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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一共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以2020年天津商业大学贫困生的比例为引，阐明此次研究的现实意义

和社会背景，并联系目前已有的研究理论，以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和心理资本理论为基础展开研究；第二

部分表明小组的研究思路，从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设计问题，探究其如何影响英语学习；第三部分指出

小组选取的研究对象和采取的研究方法；第四部分重点阐明此次的研究结果。第五部分根据小组研究结

果，指出对于贫困生而言，仅有经济资助远远不够，现有经济资助体系较为完善，应该更注重心理资本

的培育，并给出小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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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takes the proportion of poverty-stricken stu-
dents in Tianjin Commercial University in 2020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practical sign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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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his study, and combin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ories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nd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second part shows the research ideas of the group, designs problems 
from the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levels, and explores how they affect English learning The 
third part points out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esearch methods selected by the group; the fourth 
part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group study, the fifth part 
points out that for the poor students, only financial assistance is far from enough, the existing fi-
nancial assistance system is relatively perfec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gives the group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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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

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本科教育的重要可见一斑。2020 年，以天津商业大学为例，贫困大学

生比例已达到 28.41%，从数量上看，贫困生已成为本科教育体系中不容忽视的群体[1]。 
无论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就业、升学还是出国，英语都是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英语水平的高

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收入的高低。但英语作为一门应用性语言，相较于其他科目，它需要投入的学

习成本更高，例如学习资料和补习班的费用，家庭贫困的学生因费用问题很难进行专项练习。 
根据“贫困代际传递传递”理论，即贫困和导致贫困的因素在同一家庭上下两代人间流动[2]，由此

可得，子代的英语成绩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来自家庭“贫困文化”的影响。社会学家刘易

斯·科塞认为，长期贫困导致整个家庭都持有一套特有的行为习惯与文化体系，父代根据这一体系度过

一生，并将其传递给子代。这就反映在贫困家庭对英语的重视程度上，相较非贫困生，贫困生父代文化

水平较低，对英语的重要性了解不足，影响其子代学习英语更消极[3]。家庭的教育选择会使得代际内的

差距加大。二是来自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它影响父代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入以及子代自身学习时间的

投入。在实践中，富裕家庭对子代投入金钱一般较多，对子代的学习精力投入也较高，这种家庭的子代

可以根据兴趣参加各种夏令营和补习班，拓展视野。贫困家庭父代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可能需要为生计奔

波，甚至远离子代外出务工，对子代的学习投入精力较少[4]，而子代有可能辍学务工，缓解家庭压力。 
美国学者 Luthans 提出：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积极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个体

评估自己能成功应对特定场景，达到预期目标(自我效能感/自信)；从逆境、冲突、压力中迅速恢复(韧性)；
相信美好事物存在，并且通过个人努力能得到它(希望)；对当下成功做出积极归因(乐观)。而且，有研究

表明，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学业成就有密切的关系，相关系数为 0.378。但贫困生等处境不利学生在积极品

质发展水平低于一般学生[5]，这导致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方面较弱[6]，进而可能会对学业成就造成影响。

英语在我国教学体系中以应试教育为主，对口语与听力的重视程度较低，这造成很多大学生困于发音、

流畅度，怕被别人取笑而不敢开口表达。拥有积极心理资本的大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切实提高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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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而贫困生等心理资本较弱的大学生有可能不改善自己的英语能力。 
子代掌握英语能力的高低影响其未来的收入水平[7]，也决定一个家庭是否继续陷入贫困循环。为打

破因“学业贫困”、“能力贫困”带来的贫困循环[8]，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我们选择研究“家庭贫困

对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家庭贫困在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是否影响到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以何种途

径影响，在贫困生群体里，不同性别的学生，其家庭贫困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程度是否相同，这些问题值

得我们深入研究。 
另外，社会各界也关注这类群体，并给与帮助：学校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政府设立国家励志奖学

金、助学金等。只有调查清楚影响贫困生学业的具体因素，相关部门才能了解到这些机会是否帮助到贫

困生，能更加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进而提升贫困学生帮扶的精准度，切实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和水平。 

2. 研究思路 

小组从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两个层面研究贫困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经济层面探究从家庭获取资金较

少、消费观与其他学生不一致、家庭教育观念的不一带来的影响；心理层面主要探究贫困生自信、乐观

等心理资本的培育程度。针对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小组采取调查问卷的形式，以下是设计思路。 

2.1. 选取调查对象 

为使研究结果更具有广泛代表性，特选取了天津多所高校的 50 名贫困生作为调查对象，并随机抽取

50 名非贫困生作为对照组。并且通过设置性别选项，探究家庭贫困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程度是否相同。 
家庭贫困生的纳入标准：a 学费无着落、b 生活费无保障、c 申请或已获得困难补助、d 申请过勤工

俭学岗位。 

2.2. 问卷设计思路 

1) 贫困对英语学习是否产生影响：通过分别统计 50 名贫困生英语四级各档的人数和非贫困生各档

的人数，初步判断贫困对英语成绩是否产生影响。随后，通过“您是否通过面授课提升英语成绩？”和

“您不想上面授课的原因”两道题目，侧面反映贫困对英语成绩是否有影响。最后，通过“您觉得经济

条件对于您学业的影响度有多高”直接判断贫困对英语成绩是否有影响，排除无效问卷。 
2) 贫困对学业的影响途径：从经济层面，通过“您在英语资料和培训上花费的金额？”初步判断经

济层面对英语学习造成的影响。然后，一方面利用“您是否通过打工赚取英语培训费用？”以及“您英语

培训费用里需要靠自己打工赚取的比例是多少”反映贫困生需要“为获取充足资金”进行英语学习的比

例，进一步反映家庭经济资本对英语学习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利用“父母对您英语学习的支持程度，

以及愿意支持的金额”反映家庭“贫困文化”对代际的影响。从心理层面，因为英语是语言，大学生不

仅需要掌握阅读、写作能力，更应该掌握交流沟通能力，因此，通过“您是否愿意跟人交流”判断大学

生的文化资本。并且，通过“您觉得您的毕业去向与英语的关联度”，判断贫困生是否会对英语产生规

避心理，有可能因为心理资本较弱而不愿改善英语能力。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小组向天津地区高校(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学院等)的大学生总计

发放 218 份问卷，其中，贫困生 107 份，非贫困生 111 份。小组从贫困生群按男女比例 1:1 随机抽取 50
份有效问卷，组成贫困生组。又随机抽取 50 份非贫困生问卷，作为家庭贫困生的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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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查工具 

英语四级考试作为本科阶段受试人数最多的大型英语考试，四级成绩可较为直观地反映大学生英语

学习情况，因此，小组选定英语四级成绩作为英语学习的一个衡量标准。并划分了四档分数线，分别是

425 分以下(未通过)、425 分到 460 分(一般)、460 分到 500 分(良好)、500 分以上(优秀)。 

3.3. 具体研究方法 

1) 文献调查法 
搜集并摘取与本项目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阅读与分析，系统梳理出相关文献。 
2) 问卷调查法 
结合研究思路，本着普适性、保密性原则，从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入手，将经济层面的影响分为从

家庭获取资金较少、消费观与其他学生不一致、家庭教育观念不一这三个方面；而在心理层面，则探究

贫困生自信、乐观等心理资本的培养，针对这两个层面设计问题，最终形成调查问卷随机发放给在校大

学生。随后，通过后台获取每位参与者的数据，分别从两组中选取 50 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 
3) 比较分析法 
① 小组随机抽取 25 名女性贫困生和 25 名男性贫困生，比较分析男女四级成绩、消费观、金钱观的

差异，研究性别不同的学生，家庭贫困对英语成绩的影响是否相同。 
② 通过对贫困生组与非贫困生组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影响英语成绩的具体因素。 

4. 研究结果 

4.1. 家庭贫困对英语成绩分析 

1) 家庭贫困对英语学习产生一定影响，对男生的影响程度高于女生。 
① 家庭贫困对英语学习的影响较为明显。总体来看，贫困生组与非贫困生组英语四级通过率都很高，

但英语四级得分 460 分以上的占比贫困生群体明显低于非贫困生群体(38.46% < 58.76%)；贫困生群体分

数段主要集中在 425~460 分，而非贫困生群体主要集中在 500 分以上，见图 1。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CET-4 scores between poor group and non poor group 
图 1. 贫困组与非贫困组英语四级成绩分布图 

 
② 家庭贫困对男生英语四级成绩的影响比女生大。总体看，样本中女生群体四级成绩无论从高分率

还是总体通过率都明显大于男生群体，460 分以上(女 54.04% > 男 40.91%)通过率(女 77.78% > 男
60.61%)，见图 2；样本中女生群体比男生群体取得了更优异的四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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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CET-4 scores of boys and girls in poverty group 
图 2. 贫困组中男女生英语四级成绩分布图 

 
③ 贫困生群体表示曾通过面授提高英语的比例显著低于非贫困生群体，性别差异上男生群体表示曾

通过面授提高英语的比例微低于女生群体。对比发现，总体看，贫困生群体和非贫困生群体因其他、时

间成本、自学更有用原因不想上面授课的占比类似；但因面授课费用原因拒绝的占比仍存在较大的差异，

贫困生群体表示因费用过高而不想上面授课的占比显著大于非贫困生群体(39.42% > 17.5%)，见图 3。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reasons not participating in English face-to-face teaching 
图 3. 贫困组与非贫困组不参与英语面授课原因分布图 

 
2) 家庭经济资本影响大学生英语学习，英语培训和资料往往意味着支付更多一笔的费用，而男生在

家庭活动中需要承担的更多。 
① 家庭贫困会促使大学生选择打工来获得额外资金去参与英语培训，且影响较大。贫困生群体表示

会因经济原因选择打工的比例明显高于总体水平(46.15% < 35.61%)。非贫困生群体表示会因经济原因选

择打工的比例明显低于总体平均水平(28.75% < 35.61%)，见图 4。 
② 贫困生群体比非贫困生群体更加认同经济对英语学习的负影响；对于“经济对英语学习的影响程

度”话题态度，无明显性别差异。对比发现，总体看，贫困生群体和非贫困生群体占比结构相似；但表

示“无影响”和“80%~100%”的占比存在一定的差异，贫困生群体表示“无影响”的占比仅 6.73% 
(<14.38%)，贫困生群体表示“80%~100%”的占比大于非贫困生群体(21.15% > 14.38%)，可见，贫困生

群体较非贫困生群体相比，更加认可经济对英语学习的影响，且极少的人表示“无影响”(仅 6.73%)，超

1/5 的贫困生表示影响达“80%~100%”，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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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poor group and non poor group working for English train-
ing  
图 4. 贫困组与非贫困组打工参加英语培训分布图 

 

 
Figure 5. The cognitive distribu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economy on English learn-
ing  
图 5. 贫困组与非贫困组对经济对英语学习的影响认知分布图 

 
3) 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方面较弱，这使得他们形成了一定的就业规避英语相关性倾向。性别差异上

女生群体表达出将来工作有更大的英语关联度。总体来看，贫困生群体和非贫困生群体对自己工作英语

关联度的态度大体相似，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体现出非贫困生群体表达出自己将来工作拥有更大的英

语关联度，贫困生群体表示无关联的比例较非贫困生群体较高(12.5% > 5.63%)，见图 6。 
 

 
Figure 6. The distribution of relevance for future work and English 
图 6. 贫困生组与非贫困生组希望未来工作与英语关联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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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四级成绩的分析，出现该结果，我们小组给出一些可参考的原因：① 家庭教育环境的原因，

学习英语的意识贫困生群体较非贫困生群体得到更好的培养；② 总体上，贫困生当前英语成绩较非贫困

生更低，因为心理资本较弱，所以导致他们对自己的将来的择业对英语相关行业产生了一定的规避反应。 

4.2. 数据综合分析 

在两组学生问卷调查和访谈式调查的基础上，把先前得来的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两者在某些

方面上的差异性，研究结果如下。 
1) 家庭贫困对英语学习有一定影响，并且对男生的影响大于女生。首先，尽管总体上贫困生与非贫

困生四级通过率都很高，但大部分贫困生英语四级成绩主要集中在 425~460 分，而非贫困生成绩 500 分

以上占比最大。其次，贫困生群体里，女性成绩表现更好，女性成绩 500 分以上占比最大。最后，大部

分贫困生愿意提高英语成绩，但因为面授课价格昂贵选择放弃。 
2) 家庭贫困从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影响大学生。从家庭经济资本方面，面对经济压力，相较非贫困

生，更多的贫困生选择打工获取英语培训的资金。并且更加认可经济对英语学习的负影响。从家庭“贫

困文化”方面，相较非贫困生，贫困生的父代对于英语的重要性认知不够，从而影响贫困生对英语学习

的积极性。从心理资本层面，相较非贫困生，贫困生更不愿意跟人交流，在优良心理资本培育方面呈现

不足，因此，相较于非贫困生，贫困生就业更加规避英语相关性。 
综上所述，家庭贫困从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对英语学习有影响，应针对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对贫困

生进行帮扶。 

5. 研究建议 

针对经济层面，为了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国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资助体系。对于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而言，只要其符合相关资助政策并采取积极措施，获得国家政策资助是比较容易的。目前，我

国高等院校已经建立了以奖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基金、特别困难学生补助和学费减免(简称“奖、贷、

助、补、减”)以及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的多元化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人们对贫困

大学生的关注逐渐增加，针对经济特困、品学兼优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和高考录取新生，社会各界给予

他们经济资助。 
但是与较为完善的经济资助体系相比，目前还缺乏较为完善的贫困生心理资本培育体系。对于二十

岁左右的大学生而言，他们遇到的更多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如何从单纯的物质、经济帮助转向更高层次

的心理资本培育就成为当下的重中之重。 
首先应树立“以生为本”的思想，高校将思想教育和贫困学生救助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建立有针

对性地思想教育体系。在资助过程中，帮助贫困大学生建立自信心。同时倡导高校建立信息交流平台，

搭建师生交流沟通的桥梁，随后教师尽可能在课堂上主动与学生进行学习交流，并结合表现综合后再进

行心理资本培育工作。 
其次要构建充满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环境。在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自主体系的建设的基础上，

融入人文教育内容，全面提升贫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以资助活动作为契机，以提高大学生思想素质为

核心，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一系列资助教育活动中，培养大学生建立更加健全和健康的心理[9]。
同学和老师应该在校园文化上给予更多的包容和接纳，平时加强沟通和接触，努力使他们以更阳光、更

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今后的学习与生活，增强贫困大学生的信心。 
最后要建立贫困学生自育体系。以正确而积极地心态看待贫困。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许多贫困

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贫困，把自己不能穿好吃好而导致的自卑与压抑归咎于父母，艳羡他人的起点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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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终点，从而自暴自弃，境况愈下，更怨怼父母，于是造成恶性循环。所以，高校要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培养自强不息的意志，把目前的贫困转化为进步和提高的动力，把经济上的困难作为自己

奋斗和前进的目标，不断改变自我，超越自我，从而真正的实现脱贫。 
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帮助贫困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要帮助他们拥有完整、多彩的大学生

活。希望贫困生不因贫困失去未来，国家不因个人贫困而失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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