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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

内容概要

《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学校教育家庭影响因素的专著。全书从科尔曼和布迪
厄原初语境上来探讨社会资本概念，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探寻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资本测
量指标，并用社会资本概念来解释家庭资本因素对学校教育的影响。该书表明，家庭背景因素影响了
学校教育的机会，有效地调动家长这一宝贵资源可以改善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从而提高整个学校
的效能。《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还为解决家庭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切合实际、具有前瞻性的对
策和建议，对政策制定者、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家长以及学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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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

作者简介

蒋逸民，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美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CIES）会员，香港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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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Galton（1869）就开始探讨英国家庭因素和获得显赫地位之间的关
系。从那时候起，研究者致力于弄清家庭特性和孩子智力表现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
对家庭因素和学校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已成为教育研究，尤其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参
见Boocock，1980；Riordan，1997）。尽管孩子的学习成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尽管在遗传特征和环
境影响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上尚有争论，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环境强烈影响了孩子的认知和社会
能力。Bronfenbrenner（1986）提出，家庭、学校、社区这三个主要环境系统影响了儿童的发展。在探
讨学习成绩的主要决定因素的早期研究中，《科尔曼报告》（Coleman，etal.1966）以及Mosteller
和Moynihan对《科尔曼报告》的再分析表明，家庭背景比学校有关变量更好地解释了学生学习成绩的
差异。自《科尔曼报告》发表以后，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有关家庭背景和学校学习表现之间关系的研
究论著。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家庭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相当大的影响（Kellagha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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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

后记

学校教育家庭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课题。多年来这一议题在西方得到了比较深入
的研究，但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我国与之相近的研究是大家并不陌生的家庭教育研究，虽然两者的焦
点和方法有不少区别，但前者可为后者提供视角和方法的借鉴。近十多年来，社会资本概念在学界备
受重视，在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工作等多个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运用。本书在科尔
曼和布迪厄原初语境上来探讨社会资本概念，试图探寻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并用社
会资本概念来解释家庭资本因素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国外对社会资本的测量侧重
于结构维度和过程维度，而过程维度仅限于家庭亲子互动和家长之间的“跨代闭合”，对家庭社会网
络的测量重视不够。本书引入社会网络的测量维度，探讨了家庭社会网络的测量指标及其对学校教育
的影响，这是本书的一个尝试。本书是在我香港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原文为英文，虽然
经过多次修改和变动，但本书的文字可能没有完全消弭英文表达方式的一些痕迹。博士论文得到我的
导师Gerard A．P0stiglione教授和John Sachs博士的悉心指导，以及指导小组成员张国华博士和Lam
Raymond博士的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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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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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

精彩短评

1、此书是一本不错的社会学、教育学的著作。作者用规范的定量方法做了一次很好的经验研究，得
出的结论也具有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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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会与家庭资本》

精彩书评

1、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主要来自家庭和学校。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家庭的影响越大。也就是说经济
越发展，父母对子女未来的影响越大，学校的影响越来越小。家庭因素主要有：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父母受教育的程度；父亲的职业；家庭藏书；父母养育孩子的技能；父母的期望
。-----------------------------------------------------——以上来自一位朋友的读书笔记把毕生资本都投入
到去市中心去买“学区房”的“中产阶级”家长，有必要参考一下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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