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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家庭教育资源的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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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家庭教育资源对提高家长教育意识，重视家庭物质与精神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提高家长教育水平，促进学

生健康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使用自编的家庭教育资源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小学生的

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在性别、学校类型和家庭来源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在学校类型和家庭来源

上差异极其显著，除在学业支持上男生低于女生外，总体上不存在性别差异。结果提示家长特别是农民工家长应该

全面地为孩子（无论男孩女孩）提供良好的客观和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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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提出

有效的教育依赖相应的教育资源。家庭拥有各

种教育资源，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场所之一，其

功能与作用一直备受瞩目［$］。青少年家庭教育问题

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在于父母的家庭教育能力的下

降，家庭对家庭教育资源的内在认知水平，社会支持

程度与能力是确立家庭教育能力与水平的重要依

据［"］。M;’?38’/ 认为，家庭的教育资源就是指父母

用来促进子女学术技能、动机及导向的人文及物质

资源，父母通过提升家中的物质和文化环境，将能提

升子女的学习动机和成效［*］。顾明远认为，所谓教

育资源就是指教育的条件，即教育过程中所占有、使

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是教育人力资

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总和［I］。俞国良等认为，

家庭资源是指影响儿童心理发展的各种家庭因素的

总和［%HF］。为此，本研究把家庭教育资源界定为：在

家庭教育过程中，一切潜在的或显现的、物质的或精

神的、客观的或主观的、可以发掘利用对儿童教育和

心理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家庭人力、物力、财力和信

息资源的总和［)］。本文主要从客观性资源和主观性

资源两个维度来研究小学生的家庭教育资源特点，

并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旨在引起

家长对家庭教育影响的重视，科学地提供和营造良

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和学

校教育效果，调动多种因素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 研究方法

"A $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重庆市和四川省共 F 所

小学的 $ $LE 名小学生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剔除

不符合测量学要求的无效问卷后，实得有效问卷

EFL 份。

"A " 测量工具

自编家庭教育资源问卷。该问卷包括客观性资

源和主观性资源两个维度。其中，客观性资源维度

包括影响者构成、文化程度、职业构成、经济与社会

地位、学习条件、居住条件及书报音像资料等 ) 个因

素，主观性资源包括积极因素、中性因素和消极因素

* 个方面，具体由教育观念、教养动机、社会态度、教

育信念、学习气氛、家庭气氛、学业支持、情感温暖、

保护、溺爱、羞辱、惩罚、放任 $* 个成分构成。问卷

同质性信度 ! 系数为 #A LFE，内部一致性效度和结

构效度较好。

运用 >N>> $*A # 1,. O6/P,O< 统计软件包对调查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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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结果

!" # 小学生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特点

!" #" # 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学生性别差异$ 从表

# 可知，总体上，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水平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 ! % &" ’&&，# ( )" )*），男生明显优于女

生；在文化程度、职业构成、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差异

显著，前者好于后者。

表 #$ 小学生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学生性别差异

变 量
男生（$ % ’*+）

平均数 标准差

女生（$ % *#)）

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显著性

程度

影响者构成（&’#） ’" ’,- ) #" !*’ * ’" ’+* ) #" !*! * . )" #)! )" /#+

文化程度（&’&） ," &&, # #" ,!/ & ," )), & #" -,* ! &" ))& )" )’-

职业构成（&’!） *" ,+, * &" &,* - *" ’&# - &" &*! * &" *## )" )#&

经济社会地位（&’’） !" )-- - #" ))! ) &" /#! , )" /’- & &" ’!/ )" )#*

学习条件（&’*） ’" #)+ ’ )" ,!# # ’" ),- * )" ,!* + )" -,, )" ’//

居住条件（&’-） !" -)# * )" ,’& - !" -), + )" ,!* # . )" #!! )" +/’

书报音像（&’,） !" */, & )" /)& ’ !" *** ’ )" /’) - )" ,)! )" ’+&

总均分 ’" -&- # )" ,’+ # ’" *## + )" ,#/ - &" ’&& )" )#-

!" #" & 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学校类型差异$ 从表

& 可知，总体上，重点与普通小学学生的客观性家庭

教育资源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前者高于后者，具体

表现在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影响者构成、文化程

度、职业构成、经济与社会地位、学习条件、居住条件

以及书报音像资料等 , 个方面。

表 &$ 小学生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学校类型差异

变 量
重点小学（$ % ’)/）

平均数 标准差

普通小学（$ % **/）

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显著性

程度

影响者构成（&’#） ’" !&& , #" &+) ) ’" */- ! #" !/’ ! . !" #-& )" ))&

文化程度（&’&） ," /## & #" -)+ - -" *&* / #" *!’ ! #!" */! )" )))

职业构成（&’!） -" ’*’ + &" !)! ! ’" /-* ’ &" )&+ # #)" ’’- )" )))

经济社会地位（&’’） !" ’), # )" ++* - &" -,+ ) )" /&! & #&" !’+ )" )))

学习条件（&’*） ’" &-’ # )" -&! * !" /-* ’ )" ,+# # -" -)/ )" )))

居住条件（&’-） !" ,#& , )" -+’ & !" *&* / )" ,-- * !" /+- )" )))

书报音像（&’,） !" +&+ / )" +*& * !" !+/ * )" /&+ ! ," -&- )" )))

总均分 ’" /&) , )" -+# # ’" !)- ! )" --# ! #’" )// )" )))

!" #" ! 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家庭来源差异$ 从表

! 可知，总体上，城镇与农村家庭来源小学生的客观

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差异极其显著，前者高于后者；具

体表现在文化程度、职业构成、经济与社会地位、学

习条件和书报音像上。

!" & 小学生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特点

!" &" # 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学生性别差异$ 从表

’ 可知，总体上，男生的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水平与

女生相当；在学业支持上男生的主观性家庭教育资

源水平显著低于女生，在其它因素上差异不显著。

表 !$ 小学生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家庭来源差异

变 量
城镇学生（$ % +&)）

平均数 标准差

农村学生（$ % #’,）

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显著性

程度

影响者构成（&’#） ’" ’’- ! #" !&* ’ ’" --+ / #" ’/’ ) . #" -/# )" )/&

文化程度（&’&） ," &,* & #" -,- - -" &#) / #" -)& ) ," #!* )" )))

职业构成（&’!） *" ,-- , &" &-/ ) ’" -** ! &" )!’ / *" /++ )" )))

经济社会地位（&’’） !" )’& # )" /+’ * &" -,) # )" +-, ) ’" -++ )" )))

学习条件（&’*） ’" #&) , )" ,&/ - !" /’! ! )" ,&) + &" ,&) )" )),

居住条件（&’-） !" -#’ ) )" ,#, * !" **# ) )" +’, * )" +’+ )" !/,

书报音像（&’,） !" -#& & )" /&! # !" !-* - )" +/- ! &" //* )" ))!

总均分 ’" -&/ ’ )" ,&/ , ’" &#, ) )" --’ + -" !/! )" )))

表 ’$ 小学生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性别差异

变 量
男生（$ % ’*+）

平均数 标准差

女生（$ % *#)）

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显著性

程度

学业支持（(#） ’" &-! / )" *,* & ’" !’! # )" -#/ , . &" )*’ )" )’)

保护（(&） !" )!- ’ )" /)! ’ &" /’+ ’ )" /-) # #" ’-’ )" #’!

学习气氛（(!） !" */, , )" ,/& , !" *** ’ )" ,/’ # )" +&+ )" ’)+

羞辱（(’） !" #&) + )" /,- , !" #&! * #" #*) ’ . )" )!/ )" /-/

教育观念（(*） ’" #/! # )" --+ + ’" &#- * )" --* * . )" *’- )" *+*

社会态度（(-） ’" ’#’ ! )" ,-! ’ ’" ’#- , )" *’+ ’ . )" )** )" /*-

家庭气氛（(,） !" /+’ , )" ,’) ! !" //! ) )" -/* / . )" #+) )" +*+

放任（(+） !" *!# ! )" +// ) !" ’,, + )" /&+ ! )" /)/ )" !-’

惩罚（(/） !" *#) / )" /+) , !" *!/ / )" /*+ ) . )" ’-’ )" -’!

教育信念（(#)） ’" #!& * )" ,*’ / ’" #)/ & )" -+, , )" *)! )" -#*

溺爱（(##） !" *)* + #" #)# , !" ’#+ ! )" /’’ * #" !!) )" #+’

情感温暖（(#&） ’" )-) ) )" -+# * ’" )-# + )" -!* * . )" )’# )" /-+

教养动机（(#!） !" */! / )" ,,’ ) !" *’’ ’ )" +#) # )" /-+ )" !!!

总均分 !" +-& , )" ’)+ + !" +-) ) )" ’)’ / )" #)* )" /#-

!" &" & 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学校类型差异$ 从表

* 可知，总体上，重点小学学生的主观性家庭教育资

源水平极其显著地高于普通小学学生；具体表现在

教养动机上，两者呈现出显著差异，前者高于后者；

在学习气氛、教育观念、家庭气氛、惩罚及教育信念

因素上两者的差异极其显著，前者高于后者。

!" &" ! 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家庭来源差异$ 从表

- 可知，总体上，城镇小学生的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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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小学生；在教育观念和社会态度

因素上，城镇小学生的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水平显

著高于农村小学生；在教育信念和教养动机因素上，

二者的差异极其显著，前者高与后者。

表 !" 小学生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学校类型差异

变 量
重点小学（! # $%&）

平均数 标准差

普通小学（! # !!&）

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显著性

程度

学业支持（#’） $$ ($) $ %$ !*( ’ $$ *+$ $ %$ ,$& ( ’$ &,* %$ %!%

保护（#*） ($ %$, ! %$ &*% ) *$ &$) + %$ &$* + ’$ ,%& %$ ’%)

学习气氛（#(） ($ +*( ’ %$ +(’ & ($ $,+ $ %$ )’& ( !$ ’%$ %$ %%%

羞辱（#$） ($ ’+( , ’$ ’)! + ($ %)$ + %$ &+) ! ’$ *+, %$ *%*

教育观念（#!） $$ *+( ’ %$ ,+$ , $$ ’!! & %$ ,!+ ( *$ +’’ %$ %%+

社会态度（#,） $$ (&& ’ %$ !+! ! $$ $*+ ! %$ +’( ! - %$ ,,( %$ !%)

家庭气氛（#+） $$ %)+ * %$ ,&& * ($ &’+ ( %$ +*’ ) ($ ,,, %$ %%%

放任（#)） ($ !,) ’ %$ )+) $ ($ $!! , %$ &(+ & ’$ &’* %$ %!,

惩罚（#&） ($ ,(% ) %$ &+% & ($ $$& , %$ &,% ( *$ )), %$ %%$

教育信念（#’%） $$ *%) , %$ +(( * $$ %!! ! %$ +%( ) ($ *), %$ %%’

溺爱（#’’） ($ $,% ! %$ &*! ’ ($ $!& * ’$ %)) ) %$ %*% %$ &)$

情感温暖（#’*） $$ ’%( ( %$ ,!’ ! $$ %(% % %$ ,,% ( ’$ +’, %$ %),

教养动机（#’(） (. ,*+ ! %. +)& ) (. !*$ * %. +&( , *. %%, %. %$!

总均分 (. &*’ ) %. $’* $ (. )’+ ’ %. (&, & (. &)) %. %%%

表 ," 小学生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学生来源差异

变 量
城镇学生（! # )*%）

平均数 标准差

农村学生（! # ’$+）

平均数 标准差
" 值

显著性

程度

学业支持（#’） $$ (’% ’ %$ !!$ ! $$ *)* ( %$ )’* ’ %$ !’, %$ ,%,

保护（#*） *$ &)! ) %$ &*! & ($ %*+ * %$ &+’ % - %$ $&, %$ ,*%

学习气氛（#(） ($ !)+ ! %$ +)( + ($ !’’ & %$ )$, * ’$ %,$ %$ *))

羞辱（#$） ($ ’() * ’$ %)& * ($ %($ % %$ &,+ ( ’$ %), %$ *+)

教育观念（#!） $$ **, ) %$ ,+’ + $$ %)* , %$ ,*) ( *$ $*% %$ %’,

社会态度（#,） $$ $(+ ) %$ ,$+ * $$ *)& ’ %$ +%& ( *$ (+’ %$ %’&

家庭气氛（#+） $$ %%+ ( %$ +%$ , ($ ))& , %$ ++) , ’$ )(! %$ %,+

放任（#)） ($ !’’ ) %$ &%$ , ($ $$& % %$ &,& , %$ +,+ %$ $$$

惩罚（#&） ($ !(+ % %$ &!! % ($ $+, * ’$ %(+ $ %$ +%’ %$ $)(

教育信念（#’%） $$ ’!, ’ %$ +%$ & ($ &’, ’ %$ ++’ ( ($ +$, %$ %%%

溺爱（#’’） ($ $,( % %$ &*( ! ($ $(+ , ’$ $,’ * %$ *%( %$ )(&

情感温暖（#’*） $$ %,’ ( %$ ,!! ( $$ %!, ’ %$ ,+’ , %$ %)) %$ &(%

教养动机（#’(） (. !&! ! %. ++) $ (. $’% $ %. )!& * *. ,’* %. %%&

总均分 (. )+$ ! %. $%% , (. +)) % %. $(( ) *. ()’ %. %’+

$ 分析讨论

$. ’ 关于小学生客观性家庭教育的特点

$. ’. ’ 性别差异分析" 从表 ’ 可知，小学生客观性

家庭教育资源水平在总体上是男生明显优于女生，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 # *$ $**，& / %. %!），具体表

现在文化程度、职业构成、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差异显

著，前者好于后者。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出

自于样本中男生家庭本身具有较好的客观条件，这

种家庭为男生提供了更好的家庭教育条件，或者由

于这种父母更愿意、更有意识地为孩子创造更好的

教育条件，而且由于客观性条件上的差异容易显现，

在个别因素上出现显著差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

与丁月牙对贵州三都水族学童的田野调查结论是一

致的，“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差异是导致女童失

辍学的主要原因。这种分配差异主要表现在教育投

资等物质资源以及家长对男女童的教育观念等人文

资源的分配差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

男女地位结构等因素与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形

成有极大关系。”［)］看来，给男孩提供更多物质资

源，让男孩享受更多、更好的教育的历史传统，到现

在并未完全改变。

$. ’. * 学校类型差异分析" 从表 * 可知，重点小学

学生的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总体上极其显著地好于

普通小学学生，具体表现在影响者构成、文化程度、

职业构成、经济与社会地位、学习条件、居住条件以

及书报音像资料等 + 个方面。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

是因为家庭条件好的父母更愿意和更有可能把他们

的孩子送到重点小学去学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

为重点小学绝大多数设在经济较好的区域，而根据

就近入学的原则，也使得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进入

了重点小学学习。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一些非常

重视孩子学习，也懂得如何更好地影响与支持孩子

学习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了重点小学读书，给孩子提

供了更好的教育资源。

$. ’. ( 家庭来源差异分析" 从表 ( 可知，城镇家庭

小学生的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总体上极其显著地好

于农村家庭小学生，具体表现在文化程度、职业构

成、经济与社会地位、学习条件和书报音像上都呈现

出前者高于后者的极其显著的差异性。这说明小学

生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确实存在，而且

差异很大。农村孩子家长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的

经济与社会地位、家庭为孩子所提供的学习条件和

书报音像资料等，都远远不及城镇孩子。正是由于

农村孩子家长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的经济与社会

地位不高，因而一方面他们可能对孩子的教育重视

不够，或者不知如何着手；另一方面也无法为孩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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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和书报音像资料，这也是客观存

在的不可忽视的事实。

!" # 关于小学生主观性家庭教育的特点

!" #" $ 性别差异分析% 从表 ! 可知，男生的主观性

家庭教育资源水平总体上与女生相当，但在学业支

持上男生的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水平显著低于女

生，在其它因素上差异不显著。这说明总体上家长

对男孩和女孩具有同等的教育观念、社会态度、教育

信念、教养动机和方式等。在学业支持上出现的性

别差异，表明家长对女孩给予了更多的学业上的支

持。这可能是因为家长一方面认为女孩本身需要更

多的学业上的帮助，另一方面认为现实存在女孩比

男孩更难找工作的事实，迫使他们不得不对女孩的

学业给予更多的关注。

!" #" # 学校类型差异分析% 从表 & 可知，重点小学

学生的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水平总体上极其显著地

高于普通小学学生。具体表现在教养动机上，前者

显著高于后者；在学习气氛、教育观念、家庭气氛、惩

罚及教育信念因素上前者更是极其显著的高于后

者。

从对问卷的回答来看，具体表现在教养动机与

态度上，重点小学学生的家长表现出对孩子的要求

更一贯和坚决，动机更正确，更少具有“ 养儿教女是

为了防老、光耀门庭、继承家业”或“ 为了实现自己

未实现的愿望”的错误观念；在家庭的学习气氛上，

更具有现代学习型家庭的特点，家长有更多的时间

与孩子探讨和交流学习方法与学习问题，自身有较

固定的学习时间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孩子的学习

起着榜样教育的作用；在家长的教育观念与信念上，

重点小学学生家长的观念更正确、信念更坚定。他

们对儿童在人际交往、自我评价、职业发展和亲子关

系上具有更正确的观念，具有更强的教育信念和效

能感，更加相信教育的价值与作用，对自己孩子的能

力与发展更具有信心；在家庭气氛上，重点小学学生

的家庭更具有民主、和谐的气氛，孩子的主要家庭教

育影响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在孩子取得成功时，

他们可能会更多地向孩子表示祝贺和表达自己的自

豪感；在惩罚问题上，重点小学学生的家长更少惩罚

孩子，更少把孩子当作“ 替罪羊”或“ 出气筒”，孩子

会觉得家长更易接近。

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重点小学学生

的家长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从事着更好的职业，经

济与社会地位好，为孩子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条件、居

住条件以及书报音像资料，更多和更容易接受正确

的教育观念，掌握了更多更科学的教育方法，因而造

成了重点小学学生的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水平远远

优于普通小学学生，这跟家长的素质是密切相关的。

!" #" ’ 家庭来源差异分析% 从表 ( 可知，城镇小学

生的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水平总体上显著高于小学

生。具体表现在教育观念和社会态度因素上，前者

显著高于后者；在教育信念和教养动机因素上，前者

更是极其显著地高于后者。

从对问卷的回答来看，具体表现在教育观念上，

城镇小学生的家长更加看重儿童良好的同伴关系和

积极的自我评价，具有更正确的职业发展观和亲子

观；在社会态度上，更加看重儿童必须严格遵守学校

的各项规章制度，从小培养其做一个遵守社会行为

规范的人的重要性；在教育信念上，更加相信教育和

后天环境对儿童成长和智力发展的影响，具有更强

的教育价值有效感；在教养动机和态度上，表现出对

孩子的要求更加一贯和坚决，更少具有“ 养儿教女

是为了防老、光耀门庭、继承家业”或“ 为了实现自

己未实现的愿望”的错误观念。

造成上述差距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小学

生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城乡差异上得到解释。从

表 ’ 可知，城镇小学生的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总体

上极其显著地好于农村小学生，具体表现在文化程

度、职业构成、经济与社会地位、学习条件和书报音

像资料上都表现出极其显著的差异性。另外，在笔

者对客观与主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逐步回归分析中

发现，调整后的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中除家庭社会

地位外的 ! 个因素可以联合预测主观性家庭教育资

源 ##" () 的变异量。所以笔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相信，正是由于存在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的极其显

著的城乡差异，才导致了小学生主观性家庭教育资

源水平城乡差异的显著性。

& 结论

小学生家庭教育资源中的客观性家庭教育资源

在性别、学校类型和家庭来源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主

观性家庭教育资源在学校类型和家庭来源上存在极

显著的差异，而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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