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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学生学业发展的

现状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①

黄　樊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家庭是孩子获得一定文化资本的重要场所。不同的家庭文化资本使得孩子获得不同的文化资本，进而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他们的学业发展。本文通过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呈现家庭文化资本对当下中学生学

业发展的现状并分析家庭具体、客观化、体制化文化资本因素对中学生学业发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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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是继学校教育外影响学生的
成长尤其是学业发展重要的因素之一，每个学生在进入学

校学习之前已经或多或少的接受了一些知识获得了一些

资本。根据以往的研究，不同家庭文化资本学生的学习成

绩不同，那么学生的学业发展是否也因家庭文化资本的不

同而有所差异，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　家庭文化资本与学业发展的内涵
（一）家庭文化资本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文
化资本”这一概念解释出身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所取得的

学术成就差别。他认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为

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文化产品，被一部分人占有并从中获

利，此时该资源的文化产品开始成为了文化资本”，［１］并划

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形式———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客

观化的文化资本、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需在一定

的场域中起效，因此家庭文化资本指：“孩子对家庭中一定

类型和一定数量的文化资源的排他性占有。”［２］其存在形

式划分为，一是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即家庭语言、阅读习

惯；二是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即客观化文化商品（图书、

词典等）；三是家庭体制化文化资本，即父母的文凭或

学历。

（二）学业发展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行，中学生的学业

发展已经不能以传统的客观学习成绩高低进行评价，而是

应该包含学生的主观学习体验及满意程度等因素。所以，

中学生学业发展的内涵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学校教

育教学要求来看，中学生的学业发展是否达到学校预设的

学习质量目标。二是从学生个体的学习体验来看，中学生

的学业不仅体现在学习成绩上，还体现于学习过程中，即

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３］。为此，本研究从学习成绩及满意

程度、学习态度、学习能力三方面来探讨中学生学业发展。

二　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学生学业发展的现状
笔者选取了一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初级中学，对学生

进行了问卷调查。该校位于市区中心地段，学校占地面积

较少，但教学资源相对丰富。该校学生数量可观，学生类

型丰富有本地学生，也有流动学生。笔者在该校选取八年

级三个班和九年级两个班共２６１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有
效被试２５８名，其中八年级１７５名（６７．１％），九年级８６名
（３２．９％），男生 １４９名（５６．９％），女生 １１２名（４３．１％）。
问卷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生的基本情况；二是学生家庭

文化资本情况；三是学生学业发展情况。其中学生家庭文

化资本情况主要以三种家庭文化资本形式为指标考察，学

生学业发展情况则以学习成绩及满意程度（成绩好并满

意、成绩好并不满意、努力并满意、努力并不满意），学习态

度（积极主动、较主动、被动、无动），学习能力（强、较强、一

般、弱）三指标四类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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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生学业发展现状

在学习成绩满意度方面，仅有１１％的学生认为自己的
满意自己的好成绩，有２１％的学生不满意自己的好成绩，
认为自己努力获得满意的成绩的占２５％，认为自己努力了
成绩却不理想的学生有４１％（大部分为女生）。

在学习态度方面，有２２．１％的学生认为自己非常主动
地学习（女生远高于男生），有４０％的学生认为自己较主动
地学习，有２２．１％的学生觉得自己是为了应付家长和老师
而被动的学习，剩下的１５．８％的学生没有任何动力学习，
交流中得知，学生自己成绩很差没有丝毫学习的欲望。

在学习能力方面，有９％的学生认为自己有很强的学
习能力，对于语数外主要课程可以进行完全自学，这个结

果与１１％满意自己好成绩的学生人数呈正比。有２２％的
学生认为自己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认为自己学习能力一般

的学生占４８％，而２０％的学生学习能力弱，需要老师的多
次反复讲解知识才能了解学习内容。

从调查来看，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学习成绩的满意

程度是呈正比的，其中学习能力与学习成绩满意度的正比

关系略高于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满意度。

（二）不同学业发展水平学生的家庭文化资本现状

１．不同学业发展水平学生的家庭文具体化文化资本
现状

家庭语言习惯包括家人与学生使用礼貌用语和非礼

貌用语交流。从表１中我们可以看出，学习成绩满意度高
和学习态度积极主动以及学习能力强的学生的家人９０％
以上使用礼貌用语和学生交流，其中个别使用非礼貌用语

是家长的方言习惯。然而非礼貌用语的频率高达５０％使
用在学习能力弱及无学习态度的学生家庭中。

表１　家庭语言习惯与学生学业发展状况调查表

学习成绩满意度 学习态度 学习能力

好 好 努力 努力 积极 较 被 无 强 较强 一般 弱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主动 主动 动 动

礼貌用语 ２６ ５０ ５４ ８８ ５６ ９１ ３２ １０ ２２ ５３ １０６ ２４

非礼貌用语 ４ ５ １１ ２０ ２ １２ ２６ ２９ ２ ４ １９ ２８

　　家庭阅读习惯是指阅读课外书籍时学生自己的阅读
习惯，父母自己的阅读习惯及父母和学生共同阅读的行

为。从表２中我们可以看出，１）在自己阅读的习惯上，不
论成绩满意程度高低，至少 ８８％的学生喜欢阅读课外书
籍，并且学习态度积极到被动的学生以及学习能力强到一

般的学生也有８０％。而无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弱的学生
有显著差异。２）在父母阅读习惯上，与学生的学业发展不
呈明显的正比例。在父母陪读上，只有很少部分的家长主

动给学生课外指导，因为家长认为初中生的已有一定的阅

读能力。

表２　家庭阅读习惯与学生学业发展状况调查表

学习成绩满意度 学习态度 学习能力

好 好 努力 努力 积极 较 被 无 强 较强 一般 弱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主动 主动 动 动

自己阅读 ３０ ５５ ６５ １０８ ５８ １０１ ５８ ４１ ２４ ５７ １２５ ５２

父母阅读 ２５ ３４ ４４ ５８ ３８ ６６ ３０ ２７ ３２ ４４ ５６ ２９

父母陪读 １３ １５ ２３ １９ １５ ２１ ９ ３ １５ １３ ２０ ２２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德（Ｂａｕｍｒｉｎｄ）对父母的教养
方式分为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三种，这里我们将家长

教养方式分为专制型、民主型、溺爱型、其它四种。从表３

得知，家长教养方式以民主型为主，其次为专制型，而溺爱

型相对少些。选择其它型学生认为父母的教养不是以上

三种或者兼得三种类型。

表３　教养方式与学生学业发展状况调查表

学习成绩满意度 学习态度 学习能力

好 好 努力 努力 积极 较 被 无 强 较强 一般 弱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主动 主动 动 动

专制型 ８ １５ １９ ３３ １２ １８ ２０ １５ ４ １４ ２５ ２０

民主型 １９ ３０ ３６ ６５ ４０ ７３ ２２ １６ １８ ３７ ６２ １８

溺爱型 １０ ８ ２０ ６ １０ １４ １０ ２ ６ ２８ １０

其它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１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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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不同学业发展水平学生的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状况
家庭文化产品在本文中分为纸质版（字典、报纸等）和

电子版（ＭＰ４、电脑等）两方面。从调查结果得出，不论学业
水平如何学生们平时遇到学习难题时８０％用电子产品（电
子词典）解决，由于电脑比电子词典在学生中的普及度相

对较低，所以学生们一般上网是以娱乐为主。至于纸质版

的学习用具爱学生的课堂学习用得较多。学业水平相对

较高的学生比学业水平相对较低的学生使用文化产品（特

别是纸质的）比例较高。然而电脑的使用在两者中没有明

显差异。

表４　家庭文化产品与学生学业发展状况调查表

学习成绩满意度 学习态度 学习能力

好 好 努力 努力 积极 较 被 无 强 较强 一般 弱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主动 主动 动 动

纸 质 版

（字典＼报

纸）

３０ ５５ ６５ １０８ ５８ １０１ ５８ ４１ ２４ ５７ １２５ ５２

电 子 版

（ＭＰ４＼电

脑）

２５ ４８ ５７ ８６ ５８ ９１ ５１ ３７ ２２ ５３ １０９ ４７

　　父母带领孩子惨叫有关文化活动频率可以得出：（１）
父母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和图书馆次数少，而且学业发展较

低的孩子的父母更加少的带孩子参观；（２）父母带孩子看

电影和旅游的次数较高，这两项与学业发展关联不大；（３）
仍有少数父母没有带孩子去过以下四个场所。

表５　文化活动参与与学生学业发展状况调查表

学习成绩满意度 学习态度 学习能力

好 好 努力 努力 积极 较 被 无 强 较强 一般 弱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主动 主动 动 动

博物馆 １５ ２６ ２３ ２０ ２０ ３８ １２ １０ １２ １２ ２０ ９

图书馆 １６ ２５ １４ １５ １７ ２０ １８ １０ １０ １１ ２０ ８

电影院 １８ ３２ ２６ ４８ ３２ ５１ ２４ ２０ １８ ２８ ５０ １９

旅游地 １８ ３３ ３８ ６４ ２８ ５９ ２４ ２６ １０ ３３ ６８ ３３

无 １３ １４ １７ ２０ １５ １９ １６ １２ １１ １３ ２０ １２

　　参与课外培训是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因素之一。从
表６得出，不论学业发展良好和较弱的学生都积极参与学

科辅导，特长辅导仅次之。

表６　课外培训与学生学业发展状况调查表

学习成绩满意度 学习态度 学习能力

好 好 努力 努力 积极 较 被 无 强 较强 一般 弱

满意 不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主动 主动 动 动

学科辅导 ３０ ５３ ４６ ９８ ５８ ９３ ５８ ３８ ２４ ５０ １１０ ４９

特长辅导 １９ ２２ ２７ ５３ ２８ ６５ ３０ ２０ １８ ２８ ６１ ３９

无 ０ ２ ０ ３ ０ ０ ４ ６ ０ ０ ５ ３

　　３．不同学业发展水平学生的家庭体制化文化资本状况
表７　家庭成员的学历与学生学业发展状况调查表

父亲的学历 母亲的学历 亲戚朋友的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６８ ９６ ３０

高中 １０９ ９２ ５２

本专科 ７４ ６８ １５０

硕士及以上 ７ ２ ２６

体制化的家庭文化资本主要指家庭成员的教育文凭

状况及是否对孩子的学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从表７得
出，父亲的学历高于母亲的学历，亲戚朋友中专科及以上

的学历比例高，主要是孩子的同辈中的兄弟姐妹受高等教

育比父辈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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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家庭文化资本对中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
因素分析

（一）“潜移默化”的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

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是让孩子通良好的文化氛围和

家庭环境熏陶下内化家长知识、文化、技能等。所以本调

查选择了语言习惯、阅读习惯和教养方式三个元素来对孩

子学业发展进行分析。家庭里的语言是父母所拥有的文

化和素质的重要表现，最能在与孩子日常交流中表现出

来。调查中，大多数的家庭都使用了礼貌用语，而学业成

绩不满意，学习态度不端正以及学习能力弱的学生家庭在

使用礼貌用语方面较差。良好的语言习惯潜移默化的影

响和孩子人际交往，当孩子使用不文明用语时，家长应该

及时纠正。

如果说语言是孩子向父母的嘴学习，那么阅读就是孩

子模仿父母的眼睛了。一个人长大后的气质往往与他是

否拥有良好的阅读习惯有关。而父母的良好阅读习惯对

孩子的个人文化修养影响就更大了。在调查中，我们发

现，孩子普遍都喜欢看课外书籍，但是课外书籍的内容确

因人而异。而拥有良好阅读习惯的家长确不多，访谈中得

知，喜欢阅读的家长在平日里阅读的是报纸或小说。至于

家长陪着孩子一起阅读的活动，由于父母工作等原因就很

少进行了。对于提高学习态度不端正以及学习能力弱的

学生的学业水平，父母应该养成阅读及陪读的好习惯，为

孩子树立榜样。

由于现代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家长已经慢慢

的改变了传统的专制型教养模式教育孩子，从此次调查

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无论孩子的学业发展如何，大部

分家庭能够民主的和孩子沟通，关注孩子的心理成长。但

是对于无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弱的家庭采取的是多采用

专制型和溺爱型模式。这部分的家长应该及时调整自己

的教养方式，多和孩子沟通，才能促进孩子的学业发展。

（二）“重量轻质”的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

父母在对孩子的学习指导上直接体现于购买一些文

化产品辅导学习以及让孩子参加辅导培训班。从调查中

我们得出，学业发展不同的的学生在学习用品的拥有量上

并没有显著差异，除非经济可观的家庭会购买得更多。在

课外培训上，９０％的学生都会参加学科（语数外）培训，至
于特长培训比较两极化，学习成绩好并满意的学生家庭，

父母会让孩子多学门特长，学习能力弱的孩子家庭，父母

会根据孩子的兴趣选择一门特长培养以弥补学习不好的

方面。但是，从父母陪同孩子参加文化活动调查却不尽如

意，其中旅游是父母的首选，因为“节日小长假”或休息时

间能和孩子一起放松并开阔眼界，至于近距离的博物馆、

图书馆陪同前往的较少。而电影院是大多数孩子和同龄

的伙伴前去。所以，父母在进行文化投资的同时应该让自

己身临其境和孩子们一同体验，这样才能促进孩子的学业

发展。

（三）“参差不齐”的家庭体制化文化资本

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一部分人对学历教育产生了怀

疑，但是大多数家庭的父母还是期望孩子获得高学历。从

调查中得知，有五位学习成绩好并满意的学生的父亲或母

亲是硕士学历，其次是本科、专科等。其中父亲的学历略

高于母亲。由于父母认为自己学历偏低且从事的工作比

较辛苦，所以他们期望孩子能够拥有高学历，出人头地。

但是孩子的亲戚朋友（同辈人为主）中有一定比例的高学

历，所以弥补了家长受教育层次的缺陷。本调查感知，拥

有高学历的父母在对孩子的学业发展上有一定的指导作

用，而学历较低的父母则可通过家教对孩子的学业进行辅

导。最重要的是父母应该根据自己的孩子学业发展的水

平进行教育期望，切勿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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