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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了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对城市流动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采用问

卷法对 ７２６ 名流动儿童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城市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母亲参与、自我效能

感均呈显著性正相关，与父亲参与相关不显著；父亲参与、母亲参与和流动儿童自我效能感两两均显

著性正相关；父亲参与在城市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能感关系中不具有中介效应；母亲

参与在城市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能感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揭示了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流动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作用机制，能够为城市流动儿童提升自我效能感

提供有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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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城市流动儿童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

的特殊群体，指 ６—１４ 岁随着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在流入城市暂住半年以上的儿童［１］。 受到

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因素影响，流动儿童

在城市中会经常遭遇到来自诸多领域的不公

正待遇。 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会让个体感受到

生活主要受到外在的、自己无法控制和改变的

因素（比如户籍制度）影响［２］，从而阻碍流动

儿童自我效能感的顺利发展。 自我效能感是

班杜拉社会认知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个

体对有效控制自己生活诸方面能力的知觉或

信念［３］。 健康信念模型（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ｌｉｅｆ Ｍｏｄｅｌ）
指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

因素［４］。 最新一项关于中国人自我效能感与

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研究也发现：中国人的

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积极因素呈显著的高

等程度正相关［５］。 关于流动儿童自我效能感

的实证研究也均发现：自我效能感不仅能够显

著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学业绩效和学校幸福

感，同时也是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

素［６－８］。 因此，探讨和揭示城市流动儿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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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的发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个体自我效能

感的重要因素。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

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微观

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３ 个系统相互作

用对个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９］。 根据社会生

态系统理论，家庭环境是典型的中观系统，对
个体发展具有最直接的作用。 其中，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是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家庭环

境因素［１０］。 众多实证研究均发现：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是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发展的重要

因素，对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

作用［１１－１３］。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８６）指出，个体亲身获得的成

就是以真实的熟练经验为基础的，它是个体产

生自我效能感的有效信息源［１４］。 Ａｎｔｏｎｏｖｓｋｙ
（１９８７）提出了压力应对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社

会取向模型，该模型认为资源（包括物质和非

物质）是个体控制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获取更

多的优质资源，促进自我效能感的提升［１５］。
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可以利用大量

的资源增加自己日常活动的范围，并能够提升

获得 成 功 经 验 的 可 能 性。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等 人

（２０００）进一步指出：相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
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更容易获得物质、社会和

文化资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获取成功

的经验，并促进自我效能感的提升［１１］。 家庭

条件好的流动儿童具有更多的物质、社会和文

化资源，有机会参与丰富多样的社会活动，更
容易获取成功的经验，从而提升自我效能感水

平。 与之相反，家庭经济水平较低的流动儿童

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源，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经

历更多的失败和挫折，这些失败的经验会令他

们对自身的能力产生怀疑，进一步降低自我效

能感水平。 因此，本次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Ｈ１：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流动儿

童的自我效能感。
近年来，父母参与逐渐引起了国内外研究

者的关注。 父母参与又称之为父母卷入，是父

母教养行为的典型特征之一，指的是父母亲对

儿童日常活动的了解、感兴趣和可以参加的程

度［１６］。 众多实证研究均发现：父母参与是正

向预测儿童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一项重要的积

极影响因素［１７－２０］。 自我效能感包括一般自我

效能感和具体自我效能感，一般自我效能感处

在自我效能感的最顶层，是个体为了处理和应

对不同环境挑战的一种总体信念；具体自我效

能感是和某一特定领域相关联的一种具体信

念。 学业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在学业领域的一

种具体自我效能感［２１］１３－１６。 目前很多实证研

究都聚焦父母参与和个体学业自我效能感关

系的研究，鲜有研究探讨父母参与和个体一般

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 但是，越来越多的研

究指出父母参与的正面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儿

童的学习领域［２２－２３］。 父母积极参与到儿童的

日常活动中，能够帮助儿童获取更多的成功经

验，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的成功经验是促

进自 我 效 能 感 提 升 的 有 效 来 源。 同 时，
Ｂａｎｄｕｒａ 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的

信息来源并非局限于自身的活动经验，替代性

经验也是个体自我效能感形成的有效来源。
儿童最初的效能经验来自家庭，根据 Ｇｒｏｌｎｉｃｋ
和 Ｓｌｏｗｉａｃｚｅｋ（１９９４）的观点，父母亲通过自身

的参与，可以为孩子提供替代性经验，这种替

代性经验通过榜样示范向孩子展示他们有能

力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学习［２４］。 因此，这种替

代性经验能够有效地促进儿童自我效能感的

提升。 综上，本次研究认为父母参与有可能对

城市流动儿童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

测作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也一直被认为是父母

参与的重要预测性变量［２５］。 家庭投资模型理

论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情感投资和物

质投资影响儿童发展，即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

庭有能力也愿意投入更多资源到子女的生活

和教育中，从而促进子女更好地发展［２６］。 家

庭压力模型进一步指出：低水平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会提升父母亲的压力水平，导致家庭冲突

的加剧，进而减少父母养育和卷入行为，从而

影响子女心理健康的发展［２７］。 众多实证研究

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参与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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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预测作用［２８－３０］。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水

平高的父母亲有精力、有资源、也更加愿意参

与到子女的生活和学习中。 因此，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是影响城市流动儿童父母参与的重要

变量。
综上，根据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证据，我

们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提升城市

流动儿童的父母参与水平，并进一步增强城市

流动儿童的自我效能感。 同时，以往关于父母

参与的研究大多把父母参与作为一个研究变

量进行研究，忽视了父亲和母亲在家庭教育

中，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中的不

同作用，难以发现父亲参与和母亲参与的具体

作用机制。 因此，本次研究尝试将父亲参与和

母亲参与作为并列的独立研究变量，探讨它们

在城市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

能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基于此，本次研究提

出研究假设 Ｈ２：父亲参与、母亲参与有可能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流动儿童自我效能

感关系中具有并行中介效应。 本次研究的理

论模型假设图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模型假设图

二、研究方法

１．被试

从江苏省苏州市、南京市 ２ 座城市的 ４ 所

学校的三年级到六年级，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

群抽样，共获得流动儿童有效被试 ７２６ 名，平
均流动时间为 ４． ７１ 年。 其中，男生 ３９４ 人

（５４．２７％），女生 ３３２ 人（４５．７３％）；三年级学

生 １６０ 人，四年级学生 １６８ 人，五年级学生 １８５
人，六年级学生 ２１３ 人。

２．研究工具

（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指标往往通过

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来进行

衡量［３１］。 但由于家庭收入的测量较为困难，
尤其是对小学生而言，他们很难确切地知道自

己家庭的收入，因此，任春荣和辛涛（２０１３）认
为可以采用家庭财产拥有物的种类和数量作

为家庭收入的测量指标［３２］。 本次研究采用父

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财产拥有物作

为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指标。
其中，采用李春玲（２００５）研究提出的中国职

业声望得分指数对流动儿童父母职业进行赋

值和相应的等级评定［３３］，家庭财产拥有物主

要包括家庭拥有住房、私家车、手机、电脑、空
调的数量。 本次研究中，这 ３ 项指标得分均进

行标准化处理。 本次研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７６。
（２）父母参与量表

采用宋冰（２０１０）编制的父母参与量表，
该量表包含父亲参与量表和母亲参与量表两

个分量表［３４］。 每个量表均有 ２１ 个项目，分为

情感参与、智力参与和行为管理参与 ３ 个维

度。 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从 １（从不） 到 ５
（总是），分数越高说明父亲参与水平和母亲参

与水平越高。 本次研究中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９ 和 ０．９１。

（３）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 Ｚｈａｎｇ 和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１９９５）编制的一

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中文版［３５］，该量表共有 １０
道题目，采用四点计分，从 １（完全不符合）到 ４
（完全符合）进行计分，分数越高说明自我效

能感水平越高。 本次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８６。

３．统计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 ２３．０和ＡＭＯＳ ２２．０进行统计分

析。 首先，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并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积差相关考察各变量之间的

相关性。 其次，采用ＡＭＯＳ ２２．０进行结构方

程模型检验中介效应，由于一般自我效能感

量表为单维度量表，为了进一步进行结构方

程模型分析的需要，本次研究采用因子平衡

法对其进行打包，形成自我效能感变量的 ３
个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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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１．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本次研究采用匿

名问卷调查，并对问卷中部分条目进行反向计

分。 同时，本次研究还通过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

验，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本次研究数据进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发现：各个拟合指标

系数非常不理想， ＣＦＩ ＝ ０． １８， ＴＬＩ ＝ ０． ３２，
ＲＭＳＥＡ ＝ ０．２６， c

２ ／ ｄｆ ＝ １５．３１。 这表明本次研

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２．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结果发现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母亲

参与、自我效能感均呈显著性正相关 （ ｐ ＜
０．００１），与父亲参与相关不显著；母亲参与、父
亲参与与流动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均两两正相

关（ ｐ ＜０．００１）。 由于流动儿童的社会经济地

位与父亲参与相关不显著，所以在下一步的结

构方程模型检验中把父亲参与这个研究变量

剔除出本次研究的理论模型。 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一览表（ ｎ ＝ ７２６）

研究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０ １．６２ １

２．母亲参与 ３．４５ ０．８２ ０．２２∗∗∗ １

３．父亲参与 ２．９１ １．０９ ０．０４　 ０．５９∗∗∗ １

４．自我效能感 ２．８４ ０．５１ ０．１３∗∗∗ ０．３８∗∗∗ ０．２３∗∗∗ １

　 　 注：∗∗∗表示 ｐ ＜０．００１。

　 　 ３．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将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自变

量、自我效能感作为因变量、母亲参与作为中

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检验，其
中参数估计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极大似然法

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 检验结果得到拟合指数：

c
２ ／ ｄｆ ＝ ３．７３， ＴＬＩ ＝ ０．９４， ＣＦＩ ＝ ０．９６， ＮＦＩ ＝

０．９５， ＲＦＩ ＝ ０．９２， ＩＦＩ ＝ ０．９６， 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
各项拟合指标均显示本次模型拟合良好，该中

介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父母参与在流动儿童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能感关系中的中

介效应。 具体路径系数详见图 ２。

　 　 注：∗∗∗表示 ｐ ＜０．００１，Ｘ１、Ｘ２、Ｘ３为自我效能感变量打包后的指标。
图 ２　 父母参与在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能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模型

　 　 使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

验，重复取样１ ０００次，计算 ９５％的可信区间。
详见表 ２。 结果显示，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到

自我效能感的两条路径中，路径一“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母亲参与—自我效能感”中介效

应值为 ０．１４，９５％的可信区间是［０．０９，０．２０］，

说明母亲参与在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与自我效能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性；
路径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效能感”的
直接效应值为 － ０． ０４， ９５％ 的可信区间是

［－０．１５，０．０８］，说明加入了母亲参与这一中介

变量之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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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感影响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综上可知：母
亲参与在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

效能感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表 ２　 中介效应模型中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一览表

路径 效应值 显著性
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母亲参与—自我效能感 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２０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效能感 －０．０４ ０．５３ －０．１５ ０．０８

　 　 四、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与父亲参与相关不显著，母亲参与在流
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能感关系
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首先，本次研究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与流动儿童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性
正相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流动儿童自
我效能感水平越高。 这一发现在城市流动儿
童群体中再次验证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自
我效能感影响的跨群体一致性。 亲身获得的
成就体验是个体产生自我效能感的有效信息
来源［１４］，流动儿童进入陌生城市之后，首先要
面临的是城市适应问题［３６］，能否顺利实现城
市适应对流动儿童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无疑是
一项重要的有效信息来源。 众多实证研究均
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促进儿童提高适应
性水平的重要预测性变量［３７－３９］。 对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水平高的流动儿童而言，家庭能够为
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保证他们成功地实现城
市适应和社会融入。 顺利实现城市适应对流
动儿童无疑是重大的成就体验，这种亲身获得
的成就体验将会有效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同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水平高的流动儿童有
更多机会参与丰富多样的社会活动并获取成
功，这些体验同样有助于他们自我效能感水平
的提升。

其次，本次研究发现父母参与与流动儿童
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性正相关，父亲参与和母亲
参与对流动儿童一般自我效能感均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 这一结果与前人关于学业
效能感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１７－２０］。 一方面，
父母参与能够保证城市流动儿童参与丰富多
样的社会活动并获取更多的成就性体验，这些
自身的成就性体验都是流动儿童获得自我效
能感的重要信息来源；另一方面，父母参与也

反映了父母亲能够有效地掌控自己的家庭和
生活，并向流动儿童传递父母亲有能力掌控自
己生活的信息，这些信息均会转化成为流动儿
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替代性经验，进而提升其
自我效能感。 社会认知理论指出自我效能感
的信息来源并非局限于个体自身的活动经验，
替代性经验也是个体自我效能感形成的有效
来源。

再次，本次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
父亲参与相关不显著、与母亲参与相关显著。
这一研究结果充分反映了城市流动儿童家庭
中仍然保留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特
点，也就是说，无论流动儿童家庭的社会经济
地位如何，在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上仍然是母亲
在担负着主要职责。 金一虹（２０１０）指出：离
乡的流动人口家庭中，一家之主仍然是丈夫，
流动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仍未摆脱“男主外女
主内”的窠臼［４０］。 流动儿童母亲出于照顾子
女的家庭责任考虑，往往会阶段性退出劳动力
市场或选择时间灵活的非正规工作［４１］。 因
此，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亲参与相
关不显著、与母亲参与相关显著这一结论是可
以被解释的。 以往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
父母参与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把父母参与作为
一个研究变量，忽视了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
父亲参与、母亲参与具体的及内在关系的研
究。 本次研究在流动儿童群体中首次发现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亲参与相关不显著、与母
亲参与相关显著，这一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
国其他类型的家庭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
验证。

最后，本次研究发现母亲参与在流动儿童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自我效能感关系中具有
完全中介效应，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提升母
亲参与水平，并通过母亲参与进一步提高流动
儿童的自我效能感。 这个发现同时验证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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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投资模型理论和家庭压力模型理论。 根据
家庭投资模型理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流
动儿童的母亲有时间、有精力、也愿意将更多
资源（包括情感资源和物质资源）投到子女的
生活和教育中，为孩子提供更丰富的社会活
动，帮助子女获取更多的成功体验，从而提升
其自我效能感。 基于家庭压力模型理论的观
点，低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给流动儿童母
亲带来巨大的压力，导致她们容易情绪和行为
失控，降低母亲参与水平，从而削弱流动儿童
的自我效能感。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母
亲的这种失控性经历也会转化成为流动儿童
的替代性经验，进一步降低他们的自我效能
感。 因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水平的流动儿
童的父母应当提升父母参与水平，更多地参与
到子女的教育和生活中。 鉴于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低水平的流动儿童的父亲主要时间与精
力用来赚取家庭收入，往往由母亲担负子女的
抚养和教育，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水平的流动
儿童的母亲更应当有意识地管理好自身的情
绪和行为，尽可能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
从而切实提高流动儿童的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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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ｕ Ｙｏｎｇ； Ｚｈｕ（ ）Ｈａｉ Ｇｅ； Ｚｈｕ（煮） Ｈａｉ Ｇｅ； Ｙｕ（鬻）Ｈａｉ Ｇｅ； Ｃｈａｎｇｇｕｏｚｈｏｕ Ａｔａｌａ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Ｃｈｅｎｇｚｏｎｇ’ｓ Ｄａｄ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Ｗａｎｇ Ｙａｎ”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ｐ “Ｃｉ Ｍ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ｙ Ｌｉｕ Ｘｉｚａｉ， 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ｙａ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ｉ Ｍｉｎｇ”（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Ｇｕｏ Ｓｈｕ”（ｃｒｅｄｅｎｔｉａｌｓ） ａｓ ａ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 Ｌｉｕ Ｘｉｚａ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ｉ Ｍ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ｉ Ｍ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ａｎ” ｓｔｙｌｅ （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ｏｆｆｉ⁃
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Ｈｅ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 Ｍ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 ｔｈｅ ｓｉｘ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ｉ
Ｍｉｎｇ” ｗａ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ｇｅｎｒｅ，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ｉ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ｗａｓ ｄｉｌｕｔｅ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Ｘｉｚａｉ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ｕｐｐｅｒ ｔｅｘｔ”，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ａ ｓｐｅ⁃
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ｏｎｅ－ｗａｙ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ｇｅｎ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ｄｉ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ｎｇ Ｙａｎ”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ｃｋ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ｓｅ， Ｌｉｕ Ｘｉｚａｉ ｂｕｉｌｔ ｕｐ ｔｈｅ “Ｃｉ Ｍ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ｅｘ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ｓｕ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ｒｉｔ⁃
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ｏｄａ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ｕ Ｘｉｚａｉ；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Ｙａｎ” ｓｔｙｌｅ； “Ｃｉ Ｍ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Ｕ Ｌｉｎ１ 　 ＷＡＮ Ｌｉｊｕｎ １，２

（１．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１２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５５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２２８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ＣＮＫ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ｉｌｄ－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ｏｔｈ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ａｐ ｐｅｒｉｏｄ”，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
ｏｄ”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ｕｃｈ ｆ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ｕｒ⁃
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ｓ ｃｈｉｌｄ ｆｒｉｅｎｄｌｉｎｅｓｓ， ｃｈｉｌ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ｒｋ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ｌ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ｎｅｅ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ｌｄ－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１ 　 ＬＩ Ｋａｉ２ 　 ＪＩＡＮＧ Ｂｏ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１２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ｈａｎ， Ｈｕｂｅｉ， ４３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７２６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ｂｕｔ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ｔｈ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ｍｏｔｈ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ｓｅｌｆ －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 ２） ｆａｔｈ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ｃｏｕｌｄｎ’ｔ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３） ｍｏｔｈ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ｆｕｌｌｙ ｍｅ⁃
ｄ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ｈｉ Ｂｅｉｃａ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ＩＡＮ Ｄａ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ｕｘｕ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ｈｉ Ｂｅｉｃａ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ｉｎ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ｎ Ｈａｉｍｅｎ， ｗｈｅｒｅ ｈｅ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Ｌａｔｅｒ， 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ｓ 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ｔ Ｌｉｎｇｇｏｎｇ Ｘｕｅｓ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Ｎａｎｔｏｎｇ’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１９１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ｌａｃｅｓ， Ｓｈｉ Ｂｅｉｃａ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ＬＡ ＪＥＵＮＥＳＳＥ ，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ｐｏｅｔｒ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ｉｏｎｅ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ｕ Ｓｈｉ，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Ｐａｒｋ Ｄａｉｌｙ ， ａ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ｉｎ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ｈｉ Ｂｅｉｃａｎｇ；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ｋ Ｄａｉ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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