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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公平等问题日益凸显，第一代大学生作为研究高等教育的重要标志逐渐

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在梳理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第一代大学生的定义内涵、特点、

优势和劣势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分析。通过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多关注第一代大学生在大学时

期所累积的资本以及第一代大学生的优势和劣势，但对于第一代大学生到底存在“劣势”还是“优势”

尚存争议，因此其未来的发展路径也存在不确定性。本文的研究对了解我国第一代大学生发展进程以及

未来的方向提供了指引，对推动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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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equity and other issues a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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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ingly prominent, 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he first-gene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gradually comes into people’s vision.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and analyzing rele-
vant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makes an in-depth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It’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mostly focus on the capital accumulated by the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m.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over whether the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have “disadvantages” or 
“advantages”, so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is still uncertain. The research of this article pro-
vides guid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following direction of China’s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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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国内外学术界对第一代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多。清华大学“中国

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发现：2011~2018 年，全国本科高校中的第一代大学生占比一直保持在 70%
以上，第一代大学生已成为本科生的主体。不同于非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由于先天禀赋等原因

使得其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这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

深远影响。虽然国内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但扩张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人步入大学的殿堂，成为了一名

大学生。随着第一代大学生(指父母均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总体学生中占比的不断增加，关于

第一代大学生如何实现阶层流动以及个人多维资本的积累逐渐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解决的重大任务之一的现状，处于相对弱势并在大学生主体中占据相当大

部分的第一代大学生便成为了重点研究的对象。但由于中国对于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起步较晚，获得的

数据较少，我国对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尚处于初期，相关结论还存在争议，因此系统地梳理国内外第一

代大学生的相关研究，对理解我国第一代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现状，实现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2. 第一代大学生的内涵和定义 

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始于阿达奇(Adachi, F.) 1979 年所完成但最终并未发表的论文《第一代大学生人

群分析(高等教育的一个新概念)》。随后，1982 年比尔森(Billson, J.M.)与特里(Terry, M.B.)基于美国两所

文理学院的辍学生与转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第一次对第一代大学生进行实证研究。有关第一代大学生

的概念界定，国内外研究基本保持一致，即第一代大学生指父母均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群体。但在

具体操作层面，国外文献尚存在一些争议。郭娇(2020)对争议进行了整理概括即：高等教育的定义是四年

制本科还是社区学院或职业学院等学制更短的教育？父母若在大学辍学该如何处理？父母取得研究生或

更高学位是否存在影响？兄弟姐妹及非直系亲属受过高等教育对其是否存在影响[1]？由于国内对第一代

大学生研究起步较晚的原因，国内研究对第一代大学生的定义相对更加清晰即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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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双方的学历均在高中(含中专)及以下的本科生。 

3. 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对学生的影响 

3.1. 初始资本方面 

初始资本即在进入大学生活前的资本积累。London (1989)认为第一代大学生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较少

[2]。陈小慧(2014)指出第一代大学生在学校与专业的选择过程缺少有效的指导[3]。Pelco (2014)等人指出

第一代大学生在学业和心理上对大学的准备不足，具有较低的高中成绩和较低的入学分数，较弱的认知

技能、研究能力以及较低的学业自我效能感[4]。曾东霞(2019)认为第一代大学生在学习方式上存在问题，

同时认知能力与研究能力相较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存在一定差距，但同时也认为国内第一代大学生虽然父

母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但仍然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本科院校，因此在学习能力方面与同个层次的非第

一代大学生相当，同时由于处境相对下更加艰难，其本人的内心品质相对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存在一定的

优势[5]。余秀兰等人(2018)也认为相对贫困的先天禀赋更能激发学生的拼搏意志，促进了他们对学业成

就的追求[6]。 

3.2. 学业成绩方面 

在国内，鲍威(2013)发现第一代大学生的身份会对其在校表现产生影响[7]。孙冉等人(2021)通过实证

分析得出了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期间人力资源获取即学业成绩与专业资格证书考取方

面上无明显差异[8]。在何树彬(2020)对国外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美国第一代大学生面临辍学率居

高不下、学位获得率低等各种问题[9]。 
在参与教育活动方面上，刚雅(2008)等人的研究表明，美国高校中第一代大学生在高影响力教育活动

上的表现较差[10]，清华大学 CCSS 课题组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985”工程高校中，学生参与高影响

力教育活动的程度存在显著的校际、年级和学科差异[11]。另外，张华峰(2017)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参与高

影响力教育活动的比例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这主要来源于个人背景、教师指导和学校支持三个方面

[12]。 

3.3. 社交及师生互动方面 

London (1989)中指出第一代大学生由于文化冲突常常导致社交关系十分紧张[2]。鲍威(2014)指出：

在大学就读期间，第一代大学生较少参与课外活动[13]。陆根书(2015)基于此进一步指出：第一代大学生

在师生互动、同伴互动的频次上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14]。张华峰等人(2017)通过研究发现第一代大

学生在同伴互动上的获益增值要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但在师生互动的获益增值要高于非第一代大学生。

并且第一代大学生在参与高质量教育活动方面的频率明显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12]。在对国外的研究中，

文雯(2014)发现由于歧视在国外更为普遍的原因，第一代大学生的生存环境更为艰难，朋友圈也更加难以

扩大[15]。 

3.4. 经济条件方面 

国外早在 London (1989)的研究中就已经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2]。Choy S. (2001)
在此基础上调查发现美国第一代大学生中 42%来自最贫困的家庭[16]。为了解决由于缺乏资金难以完成

学业的问题，约翰斯通(2003)提出助学贷款对于缺乏资金完成学业的第一代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支

持手段[17]。国内研究与国外结论大致类似，文雯(2014)发现美国第一代大学生部分出自少数族裔、母语

非英语的家庭，并且贫困问题更为严重[15]。陈小慧(2014)以及曾东霞(2019)的研究都佐证了国内第一代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3041


楼康泽，马良 
 

 

DOI: 10.12677/mm.2022.123041 315 现代管理 
 

大学生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低的结论[3] [5]。何树彬(2020)进一步提出第一代大学生来源构成复杂、数量

规模逐渐庞大[9]。在助学贷款方面，杨钋(2009)研究发现学生贷款和学习成绩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1]。
但鲍威、陈亚晓(2015)基于首都高校本专科生资助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分析发现助学贷款对农村

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表现直接形成负向的抑制作用[18]。黄维(2016)指出，当前助学贷款未能从根本上解

决第一代大学生普遍面临的经济问题，他们需要花费更多课外时间来补贴生活费用，并且也导致他们需

要花费更多课外时间来补贴生活费用[19]。何树彬(2020)认为贷款数量的增加会导致第一代大学生陷入贫

困的恶性循环，同时为偿还贷款导致兼职花费时间增加从而使得大学体验质量的低下[9]。但钟云华(2015)
认为助学贷款相当于通过借贷自己未来的收入来支付当前大学投资成本，并将其转化成数量更多、质量

更优的文化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有效促进贫困生向上流动，同时发现借贷贫困生比非借贷贫困

生综合学业成绩更优秀[20]。这与约翰斯通(2003)的结论相吻合[17]。当下研究关于此方面仍存在矛盾。 

3.5. 心理方面 

London (1989)的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常常面临焦虑、空间位置失调、心理失衡等方

面的心理问题[2]。Pelco (2014)所总结的第一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在学校的“挣扎”困境中认为第一代大学

生缺乏心理层面对大学生活的准备以及顺利度过大学生活的自信[4]。Bui K.V. (2002)的研究发现美国第

一代大学生大多来自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少数族裔、母语非英语的家庭，家庭观念方面与非第一代

大学生存在差异，使得其难以融入群体[21]。何树彬(2020)发现由于父母期望与支持的缺失、对自己缺乏

信心以及对大学的意义认识的偏差导致了第一代大学生错误估计了教育所带来的回报[9]。 
在对升学的意愿与人生规划上，鲍威(2013)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在升学选择上同非第一代大学生存在差

异[7]。黄维等(2016)发现那些得到助学贷款的第一代大学生对于攻读研究生的预期回报估计较低，同时

物质上较为急切的需要也使得第一代大学生的深造意愿更低[19]。何树彬(2020)的研究表明第一代大学生

在学业规划方面缺乏进一步提升的动力，出于父母期望与支持的缺失、家庭要求与学校要求的不同导致

个人要求出现的割裂、对大学的意义认识的偏差导致第一代大学生错误估计了教育所带来的收益[9]。 

4. 第一代大学生的干预项目 

国外学者在把握第一代大学生群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在许多层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干预项目同时也有很

多学者针对第一代大学生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4.1. 干预项目 

王兆鑫(2020)的研究总结了西方学者针对第一代大学生群体的异质性开展的三个干预项目：生活-学
习项目、教育机会基金项目和差异教育干预[22]。 

由马里兰大学 Inkelas教授发起的生活–学习项目针对寄宿制科研型大学的一年级新生有目的地帮助

学生生活和学习以弥补第一代大学生与大学课程经验之间的差距。这很好的促进了他们的社会转型，弥

补了第一代大学生初入大学的文化与认知劣势，有利于减少因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焦虑感[23]。 
教育机会基金项目主要向处于经济劣势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大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通过向

学生介绍各类课程以及公共演讲来鼓励学生参与交互性活动以及培养领导能力，以此来提高对大学的适

应能力[24]。 
教育差异干预项目通过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间的对话为第一代大学生提供大学相关的咨询以及成功

经验，让他们了解到不同的社会背景对大学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并促使学生结合自身社会背景合理利用

策略以及经验去取得成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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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干预建议 

国外研究多通过赤字角度来审视第一代大学生这个群体，因此在总结中总会根据第一代大学生所面

临的困境提供不同角度的干预建议。 
就第一代大学生存在的信息劣势，学者通过开设网课来打造学生与教师、专家以及教职工互动的平

台，助力学生了解大学环境以及培养学业技能[26]。在此过程中学者发现第一代大学生的身份影响见面的

频率以及老师对于学生的期望，进而影响学生在大学生活中多维资本的获取[27]。同时，社交媒体对于学

生也有重要的影响。学生通过社媒与不同阶层的人沟通并得到他们的社会支持与信息支持，以此来激励

第一代大学生顺利完成阶级转型[28]。 
在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参与方面，张华峰等人(2017)的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

的频率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基于此，他们建议加强对学生人生发展的指导，激发学生自主参与各

类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积极性，督促学校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以便利学生获取资源。对于第一代大学生而

言，仅有入学机会是远远不够的，提升教育过程的质量，增加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频率是非常重要

的[15]。 
在获得身份认同与自我认知方面，自我认知有利于强化帮助学生认识学术团体成员身份构建的重要

性[29]。同时，在高中过渡到大学期间的身份认同十分重要，学校中的活动可能以意外的方式影响不同的

群体，因此进入大学前的身份需要尤为关注[30]。 

5. 总结与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总结国内外第一代大学生研究相关文献总结出我国第一代大学生的现状、面临的以及

已有的有利于第一代大学生发展的改进策略。通过研究发现：首先，由于第一代大学生数据的缺失，有

关我国第一代大学生的相关研究结论尚存在争议。同时，当前多数研究将目光聚焦于第一代大学生未来

发展，缺少对第一代大学生困境形成过程和形成机理的系统性分析，目前仅有曾东霞(2019)深入探讨过农

村贫困第一代大学生的形成过程[5]，这也导致了在同一个问题上由于调查的群体不同而导致的结论的不

同。另外，对于第一代大学生的细化分类仍然存在欠缺，应当对第一代大学生进行进一步细分以提供更

准确的研究结果。除此之外，基于我国高等教育才刚起步不久的事实，难以实现对第一代大学生的长期

追踪调查，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否能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仍然难下定论。并且，虽然第一代大学

生备受学术界关注，但是至今仍未出现直接针对于第一代大学生的相关政策，关于各类政策与方法的实

施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仅限于推测，难以下定结论。最后，对于第一代大学生和非第一代大学生的差异

仅存在于短期学业差异的探讨，而对于如多维资本的获取、劳动力市场表现、未来发展等长期表现方面

差异的研究尚存在空白，这些领域未来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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