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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专业生源结构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①

李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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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湖南科技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学生调研，发现该专业生源结构存在城乡比例差异大、地区分布不均、男
女生比例失调等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经济水平因素、高校招生规则、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型、教师工资水

平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为此提出一些对策：优化高校招生规则，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

望，促使生源多元化，优化小学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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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小学教育专业生源结构现状
１．１　学生来源的地域分布状况
１．１．１　城乡分布

从城乡的角度，对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专业２００８～２０１１级全体学生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该专
业学生共有２４５人，城镇的有７７人，农村有１６８人，统计
结果如表１。

表１　学生来源的城乡比例

年级 总数 城镇（人）农村（人）城镇（％）农村（％）

０８级 ５０ ２２ ２８ ４４．０ ５６．０

０９级 ５８ １１ ４７ １９．０ ８１．０

１０级 ６０ １４ ４６ ２３．３ ７６．７

１１级 ７７ ３０ ４７ ３９．０ ６１．０

总数 ２４５ ７７ １６８ ３１．４ ６８．６

上表显示以城乡分布为准的学生来源分布状况。无

论是各个年级还是从总体上，来自城镇的学生人数都明

显低于农村的学生人数，城乡比例悬殊。总体上，学生来

源城镇占３１．４％，农村占６８．６％。
１．１．２　地区分布

从２表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所处的经济区域为准的学
生来源分布状况。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主要来自中部地区

（５０．２％），其次是西部地区（２９．８％），最后是东部地区
（２０．０％）。
１．２　小学教育专业男女生比例情况

根据学生档案信息，湖南科技大学小学教育专业

０８～１１级学生，共有２４５人，男生３１人，女生２１４人。

表２　学生来源的地区分布情况

地区 人数 比例（％）

中部 １２３ ５０．２

东部 ４９ ２０．０

西部 ７３ ２９．８

总数 ２４５ １００

从图１可以清楚地知道，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男女
比例分布情况。男生占１２．７％，女生占８７．３％。

图１　学生男女比例分布

综上所述，发现生源结构存在城乡比例差异大、地区

分布不均、男女比例失调等问题。

２　小学教育专业生源结构问题的原因分析
２．１　经济因素和招生生源

该校小学教育专业贫困生占该专业人数的２９．５％，
剩余的７０．５％的学生，虽然不是贫困生，但是家庭经济水
平也不高。而且小学教育专业８０％学生来自中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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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２０％学生来自东部经济发达区。据问卷统计，学生
家庭年收入主要集中在１００００元以下到２００００元之间，
家庭经济水平比较低。

国家部署的重点师范院校的师范生是免学费的，并

且还会提供生活补助、助学贷款等优惠政策，这在某种程

度上吸引了家庭经济水平低的子女。虽然大部分普通高

校师范类专业不是免费的，但是学费相对也是比较低的，

选择这类专业，家庭支付的经济成本也相对较低，因而小

学教育专业生源主要是来自中西部农村家庭的子女。

通过采访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相

关人员了解到，该校小学教育专业招生过程中，在同等条

件下，会更多把中西部农村的学生招过来，而且很多高校

在招生过程中也采取这样的规则。通过问卷调查统计，

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７９．５％是调剂过来的，２０．５％是自
己选择或家人亲戚的建议报考的。由此来看，这个专业

并不是很多学生的初衷。进入这个专业之后，有转专业

的想法的大概占６０．３％。
２．２　父母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型
２．２．１　学生父母的文化程度的分布状况

通过８０份问卷调查统计出，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父母
的文化程度分布如表３。

表３　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分布状况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人数 比例（％）

小学及以下 １５ １９．２

初中 ２９ ３７．２

高中或中职中专 ２６ ３３．３

高职高专 ５ ６．４

大学本科 ３ ３．９

研究生及以上 ０ ０

总数 ７８ １００

从表３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父亲的文
化程度分布状况。比例从高到小依次是：初中（３７．２％），
高中或中职中专（３３．３％），小学及以下（１９．２％），高职高
专（６．４％），大学本科（３．９％），研究生及以上（０）。

同时所有的样本也回答了小学教育专业学生母亲的

文化程度分布状况。

表４　学生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分布状况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人数 比例（％）

小学及以下 ３０ ３８．５

初中 ３７ ４７．４

高中或中职中专 ９ １１．５

高职高专 ２ ２．６

大学本科 ０ ０

研究生及以上 ０ ０

总数 ７８ １００

从表４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学教育专业学生母亲的受

教育程度分布状况。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初中

（４７４％），小学及以下（３８．５％），高中或中职中专
（１１５％），高职高专（２．６％），大学本科（０），研究生及以
上（０）。
２．２．２　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父母的工作类型

图２中的工作类型划分依据的是社会学家陆学艺社
会分层理论。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的课题组
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

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组织资源也可

称为权力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执政党组织系

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

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资源是

指对社会以证书或资格加以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也

就是通常所说的学历文凭［１］。以此为依据将中国社会划

分为十大社会阶层，从上到下依次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

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

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图２　学生父母的工作类型分布状况

通过图２，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抽样学生父母的工作
类型。比例从大到小依次是：农业劳动者（３５％），产业工
人（３３％），商业服务员工（１０％），个体工商户（７％），国
家与社会管理（５％），私营企业主（３％），专业技术人员
（３％），无业失业半失业（２％），经理人员（２％）办事人员
（０）。

由上述统计可知，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父母文化程

度和职业等级比较低。父母的文化程度主要分布在小学

到高中程度，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主要是农业劳动者、产业

工人、商业服务人员。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就是指蕴含

于人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２］。教育

经济学家范先佐认为：教育在人力资本形成和发展中的

作用表现在：培养人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最重要手段；提高

人的智力素质的重要途径；对人的身心健康也有着极大

影响［３］。那么学生父母的教育程度低，相应的人力资本

存量小，即所具备的知识技能水平低，这与他们的职业等

级和工资水平是紧密相关的。受教育程度高，科技文化

水平高，人力资本存量大，就能胜任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

高的更高级别的职业，相应的获取较高的工作报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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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父母文化程度低，职业地位低下，家庭收入也比较低。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受教

育程度低的父母更多的保守、求稳。因而在子女选专业

上，更多希望子女毕业后能找个“铁饭碗”。而且他们长

期以来认为教师职业是“铁饭碗”。大部分学生报考的并

不是小学教育专业，被调到这个专业之后，父母除了因为

昂贵的转专业费用，还有一方面觉得当老师职业不错，希

望自己的子女继续在这个专业读下去。著名社会学家陆

学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

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

层［１］。按总的来说，把社会阶层划分为三个等级：上、中、

下。那么学生父母的职业等级也决定学生所处的社会阶

层，主要出于社会中下层的子女。这也反映了不同社会

背景家庭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不均等。父母受教

育程度较高、富裕家庭和高职业地位家庭子女进入重点

大学和热门专业的机会更多［４］。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家

庭的子女，他们更多会选择那些重点院校的热门专业，这

样在以后就业中，就有很大的优势。因为这些阶层的家

庭占有更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因而他们

的子女的高考分数普遍比较高，有很大的竞争优势，进入

重点院校热门专业的几率更大。

２．３　小学教师工资水平和社会地位
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男女比例严重不均衡，这一问题

产生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首先是小学教师工

资水平低。莫内恩从经济学角度指出教师工资水平的高

低是影响教师供给的决定［５］。小学教育专业毕业主要当

小学教师，与国内其他职业和国外同行的工资相比，小学

教师的工资水平明显偏低。因而男生相应的不会报考这

个专业。因为工资水平是影响职业选择的重要因素。从

我国的传统来看，男性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承担着买

房、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等多重压力，小学教师的工资水

平尚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而无论是这个专业还是小

学教师这个职业对他们的吸引力较小。其次是社会地

位。教师的社会地位很重要，它是构成教师职业成就感

的重要因素。导致教师社会地位低也是多方面原因的：

家长对教师职业的偏见影响学生对教师的尊重，以及媒

体对教师的负面报道过多或有失公允。教师社会地位

低，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中小学教师感觉不到尊严和价值，

尤其是男教师，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婚姻状况。从一些采

访中了解到，很多女性不愿意嫁给小学男教师，主要原因

是认为小学男教师没出息、收入低、在女性占优势的环境

下工作会缺少阳刚气等等。这样的大环境影响下，很少

有男生会选择小学教育专业和小学教师这个职业。

３　关于优化生源结构的几点建议
３．１　优化男女生源比例

高校在招生过程中，确定适当的农村生源与城市生

源比例以及中东西地区的录取比例。这样在某种程度上

缩小生源的城乡和东中西失衡，优化生源结构，也有利于

未来小学教师队伍的优化；高校在招生时，可以采取男女

分开划线、男女分开招生政策，招生政策向男生适当倾

斜，从源头上杜绝小学教育专业生源结构男女不平衡，小

学教师男女比例失调。

３．２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加大对小学教育专业财政投入，为小学教育专业特色

建设，聘请高素质的教师和配备齐全的设备，为学生学习

创造良好的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扩大小学教育专业的影

响力，吸引更多的人报考，优化小学教育专业生源结构。

３．３　提高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
职业声望是社会成员对某一职业的意义、价值、声誉

的综合评价。它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

三位一体（财富、声望、权威）的社会地位的综合评价的一

个重要方面。所谓教师职业声望是社会成员对教师职业

的意义、价值、声誉的综合评价。它表现为教师职业的一

种社会声誉，是其他社会成员对这一职业的从业人

员———教师的尊重程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认识，是一

种与社会情感相伴随的普遍的社会意识，是一种社会自

发的评价。教师的经济收入水平是决定教师职业声望的

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大财政投入，切实提高小学教

师的待遇，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建设和完善小学

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为教师工作营造良好的物理环境，

保证教师工资随地方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增长。这样小学

教师工资水平提高了，福利待遇改善了，小学教师的职业

声望和社会地位会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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