好 说 适合密度 差 配后两者 弱 走 致相同 匹 效 明

用 PSM 。型模

图3 匹配前与匹配后的核密度函数分布图（最近邻匹配法）

本 （文 邻 配以最近 匹 法 n=3） ， 对 本为 样 数据 前后的平 性 验例 通过 进行匹配 衡 检 来 条件独立验证

设是否成立假 ， 一 采验证所 用从而进 步 的 PSM 效性模型的有 。 性检验结果平衡 显示
①
，匹配后的 差偏

均降至 10.2%之下。 鉴已有借 文献（例如邵敏、 群包 ，2011）， 配后的 差低于匹 偏 20%， 证明则 匹配结

， ， 本 采果 好 此 为 文 用良 因 可以认 的 PSM 少了 ，较著地减 实 组 控 之间的偏 好地控模型显 验 和 制组 差

了 ， 了制 内 通过 平衡生性误差 性检验， 本 采文所表明 用的 PSM模型 ，符合条 立假设 匹 后两组件独 配

本 本 。征维度上样 在各特 基 相似

（三）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影响的ATT效应分析

了 对 子 力 ，本 采确 识别随 农民工 非认 影 文为 更准 地 迁 女 知能 的 响 用 PSM模 最近邻型中的 匹配法

（n=3） ， 了行分析 同 为 证进 时 保 PSM模型结果 ，本 采 （的有 性 文 用半径效 匹配 r=0.03） 匹配两和核

。种 健性方法进行稳 检验 （处理组平均 效应处理 ATT）的结果见表 7。回归 7 对是随迁 农报告的 民工

子 力 ，能 合得分 影响结 回归女非认知 综 的 果 8～12 对 子 大告 是 迁 女五 维 能分别报 的 随 农民工 度非认知

力 。得分的 响影

归回 7 ， 对 子 力 ， 了果显示 随 农民工 女非 综合得分 正向 并通过 稳的结 迁 认知能 的 具有显著的 影响

， 子 力，健 验 说明随 能显著 工 女的综 究 说性检 迁 提高农民 合非认知能 研 假 1 。得以 证 随迁 使农验 会 民

子 力的 认 能 分提高工 女 非 知 综合得 0.149分，大于表 6 回归中 1的是 随 变 系数否 迁 量的 （0.076），说明

OLS 了 对 子 力型低估 随迁 非认知能模 农民工 女 综合得分 。影响的

①
受篇幅限制，平衡性检验的结果没有展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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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子 大 力 ， 对 子 、迁 农民工 女 度非认知 影响的 看 随迁 农 性 放从随 五 维 能 回归结果 民工 女的严谨 开

， 了 ， ， 子性和 绪稳定 具有 正 影 并 健性检 言 随迁会 农 工 严谨情 性 显著的 向 响 通过 稳 验 具体而 使 民 女的

、性 开 性和情绪稳 别提高放 定性得分分 0.112 、分 0.108分和 0.146 。 少 努力性体 是青 年的分 严谨 现的

程 个人的成 感度和 就 （王春超、张承莎，2019）， 子农民工随 学 与城镇 龄人迁 女进入城镇 校 同 一 习起学 ，

他们 因 自 与 间在学 距可能会 为 身 他人之 业上的差 而 努力 习， 习 ，更加 学 提 身的学 成 并赢得地 以 高自 绩

， ， 子 ； 子 父老师 同学的喜 会提 民工随迁 女 谨性 农民 随迁 女的肯定和 欢 因此 随迁 升农 的严 工 跟随 母流

， 一 对 ， 对 ，入城镇 进 环 生活 城 的文化 生活 他 产 潜 的影响入 个相 陌生的 境 镇 和 环境会 们 生 移默化 其思

， ，行为方式 受 同 朋友的影 和带动 可能 地参加学 织的 自身的想和 会 到 学和 响 会更积极 校和班级组 活动

一 ； 子 父 一 ， 父 、 ，较少开放 而得到 定 提高 随 母 起生活 关 陪伴和 顾性从 的 迁 女跟随 能够得到 母的 爱 照

、 心 ， ， 对 子 。产生 郁 悲 问 因 随 民工 女 定性产生 极 响抑 观等 理 题 此 迁会 农 的情绪稳 积 影

对 子农民工 女 外向性和随迁 的 顺同性 ， 一 ， 子显著的影 果的 可能是 农民没有 响 产生这 结 原因 工 女

一 ， 一 长 ， 子的学校融 和城镇 是 个短期 期 适应和 接纳的 程 随 以入 融入均不 的过程 而是 个 的 被 过 迁 女难

较 ， 对 子地 应 校和城 此在短时 内 迁 农民工 女 外向性产生快 适 城镇学 镇社会 因 间 随 无法 的 显著影响。顺

、 ， ， 、同性表 际交 的利他性 和 度和顺从 顺同性 个体越宽示个体在人 往中 善程 性 越高 表示 容 越信任他

。本 对 子 ， ， 来文 研究 象 初中阶 的农 他 正 于 随迁带 人际关系 变人 的 是 段 民工 女 们 处 青春期 的环境和 的

子 一 心 ， 对可 使农民工 产生 定的叛 触情绪 因化 能会 女 逆 理和抵 此随迁 初中阶段的 子民工 女农 的顺同性

。的影响可 并不显能 著

表 7 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影响的ATT结果

法匹配方
回归 7 回归 8 回归9 回归 10 归回 11 归回 12

力非认 能知 严谨性 顺同性 性外向 放开 性 情 性绪稳定

最近邻匹配（n=3） 0.149* 0.112* 0.001 0.076 0.108** 0.146**

（0.056） （0.074） （0.055） （0.054） （0.045） （0.060）

径匹配半 （r=0.03） 0.118** 0.091* 0.008 0.051 0.077** 0.126***

（0.040） （0.050) （0.039） （0.038） （0.036） （0.049）

核 配匹 0.123** 0.096** 0.019 0.052 0.080** 0.127***

（0.038） （0.045) （0.040） （0.041） （0.037） （0.049）

：注 ***、**、*分 表在别代 1%、5%、10% 计 。 。的统 平上显著 括 准误水 号内为标

五、家校教育过程的中介效应分析

了 对 子 力为 验 过程 校教育过程 迁 农民工 非认知 路径中是证家庭教育 和学 在随 女 能 的影响 否存在中

，本 采 对 子 、 力用 用多重 介模型 民工 动 态 校 程和非 行中介效介作 文 中 农 女的流 状 家 教育过 认知能 进 应

， 三 ， 采分 从 究 者之间 关系 最后 用 的百分位析 而探 的 偏差校正 Bootstrap方法进行 1000 ，对抽样次 中

。效应的显著 置信区间 行检验 的分析结介 性和 进 中介效应 果见表 8和表 9。

先首 ， 采者 用笔 OLS 计 子 力模 估 随迁 响农 非 知 的型 影 民工 女 认 能 总效应c，得到系数c 计的估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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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084，且在 1% 计的 水 上统 平 显著，表明可以 行中介效应进 分析。其次， 采通过 用Bootstrap 对方法

过程 介效应家庭教育 的中 iiba 进行 得出检验 ，家庭 育过程 期望和成 量 随迁教 中的教育 员互动两个变 在

对 子 力农 工 女非 知能 过 中 有 中介效民 认 影响的 程 具 显著的 应， 应占比中介效 （ cba ii / ）分 为别 10.98%

和 19.14%； 对 子 力而 教育投入 管教方式 农 认知能 的家庭 和 民工 女非 影响系数 ib ，不显 要通过均 著 需

Bootstrap 对方法 效应中介 iiba 的置 区间进信 行检验，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 1000 到次抽样之后得 这

两个变量 95% （的置信 间分区 别为 -0.007，0.015） （和 -0.002，0.002），均 含包 0， ，此 育投因 家庭教

。入 式的中介 应 显和管教方 效 不 著

对 子 力校教育过 中的学校关 随迁 农民 能 的 过程中具有 的中介效学 程 系氛围在 工 女非认知 影响 显著

， （中介效应 应占比 cba ii / ）为 43.93%。 对 子 力学校行政 学 民工 女 认知能 影响管理和教师教 农 非 的

系数 ib 显不 著，需 通要 过Bootstrap 对中介效 区间进行 验方法 应的置信 检 ，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 1000

次抽样 后得到这两之 个变量 95% （置信区间的 分别为 -0.008，0.013） （和 -0.008，0.003）， 包含均 0，

行政管理和 教学的中 效应不说明 教师 介 显著。 资源变量教学 的中介效应 iiba 显虽 著，但符号 负为 ，与

对 子 力随 农民 认 能 直迁 工 女非 知 的 接效应 'c 的符号相反， 子教学资源 量 随 农民工 女 认说明 变 在 迁与 非

力 一知能 之间 遮掩效应起到 定的 ，遮掩效应 '/cba ii 为 51.58%， 了即控 学资源变量制 教 之后， 对随迁

子 力 一 大农民 女非认 向影响会工 知能 的正 进 步加 。根据表 8 ， 对可 随迁 教 资源变知 学 量有显著的 向正

响影 ， 数系 （ ia ）为 0.422， 对学资源而教 变量 随迁农民工子女的 力非 知认 能 显著的负有 向影响，系

数（ ib ）为-0.044， 子女在流入说明随迁 地学校 后就读 获 学校教学资得的 源水 了一平有 定程 的改善度 ，

子 力女非认知 而但从随迁 能 发展的角度 言， 一 力其得到 教学资 在 定 阻 其 认 发展的 源 程度上 碍 非 知能 的 ，

子 。表 就读学校 教 资 平仍有待 高明随迁 女 的 学 源水 提

表 8 家校教育过程在随迁对农民工子女非认知能力影响中的中介效应

路径

对随迁 教育过程

的影响效应

（系数 ia ）

对过程 知教育 非认

力能 的影响效应

（系数 ib ）

对 子随迁 民工农

力女 的非认知能

直接效应

（系数 'c ）

（应中介效 iiba ）

著性及 信区间显 置

介效中 应

占比（%）

是 随否 迁→教育期

望→ 力非认知能

0.106*** 0.087*** 0.036 0.009**
10.98

（0.039） （0.013） （0.028） （0.003，0.017）

迁是否随 →教育投

入→ 力非 知认 能

0.216*** 0.015 0.036 0.003
—

（0.027） （0.020） （0.028） （-0.007，0.015）

否随迁是 →成 互员

动→ 力非认知能

0.141*** 0.114*** 0.036 0.016***
19.14

（0.029） （0.020） （0.028） （0.008，0.027）

迁是否随 →管教方

式→ 力非认知能

0.001 0.009 0.036 0.00001
—

（0.038） （0.015） （0.028） （-0.002，0.002）

是否随迁→行政管

理→ 力非 能认知

0.310*** 0.010 0.036 0.003
—

（0.028） （0.018） （0.028） （-0.008，0.013）

是否随迁→教师教 -0.108*** 0.015 0.036 -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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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力认 能非 知 （0.024） （0.021） （0.028） （-0.008，0.003）

是否 迁随 →教学资

源→ 力非认知能

0.422*** -0.044** 0.036 -0.019** 58.51-
（0.024） （0.021） （0.028） （-0.035，-0.002）

是 随否 迁→关系氛

围→ 力非认知能

0.180*** 0.205*** 0.036 0.037***
43.93

（0.027） （0.019） （0.028） （0.024，0.051）

：注 ***、**、* 代表在分别 1%、5%、10% 计 。 。的 水 上 括号内为 准误或置信统 平 显著 标 区间

表 9 计 。 来 ，家校教育 介效 合 看 家校教 程为 过程的累 中 应 综 育过 计 （的累 中 效应介 


8

1i
iiba ）在

1% 计 ，上显著 中的统 水平 介效应占比为 74.05%， 对 子 力因 家校教 过程在 迁 农 非 知此 育 随 民工 女 认 能

。 ， 对 子 力的 程中具 中介作用 体 言 教育过程 随迁 农民工 能 的影响影响过 有显著的 具 而 家庭 在 女非认知

， 计 （显著 介作用 累 中 应过程中具有 的中 介效 


4

1i
iiba ）在 1% 计 ，的统 平上显水 著 应中介效 占比为

30.12%； 计 （程 累 中介 应而学校教育过 的 效 


8

5i
iiba ） ，并不 著 研显 究假说 2 。得 部 验到 分 证

表 9 家校教育过程的累计中介效应结果

计 介效应累 中 及其显著中介效应 性 置 区信 间 （介效应占中 比 %）

计家庭教育过 效应程累 中介 0.028*** （0.014，0.045） 30.12

计学校 中介教育过程累 效应 0.019 （-0.004，0.043） 43.93

计家校教育过 中介效应程累 0.047*** （0.018，0.075） 74.05

：注 ***、**、*分别代表在 1%、5%、10% 计 。 。水平上显 信 间的统 著 括号内为置 区

六、结论与讨论

本 ，采文基 中国教 追踪 据于 育 调查数 用“大五 格人 ” 了 对 少 力相 完整 认知能 衡法构建 的青 年非 量

，指 运标 用 PSM 了 对 子 力 ， ，采型分析 随 农民工 女非 影响 同时 程视 多模 迁 认知能 的 基于教育过 角 用

， 一 了 子 力重中介模 步探究 家 教育过 教育过程 民 女非认 能 中的 介型 进 庭 程和学校 在随迁影响农 工 知 中

。作用

本 ，研 结 表文的 究 果 明 对 子 力农民工 能 的发展随迁 女非认知 具 ， 较 ，有 著 向影响 相 留守显 的正 于

子 父 力 。 大 力 ，农民工 迁移更有 知能 升 在五 维度 认知能 中女跟随 母 利于其非认 的提 的非 迁有助随 于农

子 ， 。 ，女严谨性 高 利于其 绪稳定 的增 多 中 模 析结果民工 和开放性的提 有 情 性 强 基于 重 介 型的分 在随

对 子 力 ，民工 女非 知 的 路径中迁 农 认 能 影响 计 ，家 教育过程的 应显著 表 的农校 累 中介效 明随迁引起 民

子 子 力 。女家校教育 的改变有 于农民 知能 的提工 过程 助 工 女非认 升 一进 步区分 庭 育过程家 教 学校教和

， 计 ， ，过程 庭 育 程 介效应育 发现 家 教 过 的累 中 显著 其中 子教育期望 成 互 助于随迁 非认知和 员 动有 女

力 ， ； 计 ，能 的 育投入和 中介 并不显著 学 育过程的 中介效 其提高 而教 管教方式的 效应 校教 累 应不显著

， ， ， 子中 行政 学 中介效 不显著 学校 围 具 显 介效应 读管理和教师教 的 应 但 关系氛 则 有 著的中 随迁 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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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 一 ， 一的学校 系 围 越有助于 非认知能 的 教学资源 遮掩 在 定关 氛 越好 其 提升 学校 则起到 定的 效应

子 力 。程度上 农民工 女 认知能阻碍 非 的提升

本 了然 文的研 家 教育过 在虽 究充分地肯定 校 程 “随迁— 力认知非 能 ” 一 响 径 的 响这 影 路 中 正向影 ，

， 来 对 子 力但通 析发现 随 带 家 育过程和 校教育过程 农民工 女过深入分 迁 的 庭教 学 的改变在 非认知能 的

一 。 ， 议：提升 仍有 定的改 间 基于此 者提出 建方面 善空 笔 以下几点

第一， 义 子 权在保证 民 女在流 地受教 利的务教育阶段农 工 入 育 前提下， 小 子不 缩 迁 学断 随 女就读

， 子 ，采校与 之间在教 资 方 差距 考虑 迁 女就读学 需求 取适 政其他学校 学 源 面的 随 校的现实 当的专项财

， 少 对 子 力 。补 改善学校的 资源 减 学 教学资 迁 女非认 碍贴以 教学 校 源不足 随 知能 提升的阻

二，第 ， 子 ， 子从研究 果看 与 守 女 民 随 女结 留 相比 农 工 迁 就读 校学 的 ，教 平反而更 说师教学水 低

子 ， 议 门农 随迁 女就 学校的教师 仍有待提明 民工 读 教学水平 高 建 教育部 对 子定期 工 女就读学农民 校的

训， 子 一 ， ，教师进行 学培 给 女就读学 福 补贴 吸 更多优 的教 提教 予农民工 校的教师 定的 利 引 秀 师资源

子 。农 工 学校的 质量及教 水高 民 女就读 教师队伍 学 平

三，第 父 较 ， 对子 较少， 长 子工家庭中 的受教育程 女的学业 家 与农民 母 度 低 他们 辅导投入 但 女之

子 力 ， ， 子 ，间的交流和 有助于 女 认知能 于此 社区 开 亲 活动 强农民互动 非 的提升 鉴 和学校可定期 展 增

子 父女与 的 流工 母之间 交 ， 对父 训时 家庭教同 母进行 育培 ， 父母恰当的 庭 通 和管教方教给 家 沟 方式 式，

子 心 ， 子 力 。鼓励其关注 康 促进农 知能 康发展女的 理健 民工 女非认 的健

本 ： 一，本 采文的 仍存在以 不足 第研究 下 文 用“大 格五人 ” ，法 结合 调 问卷中中国教育追踪 查 的

， 大 少 力 ， 对 二 ，内容 构 五 维 年 认 能 指标 并 度下设置 的 指 尽可建 度的青 非 知 的衡量 在每个维 应 级 标 以

少 ， 大 、 少 力 ，能减 量误差 但由 内缺乏 规 关于 非认知能 的 调查数据测 于目前国 模 规范性的 青 年 专项 受

，一 二 计 一 ， 对 少数据可 制 定程度 的 内容和 配度存 定缺 可 青得性的限 上使得 级指标 设 匹 在 陷 后期 针 年

力 计 ， 大 ， 、 少 力。非 设 问卷 模的调查 期 精 细致地衡 中国青 年的认知能 并开展 规 以 更 准 更 量 非认知能

二， 力 一 长 、 ， 较 对第 非认知 个 期 态的过程 使 续跟踪调 数据可 认知能能 的培养是 的 动 用连 查 以 好地 非

力 ， ， 较大，的 动 探究 并 研究方 的改 条 鉴 农 流动性 工影响机制进行 态 为 法 进创造 件 于 民工的 获取农民

子 力 ，对 子 ， 努女非认 能 连 踪调查数 存在诸多困 及其 女进 调查 后知 的 续跟 据 难 农民工 行连续跟踪 是今

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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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Migration on the Non-cognitiveAbility ofMigrantWorkers’
Children:AnAnalysis of theMediating Effect of HomeEducation Processes

YuAihua Wang Lin Liu Hu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mportance of non-cognitive skills in individuals’ academic achievement, career choice and labor

market earnings has been gradually acknowledged.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his article builds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odel and a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the non-cognitive skills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and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ome education proces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mprehensive non-cognitive skills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nscientiousness, openness and emotional stability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the processes of home education play significant cumulative mediating effects on the non-cognitive skills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The changes of home education processes caused by migration a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on-cognitive skills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influencing pathway of migration non-cognitive skills, the cumulative

mediating effect of home education processes is significant, in which home education expect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 cumulative mediating effect of school education processes is not significant, bu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ampus atmosphere is significant. The variable of school teaching resources plays a certain suppressing effect. To a certain

extent, it hinders the improvement of non-cognitive skills ofmigrantworkers’children.

KeyWords:Migration;MigrantWorkers’Children; Non-Cognitive Skill; HomeEducation Process;Mediating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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