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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d data of CEPS (2015) to analyze social stratum condition of parental involve-
ment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 By using the ordinal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
per studi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actors on parental involve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class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involvement. The differences results showed the 
parents with high income, high professional level and high education degree have higher propor-
tion in joining homework checking, work guidance, examination supervision and accompanying 
activities than parents with low grade in income, profession and education. Moreover, the parents 
in high grade involved more frequently, had higher expectation i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were 
more confident in children’s future than the parents in low grade.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arents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participating in the child-
ren’s education a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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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CEPS (2015年)的数据分析我国初中生家长参与的阶层状况，并利用ordinal回归模型研究了初

中生家长参与的影响因素，其中通过分析家庭因素对家长参与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家长参与存在着显著

的阶层差异，即家庭经济水平高、职业等级高、教育程度高的家长检查作业、指导功课、对孩子的考试

监督和陪同参观活动等参与行为的比例要比经济收入一般、职业等级低，教育程度低的家长更高，并且

参与频率也更为频繁，对孩子的学业要求和教育期望更高，对孩子未来更有信心。家长们应树立家校合

作理念，积极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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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

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在

当代教育中凸显出了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家长除了要陪伴孩子成长，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之

外，还需要在孩子接受学校教育上，配合老师上出一份力。想要充分发挥好家庭的作用，家长需主动地

去学习一些教育知识，有效地利用家庭资源并发挥其最大的价值，这样才能形成家校合力，把孩子培养

成全面发展的人才。 
那么不同阶层的家庭，有着不同经济社会地位资源的家长们在参与孩子教育的时候究竟有着怎样的

差异表现呢？本文通过实证方式深入地探讨初中生家长参与孩子教育中存在的阶层差异状况，期望在促

进家校合作，促进家长参与的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家长参与的阶层差异对孩子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并为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一些启示。 

2. 文献综述 

不同的社会阶层成员具有不同的教育观念、教养方式、人际网络关系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子女教育

产生深刻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发现，不同家庭环境下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普遍存在着阶层差异。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Lareau A., 2000)通过田野观察法，发现美国的中产家庭与底层家庭相比，

会更加有意识地与子女交流，更多地参与到他们的学校教育当中，并且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品质遗传给孩

子[1]。国内一些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钟瑜婷(2012)基于全国综合调查及上海家庭项目数据，运用 Ologit
模型研究中国家庭子女养育观的阶层差异，研究显示，职业阶层对与子女进行交谈沟通的频次有相当显

著的影响，新中产阶层比工人阶层更有可能跟子女进行沟通，并且重视程度是工人阶层的 1.818 倍[2]。
刘保中等(2015)通过分析 2010 年 CEPS 所收集的 10~15 岁青少年样本，研究父母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影响青少年教育期望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及差异，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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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家庭收入都通过父母参与这条路径间接地作用于子女对自身的教育期望；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

收人和青少年教育期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与父母参与之间、

父母参与和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之间也呈现出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吴重涵等(2017)将家庭、儿童

和学校层面的变量纳入同一模型中，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来探讨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阻碍因素，结果发现

父母的职业性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关系等是影响家长参与的关键因素，并且家长参与具有

阶层差异，其职业与工作的关联程度越高，母亲学历越高，家庭社会关系越丰裕，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

与程度越高[4]。武茜璇(2017)使用 2013 年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初中阶段的数据，运用 OLS 回归模型分

析，发现我国工人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家长参与存在显著差异，即中产阶层家长在参与子女教育时更为积

极，参与形式多为“以家为本”和“以校为本”两种，同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而工人阶层家长参

与子女教育的积极性较低[5]。姚岩(2019)指出“由于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的差异，优势阶层和弱势阶

层的家长参与在程度、感受和结果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阶层分化的特征，即弱势阶层家长主要在家庭场

域内参与孩子教育，在子女作业辅导方面，消极性参与的体验更多，家长参与学校场域内的教育机会很

少，其参与具有表层化和边缘化的特点；而优势阶层家长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上具有较多

优势，通过上述资本的转换可以做到家庭场域与学校场域的教育参与的并重，参与家庭场域的教育时较

少体会到挫败感，参与学校场域的教育时享有较大自主权[6]。 
分析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家长在参与子女教育方面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但这种阶层差异的具体

显现方式还不够全面，其背后的原因也还需深入探讨。本文从家长参与行为和家长期望两个维度来具体

表现了家长参与的阶层差异，并试图探析这种阶层差异背后的原因，以期为家长参与的深入研究提供一

定的启示。 

3. 核心概念界定 

学者界定“家长参与”概念有三种，一是认为家长参与就是家庭参与[7]；二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

认为家长参与是家长为促进孩子学习和发展而在教育领域内投入的一系列努力[8]；三是布鲁姆(Bloom)
把家长参与界定为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的期望及这种期望的传递[9]。本文综合以上定义，把家长参与界

定为：家长为促进孩子学习和发展而在教育领域内投入的一系列家长的行为和期望，其中参与行为包括

父母是否检查作业、父母是否指导功课、父母管理是否严格、父母是否陪同参观博物馆等场所等；家长

期望包括父母对孩子的学业要求、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是否有信心。 

4. 数据与变量 

4.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2014~2015 年，它以初一(7 年级)和初三(9 年级)两个群体为调

查对象，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28 个县级单位，然后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

进行调查，而且还追踪调查七年级升入八年级的学生，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进入样本里，样本规模为

10750 人。 

4.2. 变量定义 

变量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家长参与三大类，其中家长参与由 2 个维度组成：第一，参与行为，

主要包括检查作业、指导功课，作业考试管理监督，陪同孩子参加活动四个项目；第二，家长期望，包

括家长对学业成绩的要求，教育期望和对孩子未来的信心三个项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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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说明 

个人因素 

性别 1 = 男，2 = 女 

是否独生子女 1 = 是，2 = 不是 

学习成绩 1 = 不好，2 = 一般，3 = 好 

家庭因素 

父母亲最高学历 1 = 小学及以下，2 = 初中，3 = 高中，4 = 大专，5 = 本科及以上 

家庭经济收入 1 = 困难，2 = 比较困难，3 = 中等，4 = 比较富裕，5 = 非常富裕 

父母亲最高职业等级 1 = 下层，2 = 中层，3 = 上层 

家庭所在地区 1 = 城区，2 = 城乡结合部，3 = 农村地区 

学校因素 
学校质量 1 = 差，2 = 中，3 = 好 

学校所在区 1 = 城区，2 = 城乡结合部，3 = 农村地区 

家长参与 

参与行为 

检查作业 1 = 没有，2 = 一到两天，3 = 三到四天，4 = 几乎每天 

指导功课 1 = 没有，2 = 一到两天，3 = 三到四天，4 = 几乎每天 

作业、考试管理监督 1 = 不管，2 = 管，但不严，3 = 管的很严 

陪同参加活动 1 = 从不，2 = 每年一次，3 = 每半年一次，4 = 每个月一次，5 = 每周一次，6 = 每
周一次以上 

家长期望 

对学业成绩要求 1 = 班上前五，2 = 中上，3 = 班上平均水平，4 = 没有特别要求 

教育期望 
1 = 现在就不要念了，2 = 初中毕业，3 = 中专、技校，4 = 职业高中， 
5 = 普通高中，6 = 大学专科，7 = 大学本科，8 = 研究生，9 = 博士， 
10 = 无所谓 

检查作业 1 = 没有，2 = 一到两天，3 = 三到四天，4 = 几乎每天 

注：父母最高职业等级的测量借鉴的是李春玲[10]的职业分层研究，她把父母职业分为上、中、下三层，取父母一方中最高职业分层作为最

高职业等级。中上中产阶级包括: 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机关干部公务员、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私营企业

主、经济业务人员；中下中产阶级包括：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技术员、企事业单位职员、基层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个体户/小业主(雇
工 8 人或以下)、军人警察消防人员；底层阶级包括：非技术工人、商业与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下岗家务

人员。在本研究中，将中上中产阶级划分为上层，中下中产阶级划分为中层，底层阶级划分为下层。 

5. 研究结果分析 

5.1. 学生样本分布 

从表 2 可知，女生比例为 52.7%，超过男生，但性别比例基本均衡，独生子女比例为 44%，少于非

独生子女，比例也基本符合全国的总样本分布，本县的比例为 81.8%，占绝大多数，另外，农业户口占

53.4%，说明农村学生较多。 
从表 3 可知，近四分之三的家庭经济水平中等，其中经济水平困难的占比 15.6%，有 11.3%的家庭经

济水平较富裕；从父母从事工作来看，总体来说普通工人、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相对较多，政府机关

领导、科学家等专业技术人员较少；从父母受教育程度来看，父母亲学历为初中的最多，比例在 40%左

右，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较少，不足 10%。 

5.2. 初中生家长参与阶层差异分析 

5.2.1.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家长参与的差异分析 
由表 4 可知，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家长参与行为有显著差异。家庭经济水平越富裕的家庭，家长给

孩子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的频率越高。在家长对孩子的考试管理监督程度上，经济水平相对富裕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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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的管理监督更为严格。家长陪同孩子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也因家庭经济水

平条件产生很大差异。较困难家庭而言，经济水平富裕的家长能更为频繁地陪同孩子去参观这些场所。 
 

Table 2.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student sample 
表 2. 学生样本个人信息情况 

全体 有效样本数 占全部样本比例(%) 

学生性别 
女 5667 52.7 

男 5083 47.3 

是否独生子女 
是 4303 44.0 

否 5468 56.0 

户口登记地 
本县 7960 81.8 

外县 1729 18.2 

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 5103 53.4 

非农户口 2502 26.2 

居民户口 1920 20.1 

没有户口 25 0.3 

 
Table 3. Family information of the student sample 
表 3. 学生样本家庭信息情况 

全体 有效样本数 占全部样本比例(%) 

家庭经济水平 

非常困难 290 2.9 

比较困难 1254 12.7 

中等 7194 73.0 

比较富裕 1047 10.6 

很富裕 72 0.7 

父亲职业等级 

上层 1618 17.1 

中层 3942 41.6 

下层 3925 41.4 

母亲职业等级 

上层 1007 10.6 

中层 2759 29.1 

下层 5719 60.3 

父亲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5468 57.6 

高中 1631 17.2 

大专 816 8.6 

本科及以上 909 9.5 

母亲最高学历 

初中及以下 5911 62.4 

高中 1388 14.6 

大专 670 7.1 

本科及以上 73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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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Analysis on the behavioral differences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 of families 
表 4.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家长参与行为差异分析 

家长参与 家庭经济水平(%) 
卡方检验 

维度 项目 特征 非常困难 比较困难 中等 比较富裕 很富裕 

家长参与

行为 

检查作业 

没有 56.8 57.6 45.7 34.2 33.3 

X2 = 209.988  
P = 0.000 

一到两天 17.4 21.2 21.8 22.2 16.7 

三到四天 10.1 9.6 13.7 13.9 12.5 

几乎每天 15.7 11.6 18.8 29.7 37.5 

指导功课 

没有 65.9 69.6 58.5 42.9 45.8 

X2 = 240.418  
P = 0.000 

一到两天 16.4 18.0 21.2 23.3 12.5 

三到四天 6.3 6.1 10.0 16.4 13.9 

几乎每天 11.5 6.4 10.3 17.4 27.8 

考试管理 
监督 

不管 8.7 4.2 2.9 2.5 1.4 
X2 = 77.687 
P = 0.000 管，但不严 47.6 53.5 49.4 41.7 40.3 

管的很严 43.8 42.4 47.7 55.8 58.3 

陪同参加 
活动 

从不 69.5 63.4 29.6 11.6 19.7 

X2 = 1240.423  
P = 0.000 

每年一次 14.4 19.8 25.1 18.9 12.7 

每半年一次 8.4 11.5 29.4 37.0 29.6 

每个月一次 3.5 3.7 12.1 24.7 18.3 

每周一次 2.1 0.7 2.4 5.0 4.2 

每周一次以上 2.1 0.8 1.4 2.8 15.5 

 
由表 5 可看出，尽管困难家庭和富裕家庭大部分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都是达到班级中上水平，

但家庭经济条件富裕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更高，教育期望也更高，富裕家庭希望孩子读到研究生的

比例比困难家庭高出 13%。从家长对孩子未来的信心来说，家庭经济水平富裕的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更有

信心。 

5.2.2. 不同职业层级的家长参与的差异分析 
表 6 呈现了不同职业层级的家长参与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家长职业层级为上层的家庭，家长给孩子

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的频率更高。职业等级高的家长对孩子的管理监督更为严格。同样的，等级为上层

的家长陪同孩子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比例和频率都比下层等级的家长多得多。 
通过表 7 可以看出，不同职业层级的家长期望有显著差异。三个职业等级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

大都是读到大学本科，但希望孩子能读到研究生的比例，上层职业等级的家长是下层的两倍。职业等级

高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更高，对孩子要求也更为严格。从家长对孩子未来的信心来说，职业等级高

的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更有信心。 

5.2.3. 不同学历的家长参与的差异分析 
由表 8 可以得出，不同学历的家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差异。父母亲学历越高，家长检查、指导孩子

功课的比例越高，频率越频繁。在家长对孩子的考试管理监督程度上，学历高的家长对孩子的管理监督

更为严格。七成以上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家长从来没有陪同孩子去参观这些场所，即便是有的家长可以陪

同孩子参观，陪同的频率也不是很勤。而大多数高学历的家长会陪同孩子去参加这些活动，并且参观频

率较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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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parents’ expectation in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 of families 
表 5.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家长期望的差异分析 

家长参与 家庭经济水平(%) 
卡方检验 

维度 项目 特征 非常困难 比较困难 中等 比较富裕 很富裕 

家长 
期望 

学业要求 

班上前五名 26.8 23.1 23.0 26.0 27.8 

X2 = 45.124  
P = 0.000 

中上 40.4 45.8 49.0 48.9 30.6 

平均水平 19.5 19.1 19.4 16.1 25.0 

没有要求 13.2 12.0 8.7 8.9 16.7 

教育期望 

现在就不念了 3.5 0.2 0.1 0.2 0.0 

X2 = 464.540 
P = 0.000 

初中 7 6.8 4.2 1.6 2.8 

高中 13.9 17.8 12.6 7.5 8.4 

大学专科 17.1 19.8 15.3 10.3 9.9 

大学本科 24.1 32.7 40.4 39.7 28.2 

研究生 27.6 18.3 23.2 36.8 40.9 

无所谓 6.6 4.5 4.1 4.0 9.9 

对孩子 
未来信心 

根本没信心 8.8 2.6 1.1 0.8 2.8 

X2 = 417.541  
P = 0.000 

不太有信心 24.9 26.4 17.5 7.3 7.0 

比较有信心 43.9 50.9 55.9 50.1 29.6 

很有信心 22.5 20.1 25.5 41.8 60.6 

 
Table 6.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involvement behavior at different occupational levels 
表 6. 不同职业层级的家长参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家长参与 家长最高职业等级(%) 
卡方检验 

维度 项目 特征 下层 中层 上层 

家长参与 
行为 

检查作业 

没有 53.4 44 37.3 

X2 = 269.484 
P = 0.000 

一到两天 22.5 21.6 19.7 

三到四天 11.5 14 14.4 

几乎每天 12.7 20.5 28.7 

指导功课 

没有 66.2 58 44.5 

X2 = 290.237  
P = 0.000 

一到两天 18.5 21.5 23.7 

三到四天 7.7 10.3 14.4 

几乎每天 7.6 10.2 17.4 

考试管理监督 

不管 3.9 2.7 2.5 
X2 = 62.636 
P = 0.000 管，但不严 53.0 47.0 45.1 

管的很严 43.1 50.3 52.4 

陪同参加活动 

从不 51.0 25.6 14.6 

X2 = 1092.757 
P = 0.000 

每年一次 22.8 24.6 22.4 

每半年一次 17.2 32.0 36.8 

每个月一次 6.4 13.6 20.3 

每周一次 1.3 2.6 3.9 

每周一次以上 1.3 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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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expectations at different occupational levels 
表 7. 不同职业层级的家长期望的差异分析 

家长参与 家长最高职业等级(%) 
卡方检验 

维度 项目 特征 下层 中层 上层 

家长期望 

学业要求 

班上前五名 23.0 22.6 27.2 

X2 = 53.951 
P = 0.000 

中上 46.9 48.9 50.3 

平均水平 19.6 20.2 14.6 

没有要求 10.5 8.3 7.9 

教育期望 

现在就不念了 0.3 0.2 0.3 

X2 = 475.398 
P = 0.000 

初中 6.1 3.6 2.5 

高中 16.4 12.2 6.1 

大学专科 18.7 15.4 9.5 

大学本科 34.6 41.5 41.5 

研究生 19.2 23.3 37.2 

无所谓 4.8 3.8 3.9 

对孩子 
未来信心 

根本没信心 1.9 1.3 0.9 

X2 = 260.582 
P = 0.000 

不太有信心 21.6 17.3 10.7 

比较有信心 55.6 55.2 49.2 

很有信心 21.0 26.2 39.1 

 
Table 8.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表 8. 不同学历家长参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家长参与 父母亲最高教育程度(%) 
卡方检验 

维度 项目 特征 没受过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专科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家长参

与行为 

检查作业 

没有 58.1 66.0 51.3 40.7 34.8 35.8 35.3 

X2 = 503.902  
P = 0.000 

一到两天 12.9 18.6 22.4 22.8 20.3 19.5 15.7 

三到四天 6.5 7.6 13.0 14.5 15.2 12.3 15.7 

几乎每天 22.6 7.8 13.2 22.1 29.7 32.3 33.3 

指导功课 

没有 71.0 77.8 65.8 54.9 44.0 39.5 28.5 

X2 = 665.149 
P = 0.000 

一到两天 9.7 13.6 19.9 22.0 23.6 24.0 26.5 

三到四天 6.5 4.3 8.0 11.1 16.6 14.2 14.6 

几乎每天 12.9 4.3 6.4 11.9 15.8 22.3 30.5 

考试管理

监督 

不管 6.5 6.1 3.2 2.6 2.4 1.7 5.2 
X2 = 134.984 

P = 0.000 管，但不严 54.8 59.2 50.9 47.1 41.7 43.7 49.7 

管的很严 38.7 34.6 45.8 50.3 55.9 54.6 45.1 

陪同参加

活动 

从不 71.0 64.8 40.9 26.3 15.4 11.2 13.5 

X2 = 1136.712  
P = 0.000 

每年一次 6.5 18.4 25.0 23.9 23.4 22.2 18.2 

每半年一次 9.7 10.9 22.8 31.3 35.3 40.6 35.8 

每个月一次 6.5 3.8 8.3 14.1 21.3 19.4 23.6 

每周一次 0.0 0.9 1.7 2.5 3.2 4.7 5.4 

每周一次以上 6.5 1.3 1.2 1.8 1.5 2.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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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9 呈现的结果不难发现，不同学历家长期望存在显著差异。高学历的家长对孩子学业有更高的

要求，对孩子的期望也会更高，从期望孩子读到研究生来看，高学历的家长比例是没受过教育家长的 10
倍。从家长对孩子未来的信心来说，高学历的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更有信心。 

 
Table 9.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parents’ expectation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表 9. 不同学历家长期望的差异分析 

家长参与 父母亲最高教育程度(%) 
卡方检验 

维度 项目 特征 没受过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专科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家长 
期望 

学业 
要求 

班上前五名 22.6 19.4 22.8 22.2 26.7 31.1 28.5 

X2 = 127.650 
P = 0.000 

中上 32.3 46.3 47.3 49.8 49.6 50.5 45.7 

平均水平 32.3 21.1 20.6 19.4 17.1 10.9 11.3 

没有要求 12.9 13.2 9.2 8.5 6.6 7.5 14.6 

教育 
期望 

现在就不念了 9.7 0.1 0.3 0.1 0.2 0.2 0.7 

X2 = 1025.652 
P = 0.000 

初中 6.4 7.7 5.3 3.9 1.1 0.3 2.0 

高中 29.1 18.1 16.4 11.9 5.5 2.4 2.0 

大学专科 19.4 20.8 18.8 14.3 9.7 7.1 5.4 

大学本科 19.4 31.6 37.0 41.5 46.3 41.6 24.2 

研究生 6.4 14.7 18.2 24.5 33.6 44.2 61.6 

无所谓 9.7 6.9 4.0 3.8 3.6 4.2 4.7 

对孩子 
未来信心 

根本没信心 6.5 2.5 1.7 1.2 0.8 0.6 0.7 

X2 = 512.038 
P = 0.000 

不太有信心 29.0 29.4 20.9 15.5 12.1 7.1 5.3 

比较有信心 41.9 52.0 56.4 55.2 53.6 46.9 38.4 

很有信心 22.6 16.1 21.0 28.0 33.4 45.4 55.6 

5.3. 初中生家长参与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回归分析来研究初中生家长参与的影响因素，因为研究的变

量是等级变量，所以利用 ordinal 回归模型，通过分析家庭因素(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最高职业等级和父母

最高学历)对家长参与产生的影响来分析不同家庭家长参与的阶层差异。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初中

生家长参与的阶层差异与卡方检验结果基本吻合。 
表 10 是我国初中生家长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 ordinal 回归分析结果，模型已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

从家庭因素(家庭经济收入、父母亲最高职业等级和父母亲最高学历)对家长参与行为的影响来看，通过

ordinal 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收入对家长参与行为，即对检查孩子作业、指导孩子功课、

考试管理监督和陪同参加活动均有显著正影响。家庭经济条件越富裕的家庭，父母为孩子检查作业、指

导功课、考试监督以及陪同参加活动的参与性越高。父母亲最高职业等级对检查孩子作业、指导孩子功

课和对孩子考试管理监督的影响不显著，但仍然可以看出，职业等级高的家长对孩子检查作业、指导功

课和考试管理参与更多。对陪同孩子参观博物馆等活动有显著正影响，最高职业等级为上层的家长会更

多的陪同孩子参加一些活动。父母亲最高学历对家长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影响，父母最高学历较高的学生，

父母会更多地参与孩子的教育。其中，父母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比学历是大专的为孩子检查作业

的可能性高出 1.04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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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
na 
表 10. 我国初中生家长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家长参与行为 

检查作业 指导功课 考试管理监督 陪同参加活动 

估算 EXP(B) 估算 EXP(B) 估算 EXP(B) 估算 EXP(B) 

家庭

因素 

家庭

经济

收入 

家庭经济收入困难 
(以富裕为标准) 

−0.442** 
(0.265) 0.643 −0.477** 

(0.272) 0.621 −0.515* 
（0.291） 0.598 −2.242*** 

(0.275) 0.106 

家庭经济收入一般 −0.465*** 
(0.234) 0.628 −0.570 ** 

(0.236) 0.566 −0.347 
(0.261) 0.707 −1.089*** 

(0.235) 0.337 

父母

亲最

高职

业等

级 

父母最高职业等级

为下层(以上层为标

准) 

−0.082 
(0.072) 0.921 −0.097 

(0.075) 
 

0.908 
−0.044 
(0.077) 

 
0.957 

−0.627*** 
(0.071) 

 
0.534 

父母亲最高职业等

级为中层 
−0.014 
(0.063) 0.986 −0.050 

(0.066) 0.951 0.065 
(0.069) 1.067 −0.084 

(0.062) 0.919 

父母

亲最

高学

历 

父母亲最高学历为

小学及以下 
(以本科及以上为标

准) 

−0.768*** 
(0.13) 0.464 −1.331*** 

(0.123) 0.264 −0.439*** 
(0.118) 0.645 −0.975*** 

(0.113) 0.377 

父母亲最高学历为

初中 
−0.290*** 

(0.084) 0.748 −0.877*** 
（0.088） 0.416 0.011 

（0.092） 1.011 −0.369*** 
(0.084) 0.691 

个人因素 

男(以女为标准)  −0.059** 
(0.080) 0.943 −0.526*** 

（0.082） 0.591 0.069 
(0.087) 1.071 −0.083 

(0.079) 

独生子女(以非独生

子女为标准) 
 −0.048* 

(0.085) 1.049 −0.200 ** 
（0.086） 0.819 0.170 * 

(0.093) 1.185 0.052 
(0.085) 

学习成绩不好(以学

习成绩好为标准) 
 0.272*** 

(0.041) 1.313 0.135 *** 
（0.043） 1.145 0.073 * 

(0.043) 1.076 −0.071* 
(0.040) 

学习成绩一般  0.468*** 
(0.046) 1.597 0.390*** 

（0.049） 1.477 0.156*** 
(0.049) 1.169 0.342*** 

(0.045) 

学校因素 

学校质量为差 
(以好为标准) 

 0.196*** 
(0.050) 1.217 0.187*** 

（0.054） 1.206 −0.427*** 
(0.054) 0.652 −0.311*** 

(0.050 ) 

学校质量为中  0.221*** 
(0.049) 1.247 0.187*** 

（0.052） 1.206 −0.030 
(0.051) 0.970 −0.104** 

(0.048) 

学校所在地区为城

区(以农村地区为标

准) 
 −0.391 

(0.325) 0.676 0.295 
(0.3320 1.343 0.017 

(0.341) 1.017 1.003*** 
(0.309) 

学校所在地区为城

乡结合部 
 −0.084 

(0.094) 0.919 −0.167** 
(0.076) 0.846 −0.328*** 

(0.076) 0.720 0.319*** 
（0.070） 

   Cox 和 Snell = 0.09，
Nagelkerk = 0.098 

Cox 和 Snell = 0.084 
Nagelkerk = 0.040 

Cox 和 Snell = 0.044，
Nagelkerk = 0.022 

Cox 和 Snell = 0.208，
Nagelkerk = 0.219 

***表示通过了 0.01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了 0.05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了 0.1 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11 是我国初中生家长期望影响因素的 ordinal 回归分析结果，模型已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从家

庭因素(家庭经济收入、父母亲最高职业等级和父母亲最高学历)对家长期望的影响来看，分析上表可知，

家庭经济收入对家长期望，即对孩子学业要求、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和对孩子未来的信心均有显著正影响。

家庭经济条件越富裕的家庭，父母对孩子的学业要求越严格，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越高，对孩子的未来也

更为有信心。父母亲最高职业等级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职业等级高的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更高并且对孩子未来的信心也更为充足。父母亲最高学历对家长期望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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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Analysis of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s’ expect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表 11. 我国初中生家长期望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家长期望 

学业要求 家长的教育期望 对孩子未来信心 

估算 EXP(B) 估算 EXP(B) 估算 EXP(B) 

家庭 
情况 

家庭经济

收入 

家庭经济收入困难 
(以富裕为标准) 

−0.501* 
(0.274) 0.606 −0.407 

(0.261) 0.666 −1.583*** 
(0.296) 0.205 

家庭经济收入一般 −0.297 
(0.245) 0.743 −0.711*** 

(0.233) 0.491 −1.221*** 
(0.268) 0.295 

父母亲 
最高职业

等级 

父母最高职业等级为下层 
(以上层为标准) 

0.004 
(0.074) 1.004 −0.095 

(0.07) 0.909 −0.079 
(0.076) 0.924 

父母亲最高职业等级为中层 −0.018 
(0.066) 0.982 −0.032 

(0.062) 0.969 −0.052 
(0.068) 0.949 

父母亲 
最高学历 

父母亲最高学历为小学及以下 
(以本科及以上为标准) 

0.304*** 
(0.112) 1.355 −0.847*** 

(0.106) 0.429 −0.762*** 
(0.115) 0.467 

父母亲最高学历为初中 0.203** 
(0.089) 1.225 −0.780*** 

(0.084) 0.458 −0.531*** 
(0.091) 0.588 

父母亲最高学历为高中 0.222*** 
(0.084) 1.249 −0.526*** 

(0.079) 0.591 −0.346*** 
(0.086) 0.708 

父母亲最高学历为大学专科 −0.029 
(0.09) 0.971 −0.176** 

(0.085) 0.839 −0.246*** 
(0.092) 0.782 

个人因素 

男(以女为标准) 0.134*** 
(0.042) 1.143 −0.104*** 

(0.039) 0.901 −0.015 
(0.043) 0.985 

独生子女 
(以非独生子女为标准) 

0.058 
(0.047) 1.060 0.044 

(0.044) 1.045 0.314*** 
(0.048) 1.369 

学习成绩不好 
(以学习成绩好为标准) 

2.791*** 
(0.061) 16.297 −1.467*** 

(0.051) 0.231 −1.514*** 
(0.055) 0.220 

学习成绩一般 1.541*** 
(0.054) 4.669 −0.701*** 

(0.047) 0.496 −0.753*** 
(0.051) 0.471 

学校因素 

学校质量为差(以好为标准) −0.351 
(0.332) 0.704 −1.398 *** 

(0.305) 0.247 −0.419 
(0.335) 0.658 

学校质量为中 −0.039 
(0.073) 0.962 −0.313*** 

(0.069) 0.731 −0.465*** 
(0.075) 0.628 

学校所在地区为城区 
(以农村地区为标准) 

0.080 
(0.063) 1.083 0.341*** 

(0.06) 1.406 0.053 
(0.065) 1.054 

学校所在地区为城乡结合部 0.077 
(0.074) 1.080 0.302*** 

(0.07) 1.353 0.069 
(0.076) 1.071 

 Cox 和 Snell = 0.264，
Nagelkerk = 0.290 

Cox 和 Snell = 0.169 
Nagelkerk = 0.173 

Cox 和 Snell = 0.158，
Nagelkerk = 0.180 

***表示通过了 0.01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了 0.05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了 0.1 显著性水平检验。 
 
其中，对孩子的学业要求有显著负影响，相较于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家长，父母最高学历为小学及

以下对孩子学业要求更高的可能性是其 1.355 倍，最高学历为初中和高中的家长对孩子学业要求更高的

可能性分别是其 1.225 和 1.249 倍。这个结果跟上文卡方检验所得结果有所不同，父母亲学历越低，对孩

子的学业要求越高，或许正是因为父母本身学历低，因其自身学历限制没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所以才将

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子女身上，对其要求严格，使他们好好学习，成绩优异，以期望他们能够通过知识改

变命运。父母亲最高学历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有显著正影响，学历越高的家长越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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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教育水平。父母亲最高学历对于家长对孩子未来的信心程度有显著正影响。父母亲学历越高，他

们对于孩子的未来更有信心。 

6. 结论、讨论与建议 

6.1. 主要研究结论 

不同阶层的初中生家长参与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经济水平高、父母职业等级高以及父母教育程

度高的家长参与检查作业、指导功课、对孩子的考试监督和陪同参观活动的比例更高，并且参与频率也

更为频繁。家庭经济水平高、父母职业等级高以及父母教育程度高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和教育期望

更高，并且对孩子未来更有信心。 

6.2. 研究结论讨论 

根据上述结论可得知，不同阶层的初中生家长参与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家庭经济水平高、父母职

业层级和学历水平高的家长能更好的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去。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上述结果呢？ 
家长参与存在着经济水平的差异，在布迪厄看来，是因为不同阶级拥有不同的资本量，并且不同资

本获得所需的劳动时间存在差异，而且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们比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分享

社会财富。中产家庭往往工作稳定，收入稳定，会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所以，家庭经

济条件更好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程度更高，而经济困难的家庭，家长为了养家糊口疲于奔命，他将大

多数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解决经济问题，那么陪同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自然会减少。陪同参观博物馆等本身

就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经济困难家庭选择减少这部分开销也在情理之中。另外，依据布迪厄的“惯习

理论”，富裕家庭家长的教育理念，对孩子的培养模式也是“大手笔”的，除了体现物质资本的教育投

入之外，时间与精力投入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会积极地付出金钱与时间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是孩子发展的坚实后盾，家庭经济条件优渥的家长可支配的能力和资源更为

丰富，更有信心为孩子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和更好的发展平台，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期望更高，对孩子的

未来也更有信心。 
因家长职业层级产生的差异，拉鲁认为是家长职业地位的不同导致了这种差异。家长一般将职业地

位看成自己的“徽章”，对自己职业的定位和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评价观。地位低的家长仰视老师，自认

低人一等，将老师视为专业人士，认为自己无法理解老师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因此感到自身教育能力不

足，没有信心去教育自己的子女，他们还认为教育是发生在学校的事，是在老师监督下发生的，也缺乏

信心去理解、去挑战、去平等地面对老师，因此他们不会去干涉老师的教育行为，而是依赖老师，任由

老师进行教育教学的自我调整。职业地位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他们自恃社会地位和知识背景与老

师平等或优于老师，并不认为自己是教育门外汉，也不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评判老师的专业水平，所以他

们自信有权力和责任参与孩子的教育，会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为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做准备。除了为孩

子在学校的教育做准备帮助外，他们还积极地监督、辅导、补充以及干预学校教育，并且还会努力地为

孩子订制个性化的教育体验。另外，家长对工作和家庭关系的看法也是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中上

层职业等级的家长工作和家庭生活相互关联程度非常高，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工作

的时间和地点不设限，并常把工作或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带回家，他们认为无论在校内校外，教育随时发

生，对孩子的教育是相互交叠的，所以自然地会耗费更多精力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有些家长的工作

时间较具弹性，容易自主安排参与孩子教育的时间。而下层职业等级的家长工作一般在规定的时间和固

定场合完成，有明显的时间分割，他们把孩子教育当成另外一种工作，认为这项工作的地点是学校，工

作人员是老师，学校和家庭之间是有清晰界限的，再加上工作时间较具刚性，家长较难有时间和精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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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孩子的教育。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上层职业等级的家长参与比例与频率比下层家长高这一现象。

中国的就业情况竞争激烈，这些经过职业选择与职场历练的家长更明白如何才能拥有一份好的工作，为

了保持下一代在他们奋斗多年的“场域”里的优势，他们会更多地为孩子未来择业做打算，因此，职业

等级高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习采取更认真严谨的态度，期望也更高。而低职业等级的家长，他们的工作大

多不需要很高的要求，入职门槛相对较低，并且工作的场所大多是一些非教育性场所，所以，对子女的

学习参与度较低，要求相对较温和，并且更多的体现在言语督促。相较于职业等级高的家长，这种差别

就显现出来了。 
由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产生的参与差异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父母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他们对

学校教育的认知以及老师的交流。文化程度较低的家长，自身接受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弱，学习能力也不

强，为了辅导孩子，他们还要先自我提高，并且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变，要求他们与时俱进，灵活

应变，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也迫使他们严重地依赖老师和学校去教育孩子。另外，父母自

身教育能力的不足，使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能正确教育孩子，这使得他们不敢贸然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之中，

因为他们害怕“教错”与“误导”。当然，他们的这种不自信还来自于孩子的抵制，孩子认为父母教给

他们的都是不正确的。久而久之，失去孩子信任的父母更是在辅导孩子功课与作业上面“敬而远之”。 
父母教育水平反映出来的家长参与的差异启示我们，低学历的家长由于大学教育的缺失，意味着“被

罚出场”，他们不能平等地与学校谈话，不能评价教师的表现，甚至不能帮助孩子做功课。可见，拥有

教育子女的能力是家长辅导孩子学业的前提条件。教育程度高的家长，具有检查孩子作业、辅导孩子功

课的能力，也具有陪同孩子参加活动并且给予帮助、一起交流成长的能力，因而能更好地参与到孩子的

教育中去，而这些能力恰恰是低学历家长所不具备的，因此低学历家长参与能力自然地也低了许多。再

者，与高学历的行动派家长相比，低学历家长的行动力弱，其行动更多地体现在口头督促上，因为学历

和能力作为“短板”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家长自身的教育水平影响了他们对下一代的信心，家长的文化

资本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也就是说，家长在自身受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学习能力、

工作中形成的人际交往关系等，使他们能够更有条件地帮助、督促并影响孩子的教育。教育程度高的父

母自身拥有较高的学习能力与社会资源，他们凭借着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信自己的子女可以达到他

们的学历高度，甚至可以超越他们，因为与他们自身相比，子女的起跑线本身就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6.3. 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家长要树立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积极参与到孩子教育中去。家长要明确孩子的教育不仅仅

是学校的事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首先应该具有教育孩子的意识，更应树立切实可行的家庭

教育理念，站在“家校共育”的家庭视角来看待孩子的教育，有意识的建立视孩子为学生的家庭环境，

积极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去。 
第二，家长应该明了自己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优势与局限，并且能善于运用有限的经济、文化与教

育资源，克服所处环境的局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孩子提供有力的支撑与陪伴，帮助孩子克服成长路

上的困惑与困难，与学校一起完成培养孩子的责任。 
第三，家长在积极参与孩子教育的同时，自己也要有终身学习的理念和行动。一方面，正是由于家

庭经济水平、父母职业层级和学历水平都存在一定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对父母参与子女教育产生了一定

影响，研究也得出家庭经济水平高、父母职业层级和学历水平高的家长能更好的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去，

所以，家长应该为在参与子女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断学习与完善自己。另一方面，辅导孩子学习本

来就是一件专业并且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所以，家长们应该把这种“参与能力”当成是一种专业技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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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如何提高参与技能、有效地发挥这种参与作用，是需要家长努力修炼的课程。只有家长们具备并

且能持续提高这种参与能力，才能在孩子的教育参与中得心应手，取得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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