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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16年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以父母是否受过高等

教育为代表的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大学生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与父

母未受过高等教育大学生的学习投入存在显著差异；在引入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等控制变量

后，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学习投入没有显著影响，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学

习投入影响显著；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教育经验丰富度的影响最为明显，对生师互动、

主动合作学习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家庭受教育水平较丰富的大学生，在高等教育场域中仍占有

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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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China College Student Survey 2016,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educated levels represented by whether the parents have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ollege student engage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tudent

engagement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hav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ose whose parents do

not. After introducing the control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grade, major, and place of origin, it found

that education degree of father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ollege student engagement; while the

mother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and has the most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teacher interaction and active

cooperative learni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rich family educated levels still occupy certain advantage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Family educated levels；Student engagement；Higher education；CCSS 2016；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收稿日期：2019-09-22，修回日期：2019-10-08

第1期
2020年 2月

No. 1

Feb. 2020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Shangha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020年2月

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迅速、大众化深入推

进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机制越来越受到关

注。然而，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起点公平并不是高

等教育公平的全部。高等教育公平是一个统合概

念，是由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及结果公平共同组成

的，是以机会公平为逻辑基点，逐步实现向过程公

平和结果公平的拓展。［1 ］高校具有自身的运作逻

辑，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关系场域，可以考察

大学生“入场”“在场”和“离场”过程中家庭文化资

本差异的影响。［2 ］然而，学界关注的多是大学生“入

场”时的起点公平，即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机

会获得的影响，［3-8 ］对家庭文化资本与大学生步入

大学后的“在场”学习过程的关系缺乏足够的关注。

在中国高等教育场域中，劣势阶层即使成功地获取

了高等教育机会，逃脱了“入场”淘汰，但在步入大

学后，上级阶层家庭比下级阶层家庭更加关注子女

的教育问题，往往通过文化资本的“隐性”排斥，实

现高校场域内的分化与分层。［2 ］因此，高等教育机

会的获得并不是家庭文化资本发挥效用的结束，大

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仍有可能受家庭文化资

本的影响。因此，通过调查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

投入水平，分析家庭受教育水平是如何影响大学生

学习投入的，以期引起人们对高校大学生在校学业

表现的关注和优化大学生的在校学习经历。

一、研究问题与分析策略

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子女高等教育问题存在密

切关联，因此，研究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大学生在校

学业表现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学习

投入”是衡量学生在学习活动过程中投入的时间和

精力水平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学生的学习表现和学

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因此，利用 2016年中国大学生

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 2016）问卷在中国海洋

大学的调查数据，试图就家庭受教育水平与大学生

学习投入进行实证分析。简单地说，所要考察的问

题是：家庭受教育水平对大学生学习投入是否存在

影响？要研究这个问题，假设家庭受教育水平对大

学生学习投入存在影响，并且家庭受教育水平较高

的学生比家庭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学习投入水

平更高。这就构成了研究的前提。具体假设如下：

第一，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子女学习投入存在

显著影响，父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习投入高

于父亲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习投入；第二，

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子女学习投入存在显著

影响，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习投入高于母

亲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习投入；第三，相对于

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子女学习投入的影响，母

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子女学习投入的影响更大。

为了检验以上假设，首先对学习投入进行分组

双变量 t检验。我们先看父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

生学习投入与父亲未受过高等教育大学生学习投

入的差异，再看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习投

入与母亲未受过高等教育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差异。

t检验可以使我们对家庭文化资本与学习投入之间

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把握。然而，由于 t检验在变量

间关系的确定上存在一定不足，因此，为了对家庭

受教育水平与学习投入的真实关系进行更加准确

的把握，我们采用回归分析，建立多变量线性回归

模型。

我们将基于 2016年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

踪研究（CCSS 2016）在中国海洋大学的调查数据作

为分析基础。此次调查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中

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课题组主持，并联

合中国海洋大学实施。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中

国海洋大学全校范围内进行抽样。抽样范围涵盖

了学校所有的年级、学科类型。剔除无效问卷，最

终获得有效问卷 2 923份。被访者中，男性占

43.8%，女性占 56.2%；大一学生占 27%，大二学生占

28.5%，大三学生占 26.3%，大四学生占 18.2%；文科

类专业学生 22.7%，理科类专业学生 77.3%；农村大

学生占38.3%，城市大学生占61.2%。

二、变量及其操作化

1. 因变量

因变量是学习投入。学习投入作为衡量大学

生学业表现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大学生在校期间

的学习表现与学业成就。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西方学者尝试对学习投入进行概念化和测量。乔

治·库（G.D.Kuh）等人基于“全美大学生学习性投入

调查”（NSSE）提出了学习投入理论并构建了学习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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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具体指标。［9 ］后来，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在原版

NSSE调查 2007问卷的基础上，将其翻译形成了中

文版本，并加入了符合中国高等教育情境的题目和

指标，更加深入地剖析学生学习的质量，形成了中

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CCSS）调查。

CCSS 2016问卷涉及学习投入的 5个方面，一

是对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行为进行考察，主要包含

了主动合作学习水平、生师互动及教育经验丰富程

度三个维度；二是对大学的教育实践进行考察，主

要包括学业挑战度、校园环境的支持度两个指标。

对大学生学习投入进行评价主要是为了了解大学

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行为及学习成就，基于此，本研

究中的学习投入主要包含主动合作学习水平、生师

互动和教育经验丰富度三个维度。主动合作学习

水平主要考查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并对其所学进行

思考、积极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或一起学习艰深内

容的程度，共有 6道题项；生师互动聚焦于学生在课

堂内外与教师交流学业和个人发展情况、与教师一

起参与科研、社团活动等的频率，共有 9道题项；教

育经验丰富程度关注学生参加与正式课程相互补

充、多元化的、能够促进其学习和发展的课堂外学

习机会的丰富程度，共有17道题项。

2. 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

家庭受教育水平是本研究的预测变量，它是

家庭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家庭文化资本”是基

于“文化资本”的概念发展而来的。布迪厄认为文

化资本通过家庭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进行传

递。［10 ］在剔除了经济位置和社会出身的因素的影

响后，那些来自于更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的学生，不

仅具有更高的学术成功率，而且在几乎所有领域

中，都表现出与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同的文化

消费和文化表现的类型与方式。［11 ］父母受教育年

限能够很好地反映家庭文化资本，因为相比于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

往能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而有助于提

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和教育抱负。［5 ］在已往研究中，

研究者多以父母受教育年限作为家庭受教育水平

的代表，把父母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连续变量

纳入分析。但实际上，以受教育年限作为指标，对

家庭受教育水平存量的区分度较低，因此，本研究

采用以“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为代表的家庭

受教育水平，以期更好地凸显由家庭文化资本的

差异带来的对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为了更清楚

地检验预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引入了一

些控制变量，如性别、专业、年级、生源地。具体变

量描述如表 1所示。

表1 具体变量描述

变量

学习投入

父亲是否受过
高等教育

母亲是否受过
高等教育

性别

专业

年级

生源地

性质

连续

定类

定类

定类

定类

定类

定类

说明

分值越高 ，学习投入越高

未受过高等教育=0 ；受过高等教育=1

未受过高等教育=0 ；受过高等教育=1

男=0 ；女=1

文科=0 ；理科=1

大二=0 ；大三=1 ；大四=2

农村=0 ；城市=1

三、数据分析与发现

按照上述研究设计，本节对CCSS 2016所获数

据进行了如下分析。

1. t检验

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

生学习投入的差异分析结果见表2。
研究结果如表 2所示，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

对大学生的学习投入上存在一定的影响，母亲是否

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的学习投入也存在一定的

影响，且都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1）。具体来说，

父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习投入水平（M=
83.59）要显著高于父亲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M=80.35）；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习投入

水平(M=84.20)显著高于母亲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

学生（M=80.38）。进一步从学习投入的三个具体方

面来看，父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主动合作

学习水平”“生师互动”“教育经验丰富度”3个维度

上的平均得分均高于父亲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

生，并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1）；母亲受过高等教

育的大学生在 3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也均高于母亲

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达到显著性水平（p<
0.001）。这表明，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与父母未受过

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学习投入上存在明显的差距，

·· 66



2020年2月

这种差距在主动合作学习、生师互动及教育经验丰

富度上都有所体现。这似乎验证了我们上文所提

出的假设。

2. 多变量回归分析

以学习投入为因变量，以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

育、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性别、专业、年级和生

源地为自变量。其中，年级被分拆成三个 0/1变量，

以大一为基准，把大二、大三、大四纳入分析。分析

结果如表3所示。

首先，看各自变量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可以发

现：①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学习投入没

有显著的影响（p=0.296）。这不同于前文 T检验的

分析结果，在引入了其他变量后，父亲是否受过高

等教育对大学生学习投入不再发挥作用。这就推

翻了前文提出的第一个具体假设；②母亲是否受过

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学习投入存在显著性影响（p=
0.001）,而且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习投入

显著高于母亲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验证

了前文所提出的第二和第三个具体假设，即母亲接

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习投入高于母亲未接受

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母亲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子

女学习投入的影响更大。③其他变量，如性别、专

业、年级、生源地，都对学习投入有着显著的影响。

进一步看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文

科、高年级、城市的大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投入水

平。

其次，各自变量对学习投入中生师互动方面的

影响，可以发现：①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

生生师互动不存在显著的影响（p=.462）；②母亲是

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生师互动也不存在显著

性影响（p=0.060）；③专业对生师互动的影响是不显

著的（p=0.200）；④其他变量，如性别、年级、生源地，

都对生师互动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看来，在控制

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高年级、城市的大学生师

互动更强。

再次，看各自变量对学习投入中教育经验丰富

度的影响，可以发现：①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

大学生教育经验丰富度没有显著的影响（p=0.581）；

比较项

主动合作

学习水平

生师互动

教育经验

丰富度

学习投入

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

否

均值（M）

15.44

19.83

45.08

80.35

标准差

（SD）

3.33

5.48

7.24

13.70

是

均值（M）

16.16

20.60

46.83

83.59

标准差

（SD）

3.54

5.75

7.59

14.30

t值

-5.59*

-3.65*

-6.18*

-6.08*

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

否

均值（M）

15.49

19.85

45.04

80.38

标准差

（SD）

3.35

5.51

7.22

13.66

是

均值（M）

16.22

20.71

47.28

84.20

标准差

（SD）

3.55

5.75

7.62

14.41

t值

-5.38*

-3.86*

-7.70*

-6.94*

表2 父母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与大学生学习投入的 t检验

注：*p<0.001

自变量

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

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

性别

专业

大二

大三

大四

生源地

R2

学习投入

标准化回归系数

.027

.085

-.049

-.070

.094

.119

.236

.098

.075

P值

.296

.001

.008

.000

.000

.000

.000

.000

生师互动

标准化回归系数

.019

.047

-.108

-.024

.082

.125

.293

.081

.087

P值

.462

.060

.000

.200

.000

.000

.000

.000

教育经验丰富度

标准化回归系数

.014

.104

-.012

-.088

.089

.098

.176

.091

.061

P值

.581

.000

.519

.000

.000

.000

.000

.000

主动合作学习水平

标准化回归系数

.048

.045

.001

-.056

.054

.069

.104

.070

.029

P值

.072

.085

.975

.004

.017

.002

.000

.001

表3 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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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教育经验丰富

度存在显著性影响（p=0.000）,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

大学生教育经验丰富度显著高于母亲未受过高等

教育的大学生；③性别对教育经验丰富度没有显著

影响（p=0.519）；④其他变量，专业、年级、生源地对

教育经验丰富度有着显著影响。进一步看来，在控

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文科、高年级、城市的大学生

具有高的教育经验丰富度。

最后，看各自变量对学习投入中主动合作学习

水平的影响，可以发现：①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

对大学生主动合作学习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p=
0.072）；②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主动合

作学习水平也没有显著的影响（p=0.085）；③性别对

主动合作学习水平没有显著影响（p=0.975）；④其他

变量，专业、年级和生源地都对主动合作学习水平

有着显著影响。进一步看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

况下，文科、高年级、城市的大学生，具有较高的主

动合作学习水平。

四、结论与讨论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

论：第一，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调查数

据表明，家庭受教育水平对学习投入确实存在显著

的影响；第二，在家庭文化资本中，母亲是否受过高

等教育对大学生学习投入有显著影响，母亲受过高

等教育的大学生学习投入高于母亲未受过高等教

育的大学生学习投入，而父亲接受高等教育与否对

大学生学习投入没有影响。

文化资本具有代际传递效应，家庭受教育水平

较为高的家庭通过其文化资本使孩子获益，这些文

化资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获得以及代际传递，从而

对子女的学业成就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在分析中

发现，父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学习投入并

没有显著影响。科尔曼认为父母的人力资本要想

对子女教育产生影响，就必须与子女发生联系。因

为家庭文化资本并不是家庭所拥有的全部文化资

源，而是被投入到子女教育过程中的那部分文化资

源。［12 ］考虑到文化与社会的差异，中国文化中有着

强有力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孩子教育被认

为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这种传统使父亲不关注孩子

学习与教育，孩子的教育明显与母亲的关系更为密

切。因此，母亲所拥有的受教育水平是被投入到子

女教育过程中的那部分文化资源，代际传递效应更

强，对子女的学习投入影响也就更大。母亲的受教

育水平影响更大，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母亲在子女

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肩负了更多的责任。在

家庭受教育水平对学习投入具体方面的影响上，我

们可以看出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大学生教育

经验丰富度的影响最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在高

等教育阶段，家庭文化资本与大学生学业表现之间

的直接关联，只能在学校控制最不直接的那些领域

被完全地观察到。［13 ］由于没有继承足够的家庭文化

资本，家庭受教育水平原本就较低的学生只能更加

依赖于学校获得文化资本，这导致了他们在需要广

泛文化知识的问题上不能取得好的成绩。

家庭文化资本具有隐蔽的继承性，是一种最具

社会决定意义的教育投资。［14 ］在整个大学期间，大

学生所继承的家庭受教育水平对其学习投入一直

施加着影响，并在那些不存在有组织的教学领域之

中更为明显。正如布迪厄所言，越是远离学校直接

教授和完全控制的领域，上层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的

优势就越明显。［10 ］大学期间所竞争的文化资本不再

像中学时期只看重成绩，计算机优势、外语优势、信

息优势等使得家庭文化资本丰富的学生在大学学

术场中处于优势地位。［15 ］家庭受教育水平丰富的大

学生对大学了解得更多，准备得更充分，也就能更

好地参与竞争。此外，个体早期在家庭和父母影响

下有一个最初的文化资本累积过程，这个过程对个

体教育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6 ］家庭受教育水

平较高的大学生拥有更好的家庭文化氛围，接受更

优质的早期教育，在文化资本场域中往往处于优势

地位，继而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同样占有一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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