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及干预策略

———以农民工子女为例

高 明 华

摘　要：基于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参与观察和现场实验等多元方法，发现农

民工子女教育不平等的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家庭中父母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和学校

中遭遇的刻板印象威胁；而身体机制则体现为农民工子女的不良健康状况及其被贬

低的行为习惯。针对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设计了提升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两

种简洁有效的干预策略，即传授智识增长论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这两种干预策略

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子女 的 学 业 成 绩，改 善 其 学 业 认 同，并 降 低 刻 板 印 象 威 胁 体

验。期望干预策略也能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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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关教育不平等研究大多关注高等教育，认为基础教育阶段的阶层不平等

受教育扩展 “饱和定律”的作用已明显下降，不 平 等 集 中 体 现 在 高 等 教 育 阶 段。①

学者们讨论一个令人忧思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机会总量增加，特别是

高等教育机会扩大，却并未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明显缩小教育不平等的差距，相反，

教育不平等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一些向中下阶层倾斜的 “补偿原则”也并未从根本

上改善这些阶层成员在较高教育阶段的不利状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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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的原因被归于体 制 因 素，即 机 会 分 配 “市 场 化”和 选 拔 机 制 “精 英 化”

的教育体制改革。前者导致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成本不断攀升，那些拥有丰厚

社会经济资本的家庭经由资源转化模式而实现优势积累；后者则体现为严格的逐级

考试制度和系统化高难度的教学内容，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家庭通过文化再生产模式

维持和提升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①

国内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一般将农民工子女在教育上的不利处境

归于户籍制度歧视。已有学者批评这种取向是 “对于户籍制度与农民工问题之间关

系的本质化的理解和处理”，其在揭示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面相／维度的同时，遮蔽了

其他面相／维度，② 而后者并不因户籍障碍的去除而得以解决。

国内教育不平等研究及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方面。

首先，教育不平等研究集中于高 等 教 育，忽 视 了 存 在 于 初 等 教 育 中 的 不 平 等

状况。事实上，弱势人群在高等 教 育 领 域 的 不 利 地 位 是 低 教 育 阶 段 不 利 的 延 续 和

集中显现，而不是突生结果。“在大学生群体中，人们看到的是社会出身影响的最

后合力”。③

其次，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偏重于宏观结构或制度因素的束缚作用，缺少对微

观心理机制的探究。在教育不平等的宏观视角中，学校内部和家庭内部成为不被关

注的 “黑箱”，而正是在其中运作的心理动力机制导致教育机会扩张并没有带来教育

平等。

既有研究不仅缺乏对心理机制的关注，而且未能看到身体化的不平等在教育领

域中的作用。社会阶层位置在学生身体 （健康状况及行为习惯）上雕刻印记，不平

等不仅是资源占有的分化，也是身体化的。④

再次，已有教育不平等研究重视消极社会因素的存在，缺少对提升学业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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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干预策略的探求，或者只是给出结构层面的变革建议。① 一些政策有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影响，因此这些政策建议的实施需有复杂的程序支持。在社会身份和阶层

位置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现实条件下，可以通过简便的社会—心理干预策略，帮

助不利群体学生抵御负面社会力量的作用。这些策略通过改善那些独立于社会经济

地位的因素而达到提升学业成就的目的。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身心机制及干预研究的发展现状

在社会学领域，针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揭示，社会经济地位和人们的健康水平之

间存在持续且稳定的联系。但是，对健康不平等的中国状况的研究才刚起步。劳瑞

和谢宇第一次对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状况进行了考察。② 此后，有学者运用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０５），从社会流动角度分析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状况

及其产生机制。他们强调，健康不平等是社会阶层地位不平等的再生产，而社会流

动是降低社会阶层地位不平等的重要途径。③

除身体角度 （如健康问题），从心理角度切入社会不平等和群际关系，是将宏观

力量与 微 观 机 制 勾 连 起 来 的 另 一 路 径。有 学 者 主 张 以 “群 体 资 格”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作为转型心理学的核心构念，系统勾画群体地图，揭示社会力量如何

通过型塑群体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从而在具有共同命运的群体成员身上留下

独特印记。对一些群体的污名化会对他们的社会心理产生致命的伤害，其核心是社

会认同威胁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④ 社会认同威胁也是一种社会身份威胁，即因

为自身的群体身份而被他人贬低和排斥，它表现为被他人寄予较低的成就期望和背

负消极刻板印象。

社会不平等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不平等的致因，更重要的是考察降低不平

等的策略，在结构／制度层面的社会变革一时难以显现其效用时，一些干预策略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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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小成本”获得 “大收益”。在最近几年，一些依照严格精确的程序在真实的学校

场景中实施的干预研究有令人欣喜的发现。① 这些研究表明，看起来很小的干预策

略，即一些针对学生思想、感受和信念的简洁练习，② 能够在学生成就方面带来较

大收益：显著提升社会弱势群体学生的学业成就，在短短几个月或几年后就会明显

缩小弱势群体和优势群体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

这些改善弱势群体学生学业成就的社会—心理干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改变学生的

思维方式，培养他们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包括看待自身智识能力和在学校遭

遇的挫折；另一类是构建多元评价体系，这种多元评价可以是他人给予的 （如老师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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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能力评价学生），也可以是以不被觉察的方式促使学生对自身进行多元价值确证。

（二）身心机制及干预研究的关系模型

本文尝试提出从 “身体”和 “心理”维度考察教育不平等的双过程模型。 “身

体”将个体体验与社会结构勾连起来。在教育领域，身体化不平等有内在于身体和

外化于行为两种表现，即健康状况和行为习惯，它们分别彰显了身体的生物意义和

符号意义。身体 无 论 是 作 为 个 人 资 源 还 是 社 会 符 号，都 会 发 出 有 关 某 人 身 份 的 信

息。① 因此对身体化不平等的考察将同时关注这两个方面。

农民工子女在家庭遭遇父母的低层次期望，在学校体验到来自老师和同伴的负

面刻板印象。这两种消极社会观念建立在两个共同基础之上。其一，基于弱势群体

孩子／学生的群体身份对他们个体能力形成固定不变的负面社会认知；其二，以单方

面的学业能力和学业表现对孩子／学生做出总体性评价和预期。

社会结构因素通过作用于个体心理而产生影响。相同的结构力量，如果以不同

的方式被理解，会对个 体 产 生 完 全 不 同 的 作 用，是 “阻 力”还 是 “助 力”、是 “宿

命”还是 “塑命”往往只在于转 “念”之间。社会—心理干预策略通过改变学生看

待事物的方式及其日常心理体验，从而实现观念的转变。而那些提升学业成就的有

效干预策略是底层社会研究的一种应有担当。

如前文所述，干预策略可从两个方面展开，即传授智识增长论和建构多元评价

体系。虽然这些干预策略都是在学校开展，但是它们致力于学生思维方式和评价方

式的转变，因此将同时有助于学生抵御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消极社会信念。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关系模型 （参见图１）。

图１　身心机制及干预策略的关系模型

（三）调查地点及研究方法

笔者自２０１０年３月进入延兴小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延兴小学是坐

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与香坊区交界处的一所公立小学，始建于１９５４年。所辖学区是

哈尔滨市最大的棚户区———白家堡，这里也是哈尔滨市最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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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兴小学在校生中８０％以上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一位老师告诉我：“有点条件的

孩子都择校了，来这儿的多是 没 有 本 地 户 口 的 流 动 儿 童。”教 师 私 下 里 将 学 校 称 为

“全国招生的农民工子弟校”。

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实验法等研究方法。

参与观察法。笔者进入延兴小学不久，一位任综合实践课的老师因病休假，笔

者承担这位老师病休期间的 课 程 任 务。这 为 笔 者 深 入 班 级 观 察 学 生 的 言 语、行 为、

课堂表现、人际互动提供了契机。在代课结束后，作为综合实践课教研室 （及办公

室）的 “编外成员”，笔者能够继续在学校中 “合理在场”，以被接受和认可的身份

观察老师和学生的互动。

深度访谈法。对延兴小学的部分学生 （主要是高年级学生）、家长、班主任以及

校长进行了访谈。① 本文有关身体机制的研究采用的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

问卷调查法。除常规的社会学问卷外，还包括量表式问卷。对学生的问卷调查

均是在学校中完成，对家长的问卷调查由学生带回家里，家长填写并签字后由学生

带回。对父母期望自证预言效应的考察使用问卷调查法和上述提及的质性研究方法。

实验法。文中的实验方法包括两种，一种是纵贯式的实验干预，这种方法有一

定时间跨度，包含多次实验干 预，最 后 对 比 实 验 组 与 控 制 组 在 结 果 变 量 上 的 不 同，

以考察实验干预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传授智识增长论的干预策略采用的是这类方法。

另一种实验法是一次性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参与研究的学生被随机分成实验组和

控制组，并分处不同的教室空 间，研 究 者 对 两 组 学 生 施 予 不 同 的 实 验 刺 激 或 启 动，

通过对比其在结果变量上的差异，能够确定实验构造出的不同社会情境对他们产生

的可能影响。考察刻板印象威胁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的干预研究

主要使用的是这种方法。

二、教育不平等的心理机制

（一）家庭：底层家庭的低层次期望

“自证预言”② 指 “开始时错误的情境定义引发了一种新的行为，正是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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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访谈资料的编码：学生以Ｓ开头，以姓氏全拼和名字首字母标注；老师以Ｔ开头，以

姓氏全拼和名字首字母标注；校长以Ｄ开头，其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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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原初的错误定义成为真实的”。① ２０１０年下半年笔者在延兴小学五年级 （毕业班）

四个班中实施了探究父母期望自证预言效应的相关研究，在方法上采用量化研究②

和质性研究③相结合的三角测量法。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量化研究发现，父母期望中错误的部分④对学生此后成绩

有显著的影响，即父母期望产生了强有力的自证预言效应：在 “父母感知”与 “学

业成绩”之 间 的 相 关 关 系 中 （０．７４１），自 证 预 言 的 作 用 （０．４６１）约 占３／５ （即

０．４６１／０．７４１）。农 民 工 对 孩 子 的 学 业 表 现 和 努 力 程 度 有 错 误 的 并 且 是 较 低 的 估

计，⑤ 这种感知和信念经由自证过程导致孩子的表现与他们的期望相一致。⑥

此外，数据还揭示出，亲子沟通质量是父母期望正确性的调节变量。良好的亲

子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在一起的时间。这些孩子的父母每天为生活而奔波，

他们用于维持生计的时间挤压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亲子沟通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

增加了形成错误感知和期望的可能。

基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发现，父母期望存在着言语报告和行为表现上的不一

致。许多农民工在向社会调查者表达自己的进城动因时都会将 “城里教育条件好”

或者 “为了子女进城接受良好教育”放在重要位置，⑦ 但是这种动因并没有转化为

他们实际上对子女教育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参与。

家长送孩子来时，都会对孩子说，你要好好学习，学习不好就把你送回老
家放牛。但他们自己却没把孩子学习当回事，一些家长以转学的名义将孩子带
走，实际上就是领孩子到工地打工。因此，我们的老师经常是从家长那里抢学
生。（对Ｄ－ＷａｎｇＤ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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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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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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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涉及的数据有三个来源：学生问卷、学生前后两次数学测试成绩、家长问卷。
学生问卷所得数据 （包括数学能力、自我概念、努力程度、时间投入和兴趣）和学生

此前数学成绩作为学生 “背景变量”，学生此后数学成绩作为 “因变量”， “背景变量”
是能够有效影响 “因变量”的自变量，家长问卷获得的是 “父母期望变量”。
主要是访谈法。
依据默顿的定义，只有期望中不正确的部分才具备自我证实性。在本研究中，错误的

部分通过统 计 分 析 技 术 被 剥 离 出 来，方 法 是 做 “家 长 期 望 变 量”对 “学 生 背 景 变 量”
的回归，并保留其残 差；残 差 项 代 表 家 长 期 望 中 不 能 由 学 生 背 景 变 量 所 预 测 的 部 分，
即家长感知中错误的部分。正向残差表明家长对孩子有积极的预期，而负向残差则表

明家长对孩子有较低的期望。
量化研究中家长期望的残差项负值占主导，表明父母对孩子有较低的期望，这一点被

访谈资料证实。
有关具体的数据收集、模型建构、统计分析过程的阐述，参见高明华：《父母期望的自

证预言效应》，《社会》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王春光：《中国社会政策调整与农民工城市融入》，《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有一次，班上王同学又是好几天没来上课了。我到工地上找到了他的爸爸，

见面我就问他：“我学生呢？”我和他爸爸在工棚里展开了争取学生的谈判，旁
边围着一群工人看热闹。王父亲指着这些工人说，你看，他们不都是十七八岁
就出来干活挣钱的吗？（对Ｔ－ＷｅｉＧＬ的访谈）

父母言说的期望和他们现 实 中 的 行 为 存 在 相 当 大 的 距 离。这 背 后 不 乏 “理 性”

的权衡，在升学希望渺茫和教育回报率低时，“理性”地退出成为一种次优选择。在

调查地延兴小学，如果学生在小升初时不想进入对口初中 （与延兴小学对口的初中

被视为 “三流”初中），学生可以参加择校考试。对农民工子女来说，这是他们能够

享受优质教育的唯一机会。但这种择校考试并不是由学校组织的，而是学生个人及

其家庭的事情。参加这种择校考试，需要家长关注各个中学择校考试的时间及考试

科目，并至少要提前两三年将孩子送到对择校考试有用的辅导班。如果家长和孩子

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不可能达致这一目标。

（二）学校：刻板印象威胁

社会广泛存在着关于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负面刻板印象。这种共识性的消极

信念不仅存在于支配群体中，而且被这些学生所了解。他们担心周围的老师和同学

会以基于其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来判断和对待自身，或者他们自己可能会无意间确

证人们这种先入为主的负面看法，即他们在心理上体验到了刻板印象威胁。①

这种负面心理体验对农民工子女的测试成绩有多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三方面

探求问题的答案。

这里要考察的第一个问题是：以内隐方式激活刻板印象，即在进行语文测试前，

要求农民工子女填写他们的户籍身份以及父母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等标识社会经

济地位的变量，是 否 会 引 发 他 们 的 刻 板 印 象 威 胁 体 验，进 而 在 测 试 中 有 不 佳 表 现

（即与实际水平不相符合的表现）？第二个问题是：以外显方式提醒学生有关他们学

业表现的负面刻板印象，即以实验操控方式明确告知参与研究的农民工子女：这项

测试能够辨识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语文测试成绩上的差异，② 这对学生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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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测试卷是由作者参照相关年级的测试卷和练习册编写，并请任五年级语文课的两

位老师修改之后应用于研究。测试的内容不局限于课本，但并不超出五年级孩子的阅

读范围。在此后的阅卷 中，并 没 有 发 现 所 有 学 生 都 没 有 正 确 回 答 的 题 目。试 卷 共 有９
种题型，５５个题目，满分５５分。



表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三 个 问 题 是，如 果 同 时 采 用 上 述 内 隐 和 外 显 两 种 方 式，

是否会产生累加效应？

将延兴小学五年级两个班的学生①以随机方式分为人数均等的四组，每一组学

生在单独的教室里完成实验内容。实验研究在学生的综合实践课上进行，任综合实

践课的老师作为研究助手，这位老师事先并不知道研究目的。在实验完成以后，研

究者对学生进行事后解释，即告知学生：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语文测试成绩上并

不存在显著差异，刚才对大家说的话只是为进行比较而做的一种假定，现实情况并

非如此。除事后解释外，研究者还回答了学生在参与研究后产生的一些疑问。

三个实验组和一个控制组所完成的内容如表１所示。在对测试成绩进行组间分

析时，将控制组作为参照组，其他三个实验组与之相比较。结果如图２所示。

表１　刻板印象威胁研究的组别及实验内容

组　别 实验内容

第一实验组

同时以外显和内隐两种方式激 活 刻 板 印 象。首 先，阅 读 实 验 材 料，材 料 暗 示 测

试具有辨识性———外显方式；其次，要 求 列 出 他 们 的 户 籍 身 份 和 家 庭 的 社 会 经

济地位———内隐方式；再次，完成语文测试。

第二实验组
仅以外显方式激活刻板印象。首先，阅读实验材料，材料暗示测试具有辨识性；

其次，完成语文测试。

第三实验组
仅以内隐的方式激活刻板印象。首先，要求学生列出户籍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

其次，完成语文测试。

第四小组 （控制组） 只完成语文测试。

图２　刻板印象威胁研究中实验组与控制组成绩比较

　　　注：ＳＴ＋ＳＩ是第一实验组，即以外 显 方 式 激 活 刻 板 印 象 威 胁，同 时 要 求 填 写 社 会 身 份 和 地 位；ＳＴ是 第

二实验组，仅以外显方式激活刻板印象威胁；ＳＩ是第三实验 组，仅 要 求 填 写 社 会 身 份 和 地 位；Ｔ是 直 接 进 行

语文测试的小组，即控制组。

如果以外显方式将学生置于刻板印象威胁之下 （第二实验组，ＳＴ组），那么他

们的测试成绩相对于参照组来说，显著下降。对于以内隐方式激活刻板印象威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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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验组 （ＳＩ组），统计分析发现：虽然该组的测试成绩低于参照组，但是两者的

差别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要求学生列出的户籍 （社会建构身份）及与之相伴的

社会经济地位并没有导致其成绩出现显著下降。

如果以外显方式激活刻板印象威胁之后，再要求他们填写社会身份和地位 （第

一实验组，ＳＴ＋ＳＩ组），即同时以内隐和外显方式激活刻板印象威胁，则会加强学

生的负面心理体验，导致这一组学生在测试成绩上表现出最明显的下降，成为三个

实验组中成绩最低的。

仅以内隐方式激活刻板印象威胁并没有使学生测试成绩显著下降，对此一种可

能的解释是，这些五年级的孩子尚未意识到户籍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方面

源于他们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他们居住在农民工聚集的棚户区，就读于农民工子女

集中的公立小学，他们周围都是拥有同一种户籍身份的人，他们感受不到彼此之间

的区别。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城市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些五年级孩子

在小学毕业后可以对口直升初中，户籍对他们继续读书没有构成较大的限制，他们

尚未意识到户籍的意义。

如果户籍在他们整个求学道路上都不构成障碍，那么对户籍的无意识也许是一

件好事，但现实并非如此。在入读初中之后，他们会接触到城市学生，从而体验到

身份区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想升入高中，就必须回到家

乡 （即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参加中考，所以在初中毕业班，老师和同学就会视他们

为 “不存在”，针对升学的讲课、做题、辅导都不会将他们考虑在内。譬如老师会在

课堂上强调：“这些题不参加中考的同学就不用做了。”“不参加中考的同学就不要买

这些 （教辅）材料了，反正也没什么用。”① 这种社会分类在他们刚进入初中的座位

编排上就已初见端倪。

综上，家庭中父母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和学校中刻板印象威胁的研究表明，弱

势群体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对学业成就的消极影响不只通过物质剥夺和低质量的

学校教育发挥作用，还通过削减学生的心理能量隐而不彰地产生影响，它们破坏了

学生积极表现的可能，阻碍了他们潜质和能力的发挥。这为不同群体在教育成就上

的差异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路径。

如前所述，许多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将底层群体的不利处境归因为精英化与

市场化的教育体制改革。② 这种观点将 “精英化”和 “市 场 化”视 为 同 质 性 机 制，

忽略了它们实际上是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以不同心理路径关联到教育不平等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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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熊易寒：《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上海：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２０１０年。
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

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果。市场化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变化是在家庭内部通过作用于父母期望而实现 “隐

性排斥”。它不像直接排斥那样，通过在受教育机会上设立门槛来实现，而是在机会

均等名义下，通过瓦解底层家庭的教育雄心和期望而隐蔽地达到排斥的目的。① 精

英化的严格筛选制度是在学校场域中运作的选择机制。学业竞争越激烈、涉及内容

越广泛，学业污名群体体验到的刻板印象威胁就越强烈。

三、教育不平等的身体机制

“一身一世界”。我们不仅以心灵感受世界，同时以身体 “体现”世界 （ｅｍ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② 身体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③ 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再生产的身体化特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不良健康状况和被贬低的行为习惯。

（一）不良健康状况

个体儿童期的健康状况经由两条途径影响其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表

现和教育获得的作用，对未来健康的直接影响。④边缘和底层的社会处境使这些农民

工孩子暴露于更多的不利条件之下：不良的社区卫生条件、拥挤的居住空间、缺少

父母照料、不规律的饮食。一些孩子营养不良、胃病多发、患传染性疾病，甚至遭

受家庭暴力。

１．无着落的早饭与胃病。一些孩子的父母凌晨两点钟左右就要去早市上菜，没

有时间为孩子准备早饭。饿肚子上学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是常有的事，很多孩子因此

患上胃病。班主任老师为了给孩子争取早餐而到菜市场找家长沟通，希望家长能让

孩子上学之前吃上热乎的饭菜，但家长的回答是：“给他做饭，谁去上菜？不卖菜，

我们靠什么生活？他吃饭，我们全家也都得吃饭啊。”虽然胃病是可能发生在任何人

身上的普通疾病，但是如果某一群体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而更多地受到这种疾病的困

扰，那么它就由个体痛苦转变成集体痛苦。

２．不良卫生状况与传染病。父母早出晚归，他们不但不能为孩子准备早饭甚至晚

饭也不能给孩子做。孩子下午四点左右放学，而很多家长要晚上七点甚至在孩子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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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煜：《制 度 变 迁 与 教 育 不 平 等 的 产 生 机 制———中 国 城 市 子 女 的 教 育 获 得 （１９６６—

２００３）》，《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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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才能回来。于是，很多孩子只能在路边摊填饱肚子。这些小摊的卫生条件并不理

想。与每天在家里吃饭的城市孩子相比，这些农民工子女感染传染病的机会更大。不

仅食品卫生堪忧，这些孩子的不良卫生习惯也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由于家长没有

时间给孩子洗澡，“孩子脏得身上都像长了黑漆。一次防疫站的人来学校打预防针，大

夫拿了三四块酒精棉，擦完后孩子的胳膊明显两个颜色。”这是一位班主任老师在访谈中

向笔者描述的她的亲眼所见。此外，拥挤的居住空间和不良的社区卫生条件也提高了孩

子感染传染病的可能。延兴小学所处的白家堡 “缺上水、没下水、垃圾遍地堆”，在这里

走访要随时小心脚下的垃圾和粪便。四五千人的棚户区，周围只有两个公共厕所。

３．困窘的经济与成长的身体。路边饮食一般不仅不卫生，而且不能提供孩子正

常发育所需的营养。而导致这些孩子饮食缺乏营养的因素并不止于此。一位学生午

餐饭盒里的菜总是咸菜条，原因是他的父母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工

作，经济困难，家里顿顿吃咸菜，也只能给孩子带咸菜。另一位女孩的饭盒里不仅

菜只是咸菜，而且主食一直是馒头，因为她的母亲是卖馒头的。吃午饭时，她总是

趴在桌子上，等别的同学吃完到操场活动后，她再把头深深地埋在桌子上偷偷地吃。

与城里殷实家庭孩子因营养过剩需要减肥形成鲜明对比，一些农民工子女连成长所

需的基本营养都无法保证。

不能健康成长的身体令人担忧，而正常发育的身体同样会遭遇经济窘迫带来的尴

尬。冰城哈尔滨刚入初冬已寒气逼人，晓东同学穿了一件又短又小的衣服在座位上坐

立不安，他不想同学注意到他这件明显不合体的衣服。其母亲因身患疾病，不能出去

打工，而家里唯一有劳动能力的父亲又没有太多的收入，经济捉襟见肘。入冬后，家

里没钱为孩子添置一件新棉衣，只能让他穿前年的衣服，而它已明显包裹不住孩子长

高长壮的身体。这让自尊心一向很强的孩子感觉不自在，束缚他的并不仅是一件衣服。

４．父母的婚姻与孩子的身体。辛苦的劳作、贫困的生活、流动的状态，使这些

家庭更可能出现婚姻破裂和家庭动荡。父母婚姻的变动会给孩子身体造成伤害。一

位孩子的父母因为离异而心生怨恨，父亲不允许母亲看望孩子，而父亲又没有精力

和经验照顾孩子，孩子的衣服总是又脏又破，带的饭菜总是班级最差的。一些父母

离异后重组家庭，继父或继母的出现会增加孩子遭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的风险。

我们之所以能够透过身体观察世界，或者说，社会世界之所以能够 “雕刻”身

体、留下印痕，源于身体的可塑性。人的身体并不仅是从出生到死亡自然地成 长、

衰老的过程，它还敏感地受到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影响。

（二）被贬低的行为习惯

相对于那些在父母严格管控和规训下成长起来的城市学生，农民工子女的行为

相对自由散漫、活泼好动、挑战权威、不守规矩。这两种行为方式各有所长，也各

有所短，但是，在学校中它们被赋予了差异性价值，学校有选择地把 “驯顺”视为

·１７·

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及干预策略



是正确得体的，而后者则被看作是需要控制与矫正的，后者将会被惩罚和贬低。

在刚进入学校时，有些老师善意地提醒我：“这里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父

母对他们管得少，上课时行为散漫，你得厉害一点，要不然他们就会欺负你。”在代

课过程中，我也确实感受到他们的随性和自由，与学校的规范要求不相符合，甚至

严重偏离；因此对他们来说被批评、罚站是常有的事情。

行为习惯的养成与家庭教养方式密切关联。有两种不同的养育实践： “协作培

养”和 “成就自然成长”，① 或者称为 “成就训练”和 “独立性训练”。② 它们在社

会地位群体之间分布不平等。优势家庭更倾向于采取协作培养、成就训练。孩子们

参加许多由父母安排的或者自己感兴趣的组织活动，在其中他们接触到的多是同龄

伙伴。在父母和老师的型塑下，孩子们知道在课堂上和学校里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

行为，组织机构的规范已内化，成为行为习惯。

底层家庭更有可能 “成就自然成长”，即对孩子进行独立性训练。这些孩子很少

有机会参加有组织的课外活动或课余学习，这不仅源于困窘的经济状况，也与父母

的教育理念相关。在访谈中老师告诉我，学校的校本课③要求家长给孩子买一些必

要的学习用品，比如毛笔、刻刀、石头。一些家长对此表示不理解也不支持，认为

这些和孩子的学习无关，他们的说法是：“学习还没学明白呢，买石头④干啥？”对

于给孩子订课外读物的号召，家长也表现出相同的态度。一位老师在访谈时这样说：
“本应由学校和家庭协作进行的教育任务被推给了学校一方。”

社会阶层影响了人们以哪些方式发展自己的身体，这是身体资本的生产。⑤ 身

体形式被赋予的符号价值是不平等的，源于协作培养的 “驯顺”身体，更有可能将

“投入”变成 “利润”，更有利于促进学业。在不同生存条件下获得的不同行为习惯

在家庭以外以不平等的方式获取收益，这是 “围绕肉身范畴的斗争”。⑥

四、提升学业成就的干预策略

社会阶层差距的缩小取决于在生命阶段早期缓解分层力量的影响。⑦ 针对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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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ｏｍｅｔｒｙ，ｖｏｌ．２２，ｎｏ．３，１９５９，ｐｐ．１８５－２１８．
校本课程是各个学校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优势和学生的特点、
兴趣和需要，开展的新课程改革实验。延兴小学的校本课有篆刻、书法、剪纸、塑泥等。
指篆刻课上用的石料。
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第１３０页。
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第１３９页。

Ｄ．Ｒ．Ｅｎｔｗｉｓｌｅ，Ｋ．Ｌ．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Ｓ．Ｏｌｓｏｎ，Ｆｉｒｓｔ　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群体儿童的早期干预比后期干预能够产生更大的收益，这些干预在促进公正与社会

正义的同时将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收益。① 因此，在小学阶段 （即学业生涯初

始）实施的社会心理干预具有重要意义和持久影响。

消极社会信念———低层次期望与刻板印象———源于两方面原因：以本质主义方

式看待学生能力和单一维度的评价体系。因此，提升学业成就的干预策略从两个维

度展开：第一，纵向策略，即传授智识增长论，鼓励学生采取一种动态、发展的视

角，相信能力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可以提升和改变的。这一策略具有 “赋权”的潜能，

因为它赋予学生对抗外界 “实体论”和 “本质论”的信心和能力。第二，横向策略，

即建构多元评价体系，让学生感知到任何人都具备多种能力，在实际的学校场域中，

他们是在多个维度而非只在学业成就上被评价。

（一）“纵向—动态”策略：传授智识增长论

人们理解智识能力的两种方式被概括为 “实体论”（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和 “增长论”（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实体论者将人的能力 （尤指智力）

看作固定不变的实体：有人聪明、有人愚笨，并且总是如此，个体无力对之施予控

制；增长论者则认为，人的智力就犹如人的肌肉，具有可塑性，能够提升和改变。②

显然，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智识理论 （即增长论）能够通过心理干预的方式将其

信念传授给学生，从而带来学业成就的提升，尤其对于弱势群体的学生。这一主张

已被实验室研究和实地研究、短时研究和纵贯研究所证实，不仅如此，学者还发现，

传授智识增长论信念能够降低弱势群体学生体验到的刻板印象威胁。

笔者于２０１０年的春季学期在延兴小学实施了传授智识增长论的干预研究 （参见

表２）。在延兴小学五年级选择一对 “对口”班级③分别作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

组班级有学生４５名，控制组班级有学生４２名。在实验干预期间，实验组没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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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ｙ　Ａｇｅ　２２：Ａ　Ｎｅｗ　Ｓｔｏ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１０，ｎｏ．５，２００５，ｐｐ．
１４５８－１５０２．

① Ｊ．Ｊ．Ｈｅｃｋ，Ｓｋｉｌ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１２，２００６，ｐｐ．１９００－１９０２．
Ｃ．Ｓ． Ｄｗｅｃｋ，Ｓｅｌｆ－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ｏｖ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卡 罗 尔·德 韦 克： 《看 见 成 长 的 自 己》，
杨百彦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延兴小学五年级一共有四个班级。这四个班级是在进入五年级时，学校依据 “龙摆尾”
分配原则重新编制而成。所谓 “龙摆尾”是指，按照四年级期末考试成绩，将全体学生

排名，依据此排名编制五年级的班级，排名１、２、３、４的学生分别进入一至四班，然

后反过来，排名５、６、７、８的学生分别进入四至一班，以此类推，这样每个班学生的

学业成绩基本匹配。相邻的两个 班 级 为 一 对 “对 口”班 级 （即 一 班 和 二 班，三 班 和 四

班），“对口”班级的老师配备相匹配。



流动，控制组新转来２名学生。实验组学生接受一系列动态能力信念的实验干预。①

本研究在实验程序上采用阿伦森等人给他人 “写信”② 的方式向被试传授动态能力

观的典范做法，③ 但是，考虑到本研究的对象是小学阶段的孩子，不同于阿伦森等

人研究中的大学生群体，因此加入了讲故事和经验交流的环节。

表２　智识增长论干预研究的程序及实验内容

实验程序 实验内容

干预的第一步 学生阅读启动增长论的实验材料，并依据材料内容给一位在学业上有困难的小妹妹写信。

干预的第二步
以互动方式讲故事。研究者讲了一些成功人士如何 克 服 困 难 并 最 终 取 得 成 功 的 故 事。学

生们积极主动举手发言，讲到了他们知道的其他一些与之类似的故事。

干预的第三步

实验组学生收到小妹妹及其班主任老师的回信，感 谢 他 们 给 予 的 有 意 义 的 帮 助，并 肯 定

小妹妹取得的进步。此后，实验组学生给 小 妹 妹 写 第 二 封 信。在 这 封 信 中，他 们 要 写 进

自己战胜困难的切身经历，并放入本人照片，以提升 他 们 对 所 倡 导 信 息 的 心 理 承 诺 和 责

任感。

干预的第四步 安排两位大哥哥 （从延兴小学毕业的优秀初中生）和实验组学生进行经验交流。

在控制组班级，学生阅读的材料和写信的内容均与智识增长论无关，而是与综

合实践活动课本身 （做手工制品）有关；没有安排两位大哥哥的交流程序。

为评估干预是否有效，在全部干预程序完成之后的两周，实验组和控制组班级

都填写了一份问卷，其中包含 三 个 分 量 表，分 别 用 来 检 测 动 态 能 力 观 干 预 的 效 果、

学生对学业的喜爱以及学业认同。④ 该问卷由任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老师在课上发放，

并向学生说明这与笔者此前所作的工作无关，这位老师并不知道本次测量的目的。

对两组的Ｔ检验表明 （见表３），实验组学生更加相信能力是可以改变和提 升

的，相对来说，控制组学生在增长论信念上显著弱于实验组。所以，可以认为实验

干预确实改变了 （至少在短时期内）实验组学生对能力的看法，使他们更倾向于动

态能力观。实验组学生 “不爱上学”的程度显著低于控制组，而 “学业认同”则显

著高于控制组。可见，如果学生将能力看作是可以提高、并非生来如此的，那么他

们会更加热爱上学，也不太可能产生对学业的去认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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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鉴于班级是基于 “龙摆尾”原则形成，班级之间的学生表现匹配，因此本研究没有进行

前测，以避免学生揣测到研究目的而带来干扰。
在这里作为写信对象的小妹妹是虚构的人物，而从小妹妹和老师那里收到的回信也是

研究者依据研究需要写成的，但学生事先对此并不知情。

Ｊ．Ａｒｏｎｓｏｎ，Ｃ．Ｂ．Ｆｒｉｅｄ　ａｎｄ　Ｃ．Ｇｏｏ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３８，ｎｏ．３，２００２，ｐｐ．１１３－１２５．
三个分量表的Ａｌｐｈａ值分别为０．８６、０．８９、０．８３。



表３　智识增长论干预研究的操纵检测及学业维度的Ｔ检验

因变量
实验组

Ｍ　 ＳＤ

控制组

Ｍ　 ＳＤ
ｄｆ　 ｔ　 ｐ

操纵检测 ３．５７　 ０．４２　 ２．３０　 ０．７９　 ３４ －８．６９　 ０．０００
不爱上学 １．４４　 ０．５４　 ２．３６　 ０．７７　 ３４　 ５．８８　 ０．０００
学业认同 ３．５９　 ０．４６　 ２．３３　 ０．５４　 ３４ －８．９１　 ０．０００

此外，笔者陆续从任课老师那里收集到两组学生３月、４月、５月三次月考的语

文和数学成绩，以及期末考试成绩。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学生学业成绩的比较有两个

主要发现：在总体趋势上，传授智识增长论的实验干预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业成

绩，学业成绩的提升表现出跨学科差异 （参见图３和图４）。

具体来说，在３月份月考的数学成绩中，实验组显著高于控制组，两组学生在

语文成绩上没有显著差异。４月份月考的数学成绩同样是实验组高于控制组，具有

统计显著性，两组在语文成绩上的差异开始具有边缘显著性。从前两个月的成绩来

看，学生的数学测试成绩对于所传递的动态能力观更敏感。在５月份的月考成绩中，

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差异是３次月考中最高的，值得注意的是，

５月份两组在语文成绩上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

期末考试的数学成绩在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是相对

于５月份两组的成绩来说，期末考试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

临近期末考试时控制组的学生也比以前更加努力。语文成绩上的差异仍旧具有统计

显著性。

从研究所得数据可以看到，数学成绩从第一次月考开始就对干预有反应，并一

直延续到期末考 试，而 语 文 成 绩 则 是 从 第 三 次 月 考 开 始 才 表 现 出 与 控 制 组 的 显 著

差异。

智识增长论干预作用的跨学科差异可以看作是 “文化资本”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文化资本通过家庭教育传递并积累，它从孩童一出生时就开始了，因此那些拥有丰

富文化资本的家庭后代具有先天之利。农民工群体总体上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们

的孩子在文化资本上的不利处境也是从出生时就开始了。一个学科的评价标准越是

具有综合性，① 文化资本的影响就越大。与数学相比，语文是受家庭文化资本影响

更强的学科，其对动态能力观干预的敏感性要弱于数学。对于其他学者们由大规模

宏观数据得出的结论，本研究为之补充了微观证据。有学者指出，文化资本对儿童

教育的影响是最不容易受外界条件干扰的先赋因素之一，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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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高考内容调整和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等政策越来越强调考察学生的素质，底层学生在

这类综合素质考察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参 见 李 春 玲： 《无 声 的 革 命 与 寒 门 难 出 贵

子》，未刊稿。



遭遇平等化过程的冲击，也都有可能不断强化，至少可以维持不变。①

图３　数学测试成绩折线图

图４　语文测试成绩折线图

（二）“横向—多元”策略：建构多元评价体系

传授智识增长论是一种纵向的、立足于培养动态能力观的干预策略，与之构成

对应的是诉诸横向维度的干预，即建构多元评价体系。

虽然农民工子女在学业上处于相对劣势，但他们具备另一些能力，如动手能力、

忍耐力和适应能力等。在多元评价体系下，任何学生都会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得到老

师和同学的赞赏与肯定。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综合后的结果是一种成员间总体能力

地位的相对均衡。

本研究预期，农民工子女会在两个方面从多元评价体系中受益：提升学业认同

和抵御刻板印象威胁。如果学生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得到积极评价，无论这些领域是

否与学业相关，在学校中被承认的体验都会促进学生对上学的喜爱、对学校认同以

及对学校中主导价值信念的接受。除促进学业认同外，在更具体的层面，多元评价

体系能够帮助学生抵御刻板印象威胁对测试成绩的消极作用。如果学生知道学校是

在多个维度上评价他们，那么即使他们知晓在学业领域针对他们的负面刻板印象，

其测试成绩也不会因此而降低。

笔者在真实的学校场景中实施的干预研究为证实多元评价体系的作用提供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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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精明：《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５
期；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 （１９４９—２００３）》，《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６
期；李春玲：《无声的革命与寒门难出贵子》，未刊稿。



下证据。

首先，检验多元评价干预对学业认同的作用。在一堂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课堂上，

两位老师 （笔者①和任综合课的老师）告知学生，这堂课将进行一项测试，为了使

大家在测试中不互相干扰，我们将班级中一半的学生带到综合实践活动室。任综合

实践活动课的老师作为研究助手，她事先并不知道研究目的。

在两个教室，两位老师遵循同样的指导语，向学生表明：“我们要完成的测试内

容不多，所以有足够的时间。在测试之前，请各位同学先阅读一篇报纸上摘录下来

的文章，② 因为文章的内容和学生有关，所以请大家先看一下。”为使学生能够认真

阅读，要求学生读完后回答文后的两个问题。

在全体学生读完后，研究者给每名学生发放一张表格，③ 请学生如实填写，并

对他们解释：“这对大家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希望你们认真对待。”

一元组学生阅读的报纸文章和填写的表格将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是仅仅基于学业

能力和学业表现被评价的；与之相区别，多元组学生阅读的报纸文章和填写的表格使

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多个能力维度上被评价的。在一元组和多元组学生完成文章阅读

和选拔表格填写后，进行三个因变量的测量：对上学的喜爱、学校认同和学业认同。④

通过对多元组和一元组学生进行方差分析，我们发现多元组学生对上学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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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因笔者从新学期一开始就代他们的综合实践课，所以学生对于笔者的出现并不感到陌

生和惊讶。
文章是笔者根据研究需要写成的，并不是报纸上的真实文章。一元组学生阅读的文章

强调：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优秀”的标准由原来的单纯强调学习转向了学业和其他

能力并重，但是因为面临升学压力和激烈的社会竞争，学业成绩和课业表现仍然是最

重要的评价标准。多元组学生阅读的文章则强调：虽然学业表现是重要的评价学生的

尺度，但是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应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例如社交能力、动手 能 力、文

体特长、道德品行等等。事实证明，如果学生在学业之外还具备其他方面的 技 能，那

么他们将来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表格指导语的大意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将要选择一定数量的学生作为资助的对

象，为方便选拔工作，需要学生填写下面的表格，一元组学生填写的表格主要是与学

业相关的项目，多元组学生填写的表格除成绩外，还有学生认为自己擅长的其他各项

能力，并评价自己在这些能力上的水平。这是根据研究需要的虚假宣称，并不是真实

的，在实验完成后，研究者向学生做出事后解释。
以一个题目测量学生对上学的喜爱程度：“上学对我来说是 ”。测量学校认同的题目

包括：“学校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学校中，我只有制造一点小麻烦才能

够引起别人的关注。” “作 为 延 兴 小 学 的 一 员 我 很 骄 傲。”测 量 学 业 认 同 的 题 目 包 括：
“说实话，我觉得在学校中学到的很多东西其实没什么用。”“在你看来，有些事情是重

要的，有些事情是不重要的。那么，学习成绩对你来说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对于

这些问题，学生在四点量表上标明他们的态度。笔者分析时对其中的一些题目进行反

向编码，值越高表明态度越积极。



显著高于一元组，这一特征也适用于学校认同和学业认同，① 如图５所示。

图５　多元评价体系干预的研究结果

其次，检验多元评价体系降低刻板印象威胁的作用。将延兴小学四年级两个班

级的全体学生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作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施以 “给值”的方法检

验多元评价体系效用的实验。实验组学生３６人；控制组学生３５人，控制组有１位

学生没有交卷，实际进入分析的学生３４人。

给实验组的每名学生发放一张已经以手写方式填写完分数的表格，告知学 生，

表格上的分数是任课教师根据每名学生在各项能力上的表现而给出的。这是依据研

究要求的虚假宣称，实际上并非如此，学生们看到的分数是笔者在对所有学生都不

了解的情况下给出的分值。学生在表格上不仅能看到自己的分数，还有班级学生在

这项能力上的平均值。他们之间不允许交流。每名同学看到的都是他们的各项能力

得分在平均水平以上，学生因此感知到，他们不仅被多元评价，而且他们的各项能

力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给值组的学生在知道自己的各项分数后，进行刻板印象威胁的实验操控程序，②

然后完成一项语文测试。控制组学生直接接受刻板印象威胁的实验处理，并进行测

试，没有以上 “给值”的实验步骤。数据分析表明，给值组的测试分数显著高于控

制组的分数。③ 这意味着多元能力认可能够削减刻板印象威胁所导致的测试表现下

降的负面结果。

这一结果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对于如何克服刻板印象威胁这一问题，既

有研究集中讨论两种策略：改变个体看待群际关系的方式和传授智识增长论。多元

评价体系作为第三种有效策略在这里被初步提出。其次，有关多元价值确证在学业

领域中的作用，国外研究关注的是自我价值确证，即研究者通过让学生报告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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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 “对上学的喜爱”问题上，多元组与一元组学生对比的方差分析结果是Ｆ （１，３５）＝
４．８８，ｐ＜０．０５，相 应 地，在 “学 校 认 同”问 题 上 的 方 差 分 析 结 果 是Ｆ （１，３５）＝
６．２７，ｐ＜０．０５，在 “学业认同”问题上的结果是Ｆ （１，３５）＝４．１７，ｐ＜０．０５。
与前述刻板印象威胁研究采取的程序相同。
给值组的测试分数 （Ｍ＝３４．８８，ＳＤ＝５．０９），控制组的分数 （Ｍ＝３１．６０，ＳＤ＝５．０２），

Ｔ检验结果ｔ（３３）＝２．４８，ｐ＜０．０５，此项测试满分５０分。



来说各种重要的价值来达到价值确证的目的。本研究表明，由他人从多元维度上给

予的积极评价同样能够实现价值确证。这与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中期望状态论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① 的主张相符合，即重要他人 （如老师）对弱势群体学生

积极的能力期望有助于改善学生的表现。

五、对相关研究的意义

（一）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新路径

身体和心理是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新路径。本文讨论了心理因素如何卷入阶层不

平等的再生产。实际上，在性别不平等背后，存在着同样的心理机制，即父母的低

层次期望和学校中的消极刻板印象。在资源有限的底层家庭中，父母对女儿的期望

远低于儿子。在科目选择和不同科目的学业成就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不擅

长数理化”是广泛存在的一种刻板化观念，女生也明确知道这一消极社会信念的存

在。既有研究表明，在数理科目上的性别不平等不是源于性别之间的能力差异，而

是刻板印象威胁导致的结果。

（二）干预方法的广泛适用性

本文讨论了以社会心理干预提升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以干

预方法改善不利群体处境，同样适用于已经进入职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方面已

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② 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工作干预正在并将持续地成为

推动中国劳资关系转型的力量。

可变论或发展论思维方式的积极作用并不局限在个体层面，同时也能够扩展至

人际关系层面；指导人们正确看待社会交往方面的困境和挫折，并努力建立和维持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归属干预策略的目的。在现有劳动力体制和独特的工厂政

体双重规制之下，新生代农民 工 往 往 会 丧 失 社 会 归 属 感 和 价 值 感。在 这 种 境 况 下，

实施社会归属的社会心理干预必要且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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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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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广怀、刘焱： 《“扩 展 的 临 床 视 角”下 企 业 社 会 工 作 的 干 预 策 略》， 《社 会 学 研 究》

２０１１年第６期；郑广怀：《迈向对员工的精神健康的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６期。



（三）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存在不足。第一，对于干预研究的效果，缺少长时

段跟踪研究的考察。多元评价体系的积极效应局限于实验室场景；对于传授智识增

长论的干预研究，笔者虽然进行了跟踪，但持续时间仅为一个学期，更长时段的效

应有待证明。尽管国外已有研究证实了这种长期效应的存在，① 但在中国弱势群体

学生中，干预效果的稳健性尚需后续研究检验。

第二，因人力和财力限制，干预研究实施的规模较小，在本文总结的干预程序

作为一种规范性程序推广前，尚需较大规模的研究来检验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简洁、

精致和规范。在将其应用到更大规模样本时，需要加入前测的程序，这有助于剥离

前期差异的影响，也能进行前测与后测的对比，它将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对比构成

互补，更好地考察干预研究的效果。

第三，本研究对象属于小学阶段学生，而中学阶段的研究尚待补充。农民工子

女进入初中后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初中学生的构成比小学生更具异质性，他们会

接触到更多的城市学生。接触会带来融合，但也可能产生偏见和歧视。其次，由于

高考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能在当地城市参加中考，因此，在升入初

中后，他们面临更加紧迫的人生抉择。所有这些都会给他们带来不同于小学阶段的

心理后果和身体意涵。

第四，相对于宏观结构视角，从微观机制讨论教育不 平 等 有 其 局 限 性，例 如，

它可能会忽略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所总结的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只

是对宏观视角的补充，而不是替代。面对日益增长的流动儿童群体，干预能够改善

的范围有一定限度，所以需审慎看待干预研究的效用；社会心理干预策略是在结构

层面的改革缓慢推进期间可以利用的降低不平等的方案。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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