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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家庭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已被学者所关注! 在已有研究注重学历#初职

B) B̀的基础上"导入了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等社会心理因素! 利用 "#.& 年在黑龙江省农村

地区开展调查所获得的问卷数据"分析早期家庭教育对成年后现职B) B̀的影响及影响路径"

研究发现$早期家庭教育与成年后现职B) B̀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前者主要经由教育期望和职

业期望的路径影响后者! 早期家庭教育是实现代际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产生的积极#向

上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有利于子代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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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

大计#!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 "#"# 年 & 月 "" 日(习近平在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十四

五#时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

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也指出(要!深

化教育评价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

制#) 儿童早期教育成就与其家庭所处阶层密切

相关(实现教育公平被视为现代国家推进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应然之意+.,

)

目前(学术界大多从教育获得维度分析教育

育人与代际流动的问题(即教育获得如何通过合

理公平的代际流动提升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分

析发现"高水平的教育获得是实现合理公平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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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流动的重要因素(也是阻断代际贫困的有效路

径+"%,,

) 近十年来(这一分析模式发生了转变(学

术界开始关注早期生活状况对代际流动的影响)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作为早期生活状况具体体

现之一的早期健康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分析发

现"早期健康是能否实现合理公平的代际流动的

一个重要变量++%0,

(其通过学历和初职 B) B̀

!的

路径影响现职 B) B̀的获得+0,

) 然而(豪特指出"

有关代际流动(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明确一个人

的早期生活如何影响成年后的阶层地位(而早期

生活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多项维度的综合体+$,

)

因此(仅以早期健康为切入点分析早期生活对于

代际流动的影响(还不够充分(不能全面*准确地

把握两者间的关系)

!

B) B̀为 BK789K;76>K;O)><6>%̀<>K>b6<BKL8g的缩写(即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

) )̀为 )><6;Ò<>K>b6<)7;7RJ的缩写(即社会经济地位)

基于此(本文将从早期生活的另一具体体现'''

早期家庭教育的维度分析其对于代际流动的影

响(主要回答两个问题"$.%早期家庭教育与现

职B) B̀具有怎样的关系&$"%若早期家庭教育与

现职B) B̀存在显著关系(那么前者经由怎样的

路径影响后者)

本文的早期家庭教育是指 ., 岁以前父母对

子女的教育投入(包括讲授人生道理*监督课外

学习*购买图书资料以及参加校外培训等) 目

前(学术界大多以教育年限*初职 B) B̀为中介变

量分析出身家庭 ) )̀

"

*早期健康等自变量对于

现职B) B̀的影响路径(分析发现"出身家庭 ) )̀

越高(早期健康越佳(成年后的教育年限越长(初

职B) B̀越高(从而现职B) B̀也越高+"(0,

) 但是这

样的分析视角和研究观点存在不可忽略的缺陷(

其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某些客观现

象) 既然出身家庭 ) )̀ 与早期健康显著影响现

职B) B̀(那么为什么出身家庭 ) )̀或者早期健康

状况相同的两个个体(成年后的现职 B) B̀显著

不同/ 甚至出身家庭 ) )̀低*早期健康状况差的

个体(成年后的现职B) B̀反而高于出身家庭 ) )̀

高*早期健康状况好的个体/ 本文认为"已有分

析视角对于这一现象缺乏解释力是由于缺乏关

注社会心理因素对于现职 B) B̀的影响) 菲什拜

因和阿耶兹的理性行为理论指出"现实生活中(人

的行为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而行为意向又受到态

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个体的行为如何实施归根

到底由这两个变量决定+@,

) 基于已有分析视角的

缺陷和理性行为理论(笔者在分析早期家庭教育

对于现职B) B̀的影响路径时(将导入体现个体社

会心理的变量(即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 前者指

.,岁以前个体对于未来获得教育水平的渴望&后

者指 .,岁以前个体对于未来获得职业地位的渴

望) 另外(出身家庭 ) )̀ 对于早期家庭教育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观点(早已被一些学者的实

证研究所验证+/%&,

(因此本文在分析早期家庭教育

对于现职B) B̀的影响路径时(不再将其作为自变

量纳入分析模型)

二#相关文献

#一$早期家庭教育与代际流动

关于教育与代际流动(布迪厄和帕松于

.&&# 年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阶级再生产理

论+.#,

) 其核心内容是"教育是阶级结构再生产

的工具(教育不断地把原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

来(以维护一个不平等的*分化为阶级的社会(并

使之合法化) 布迪厄和帕松的阶级再生产理论

强调了教育对于阶级结构的维护和复制的作用)

该理论被国内外学者的实证发现所验证) 比如"

威利斯分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如何重新成

为工人阶级的现象(发现工人阶级的子弟在少年

/,



时期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拒绝使自己将来可能

成为白领阶层的正规教育(从而形成一种反学校

文化(使其成年后大多继承父业(很难进入高于

父职的职业阶层+..,

) 吴世友分析了八个农民工

子女的生命史(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早期家庭教育

缺失(使他们很难通过早期教育实现代际地位的

上升流动) 这两项研究说明"早期家庭教育与代

际流动存在紧密关系(处于社会基础阶层的工人

阶层由于早期家庭教育不恰当甚至缺失(最终导

致阶层再生产) 该观点被后来更多国内学者的

研究所验证+."%.$,

) 还有学者指出(学前教育扩张

能提高儿童入园机会的平等性(却加深了家庭早

期教育支出负担率的阶层不平等程度+.,,

)

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仍有许多处于社会基

础阶层的普通家庭子弟进入社会上层呢/ 其向

上流动的路径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与布迪厄*帕

松的阶级再生产理论相悖(对此有学者认为(该

问题与父母早期的教养方式或者教养态度有

关+.+%.0,

) 教养方式是文化资本身体化的一种途

径(是父母向子女传递与学校或社会相适应的知

识*策略*习惯和风格+.@,

(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家

庭教育) 马斯腾实证分析了教养方式与子女未

来发展的关系(发现恰当*肯定与周到的教养方

式能够培育子女积极向上*健康的人格(提升子

女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促发子女的向上心

理(最终成就未来的事业+./,

) 后来一些学者的

实证分析也获得了同样的结论+.&,

) 另外(龚艺

华具体分析了专制型*民主型*溺爱型*忽视型四

种教养方式对于个体成就动机的影响(发现专制

型*溺爱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与子女的成就动机

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而民主型教养方式与子女的

成就动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

) 上述研究较为

准确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指出家庭教育中的教

养方式或者教养态度对于子女未来的成长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 处于社会基础阶层的个体如果

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恰当的家庭教育(也能

够突破阶层再生产的樊篱(实现代际地位的向上

流动) 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学术界尚未进行

充分研究(至今没有准确的回答)

#二$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

学术界将代际流动的社会心理因素分为教

育期望和职业期望+".,

(关注其在代际流动中的

作用源于对布劳'邓肯模型+",的质疑) 塞维尔

认为"布劳'邓肯模型中(父亲的教育*职业经由

本人的教育与初职影响本人现职的路径固然正

确(但模型中未纳入个体的社会心理因素这一中

介变量(即在父亲职业*学历与本人教育年数之间

缺乏教育期望的变量(而在父亲职业*学历与本人

初职之间缺乏职业期望的变量+"",

) 这一观点提

出后便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如何

激发青少年时期个体的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 目

前(学术界主要从五个维度分析了教育期望和职

业期望产生的原因(分别是出身阶层*出身地域*

父母压力与家庭结构*邻里效应与学区*年级内的

学业成绩排次(这五个维度均是既成事实的不变

因素)

虽然一些学者也关注到作为可变因素的早期

家庭教育对于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将会产生影

响(但与上述五个维度相比(研究成果较为稀少(

大致可以举出三例) 塞维尔等学者研究发现"生

活中的重要他人是一个重要因素) 重要他人指在

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

影响的人(包括教师*父母或者朋友(其中父母是

最重要的他人+"",

) 岛直子分析发现"父母与子女

之间有关子女将来前途话题的沟通频率越高(子

女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也变得越高+"$,

) 劳格

分析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有关政治话题的沟通

频率越高(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变得越高+",,

) 岛直

子和劳格从社会化的角度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认

为父母与子女间沟通频率的提高将会提升子女社

会化的程度(进而提升子女的教育期望与职业期

&,



望) 上述三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早期家

庭教育是子女生成教育期望*职业期望的重要因

素(恰当周到的家庭教育将会提升子女的教育期

望和职业期望) 在国内学术界(近些年来(虽然从

教养方式的维度分析家庭教育的研究不在少

数+"+,

(却鲜有针对早期家庭教育与子女教育期

望*职业期望关系的研究)

#三$研究特征与不足

在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代

际流动的影响链条中(已有文献仅分析了早期家

庭教育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以及早期家庭教育与

教育期望*职业期望的关系(即仅提取了影响链

条中的一部分进行个别的*分段式研究(没有将

影响链条中的每一个因素纳入分析视野进行系

统分析) 这样的分析方法已经不能够明确解释

当代社会复杂多样的代际流动现象(比如!处于

社会基础阶层的农家子弟经由怎样的路径最终

进入社会上层#) 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所

提供的教育资源和父母的教育水平*教育观念*

教育方式等差异更大(对儿童未来的发展影响也

更大(而现有文献对此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 另

外(已有文献缺乏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与代际流

动关系的研究(有关早期家庭教育与教育期望*

职业期望关系的研究也不够充分细致) 因此(全

面系统分析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与职业期

望*代际流动四个变量的相互影响机制(便显得

尤为必要)

三#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理论假设

前述马斯腾*龚艺华的研究成果强调了早期

家庭教育对于子女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塞维尔*

岛直子*劳格的研究成果则强调了正面的早期家

庭教育会激发子女的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 在

现实生活中(仅凭经验观察也可发现"教育期望*

职业期望与未来发展具有紧密关联) 一般来讲(

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越高(越会具有远大的抱

负(成年后到达的职业阶层自然会越高) 基于

此(排除出身家庭 ) )̀*早期健康状况*性别*年

龄*民族等因素的影响后(将有关研究问题中的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以及成年后

的学历*初职B) B̀*现职 B) B̀之间的关系做出理

论假设)

.C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

历#初职B) B̀与现职B) B̀"

假设 .;"家庭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越重视(

则子女成年后的现职B) B̀就会越高)

假设 .="早期家庭教育通过教育期望对现

职B) B̀产生影响(子女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期望

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现职B) B̀就会越高)

假设 .<"早期家庭教育通过职业期望对现

职B) B̀产生影响(子女青少年时期的职业期望

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现职B) B̀就会越高)

假设 .L"早期家庭教育通过子女未来获得

的学历对现职 B) B̀产生影响(子女未来的学历

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现职B) B̀就会越高)

假设 .8"早期家庭教育通过子女未来获得的

初职B) B̀对现职B) B̀产生影响(子女未来的初职

B) B̀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现职B) B̀就会越高)

"C早期家庭教育与教育期望#职业期望"

假设 ";"家庭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越重视(

则子女的教育期望就会越高)

假设 "="家庭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越重视(

则子女的职业期望就会越高)

$C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与初

职B) B̀"

假设 $;"家庭对子女的早期教育越重视(则

子女成年后的初职B) B̀就会越高)

假设 $="早期家庭教育通过子女的教育期

望对初职 B) B̀产生影响(子女青少年时期的教

#+



育期望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初职 B) B̀就会

越高)

假设 $<"早期家庭教育通过子女的职业期望

对初职B) B̀产生影响(子女青少年时期的职业期

望越高(则子女成年后的初职B) B̀就会越高)

,C教育期望与职业期望"

假设 ,"子女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期望越高(

则其对职业期望就会越高)

+C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与学历"

假设 +;"早期家庭教育通过子女的教育期望

与职业期望对子女成年后的学历产生提升作用)

假设 +="子女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期望越高(

则其成年后的学历水平就会越高)

假设 +<"子女青少年时期的职业期望越高(

则其成年后的学历水平就会越高)

#二$研究设计

.C数据来源与调查样本! 数据来自 "#.& 年

在黑龙江省农村的问卷调查) 通过分层抽样法(

抽取样本 .$@"个(回收有效问卷 .."0 份(问卷的

有效率为 /"C.!) 有效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分别

占 +"C/!和,@C"!&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初中学历

者和高中学历者分别占 .+C,!*$&C#!和 $#Z.!(

大专学历者和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分别占 .#C"!和

+C$!&务农者与务工者的比例分别为 $,C"!和

".C@!(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事务工作人员和服务

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 /C0!*.#C0!和 "#C.!(各

种管理者的比例仅为 ,C/!) 在月收入方面(月收

入 $### 元以下者占 $#C"!(月收入 $##.'+###

元者占 ,0C.!(月收入 +###元以上者占 "$C@!)

"C研究变量! 因变量为个体现职的阶层位

置(通过现职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B) B̀%测量)

自变量为早期家庭教育(为外生变量) 通过

人生道理的教育频率*监督学习的频率*购买各

种书籍的频率和校外培训机会的频率四个指标

进行测量(选项分为!非常多*比较多*一般*比较

少*非常少#五个层次(统计分析时合并为一个数

值型变量)

中介变量包括四个(分别是 ., 岁以前本人

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成年后的学历和初职

B) B̀) 其中(教育期望以 ., 岁以前渴望获得的

教育层次为切入点进行测量(分为!小学*初中*

高中*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七个

层次) 为了分析简便(统计分析时将小学*初中

和高中定义为低等学历(将大专和本科定义为中

等学历(而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定义为高

等学历(并分别赋值 .*"*$) 职业期望以 ., 岁以

前渴望从事的职业为切入点进行测量(分为!种

地农民*企业工人*服务业打工者*个体工商户*

办公室工作者*私营企业老板*国有企业厂长或

经理*大学教师*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政府官

员#十二种职业) 为了分析简便(统计分析时将

种地农民*企业工人*服务业打工者定义为基层

职业(将个体工商户*办公室工作者*私营企业老

板定义为中层职业(将国有企业厂长或经理*大

学教师*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政府官员定义为

高层职业(并分别赋值 .*"*$) 学历通过受教育

年数进行测量(初职 B) B̀通过初职 B) B̀分数进

行测量) 四个中介变量均为内生变量)

控制变量为出身家庭 ) )̀$., 岁时父亲B) B̀

和父母受教育水平%*早期健康状况$成年后身

高%*年龄$数值型变量%*性别$.C男性(#C女性%

和民族$.C汉族(#C少数民族%) 之所以将出身家

庭 ) )̀和早期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源于已有

研究均发现两者对于现职产生显著影响)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 可以

发现"早期家庭教育的均值为 $C/@(介于一般

和比较多之间(但更接近于比较多) 教育期望

和职业期望的均值分别为 +C/& 和 @C&.(可见

对于未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均较高) 初职

B) B̀和现职 B) B̀的均值分别为 "0C@$ 和

"&Z$&(在各自的取值范围中处于较低层次)

.+



表 !"不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说明

早期家庭

教育

$C/@

$#C&0%

+C非常多(,C比较多($C一般(

" 比较少(.C非常少

教育期望
+C/&

$#C0.%

.C小学("C初中($C高中(,C大

专(+C本科(0C硕士研究生(

@C博士研究生

职业期望
@C&.

$#C@$%

.C农民("C企业工人($C服务

业打工者( ,C个体工商户(

+C办公室工作者(0C私营企业

老板( @C国有企业管理者(

/C大学教师(&C医生(.#C科学

家(..C工程师(."C政府官员

初职B) B̀

"0C@$

$&C#+%

取值范围 ..C$0'//C&,

现职B) B̀

"&C$&

$.#C+"%

取值范围 ..C$0'/&C"@

学历$受教

育年限%

@C./

$.C@&%

取值范围 .'./

性别
#C+$@

$#C#+%

.C男性(# 女性

年龄
$/C@"

$/C0,%

取值范围 "#',+ 周岁

民族
#C&.,

$#C.0%

.C汉族(#C少数民族

早期家庭教育在代际流动中既是社会分层

的前因(又是社会分层的后果(而一般回归分析

的方法难以明确多个变量间的因果和结构性关

系(因此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

$受教育年限%*初职B) B̀*现职B) B̀这些变量之

间的结构关系)

三#分析发现

表 "分析了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

望*学历*初职 B) B̀与现职 B) B̀的交互关系) 对

于教育期望*职业期望(报告了现职B) B̀在不同教

育期望*职业期望上的均值&对于早期家庭教育*

学历和初职B) B̀(报告了每两组变量之间的皮尔

逊相关系数$9%) 由表 "可知"$.%早期家庭教育*

学历*初职B) B̀与现职B) B̀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教育期望为高等学历的被访者的现职

B) B̀显著地高于教育期望为低等学历*中等学历

的被访者&$$%职业期望为高层职业的被访者的现

职B) B̀显著地高于职业期望为基层职业和中层职

业的被访者) 这说明"在很大程度上(早期家庭教

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和初职B) B̀对于现

职B) B̀将会产生显著影响(但为了明确彼此之间

的独立影响(还需要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控制出身

家庭 ) )̀*早期健康状况以及性别*年龄*民族这

些个人特征变量)

表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

初职B) B̀与现职B) B̀的交互关系

变量 现职B) B̀

早期家庭教育
#C$0$

!!!

教育期望

低等学历 "@C"/

中等学历 $#C#&

高等学历
$+C0"

!!!

职业期望

底层职业 "@C&"

中层职业 $#C/@

高层职业
$0C@,

!!!

学历
#C.$@

!!

初职B) B̀

#C",/

!!!

!!注"

!!

(]#C#.*

!!!

(]#C##.)

表 $"早期家庭教育"出身家庭 ) )̀"早期健康"学历"

初职B) B̀与现职B) B̀的回归分析

变量"现职B) B̀ F 标准误 F87;

常量 .C.,# $C$+/ 3

早期家庭教育 .C/0& #C./"

#C+"0

!!!

出身家庭 ) )̀ .C@&" #C#&0

#C$+.

!!!

早期健康状况 .C..@ #C#@"

#C."&

!!!

学历 "C.0$ #C#@#

#C.+/

!!!

初职B) B̀ .C#$0 #C#/.

#C$"&

!!!

性别 $C@@. "C#,,

#C#$"

\

年龄 3#C./@ #C#/@

3#C#$/

!

民族 $C..@ "C.@, #C#"+

2LMCD

"

#C$++

!!注"

!!!

(]#C##.*

!

(]#C#+*

\

(]#C.#)

#一$早期家庭教育"出身家庭 ) )̀"早期健

康"学历"初职B) B̀与现职B) B̀

关于早期家庭教育*出身家庭 ) )̀*早期健

康状况*学历*初职 B) B̀对现职 B) B̀的独立影

"+



响(如表 $ 所示(虽然五者对于现职 B) B̀均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从标准

化回归系数$F87;%看(早期家庭教育最高(出身

家庭 ) )̀ 和初职 B) B̀居中(学历和早期健康状

况最低) 这说明"早期家庭教育是成年后社会地

位获得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于现职 B) B̀的影

响程度并不小于出身家庭 ) )̀*早期健康状况*

学历和初职B) B̀)

#二$早期家庭教育对于现职B) B̀的影响路

径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假设(本文设计了排除出身

家庭 ) )̀*早期健康状况*性别*年龄*民族等因素

的影响后(不同变量的基本关系$见图 .%) 假定

早期家庭教育对于子女成年后的学历*初职B) B̀*

现职B) B̀不产生直接影响(其影响是以教育期望*

职业期望为中介产生的)

图 !"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关系

!!为了明确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

望*学历*初职B) B̀与现职B) B̀之间的关系(进行

) X̀分析) 如表 ,所示(结构方程模型的DX) 2̀

值低于 #C#/(意味着模型的拟合度较为理想&A:B*

4fB和-:B的值均高于 #Z&(表示模型的拟合比较

好) 因此(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较为合理+"0,

) 由

表 ,可知(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

历*初职B) B̀与现职B) B̀显著相关(意味着前者

对于后者将产生显著影响)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

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初职B) B̀*现职B) B̀彼此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中(早期家庭教育*教

育期望*职业期望是能否突破代际再生产的重要

影响因素)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

学历*初职B) B̀与现职B) B̀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C.."*#Z,"/*#C"..*#Z#&,*#C..@) 在对现职B) B̀

的影响效应方面(教育期望最大$#C,"/%(其次是

职业期望$#C"..%(再次是早期家庭教育$#C.."%*

学历$#C#&,%和初职B) B̀$#C..@%(这三者的影响

效应相差无几)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

初职B) B̀*现职B) B̀五个变量之间的具体关系(

如下所述"早期家庭教育对于教育期望*职业期

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早期家庭教育对

教育期望的影响中(有 +.C&! $ [+#C$0/ o

#Z+$@,T+#C@0/ o#C$$@ \#C./$,%来自职业期

望的效应(而对职业期望的影响中(有 ".C.!

$ [+#C./$ o#C+$@,T+#C./$ o#C+$@ \#C$0/,%

来自教育期望的效应)

表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

测量模型
非标准

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系数

人生道理
$

早期家庭教育 .C### 3 #C+."

督促学习
$

早期家庭教育 #C#0. #C##@

#C+@/

!!!

购买图书
$

早期家庭教育 #C#0/ #C#"0

#C+$&

!!!

校外培训
$

早期家庭教育 #C#". #C##$

#C,./

!!!

低学历
$

教育期望 #C#", #C##.

#C0..

!!!

中等学历
$

教育期望 #C."@ #C#$#

#C0$@

!!!

高学历
$

教育期望 #C.#, #C#"&

#C0.@

!!!

底层职业
$

职业期望 #C#". #C##.

#C0."

!!!

中层职业
$

职业期望 #C#." #C#..

#C,&+

!!!

高层职业
$

职业期望 #C#/$ #C##&

#C,/"

!!!

教育年数
$

学历 #C#@, #C##$

#C$$&

!!!

初职地位
$

初职B) B̀ #C#$/ #C##"

#C,.+

!!!

$+



续!表

测量模型
非标准

化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

系数

教育期望
$

早期家庭教育 #C$., #C#.$

#C./$

!!!

职业期望
$

早期家庭教育 #C,"/ #C#@$

#C$0/

!!!

职业期望
$

教育期望 .C"0, #C#0"

#C+$@

!!!

初职B) B̀

$

早期家庭教育 .C"@& #C#/.

#C$./

!!!

初职B) B̀

$

教育期望 "C&"# #C#&.

#C+"&

!!!

初职B) B̀

$

职业期望 "C/$@ #C#@0

#C,./

!!!

现职B) B̀

$

早期家庭教育 #C+." #C#"&

#C.."

!!!

现职B) B̀

$

教育期望 #C0"@ #C#."

#C,"/

!!!

现职B) B̀

$

职业期望 #C0,. #C#"@

#C"..

!!!

学历
$

早期家庭教育 #C+.. #C#.$

#C..$

!!!

学历
$

教育期望 #C0", #C#$/

#C,"0

!!!

学历
$

职业期望 #C0,, #C#&.

#C"#&

!!!

初职B) B̀

$

学历 .C&"@ #C0@.

#C.#$

!!!

现职B) B̀

$

学历 .C/,& #C+0@

#C#&,

!!

现职B) B̀

$

初职B) B̀ #C0.$ #C#+"

#C..@

!!

!!注"-XBA[.,+@C$/(LI[0"(-XBATLI["$C+&DX) 2̀[#C#+,(

A:B[#C&0$(4fB[#C&$@(-:B[#C&0,)

!!

(]#C#.*

!!!

(]#C##.)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对于初

职B) B̀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在早期

家庭教育对于初职B) B̀的影响中(有 "$Z$!$ [

+#Z./$ o#C+"&,T+#C./$ o#C+"& \#C$./,%来

自教育期望的效应(有 $"C0! $ [+ #Z$0/ o

#Z,./,T+#C$0/ o#C,./ \#C$./,%来自职业期

望的效应)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对于现

职B) B̀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在早期

家庭教育对于现职B) B̀的影响中(有 ,.Z"!$ [

+#Z./$ o#C,"/,T+#C./$ o#C,"/ \#C..",%来

自教育期望的效应(有 ,#C&! $ [+ #Z$0/ o

#Z"..,T+#C$0/ o#C".. \#C..",%来自职业期

望的效应)

教育期望对于职业期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 教育期望每增加一个分值(职业期望提升

#C+$@ 分)

早期家庭教育*教育期望*职业期望对于学历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早期家庭教育对于学历

的影响中(有 ,#C/! $ [+ #C./$ o#Z,"0 ,T

+#C./$ o#C,"0 \#C..$,%来自教育期望的效应(

有 $@Z$!$ [+#C$0/ o#C"#&,T+#Z$0/ o#C"#& \

#Z..$,%来自职业期望的效应)

学历对于初职 B) B̀*现职 B) B̀均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 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初职

B) B̀*现职B) B̀的分值分别增加 #C.#$ 和 #C#&,)

初职B) B̀和现职B) B̀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 初职 B) B̀的分值每增加 . 分(则现职

B) B̀的分值增加 #C..@)

表 &"早期家庭教育对于现职B) B̀的影响路径

路径 效应

早期家庭教育
%

现职B) B̀ #C.."

早期家庭教育
%

教育期望
%

现职B) B̀ #C./$ o#C,"/

&

#C#@/

早期家庭教育
%

职业期望
%

现职B) B̀ #C$0/ o#C"..

&

#C#@/

早期家庭教育
%

教育期望
%

职业期望
%

现职B) B̀ #C./$ o#C+$@ o#C"..

&

#C#".

早期家庭教育
%

学历
%

现职B) B̀ #C..$ o#C#&,

&

#C#..

早期家庭教育
%

学历
%

初职B) B̀

%

现职B) B̀ #C..$ o#C.#$ o#C..@

&

#C##.

早期家庭教育
%

初职B) B̀

%

现职B) B̀ #C$./ o#C..@

&

#C#$@

早期家庭教育
%

教育期望
%

学历
%

初职B) B̀

%

现职B) B̀ #C./$ o#C,"0 o#C.#$ o#C..@#

&

#C##.

早期家庭教育
%

职业期望
%

学历
%

初职B) B̀

%

现职B) B̀ #C$0/ o#C"#& o#C.#$ o#C..@

&

#C##.

,+



!!如表 + 所示(早期家庭教育对于现职 B) B̀

的各种影响路径及效应中(通过教育期望和职

业期望的路径对现职 B) B̀的影响效应大致相

同(均约占早期家庭教育总影响的 0&C0!

$#Z#@/T#C.."%&通过教育期望(再经由职业期

望的路径对于现职 B) B̀的影响效应占早期家

庭教育总影响的 ./C/!$#C#".T#Z.."%&通过

学历的路径对现职 B) B̀的影响效应占早期家

庭教育总影响的 &C/!$#Z#..T#C.."%&通过初

职 B) B̀的路径对现职 B) B̀的影响效应占早期

家庭教育总影响的 $$C#!$#Z#$@T#C.."%&通

过学历和初职 B) B̀的路径*教育期望和学历与

初职 B) B̀的路径以及职业期望和学历与初职

B) B̀的路径对现职 B) B̀的影响效应大致相同(

均占早期家庭教育总影响的 /C&! $ #Z##.T

#Z.."%) 由此可见(在代际职业地位的传递过

程中(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作用占三分之二

以上(学历的作用约占十分之一(初职 B) B̀的

作用约占三分之一)

四#结论与讨论

目前(代际流动的研究多聚焦家庭出身*

学历或者早期健康状况(教育不平等的研究也

大多侧重探讨引起教育不平等的因素(并且主

要研究正规的学校教育 +"@,

) 本研究基于豪特

的观点 +$,

(把非正规的早期家庭教育作为测

量早期生活状况的一个指标(分析其对代际流

动的影响(发现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对成年

后现职 B) B̀将会产生显著影响(早期家庭教

育是当代社会职业分层的形成与维持的重要

机制)

#一$早期家庭教育与现职 ,-.,

相关结论有两个"$. %在早期家庭教育*

出身家庭 ) )̀*早期健康状况*学历*初职 B) B̀

对于现职 B) B̀的影响中(早期家庭教育是重

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甚至高于其他四者&

$"%早期家庭教育与现职 B) B̀存在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即来自父母的早期家庭教育越积

极*全面(子女成年后获得的现职 B) B̀越高)

该发现为研究代际流动提供了新的分析

视角) 如前所述(已有研究从出身家庭 ) )̀*

早期健康*学历和初职 B) B̀的视角分析了其

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并发现其对于现职 B) B̀

均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发现在这些因素之外(

早期家庭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影响

程度甚至高于它们) 该发现佐证了前述豪特

观点的准确性(提示未来有关代际流动的研究

应将早期家庭教育状况纳入分析视野)

该发现与威利斯 +..,

*吴世友 +"/,以及其他

学者 +."%.$,的研究发现形成鲜明比照) 上述学

者研究发现"不恰当*甚至缺失的早期家庭教

育将导致阶层再生产) 本研究发现"积极*全

面的早期家庭教育将导致代际地位的向上流

动(即阶层再循环) 另外(该发现与马斯腾 +./,

及其他学者 +.&,的研究发现一致(再次说明了

早期家庭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重要性) 该发

现还准确地回答了 !为什么现实中有许多本

来处于社会基础阶层的普通家庭子弟能够进

入社会的上层#的疑问(说明普通家庭的子弟

如果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也能

够实现代际地位的向上流动(从而进入社会的

上层) 该观点可以通过本文的调查数据获得

进一步验证) 在测量早期家庭教育状况的四

个项目中(人生道理的教育频率*监督学习频

率*购买各种书籍频率和校外培训机会频率的

平均值分别为 ,C@,*,C/"*,C"/ 和 ,C+&(在

!非常多*比较多*一般*比较少*非常少#五个

层次中均介于!非常多和比较多#之间)

#二$早期家庭教育对现职,-.,的影响路径

相关结论有三个"$. %早期家庭教育*教

++



育期望*职业期望*学历*初职 B) B̀彼此紧密

关联(且均对现职 B) B̀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早期家庭教育经由教育期望*职业期望*

学历和初职 B) B̀的路径对于现职 B) B̀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在代际职业地位的传递过

程中(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效应最大(其他

依次是初职 B) B̀和学历) 假设 .= 至假设 +<

均获得验证)

上述结论中(学历对于初职 B) B̀*现职

B) B̀的正向影响以及初职 B) B̀对于现职 B) B̀

的正向影响(与布劳'邓肯模型一致(说明该

模型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同

时(在代际流动的路径方面(上述结论弥补了

布劳'邓肯模型的不足(并支持了塞维尔的观

点(即在代际流动过程中(体现社会心理因素

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是不可忽略的变量(并

且其对于现职 B) B̀的影响效应大于初职 B) B̀

和学历) 当然(该发现的普适性尚需进一步检

验) 另外(在早期家庭教育对于教育期望和职

业期望的影响方面(上述结论与塞维尔*岛直

子以及劳格的研究发现一致(说明影响教育期

望与职业期望的因素不仅包括学术界重点关

注的不变因素(即出身阶层*出身地域*父母压

力与家庭结构*邻里效应与学区*年级内的学

业成绩排次(也包括早期家庭教育这一可变因

素) 上述结论也支持了菲什拜因和阿耶兹提

出的理性行为理论(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个体

行为$职业选择%由个体的行为意向或者态度

$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决定)

#三$研究启示

从研究结论中得到两点启示"$.%早期家

庭教育是一个人获得教育的重要阶段(党和国

家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无疑是正确的) $"%

代际地位的向上流动是一个漫长过程(不可能

短期内实现) 在实用主义盛行的世俗社会(要

想出人头地(进入社会上层(唯有在早期接受

全面*正面的家庭教育(形成健康*向上的流动

期望或者流动目标(不懈努力(才能如期实现)

一切不切实际的短期行为或想法 $通过不正

当手段甚至违法行为企图进入社会上层%均

是不可取的) $$%早期家庭教育和早期健康

状况作为测量早期生活状况的两个指标(其对

于代际流动的显著影响已被本研究及其他学

者的实证分析所验证) 据此(可以推导出两个

理论假设(有待进一步检验"在早期家庭教育

相同的前提下(代际流动的方向由早期健康状

况决定&在早期健康状况相同的前提下(代际

流动的方向由早期家庭教育状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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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4YA) -( Ẁ ff̀DFWC4G86KIOR8K<8J>I7G8

I;b6OH>I>96Q6K >K <;9889L8P8O>Vb8K7

"

298P685;KL

;K;OHJ6J+',C4G8<>RKJ8O6KQVJH<G>O>Q6J7( "##,$,%

"

,&$%+0/C

+"#,龚艺华C四种不同类型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成就动

机水平的影响+',C中国临床康复("##0 $,0%

"

+#%

+"C

+".,1̀ DX2AB1C)><6;O;KL V>O676<;O<>KJ8hR8K<8J>I

b>=6O67H+X,TT)X̀ f) D̀A'C)><6;O)79R<7R98k

X>=6O67H 6K <̀>K>b6< (8P8O>Vb8K7C fYA(YA

"

D>R7O8LQ8( "#./

"

$0,%$&,C

+"", ) c̀ f̀fc a( a2ff̀D2Y( EYD4̀) 2C4G8

8LR<;76>K;O;KL 8;9OH><<RV;76>K;O;77;6Kb8K7V9><8JJ

+',C2b896<;K J><6>O>Q6<;O98P685( .&0&

"

/"%&"C

+"$,岛直子C中学生5进学希望675规定要因89:

;性差+',C上智短期大学纪要("##/$"/%

"

&+%.#+C

+",,f2d1fY'CE>O676<;OJ><6;O6N;76>K 6K 7G8I;b6OH;KL

H>RKQV8>VO8UJ8LR<;76>K;O;<G68P8b8K7;KL ;b=676>K

+',CF9676JG '>R9K;O>I)><6>O>QH>Ì LR<;76>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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