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背景对高考成绩 ——— 

口 陈 冲 陈晓声 

摘 要 ：在 “教育公平”的强烈诉求下，家庭背景对高考考生成绩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受到 

重视。本文首先从家庭背景各组成要素角度，通过研析这些要素影响考生高考成 

绩的三个中介变量的贡献作用，探讨了家庭背景如何影响了考试成绩。 

关键词 ：家庭背景 ；高考成绩 ；影响 ；二维路径 

在学术界，多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SES) 

为家庭背景替代变量考察其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例如 

“学生能力国际评价”(PISA)的相关研究 ；刘笑飞 

与卢珂 (2009)对西部农村地区初三学生SES指数 

与语文、数学成绩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但缺陷在 

于该指标是将多个家庭因素归纳为单一因素，无法区 

分各因素带来的独自影响，也没有考虑到家庭因素对 

成绩的作用传导机制。高考成绩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笔试成绩，二是非笔试成绩。分析家庭背景对高考成 

绩的影响，主要可以通过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笔试成绩是考生在知识积累并辅之一定发挥能力 

的基础上形成的分数表现，即体现为 “知识储备量” 

(knowledge，k)、“应试发挥能力”(ability to play，a)、 

“临场心理素质”(psychological quality，P)等方面， 

在高考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考试中，学习知识的多少、 

过硬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发挥能力是取得理想考分的 

绝对因素。故笔试成绩可表示为这三个因素的函数 ： 

grade=f(k，a，P) 

家庭背景 (family background，fb)正是通过影 

响这三个中介变量间接的对高考成绩产生影响，家庭 

背景可以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 

①是否单亲家庭。(single parent，sp) 

②父母就业情况。(iob) 

③父母学历。(education，edu) 

④家庭经济收入水平。(income) 

家庭背景各组成结构通过对考生三项素质、能力 

进行了影响，间接了影响了高考成绩。传导机制如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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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家庭背景对高考成绩的传导机制 

首先，相对而言单亲家庭不利于子女学习能力的 

提高 (sp k o Hyun Sik Kim对 3500名 “离异”儿 

童进行了为期 5年的调查，结论显示父母离异状态下 

子女学习能力会变差 。一项针对单亲家庭子女教 

育的调查报告也指出 ：单亲子女的学习状况向两个极 

端发展，学习成绩特别突出的单亲子女属于个别现象， 

只占0．6％，成绩较差的占78．3％ J。家庭属性的变 

更降低了子女知识吸取能力与储备量，高考作为中小 

学阶段的最后一场考试，实力是决定成败与否的基础 

因素，不坚实的知识储备是难以获取成功的。 

其次，父母就业情况对高考成绩影响 (iob— k， 

P o①已有研究证明，在义务教育阶段 (小学 +中 

学 )，父母职业的稳定与否与子女学业成绩无显著关 

系，但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两者的相关性明显 ，这 

意味着父母职业的稳定性对高考成绩存在显著影响。 

笔者认为 ：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授知识都相对简 

单，而在高中阶段所需要学习的知识相对复杂，处于 

流动就业状态的学生家长在知识储备与精力上都对子 

女的学业帮助甚微。如果处在一个父母职业经常变换 

的家庭，子女经历迁移、奔波的情况增加，稳定性和 

安全性的缺乏也会造成心理压力的加大。在高考这样 

一 个紧张的考场上，这些考生的心理素质缺陷往往会 

更加凸显。②父母职业类型的影响，近年来来源于知 

识分子家庭的高考状元比例增加，有资料显示 2010 

年全国新科高考的27名状元中，其中14人的父母至 

少有一位是小学、中学或者大学老师，只有 6位头名 

出自农民家庭，其余 7位家庭背景为石油、建筑等企 

业职工或者基层政府机关干部 。从事科研、教育 

的家长会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对子女进行长期有效 

的知识教育以及具有鼓励性的 “心理暗示”，在培养 

子女的学习能力、应试技巧、心理调节能力等方面 

具有很强的优势，另外，这些岗位就业者往往具有 

更多的人脉关系，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人际资源的有 

效性决定了子女能够以合法合规的形式抢占到优势 

资源。 

除了父母职业类型带来的影响，“留守子女”的 

教育问题也愈发显得紧迫。父母长期在外，缺乏家庭 

教育，多数 ”留守儿童 ”是被托付给其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的，形成 “隔代教育”。相比于城市子女 

而言，留守子女的高考等于是 “没有可供休息的 “钟 

点房”，没有各种各样的营养品，也没有父母的临阵 

助威⋯⋯“对于父母在外打工而只是“一个人的抗争”。 

所以在孤军奋战的情形下，没有人监督和辅导功课， 

造成 “知识储备”不足，而且对于高考也没有任何有 

价值的附加信息可供指导，同时缺乏特定的心理暗示， 

造成无所谓的态度，也会对 “临场发挥能力”和应试 

技巧造成很大的缺失。 

再次，父母学历对学习能力、应试能力的影响， 

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卡耐基 一梅隆大学的联合研究结 

果。研究者们统计了之前在美国进行的有关智力的 

212个调查和收集的5万多人的资料，并深入分析， 

得出了惊人的结论。那就是，遗传因素对智力的影响 

占30—40％ J。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似乎成了证明遗 

传非导致学业成绩唯一标准的论据，但这样的一个比 

例不能不说是一个较高的比例，宋志一等人的一项调 

查发现，在智力因素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其子 

女的智力水平比接受中等及以下教育父母的子女在统 

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子女特性方面，父母教育程 

度与子女的敏捷性、独立性与果断性也产生了正向影 

响。无疑，智力决定了学习期间的知识储备能力与储 

备粮，而特性决定了应试能力与心理素质，在高考考 

场上是一场心、智、体的全面比拼，考生欲取得最 

佳成就必须将自身的知识、能力以最佳的状态表现 

出来。 

最后。家庭经济情况对成绩的影响，对于这个话 

题目前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家境越好，越 

有能力在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给予子女更优越的学习条 

件，通过参加各类辅导班、旅游等形式提升子女的知 

识水平和视野，显然这在高考题目愈发体现能力要求 

的形式下对成绩有很大帮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优越 

的物质生活让富二代缺乏进取精神，甚至玩物丧志， 

负向激励会降低成绩。更有人认为富人子女就是比穷 

人子女更聪明，从而决定前者分数比后者高。笔者认 

为，上述观点都从一定角度反映了问题，但可能存在 

一 些偏误。第一，高考成绩与能力不完全一致，风云 

人物一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1982年高考数学成绩仅 

为 1分，教育精英——新东方学校创始人俞敏洪两次 

高考的成绩也不甚理想。所以可以假设家庭背景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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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成绩和子女能力带来的影响是不完全一致的。第二 

仅从高考成绩而言，富人家庭能够提供的 “有效支持” 

要高于穷人家庭，所谓 “有效支持”是家庭在对子女 

教育方面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支持，如果不考虑子女 

个体异质性 (假设所有子女都拥有相同的学习欲望、 

动机、智商 )，在 “受体”同质情形下，显然富人家 

庭子女成绩更好。在人才竞争Ft益激烈的情形下，假 

定太高比例的富人不关注子女教育是不符合现实情况 

的。显然，那些认为家境对学习动机负激励的观点是 

歪曲话题，因为因子女个体异质带来的部分富人子女 

不思进取只是一个相当小的概率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富人子女在高考上体现得更加放 

松，因为优越的家庭背景，所谓的生活压力在很长一 

段时期内是不存在的，他们相对于穷人家庭并不那么 

急迫的收回教育成本以及跳出 “农门”、“寒门”，相 

反高考即使失利也可以子承父业，或者直接出国深 

造。这种 “焦虑低态”变相的提高了临场发挥能力和 

考场一1、3"理素质。(income— a，P)近年来，高考生自 

杀事件层出不穷，尽管目前没有详实统计数据表明自 

杀者均为穷人家庭子女，但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辽宁、 

四川已陆续发生3起高考考生自杀事件。而这些考生 

大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处 ：家境贫寒、复读生、性格要 

强，他们在给父母留下遗书后，选择不同的方式结束 

生命 。 

除了高考考场上的 “硬仗”——笔试，另一决定 

成绩的重要因素——加分，也与学生家庭背景紧紧绑 

定在一起。 

1．家庭背景带来的合规影响 

(1)以城市子女特长为导向的加分政策 

有网友感叹 ：“学科奥赛、创新大赛等获奖项目， 

对学校教育资源和家庭教育资源的要求是很高的，可 

以想象，普通农村子弟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条件?” 
一 项针对国内一著名大学的体育特长生生源的统计 

显示 ：来 自大城市、小城市或城镇、农村的分别为 

70％、20％、6％ ；在艺术特长生中，三者的比例分别 

为 80％、11％、0％ 。很显然，地缘优势差异的存在， 

决定了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的考生在加分成绩上处于 

一 个 “有与没有”的性质差别而非仅仅是量的差异。 

(2)家庭经济条件与父母阶层对加分的影响 

在很多高考加分项的形成上，家庭经济实力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航模、奥赛等等，常常与家庭经济状 

况相勾连，其特长的培养往往沦为 “有钱人的游戏”。 

而至于 “省级三好学生”、“省级优秀学生”等荣誉称 

号，则在评选阶段缺乏最基本的公开透明法则，这些 

加分也可以通过暗箱操作给予有需要的孩子，当然不 

是没有代价的。 

(3)特殊人群子女高考成绩加分 

这一类型的加分政策仍然与考生的家庭背景有 

关，当然，此类加分政策充分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特 

殊群体的人性关怀。父母是否少数民族也将家庭划分 

为两种类别，这也是国家为了维护民族团结、解决因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带来的区域教育程度不平等的 

政策。上述影响表现出的是在既有政策条件下的合规 

影响，也就是说在政策框架和家庭背景的综合影响下 

所带来的不同类别家庭考生在加分项上的差异，不可 

否认的是现行加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 “教育不 

公正”。 

2．家庭背景带来的不合规影响。 

近年来，高考加分舞弊事件层出不穷，高考加分 

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优选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以及对特 

殊群体、弱势群体子女受教育权的保护，但目前备受 

争议，主要原因就是掺杂了 “家庭背景”因素，更直 

接的是指 “权力与金钱”逐渐成为了实际加分政策的 

导向和指挥棒，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 

权力与金钱可以导致种种有关高考加分的衍生效应。 

在一些地区，当地教育和招考部门为了 “寻租”获益， 

只要家长和考生愿意交纳相应项目的培训费、报名费、 

参赛费就给予加分名额，甚至帮助其篡改本人信息。 

所以，一些教育机构如浙江教育考试院的回复 “加分 

考试不考虑家庭背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 

是家庭背景因素的融人，才使得原本出发点良好的政 

策变了味道，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家庭背景角度 

着手。 

近年来，对于 “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种种弊端 

受到质疑，目前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有所收敛， 

对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一些地区已经取消了有关 

体育竞赛、奥数比赛的加分项目。如2014年31个省 

份高考新政出炉，8个省(自治区)取消奥赛获奖加分； 

河北 2014年取消了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全国性体 

育比赛集体项目取得前六名的学生、获得省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的学生，省授予 “教育世家”称号 

的教师直系子女报考师范院校的考生，飞行学员早期 

培训基地初检合格的考生等多种形式的高考加分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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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2012年对同一户口薄但亲缘关系不明确的的考生， 

要求须提供监护人单位或村 (居)委会出具的关系证 

明，同时提供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 (派出所)提供的 

关系证明，对民族成分有变动的，须提供省民委下发 

的文件证明、持外省身份证号报名的考生，一律要填 

报 《外省学生迁入我省报考普通高校资格审查表》， 

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等等。这一系列措施都在于规避 

权势家庭通过各种不合理的手段以获取非正当的加分 

利益。 

本文对家庭背景对高考成绩的二维路径机制进行 

了分析，认为家庭背景通过对笔试成绩和加分成绩两 

个显在变量的影响最终决定了考生成绩。其中第一个 

路径当中，是否单亲家庭、父母就业情况、父母学历、 

家庭经济条件通过知识储备量、应试发挥能力、临场 

心理素质等三个中介变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家庭因素关键在于它们与家庭教育 

氛围、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意味着和睦完整的家 

庭、父母常在子女身边、父母更重视子女的教育、愿 

意提供更多的子女教育支持的家庭会促进子女获得更 

好的成绩。但现实情况是，家庭异质性的存在使得父 

母婚姻、就业、学历、经济条件等状况在短期内无法 

得到改变，所以作为微观主体的父母，应当在现有条 

件下实施更好的家庭教育措施，因为家庭在子女成长 

过程中思想品质、能力素质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良好的家庭氛围与指导方式有助于子女顺利、 

健康的成长，对未来其人生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而 

在高考加分问题上，关键在于对加分执行过程中对非 

合理l生家庭因素的剥离，而现行的加分政策也正在积 

极完善之中，最后笔者建议：科学优化加分项目体系， 

减少加分项目，同时转变对优秀学生的加分为对困难 

和需要照顾的学生加分的思维，考虑到城乡基础教育 

差异化的现实，探索实现非对称的加分策略，以调整 

加分在城乡间的不平衡。高考加分不公平既源于制度 

本身设计缺陷，也源于家庭背景因素的掺杂，既要尽 

力全面评价考生素质与能力，又要避免外在因素的干 

扰，可谓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笔者认为，实现加分 

政策的功能性、公平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目标，有赖 

于现代管理科学领域的研究，学者们可以通过引人现 

代运筹学思想，通过大量的仿真模拟和实际数据建模， 

建立出一套相对体现考生全面能力、但又能尽力剥离 

家庭背景非合规干扰的加分体系，期待有关学者在此 

方面有进一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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