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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综合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及职业等因素的一种评价指标。研究发现高或低社会

经济地位的家庭都会对儿童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个体发展产生影响，

导致他们面临学业成绩、认知等方面的发展风险。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儿童存在较高的焦虑和

抑郁水平，也面临着社会适应不良的发展风险。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问题行为，及时规避问

题行为的发展，促进个体认知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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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an evaluation index that integrates factors such as family income, 
parental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families with high or low socioeco-
nomic status can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Low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may have an impact 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causing them to face developmental risks in term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cognition, and more. Children from families with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have higher level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are also at risk of developing social ma-
ladjustment.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behaviors caused by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void 
the development of problem behaviors in time, and promote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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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纵观个体发展的全过程，家庭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通

过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而发展，而家庭是与个体发展最为密切的环境系统[1]。成长过程中父母的一言一

行都会对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儿童会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学习逐渐学会父母的行为、情绪等行为

方式，结合自身发展形成个体固有的人际交往模式。而儿童所习得的父母的言行是在其教育背景、经济

水平、职业中发展起来的，通常将三者统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 SES)，其对儿童各方面发展会产生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三因素可以给家庭成员提供智力资源、教育资源、人脉等，在个体成长过程

中提供一定的硬件支持。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更容易面临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

产生认知发展上的问题与障碍，如语言、记忆、执行功能、注意等，以及自卑、抑郁等消极的社会情感，

进而产生打架、回避交往、易怒等外化行为，无法做好充足的入学准备，更可能遭遇学业失败、初高中

辍学等发展难题。同时，这些影响所造成的差距将会长期存在，直至影响到成年期的生活质量，因此只

有在童年早期(甚至是胎儿期)就施以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消减这种差距，保障处境不

利儿童的学业成功与健康成长。本文将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认知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 

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认知发展的影响 

2.1. 智力发展 

大量研究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在认知领域的表现有不同的发展。一项双胞胎研

究显示儿童智力的遗传成分(智商或一般认知能力)受到父母 SES 的显著调节，其中智力的遗传率随着 SES
的增加而增加，智商的遗传力从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 5%增加到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 50% [2]。智力

很大一部分源自于父母的遗传，高 SES 的家庭父母教育程度比低 SES 家庭父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

代的智力水平。但智力发展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发展进行加持，父母在儿童智力发展的早期可以通过各种

亲子活动、新事物的接触来增加儿童各种能力的发展。 

2.2. 语言发展 

大脑脑区中左颞中回与学习者的语音加工过程有着密切关联，左额下回则对语音和语义加工的发展

有重要影响。Noble 等人(2006)为了进一步了解语言发展的差异，对低中高家庭 SES 儿童语言发展的相关

脑区进行研究，发现左额下回和左颞中回的体积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但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

儿童来说，两个大脑区域的体积呈现增加的状态；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则保持相对不变；而低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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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地位的儿童则处于日趋减少的态势，因此认为这两个脑区体积的变化是导致三个群体之间在语言处理

能力上的差距的原因之一[3]。一项研究调查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 5 岁儿童在语音意识(押韵)任务中的

神经激活之间的联系，发现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押韵过程中额叶下激活的左侧化相关[4]。根据家庭压

力模型理论，低家庭 SES 经济压力较大，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及父母负面情绪，并伴随父母教养行为缺失

或教养方式消极等现象，容易忽视儿童早期在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在语言发展阶段，最终制约儿童语

言能力发展。相反，高 SES 的家庭经济压力较小，更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儿童语言发展，例如为孩

子创造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提供优质学习资源以及学习机会，其中双语幼儿园、语言课等都是为孩子

掌握语言提供的一种学习资源。高家庭 SES 的父母由于经济和教育方面所占据的优势，他们清楚通过何

种方式促进孩子的全方面发展，因此还会通过增加与孩子互动，优化教养方式，以参与、鼓励、分享等

方式强化情感因素在儿童语言学习中的作用。 

2.3. 记忆发展 

在记忆方面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在工作记忆的表现方面总体上差于高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其中

父母受教育水平的解释力最强，而且这种差距会从幼童时代一直稳定地持续到青少年时期。研究中发现

家庭收入脑区中前额皮层(PFC)激活面积成正相关关系，即家庭收入越低 PFC 激活面积越小，而前额皮

层为工作记忆的主要脑区，PFC 激活面积小主要表现为工作记忆的负荷及记忆的准确性降低[5]。通过磁

共振成像技术(MRI)对大脑体积进行了测量，发现童年时代处于低 SES 的成人海马体的体积方面显著小

于那些高 SES 出身的人，这就更准确地解释了低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儿童在工作记忆方面表现不佳的原因

[6]。记忆力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是一项特别重要的能力，记忆力不仅是先天形成的，通过后天有技巧的不

断训练，记忆力会打破传统的 7 + 2 个组块，高家庭 SES 的孩子有更多的教育资源能够接触到正规的记

忆训练，能够不断扩展自己的记忆广度。同时，大脑各部分脑区发展是遵循用进费退的原则的，合理使

用大脑，特别是在幼儿时期，广泛的接触新刺激，会增加用脑的灵活度，对于认知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2.4. 执行功能及学业成绩 

关于执行功能的研究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在处理那些需要过滤干扰信息、处理反应冲突、调

节自身行为等能力的任务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困难。一项研究发现来自低 SES 的婴儿的在控制注意力方面

的表现普遍较弱[7]。D’angiulli 等人(2012)研究发现与高 SES 的儿童相比，低 SES 的儿童使用额外的补偿

资源来监测/控制对干扰物的反应抑制[8]。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由

于注意控制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的干扰[9]。高 SES 家庭的儿童在工作记忆任务上所表现出来的

抑制能力较强[10]。一项相关研究发现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预测儿童潜在执行功能的表现[11]。以上

研究均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执行功能所产生的影响，高家庭 SES 的父母对于育儿的知识更加丰富，

能够以科学的养育方式教养孩子，注意力从一岁以后开始逐步发展，在孩子专注于某一物体或发呆时，

这就是孩子在慢慢发展自己的注意力，这时随意打断就有可能对注意力的发展产生影响。这对于父母的

知识广度是有要求的，因此父母在养育过程中应及时补充知识，扩展知识广度，以便更好地培育孩子。 
执行功能在儿童的学业成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执行功能相当于控制中心，能帮助他们保持注意

力、通力合作和保持专注。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儿童，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业成绩往往低于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孩子[12]，高家庭 SES 对中学生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其认知特性的提

升来实现的，而同时适应能力的增强对学业成绩的上升有抑制作用，家庭 SES 可以通过整体心理素质影

响学业成绩[13]。基于家庭投资理论和家庭压力模型的观点来看，在较好的家庭 SES 环境中成长的中学

生，他们的父母会在其成长过程中提供更多的物质资源和更为密切的亲子互动，这会促进其整体心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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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良好发展，进而提升其学业成绩，反之亦然。但也有研究发现一些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儿童

仍然可以保持高水平的学业期望和动机，其中儿童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作为一个保护性因素，缓冲

了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他们的学术发展的负面影响[14]。 
家庭 SES 中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对孩子的学业有较大的影响。Wamala (2013)等人调查了六年级

小学生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水平及学生学习成绩，结果发现预测孩子是否会在所有学科取得更好成绩所需

的父亲教育水平是小学教育[15]。然而，母亲需要中学和中学以上的教育，才能使孩子分别在阅读和计算

方面获得更好的成绩，这可能与主要抚养者的关系较为密切。Khan 等人(2015)对 200 名高中生进行了口

头访谈、观察和问卷调查的方法，试图找出父母教育状况对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文化

程度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6]。数学能力通常被认为是进入大多数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STEM)职业的关键科目，Bowden 等人(2017)考察了父母职业与三、五、八年级学生数学成绩差

异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父母一方或双方都在 STEM 领域工作的儿童，其标准化数学考试成绩将显著高

于父母没有在 STEM 领域工作的儿童。在 STEM 工作的父母，孩子的数学成绩优势的代代相传，但是这

种优势并没有消除性别差异，男性成绩还是优于女生的成绩[17]。父母不同水平的受教育程度和不同职业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孩子在家学习的氛围，高家庭 SES 家庭的学习气氛可能会相对浓厚，父母会有意

营造学习的氛围，鼓励孩子学习，培养孩子学习习惯的养成，这都是有助于学业成绩的。 

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问题行为产生的影响 

儿童问题行为对其心理健康及社会发展都有重大阻碍，童年时期的问题行为能预测青少年期的众多

消极后果，如违抗社会、打架斗殴、物质滥用和过早性行为等行为问题。对 7~12 年级的学生的研究发现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显著负向预测问题行为[18]。高家庭 SES 青少年能够更充分的获得和利用各种资源，

倾向于相信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对待，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同时他们会认为得到很多自身认为应该得到

的，尤其在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发展的重要时期，这很容易是青少年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不利于之

后各方面的发展。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大程度面临缺少父母的陪伴，很容易产生

不安全感，导致成年期很难发展亲密感。低家庭 SES 能够获得和利用的各类资源相对较少，会更倾向于

产生自身未受到公正对待的认知，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从而产生或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低社会经

济地位的父母，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相比，更有可能使用更严厉更权威的育儿风格，例如体罚和

语言暴力等[19]。 

4. 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产生的影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不能单独决定个体发展，低家庭 SES 的孩子并不是在各方面的能力低于高家庭

SES 的孩子，在个体成长和各能力发展的过程中，虽说物质资源很重要，但也只是作为影响的一个因素

存在，低家庭 SES 的父母可以通过改变其他软环境上的条件给孩子更多发展的可能，例如，家庭氛围也

会影响孩子各方面发展的因素，相对于严苛的家庭氛围，气氛融洽的家庭氛围会使孩子感受到来自家庭

的支持；教养方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民主型的教养方式使个体在充满爱和包容的家庭环境成长，父

母正确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正确的教养方式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家庭

SES 所带来的影响；给予儿童适当的期望，拒绝过度攀比，营造健康发展的环境。同时，国家在免费早

餐和关注贫困山区的儿童等项目的推进，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差距，要继续关注低家庭 SES 的孩子，

丰富他们在物质条件上的缺乏，同时也给他们带去关爱和支持。学校中老师要特别关注低家庭 SES 的学

生，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进行干预，尽可能减小家庭 SES 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对于高家庭 SES 的学

生也应该重视，分析他们可能存在的心理行为问题，从而避免问题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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