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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全球化视域下影子教育对

文化资本理论的诠释与冲击 !

鞠法胜!郝艳丽
"郑州大学 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3*###!$

摘5要!近年来$作为教育全球化的突出现象$影子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引发了专家学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

的广泛关注% 影子教育的发展壮大$使文化资本理论在对学生学业成就取得的诠释力上产生矛盾$一方面$由于影子教

育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身体化&客体化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使学生取得优异的学业成就$进而有助于实现阶层优势传递$增

强了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业成就取得的诠释力'另一方面$经济进步使参与影子教育群体扩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社

会经济背景通过文化资本影响子女学业成就取得$对文化资本理论产生一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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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影子教育("E;?&'Fd&9.?:('/$由 E:@T@/<'/

和S?0@A:提出#最早阐述为帮助日本高中生顺利

进入期望大学#发生于主流学校外#以提升学习成

绩为目的的补习现象+!,

) SA?N进一步阐述'影子

教育(内涵!课外补习相对于主流教育存在#规模

和形态也随主流教育变化-影子教育在几乎所有

社会中#受的关注都比主流教育少#面貌也远不如

主流教育清晰可见+",

) 张薇认为#影子教育是指

在正规教育外通过付费形式教授或提供本应由主

流学校教授的课程或学术支持的现象+%,

) 就现

实而言#'影子教育(已难以全面描述补习教育的

发展) 以中国为例#当下中国'影子教育(已逐渐

走出主流教育阴影#近些年来培训机构雨后春笋

般的出现#机构化运作*规模化发展等特征初步显

露#影子教育已成为重要教育方式#甚至成为教育

中的流行文化#当'影子教育(逐渐走入人们视野

并产生重要影响#它就已然不再是'影子() 虽然

影子教育产生*发展及未来变动都会对主流教育*

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但目前为止#对影子教育的

关注和研究还远没有主流教育多)

!5全球范围内影子教育的扩张

在汇丰银行"8ESK$发布的 "#!2版%教育的价

值///更高更强"G;@̀ ?J9@'Ld&9.?:('/$&全球教

育消费行为报告中#对全球 !*个地区和国家 + 3+!

位家长调查发现#在是否将孩子送去私人补习排名

中#1%g的家长会选择将孩子送往私人补习#东亚

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此项中'表现不俗(#该排

名前八位依次是中国大陆"$%g$*印度尼西亚

"$!g$*埃及 " ++g$*中国香港 " ++g$*印度

"+%g$*新加坡"+"g$*马来西亚"+!g$和中国台

湾"2*g$) 在日本#影子教育提供方称作'塾(#有

一半以上中小学生都参加'塾(#且该比例随学生

升级而稳步上升+3,

) 公立学校学生的'辅助学习

费用(#在小学四年级以下每年支出不到 !# 万元#

而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初三的费用分别为

!!)$*!")$*!3)+*!+)$*%1)$万日元#中学平均费用为

"%)$万日元-私立学校小学一年级就超过 !# 万日

元#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平均费用均在 "# 万日元

以上+*,

) 韩国私人教育支出中#小学*初中和高中

生达 !+)1万亿韩元#比 "#!1 年增长 %)!g#私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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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参与率为 2#l*g#较 "#!2 年上涨 ")2g#每个学

生每周参与影子教育 1)!小时#较 "#!1年增长 #)!

小时#每位参与学生平均月私人教育支出增加

!l+g#达 %+)3 万韩元+1,

) "#!1 年#中国大陆每年

参与学科辅导的人数为 *##万R1## 万人#长期参

与培训的考生为 !##万R"## 万人+2,

) 民办培训机

构学校有 !)$万所#学员 +31万人++,

)

近年补习热潮也正向欧盟蔓延+$,

) 影子教

育在全球范围内日渐壮大+!#,

) "#!1 年#英国教

育慈善机构萨顿信托"E9::'/ GA9<:$基金会发布的

%影子学校!英国的私人学费与社会流动性&报告

指出#近年英国家教辅导现象普遍#辅导机构蓬勃

发展) "##2年法国家庭课外补习支出高达 "" 亿

欧元#希腊和塞浦路斯两国补习支出更占到政府

对中小学教育开支的 "#)!g和 !2g

+!!,

) 在西班

牙#6?JJ?A&'估计#1R!+ 岁学生中#有 "#g接受过

影子教育+3,

) B@J':调查法国影子教育时发现#

有 "*g初中生和 %%g的高中生接受过辅导)

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兴国家还是落

后的发展中国家都随处可见形式各异的影子教

育+!",

) 通过调查巴西里约热内卢公立学校发现#

*#g以上学生接受影子教育#并将其视为减小复

读概率的可靠途径-埃及五年级学生有 *3g接受

过补习#八年级学生 23g接受过补习-印度 2#g

以上城市学生接受影子教育-毛里求斯初二学生

*1g接受辅导-马来西亚城市学校的学生有 *$g

接受补习#而农村学校有 "+g接受补习+!%,

)

"5影子教育对文化资本理论的诠释

文化资本理论是解释当前教育现象的重要理

论工具之一#布迪厄通过建构文化资本的概念#阐

述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学业成就取得的影

响#文化资本使家庭的外在财富得以转换为内在

'习性(#相比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个人的影

响更持久*有效#因此#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被视

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布迪厄将文化资

本分为 %种!"!$身体化文化资本"dHQ'&(@& .9JI

:9A?J.?O(:?J$#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性情"&(<O'I

<(:('/<$倾向#表现为知识*拥有技能及对文化产

品鉴赏*表达能力等-""$客体化文化资本"eQ-@.I

:(L(@& .9J:9A?J.?O(:?J$#指物质载体文化资本#主要

体现在器物上#诸如书籍*工具*图画等-"%$制度

化文化资本"W/<:(:9:('/?J(̂@& .9J:9A?J.?O(:?J$#主

要是特定制度安排#诸如为社会公认*具有市场价

值的教育文凭和资格证书等) 三者中身体化文化

资本最为重要#是其他两种的前提和基础#虽然身

体化文化资本无法通过馈赠*交换等方式传承#但

能通过学校教育进行累积)

影子教育能提升子女文化资本#表现在几方

面!首先#有助于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取得#作为主

流教育的补充#影子教育以提升学生学业成绩为

主#这一目标实现过程中能帮助学生巩固文化知

识*提升技能和改进修养#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

表达能力#进行身体化文化资本积累-其次#有助

于客体化文化资本的取得#影子教育利用时下最

新*最前沿的教学设备和教育理念*方式#让学生

获取更多教育资源#以提升学生文化资本-最后#

有助于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取得#影子教育通过组

织竞赛*联赛等考试为学生颁发等级证明本身就

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辅导机构中获取的

身体化文化资本和客体化文化资本都有利于在学

校中学业成就的取得#故有助于学校文凭的获得)

索斯盖特3达比利"E'9:;D?:@C?AQN$用cWE7

数据对全球 %1 个国家及地区影子教育与经济社

会地位 " E'.('@.'/'H(.E:?:9<# EdE$间关系做分

析#结果发现#有 "! 个国家的 EdE 与影子教育存

有正相关关系"*+g样本国家中存有通过影子教

育实现阶层复制现象$#并伴随每一单位 EdE 增

加#影子教育参与概率也随之增加) 薛海平认为#

影子教育活动扩大了城乡和阶层间的学生获得教

育资源和教育结果的差距#因此成为城乡和阶层

差距在代际间维持和传递的一个重要通道+!3,

)

就社会分层效应而言#体现在影子教育可以通过

经济资本运作及文化融合与排斥来实现社会分

层+$,

) 薛海平和雷万鹏等人发现#我国中小学生

影子教育补习的参加和家庭经济相关#收入与参

与影子教育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 而此种正相

关关系#正说明了影子教育的社会复制功能) 肯

尼亚+!1,

*日本+!,

*越南+!2,关于影子教育的研究表

示#影子教育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业成就以及接受

大学教育的机会) 家庭资本藉由影子教育实现资

本代际继承的能力将被大大强化#教育也被视为

是实现阶层流动和阶层代际传递的通道+!+,

) 影

子教育的出现更加剧这一现象#影子教育的发展

不仅使教育获得不公平#还使影子教育参与者的

社会流动条件优于未参与者#成为维护*加剧社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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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重要机制) 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差异#

不同家庭子女在综合能力提升*学业机会取得*学

业成就获取等方面存有差异#进而通过学校的筛

选机制实现阶层复制) 理论上影子教育是贫富差

距代际维持和传递的重要通道#成为代际再制的

维持和推动力)

已有研究表明#具有较多资本的优势阶层子

女有更大机会进入城市和较高质量的学校#拥有

较多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在获取入学机会竞争中

已处于优势地位#但为维持和扩大此种优势#其又

寻求投资于主流教育外的影子教育#以开辟家庭

资本影响教育获得的另一条通道#影子教育将帮

助优势阶层子女提高考试成绩#有助于维持和扩

大其在获取入学机会中的优势) 李佳丽认为#受

限于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弱势学生群体参加影子

教育机会较少+!$,

) 在影子教育能否获取上#经济

资本是决定因素#在布迪厄看来#经济资本同样是

文化资本转换的前提条件) 索斯盖特3达比利认

为#影子教育扩大了社会不平等#其具有的社会复

制特性#可以区隔和排斥没有接受影子教育的学

生与家长+"#,

)

%5影子教育对文化资本理论的冲击

文化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经济背景出身不同#

家庭成长环境不同#导致不同阶层儿童自出生起

获取的先赋性条件存有差异#社会中上层家庭子

女因接触文化资本较多#在家庭场域中形成的习

惯和习性与学校所传授的课程知识体系相契合#

藉由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间紧密联结#学校因此

更加青睐文化资本较高家庭的子女#社会中上层

父母熟识学术性知识及高学历文凭的价值#学校

传递的学术性知识具有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特性#

故产生了社会阶层的筛选机制) 姜添辉认为#大

部分中上阶层可以构建出正面的充满文化刺激

的*教育性与规训化的学习空间) 子女学业成绩

的取得取决于其习性或者内在逻辑体系是否契合

学校学术性知识的组织结构和特性#只有实现两

者契合才能取得优异的学业成就#即学习成效取

得的关键因素在于契合学校学术性知识的组织结

构和特性) 由此看来#社会中上阶层子女更易取

得学业成就和高学历文凭#教育体系与职业体系

间产生的高度联结#会使高学历与高社会地位的

职业相联#取得高学历亦意味着取得高社会地位

职业的叩门砖) 虽然文化资本理论彰显了布迪厄

在社会再生产中的敏锐观察力#但随着影子教育

的全球化发展#文化资本理论也因受到冲击而显

示出文化和时代的局限性)

伴随着影子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对布迪

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产生一定冲击#使文化资本理论

对教育的诠释力有所削弱) 索斯盖特3达比利在

调查中也发现#影子教育和 EdE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诸如瑞典#EdE 每增加 !g#影子教育的参与率

就相应下降 +)+g#也存在样本国 EdE 对影子教育

的参与没有统计意义的情况) 在文化资本应用到

教育场域并成为分析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学生学

业成就取得和阶层变动的主流范式以来#教育社会

学对于文化资本的研究一般模式为#经由测量学生

参加高雅文化活动"诸如音乐会*博物馆*晚会$的

次数频率来衡量其身体化的文化资本#由学生家中

书籍数量*玩具种类数量*图画等艺术品衡量其客

体化文化资本#通过学生的课业表现#即学习成绩#

验证文化资本和学业成就之间的相关关系) 然而#

此种相关关系正由显著正相关变得越来越模糊#在

影子教育尤为发达的国家#甚至存有文化资本与学

业成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

在对韩国的一项调查中表明#家庭的社会经

济背景对父母的客体化文化资本有显著影响#对

后代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也有显著影响#虽然父母

的客体化文化资本对于学生学业成就的取得有显

著积极效能#但是子女身体化文化资本对学业成

就的取得却产生反作用+"",

) 虽然子女家庭背景

等赋予的先赋性因素的确在学业成就取得中存在

优势#但自致性因素在后期子女学业成就取得中

显得尤为重要) 以韩国为例#在国家教育领域激

烈的角逐中#文化资本丰富意味着接触更开放的

社交网络#学生身体化文化资本的丰富则意味着

其在家庭教育中耳濡目染父母文化资本外#还能

参加诸如晚会等高雅活动#这势必会占用学生复

习和上课时间#相比于一直参与影子教育的考生

而言#在学业成绩获取上显然不占优势) 另外#文

化资本丰厚家庭的子女可能出现两个极端!一是

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雄厚#在学习过程中可

摆脱经济压力进行学习#其在家庭中接触的文化

资本也能助其在学业成就上取得不俗表现-二是

因为中上层家庭子女生活条件优渥#丧失奋斗动

力#甚至缺少艰苦奋斗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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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安于现状#学业成就也可能表现较差#此种

情况同样可以解释'富二代(学习成绩较差的现

象) 在其他研究中#也同样存有身体化文化资本

对学业成就的负相关关系+"%,

) 这也构成了影子

教育对文化资本理论的冲击)

在影子教育的其他研究中#在布迪厄的祖国#

有关阶层优势传递的一项研究表明#拥有较高社会

地位和经济资本的父亲#并未完全为子女将经济资

本转化为文化资本+"3,

) 美国一项用 cWE7"### 分

析的数据表明#学生身体化文化资本对于学业成就

有积极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并且文化资本变量对

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之间的统计学关系相较于亚

洲国家更弱) 美国许多本土研究表明#学生的身体

化文化资本对于学业成就的取得影响十分有限)

而美式教育非中心化和非标准化的特征#趋向于提

升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儿童学业成就的直接影响)

此类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并未利用文化资

本间接对学生学业成就产生影响#而是直接对学生

的成绩产生影响) 影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更为这

种直接手段提供了重要渠道)

35结语

伴随影子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其在现实

情境中对文化资本理论的阐释产生矛盾)

一方面#影子教育更好印证和诠释了文化资

本理论) 影子教育能通过提升学生身体化文化资

本*客体化文化资本帮助学生与学校所传授的教

育内容产生契合#提升学生学业成就#影子教育本

身就能帮学生取得社会认可的学业资格证明#在

影子教育中学到的课程知识*形成的逻辑思维能

力在学校教育中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其取

得学业文凭#从而形成一定程度上的阶层复制)

另一方面#影子教育也对文化资本理论产生

冲击) 影子教育利用主流教育外的时间#帮助学

生积累文化资本#市场化运作的影子教育机构主

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对文化资本缺失的家庭

学生起到弥补作用#'时间(概念对于文化资本的

获取具有重要意义#中上阶层家庭社会经济背景

及文化资本拥有量并非是子女取得学业成就的唯

一保障#其关键在于家长对子女的关注时间#在影

子教育场域中#辅导老师代替家长对学生进行关

注#能帮文化资本较弱的学生在学校学习中取得

较高的学业成就) 学生文化资本的提升与当下

'科学知识型('知识就是力量(的教育导向#认定

知识的普遍*绝对*无条件性产生冲突#文化资本

并不等同于'科学知识型(的'知识(#因此#有学

生文化资本较高而学业成绩表现并不优异) 此

外#因为中上层家庭子女生活条件优渥#丧失奋斗

动力#甚至缺少艰苦奋斗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信

心#使他们安于现状#学业成就也可能表现较差等

多种情况的出现都对文化资本理论产生冲击)

但在影子教育对文化资本理论的诠释和冲击

中#文化资本理论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内对学生学

业成绩解释力变弱#并不意味社会再生产不平等

的情况发生转变#而恰巧意味着社会领域内不平

等的社会再生产机制正发生变化) 家庭社会经济

背景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已逐渐削弱文化资

本的间接性手段#而直接加强了影子教育对学生

学业成绩产生的影响) 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业成绩

表现解释力降低#也并不意味文化资本在社会再

生产机制中不再起作用#与之相反的是#文凭取得

后进入何种工作岗位等多种向上流动的渠道#文

化资本还发挥作用#在维系精英*大众之间#不同

阶层之间的隔离方面还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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