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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城镇化背景下城乡人口流动以及城乡学校教育质量差异的多重影响，大量农村学生选择到城镇学校就读

并在校寄宿。然而，受到家庭资本水平、寄宿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学生学业表现呈现出差异，反映出教

育结果质量的不均衡。由此，本研究基于家庭资本理论视角，结合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

型对寄宿选择中介效应下家庭资本对乡村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家庭资本一方

面会直接对乡村学生学业成绩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会通过影响学生寄宿选择而影响其学业成绩，其中家

庭社会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影响最为显著。进而，研究从提升农村家庭文化资本和寄宿制学校办学质量等方

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转学学生；寄宿方式；家庭资本；学业成绩；中介效应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大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分别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可见，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已经由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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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公平与优质”成为新时期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这一过程中，广大农村学校在经费配置、

办学条件改善、师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但同时，由于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流动以及城乡学校办学质量上仍有差距，有条件的家庭往往会将孩子转到城镇学

校就读，进而获得更高水平的学业发展。这其中，家庭资本（与学生成绩相关的家庭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各方面要素的综合体）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父母经济、社会资本通过

教育机会获得等渠道显著正向影响子女学业成绩［1，2］；家庭资本对学生学业成绩、毕业后工资具有显著

影响［3，4］。

同样，对于农村寄宿学生来说，拥有的家庭资本越多，其父母更愿意将其从农村学校转到城镇寄

宿学校就读，力图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进而提升学业成绩。据最新统计，全国小学寄宿生 1066 万人，占

小学在校生的比重为 10.6%；初中寄宿生 2074 万人，占初中在校生的比重为 46.7%；寄宿生主要集中

在初中阶段、农村地区和中西部省份［5］。寄宿制学校为解决乡村学生上学远、上学难问题提供了必要

的保障，为促进乡村儿童公平接受优质教育创造了条件。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急剧转型，乡村

社会也出现了较高程度的社会分化。在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等方面的分化使农村寄宿学生在学业

发展方面呈现显著差异。如一些研究指出父母学历水平、职业类型、经济收入水平等会显著影响寄宿

学生的学习成绩［6，7］。

但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学生转学到寄宿学校之后，部分学生会选择在学校寄宿、而部分学生仍然会

选择走读方式每天往返于家校之间。现实中，在学校寄宿的学生，其上学的经济成本更高，但时间成本

更低，在新学校与老师、同伴相处的时间更长，因而环境适应性更强，可能更容易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

而走读学生的情况则相反，由于上学路途较远、交通不便、机会成本较高等因素限制，可能会导致学习

成绩下降。因此，除家庭资本因素外，转学学生学业成绩还受到“是否寄宿”这一选择决策的影响，而

家庭资本又可能通过“寄宿选择”来间接影响学生成绩。但当前多数研究聚焦于家庭资本对转学学生学

业成绩的直接影响，却鲜少有关注学生“是否寄宿”的间接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可能会低估家庭资本对

乡村转学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尝试探究“寄宿选择”中介效应下乡村学生家

庭资本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提升乡村学校教育质量、化解乡村转学

学生寄宿难题的政策建议。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来说，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家庭资本理论的理解及其

在学生学业发展研究领域的应用，进而丰富对社会分层及社会再生产相关理论的理解。同时，研

究将学生“寄宿选择”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家庭资本影响农村转学学

生学业成绩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展学生学业成绩影响因素研究的空间。在此基础上，

研究尝试提出进一步加强县域内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促进城乡学校均衡优质发展

的对策建议，可以为寄宿制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对于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探究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是教育公平领域的核心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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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不少研究。如科尔曼（Coleman）从社会资本视角，提出家庭社会资本越高，越有助于子女获得

较高的教育成就，尤其是亲子间的亲密关系是促进子女学业成功的重要条件［8］。谢地（Hsieh）等提出：

来自经济富裕家庭的学生在获得学校选择机会时更有可能离开原有的公立学校而进入私立学校，而那些

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只能留在公立学校［9］；Wong 研究了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以

家中是否拥有电视、汽车等物质财产为测量指标，发现经济资本状况越好的家庭，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

也越高［10］。Parcel 等发现家庭资本和学校资本均会影响学业成绩，但家庭资本影响作用更强［11］。我国

学者蒋国河等发现家庭社会、经济、文化资本的诸多变量与学生学业成就显著相关［12，13］。李忠路等发

现家庭一方面通过社会、经济、政治资源影响儿童教育机会的获得，另一方面通过家长的教育参与等文

化资源影响儿童的学习习惯、态度［14］。薛海平等发现家庭资本差距导致初中生教育获得存在显著差异，

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拥有量越多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影子教育的机会，就读

初中学校的教育质量也更好［15］。

家 庭 资 本 对 寄 宿 选 择 的 影 响 方 面， 庞 晓 鹏 等 发 现 不 同 经 济 水 平 家 庭 选 择 寄 宿 的 概 率 都 在

40% ～ 45%，学生住家走读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叶庆娜发现家庭年收入显著影响农村

学生寄宿的需求，年收入越高的家庭对县镇寄宿学校的需求越强烈。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和东部地区

的家庭对孩子在校寄宿的需求较低［16］。杨卫安、邬志辉对等对寄宿生上学成本进行测算，发现在西部

农村地区，每个寄宿生会使家庭平均支出增加 787.8 元，寄宿带来的教育成本增加是农村家庭不选择寄

宿的重要原因。侯海波、吴要武等认为低龄寄宿严重阻碍了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积累［17］。卢珂、杜育红

等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寄宿生成绩略低于非寄宿生［18］。

综上所述，家庭资本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存在影响关系，学生寄宿选择可能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农村学生学业成绩存在年龄、性别差异；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拥有量越多的

学生，其获得的教育质量和学业成绩越高［19，20］。选择在校寄宿或走读的学生，其学业表现会因其家庭

资本拥有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21-23］。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1）家庭资本与农村学生学习成绩之

间呈正相关，家庭资本各维度变量与学习成绩之间应存在不同强度的关系；（2）在家庭资本与农村学

生学业成绩的关系中，寄宿选择起中介作用。

3  数据、变量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2015）。此次调查对象主要涉及全国 28 个县 112 所

学校的 10750 个八年级学生。本研究考察的对象是农村学生，因此根据户口类型对数据进行筛选。其中

学生问卷 A2 题将“你现在的户口类型”分为“农业户口”“非农户口”“居民户口”和“没有户口”，

我们将“农业户口”学生进行筛选后共得到农村学生样本 5103 个，剔除含有遗失数据的样本后得到有

效样本 3968 个。样本基本特征描述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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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类别 百分比（%） 类别 百分比（%）
父母最高职业分层 父母最高学历

下层 66.61 没受过任何教育 0.33
中层 26.41 小学 12.49
上层 6.98 初中 59.07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 中专 / 技校 4.01
现在就不要念了 0.10 职业高中 3.51

初中毕业 1.80 普通高中 15.72
中专 / 技校 4.21 大学专科 3.20
职业高中 4.16 大学本科 1.36
普通高中 5.63 研究生及以上 0.30
大学专科 19.49 家庭经济状况
大学本科 35.84 非常困难 5.87

研究生 12.50 比较困难 24.47
博士 16.27 中等 65.50

家庭藏书 比较富裕 4.08
很少 18.06 很富裕 0.08

比较少 20.39 家长政治面貌
一般 41.06 群众 92.39

比较多 15.06 民主党派 0.83
很多 5.43 共产党员 6.78

样本总量 3968

3.2  变量定义

（1）因变量：农村学生学业成绩。研究采用样本学生期中考试成绩的标准化成绩作为因变量，即

将学生每门科目考试总成绩转化为百分制成绩，再根据学生成绩分别计算其标准化成绩，最后调整为均

值 =70、标准差 =10 的得分。统计分析中采用学生三门主课成绩的平均值。

（2）自变量：家庭资本变量。根据理论模型、以往研究的经验和研究目的，我们将家庭资本分为

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四类。其一，家庭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社会资本和家庭外社

会资本。家庭内社会资本通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测量，包括初中到博士九个层级。家庭外社会资本

主要指父母双方职业状况，借鉴李春玲职业分层研究［24］，将家长职业分为上、中、下三层，并取父母

一方中最高职业分层作为测量指标。其二，家庭文化资本为潜变量，以家庭藏书量及父母一方中最高学

历两个指标测量，其中家庭藏书分为“很少、比较少、一般、比较多、很多”五个等级。其三，家庭经

济资本以学生对家庭经济水平的感知为测量指标，包括非常困难、比较困难、中等、比较富裕和很富裕

五个等级。其四，家庭政治资本以学生父母的政治面貌为变量，分为共产党员、民主党派、群众三类。

（3）中介变量：寄宿选择。研究以农村学生“是否寄宿”为指代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通过

学生问卷中“周一到周四的晚上，你是否在学校寄宿？”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反映。样本中的农村初中生

有 1886 人选择在校寄宿，占比为 47.53%。

3.3  分析方法
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寄宿选择中介效应下家庭资本对农村转学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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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模型能够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些变量难以直接测量的问题，进而剖析变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关系。因此，依据前文文献中关于家庭资本、寄宿方式与学生学业成绩关系的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家庭

资本影响乡村学生学业成绩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模型拟合结果发现，模型整体适配度卡方值为

7.442，显著性概率值 p=0.059>0.05，未达到显著水平，表示假设模型图与观察数据契合。模型各项拟合

指数都达到了较好的水平。AGFI=0.994>0.90，GFI=1.000>0.900，RMSEA 值 =0.019<0.05，均达到模型适

配标准，表明本研究构建的家庭资本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模型是一个较好的理论模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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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家庭资本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结构方程模型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表 2  模型拟合结果

Table 2 Model fitting results

拟合指数 CMIN DF CMIN/DF AGFI GFI RMSEA NFI RFI IFI
计算数值 7.442 3 2.481 0.994 1.000 0.019 0.997 0.968 0.998
判断标准 <5.0 >0.90 >0.90 <0.05 >0.90 >0.90 >0.90

4  实证分析结果
由模型回归结果可知：其一，家庭内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学生学业成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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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家庭内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农村学生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学业成绩。家庭外社会资本、

政治资本对学生学业成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不显著。其二，家庭

内社会资本、家庭外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对学生选择寄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上述三类家庭资本越

高的农村学生越有可能选择在校寄宿；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寄宿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家庭文化

资本越高的农村学生选择在校寄宿的可能性越大。其三，寄宿选择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

在校寄宿的乡村学生更有可能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见表 3）。

表 3  模型回归系数统计结果

Table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odel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临界比 显著性水平
是否寄宿 <--- 外社会资本 0.069 0.033 2.101 0.036*

是否寄宿 <--- 经济资本 0.022 0.028 0.809 0.419
是否寄宿 <--- 政治资本 0.129 0.027 4.829 0.000***

是否寄宿 <--- 文化资本 0.287 0.050 5.798 0.000***

是否寄宿 <--- 内社会资本 0.033 0.007 4.463 0.000***

学业成绩 <--- 外社会资本 1.391 0.407 3.414 0.000***

学业成绩 <--- 经济资本 -0.356 0.310 -1.148 0.251
学业成绩 <--- 政治资本 0.923 0.339 2.725 0.006**

学业成绩 <--- 是否寄宿 0.679 0.266 2.556 0.001**

家庭藏书 <--- 文化资本 0.981 0.087 11.326 0.000***

父母学历 <--- 文化资本 1.000
学业成绩 <--- 文化资本 1.358 0.622 2.182 0.029*

学业成绩 <--- 内社会资本 1.852 0.097 19.044 0.000***

注：*** 表示 p<0.001。

4.1  家庭资本直接影响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

较高水平的家庭内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能够促进学生获得更高的学业成绩。首先，家庭内社会资本

方面，家长对孩子教育期望越高，孩子越有可能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sig=0.000***）这说明，来自父

母的关心、期望等形式的家庭内社会资本对子女的健康成长及学业进步有重要作用。其次，家庭文化资

本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藏书越多的学生越有可能取得较高的学业成绩。（sig=0.029*）其原

因在于，较高学历的家长更关注子女教育，可以在子女学业上提供指导帮助，孩子也能获得更多课外补

习等影子教育资源；较多的家庭藏书可以为子女提供更丰富的知识储备、拓宽知识视野，进而为提升学

业成绩奠定基础。同时，家庭外社会资本、家庭政治资本对学生学业成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sig 值分别

为 0.000***、0.006**），即家长职业层级越高、政治资本水平越高的学生取得较好学业成绩的可能性越大。

其原因可能在于，职业层级、政治资本水平较高的家长更重视子女的学业发展，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对孩

子的学习进行指导和督促；而职业层级较低的家长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务农务工等方面，导致对子

女的陪伴和关注较少，进而影响子女学业成绩。这也进一步反映了家庭教育对改善农村学生学业成绩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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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庭资本显著影响乡村学生的寄宿选择

其一，家庭外社会资本对农村学生选择寄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sig=0.036*），主要表现为父母最高

职业层级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选择寄宿。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职业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等的家长更重视教育对子女未来发展的作用，更有可能让孩子就读并寄宿于城镇学校。其二，家庭内社

会资本、政治资本对学生寄宿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对子女教育期望越高、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家长

其为子女选择寄宿的概率越高。（sig 值分别为 0.000***、0.000***）其原因在于，我国县域内城乡学校办

学质量的差距仍然存在，农村家长希望子女进入更优质的学校进而取得更好成绩，为未来升入优质高中、

大学打下良好基础，便会舍近求远让孩子到办学条件较好的县镇寄宿学校上学。其三，家庭文化资本方面，

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藏书越多的学生选择在校寄宿的概率越大（sig=0.000***），其原因可能在于

文化资本更丰富的家庭更看中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作用，他们一方面努力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

环境促进孩子的学习，另一方面尽力让孩子选择更优质的寄宿学校就读。其四，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寄

宿选择没有显著影响，（sig=0.419）其原因可能在于近年来实施的“两免一补”政策、“营养改善计划”

等对缓解寄宿生经济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很多农村家长愈加重视孩子教育，宁愿承受经济负担

也要选择寄宿学校。

4.3  家庭资本通过影响寄宿选择而间接影响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

如前所述，家庭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对学生选择在校寄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寄宿对学生学业成

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sig=0.001**）。其原因在于，随着近年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特别是国家对

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支持，各级政府逐步加强县域内寄宿制学校的建设。这类学校一定

程度上获得了更充足的办学经费、更优质的教育设施以及教师资源。一般而言，寄宿制学校会在晚上安

排自习时间，各科教师在晚自习为学生提供学习指导，包括答疑解惑、巩固复习以及预习新知识等。同时，

学生寄宿在学校，能够降低往返家校的交通成本，他们与同伴相处、共同学习的时间更长，这为其提升

人际交往、社会情感能力创造了条件。基于寄宿制学校逐渐改善的办学条件和质量，以及孩子在寄宿学

校所能获得的更优学习环境，家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占优势的学生更愿意选择在校寄宿，

进而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可见，家庭资本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均对农村家庭寄宿选择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家庭资本也通过寄宿选择进一步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经

济资本对学生寄宿选择和学业成绩均未产生显著影响，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寄宿学校

及学生的财政倾斜性投入产生了积极效应，以及农村学生家长对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追求很大程度上超

越了经济因素限制。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了家庭资本、寄宿选择、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影响关系，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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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主要结论：家庭资本对农村学生学业成绩及其寄宿选择均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家庭资本通过影响

寄宿选择而间接影响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具体来说，其一，家庭内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越高的农村学

生越有可能取得较好的学业成绩；同样，家庭外社会资本、政治资本越高的农村学生取得较好学业成绩

的可能性越大；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不显著。其二，由于家庭资本的差异，农村学生是

否选择在校寄宿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家庭社会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水平越高的农村学生越

有可能选择在校寄宿，家庭经济资本对寄宿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其三，在校寄宿对学生学业成绩有显著

正向影响。可见，家庭资本（包括家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一方面会直接影响学生学业成绩；

另一方面，家庭资本也通过寄宿选择间接影响学生学业成绩。这也进一步说明，当前随着乡镇寄宿学校

办学条件逐步改善，其对家庭资本较优越的学生群体带来“吸引力”效应，这种效应与乡村社区小规模

学校形成的“推力”形成对比，导致部分家庭资本水平较低的学生不得已留在相对薄弱的村小或教学点

就读，一定程度上对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5.2  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保障农村学生公平接受优质义务教育的倾斜性政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教育公平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但仍有不少农村学生囿于家庭资本匮乏而在学业发展中处于不利地

位。因此，在均衡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应进一步聚焦农村学生家庭资本状况的改善。具体来说，

其一，乡村振兴进程中大力发展乡镇特色产业，如因地制宜依托当地农业产业创建农村合作社、开办家

庭农场、促进“三产融合”等，吸引农村人口回乡就业并逐步提高经济收入，进而为其子女选择寄宿学校、

接受优质教育提供经济条件。其二，着力加强农村家长亲职教育，对其开展必要的亲职培训和职业技能

培训，一方面增强其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角色意识和养育技能，另一方面提升其生产生活技能，为子女提

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和言传身教的积极影响。其三，应加大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如建设村史村貌场馆、

村庄图书室、农耕博物馆等，促使农村学生能够在社区共享优质文化资源、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文

化知识。

此外，基于寄宿选择在家庭资本对学生学业成绩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也应成为

持续关注的重点。首先，应进一步加大对乡镇寄宿制学校的经费投入，加大中央、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逐步提升公用经费标准，探索“额外成本补偿法”等拨款方式，保证学校水电费、供暖费等各项经费支出。

其次，进一步加强寄宿制学校基础设施、学习设施和生活设施建设，特别是改善学生宿舍、食堂和洗浴

条件，为寄宿生增配充足的生活教师和心理健康教师，挖掘社会资源，共同解决乡镇寄宿制学校校车问题。

最后，合理安排寄宿生作息时间，保证学生睡眠、学习、娱乐时间均衡，开展多样化校园活动促进寄宿

生健康成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前仍有不少农村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水平较低，他们更愿意选

择在离家较近的小规模学校就读，因此，保留并加强小规模学校建设与寄宿制学校建设同等重要。这就

需要进一步强化省级政府责任，加强小规模学校办学经费投入，改善其办学条件特别是计算机、多媒体

设备、实验器材、音体美等教育器材的配置；适当放宽其教师编制，并通过提高工资待遇，增加职称评

聘指标、提高培训针对性等多元措施改善小规模学校师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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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Rural Students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oarding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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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students choose to study 
and board in urban schools due to the multiple impacts of population mobility in rural areas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schools. However,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family capital level and boarding choice, rural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presents differences, 
reflecting the uneven quality of educational outcom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capital theo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China’s education tracking survey, this study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deeply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family capital’s influence on rural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unde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oarding choice. It is found that on the one hand, family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ral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directly; on the other hand, 
family social capital and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ral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influencing their choice of boarding. Furtherm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rural families and 
the quality of boarding schools.
Key words: Transfer students; Boarding style; Household capital; Academic performance; Mediating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