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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数据，采用ＯＬＳ模型进行分析，
从个人、家庭、学校三个层面考察了我国初中毕业生对自身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的总体水平较高，但东中西部地区学生的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差异。教育

期望不仅受个体特征的影响，同时也受家庭层面的影响；此外，教育期望还受学校层面影响。
因此，基于研究结果，分别从家庭、学校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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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教育不仅是促进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提升的

重要手段，而且是改善公民素质，提高国家整体竞

争力的必要手段，因此，一直以来教育问题是教育

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把教育放在首位，优
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随着时代快速发展，人们

对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

越来越多，进而人们的教育期望也开始发生变化，
追求高水平教育几乎成了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

首选。
我国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和地区的优 势，高 等

教育 事 业 发 展 较 好，而 中 西 部 地 区 受 到 经 济、地

区、人才等因素阻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远低于东

部地区。当前，我国中西部的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仍然在进行中，虽然随着国家经

济社会的发展和政策的落实，我国中西部地区的

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教育质量显著

提高，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但与东部高等教育的发

展水平相比，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仍然相

对滞后［１］。胡咏梅、卢珂认为，一个地区教育事业

的发展水平会影响到该地区学生的教 育 期 望［２］。
尽管期望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是否成功，但

作为一种自我激励的心理暗示，自我期望可以促

使青年积极追求学业上的成就［３］。国外很早就已

经开始关注教育期望并对其进行研究，而国内关

于教育期望方面的研究还相对缺乏，从国内文献

看，教育期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性别差异、
城乡差异等方面，关于地区差异、影响因素的定

量研究开展较少。
因此，本文分析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中国 教 育

追踪调查”数据，以初中毕业生为对象，从个人、家
庭和学校三个层面考察了我国初中毕业生教育期

望的影响因素。与现有研究不同，本研究仅针对

九年级毕业班学生，在其面临升学的情况下，分析

各地区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存在的差异，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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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存在的地区差异，有助

于引导青少年在其早期成长阶段建立良好的教育

目标和教育规划并促进其未来发展。

二、文献综述

《现代汉语词典》将“期望”一词定义为：对未

来的事物 所 持 有 的 希 望 和 期 待［４］。Ｂｕｃｋ认 为 期

望是个体根据过去经验和当前刺激对未来事的预

料或构想，也是导致个体希望某种事件出现的一

种态度［５］。本文所指的教育期望是指个体对自身

接受最高的教育水平和教育层次的希望和期许。
目前国内外对教育期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

下三个领域：

（一）个体特征对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

诸多美国学者早期的研究发现，与女性相比，
男 性 的 教 育 期 望 更 高。但 近 年 来，Ｆｅｌｉｃｉａｎｏ和

Ｍｅｌｌｏ等 人 研 究 却 发 现，女 性 在 考 试 成 绩 和 教 育

获得等诸多方面都已超越男性，与男性相比，女性

通常拥有更高的教育期望［６－７］。有学者研究发现，
教育期望除了存在性别差异外，还存在民族差异，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存在明

显差异，且不同民族学生的教育选择也不一致［８］。
王香丽研究发现，家庭背景的城乡差异对初中毕

业生的教育期望也有显著影响，原因是城乡学生

家庭 经 济、文 化 资 本 存 在 显 著 差 异［９］。另 外，

Ｓｍｉｔｈ、Ｄａｉ等人研究均发现青少年的教育期望会

受到其学业成就的影响从而得到提升［１０－１１］。

（二）家庭背景对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影响

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期望有积极

的 促 进 作 用，这 一 结 论 被 诸 多 学 者 的 研 究 所 证

实［１２－１３］。有学 者 发 现，社 会 经 济 地 位 较 高 的 家

庭，父母更重视子女的学业投资，并且他们有更多

的文化资本来参与学校所需的教育实践，这些都

有助于提 升 子 女 对 自 身 的 教 育 期 望［１４］。一 些 国

内外学者研究表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普遍

较高［１５－１６］，而子女的自身实际表现和自我教育 期

望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教育期望的影响［１７］，由 此

推断出父母的教 育 期 望 是 影 响 自 我 教 育 期 望 值

的重要因 素，并 且 这 一 推 断 后 期 被 诸 多 学 者 研

究证实。此外，吕国 光 研 究 发 现，家 庭 子 女 数 量

会影响父母的教 育 期 望，子 女 数 量 少 的 家 庭，其

父母对 子 女 的 教 育 期 望 要 高 于 子 女 数 量 多 的

家庭［１８］。

（三）学校层面对教育期望的影响研究

个体教育期望受自身智力水平、学业成就、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就读学校的性质等多方因素

综合作 用 的 结 果［１９－２０］。Ｂｏｙｌｅ认 为，学 校 作 为 一

个教学组织，若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来帮助

学生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平，这将有助于提高他们

的教育期望；同时，学校作为一个社会化的专业机

构，其所形成的校园氛围及同伴文化会对学生的

教育期望 和 人 生 目 标 产 生 重 大 的 影 响［２１］。在 家

庭和学校中，父母、同伴及老师扮演着“重要他人”
的角色。Ｓｐｅｎｎｅｒ　＆Ｆ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ｎ的研究证实，作

为重要他人之一的老师对青少年教育期望有非常

显著 的 影 响［２２］。此 外，有 学 者 研 究 发 现，教 育 结

果会受到学校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中包括教师的

质量和数量［２３］。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 年

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中国教育追踪

调 查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简 写 为

ＣＥＰＳ）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

计与实施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

目。该项目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为基线，以初中一

年级（７年级）和初中三年级（９年级）两个同期群

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

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２８个县级单

位（县、区、市）作为调查点，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

机抽取了１１２所学校、４３８个班级进行调查，被抽

中班级的学生 全 体 入 样，基 线 调 查 共 调 查 了 约２
万名学生。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计 划 在 初

中阶段逐年进行追踪调查，在学生初中毕业后的

第１年、第３年、第４年、第７年、第８年、第１７
年、第２７年进行追踪调查，整个调查周期长达３０
年，并计划第１０年新起一个从７年级开始的同期

群。本文重点关注即将毕业的九年级学生的教育

期望，因此剔除了七年级的样本。在删除变量的

缺失值后，得到有效样本量６　２７３个，其中东部地

区为３　３０５个，中部地区为１　３３７个，西部地区为

１　６３１个。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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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地区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所属地区 样本量 百分比／％

东部地区 ３　３０５　 ５２．６９

中部地区 １　３３７　 ２１．３１

西部地区 １　６３１　 ２６

总计 ６　２７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根 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 年 中 国 教 育 追 踪 调 查

数据计算得到。

本研究从个人、家庭、学校三个层面分析了各

地区的初中毕业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期望的

影响因素。本研究将因变量个人教育期望转换成

教育年限：“初 中 毕 业＝９”、“中 专／技 校／职 高＝
１１”、“普高＝１２”、“大学专科＝１５”、“大学本科＝
１６”、“研究生＝１９”、“博士＝２３”，教育年限可看作

连续变量，因此文章将采用ＯＬＳ模型进行分析。

（二）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因变量为个人教育期望，我们 将 其 分

为“初中毕业”、“中专／技校／职高”、“普高”、“大学

专科”、“大学本科”、“研 究 生”、“博 士”７个 选 项。
见表２。

表２　因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教育期望 频数 百分比／％

初中毕业 ８７　 １．３８

中专／技校／职高 ４５８　 ７．２７

普高 ５４５　 ８．６５

大学专科 ９９３　 １５．７７

大学本科 ２　３９９　 ３８．１

研究生 １　０５９　 １６．８２

博士 ７５６　 １２．０１

　　资料来源：根 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 年 中 国 教 育 追 踪 调 查

数据计算得到。

自变量方面，个人层面包括性别、年龄、民族、
户籍、学业成绩。家庭层面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
独生子女、留守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期

望。学校层面包括班主任建议、学校性质、办学质

量、学习区位。见表３。

表３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教育期望
初中毕业＝９；中 专／技 校／职 高＝１１；普 高＝１２；大 学 专 科＝

１５；大学本科＝１６；研究生＝１９；博士＝２３
１６．３８３　 ３．３６１

性别 女＝０；男＝１　 ０．４８８　 ０．５００
年龄 ２０１３－出生年＝年龄 １４．５７９　 ０．７５６

个人层面 民族 少数民族＝０；汉族＝１　 ０．９０７　 ０．２９０
户籍 农业户口＝０；城镇户口＝１　 ０．４３２　 ０．４９５
学业成绩 不好＝１；一般＝２；优秀＝３　 ２．１０３　 ０．８４０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小学＝１；中学＝２；大学＝３　 １．８５２　 ０．６１７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小学＝１；中学＝２；大学＝３　 １．９８２　 ０．５６２
独生子女 “是否是独生子女？”否＝０；是＝１　 ０．４１２　 ０．４９２

家庭层面 留守子女 “是否是留守儿童？”否＝０；是＝１　 ０．１３６　 ０．３４２
家庭经济状况 困难＝１；一般＝２；富裕＝３　 １．８５６　 ０．５００

父母教育期望
初中毕业＝９；中 专／技 校／职 高＝１１；普 高＝１２；大 学 专 科＝

１５；大学本科＝１６；研究生＝１９；博士＝２３
１５．７２９　 ３．０６１

班主任建议 没有建议＝１；初中毕业＝２；中专技校高职＝３；普高＝４　 ３．５９８　 ０．９０４

学校层面
学校性质 非公办＝０；公办＝１　 ０．９１７　 ０．２７６
办学质量 差＝０；好＝１　 ０．８１６　 ０．３８８
学校区位 农村＝０；城区＝１　 ０．４９２　 ０．５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

（一）初中毕业生的教育期望

从教育期望 的 地 区 差 异 来 看（见 表４），初 中

毕业生的教育期望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初

中毕业生教育期望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教

育期望在高中以下的数据来看，东中西部学生分

别占９．２９％、５．２５％和２．７７％，三 者 差 异 并 不 明

显。从教育 期 望 在 大 学（专 科 和 本 科）的 数 据 来

看，东部学生占２９．４％，而中、西部地区学生分别

为１１．２８％和１３．１８％，东部学生大约是中西部学

生的３倍，其差异显著。从教育期望在大学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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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数据来看，４３．４％的东部学生期望接受大学

及以上的高 等 教 育，而 只 有１６．０６％的 中 部 学 生

和２３．２４％的西部学生希望接受大学及以上的高

等教育，说明学生教育期望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

差异尤为显著。
表４　各地区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分布 ％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初中毕业 ０．６７　 ０．６２　 ０．１０

中专／技校／职高 ４．４３　 １．７１　 １．１２

普高 ４．１９　 ２．９２　 １．５５

大学专科 ７．７５　 ４．０３　 ３．９５

大学本科 ２１．６５　 ７．２５　 ９．２３

研究生 ８．６６　 ２．６０　 ５．５６

博士 ５．３４　 ２．１８　 ４．５０

总计 ５２．６９　 ２１．３１　 ２６．００

　　资料来源：根 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 年 中 国 教 育 追 踪 调 查

数据计算得到。

（二）初中毕业生的父母教育期望

从父母的教育期望来看（见表５），有较大比例

的父母对孩子教育期望偏高，东 中 西 部 地 区 父 母

教育期望在 高 中 以 下 的 比 例 分 别 仅 占１２．４３％、

５．６８％和４．１７％，而东中西地区教育期望在大学

（专科和本科）的比例则达到３０．２５％、１２．３６％和

１４．９７％，东部地区的父母教育期望在大学阶段的

比例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从数据来看，４０．２４％
的父母期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学及以上的教育，而
只有１５．６４％中部地区父母和２１．８４％的 西 部 地

区父母期望孩子接受大学及以上的教育，说明东

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父母教育期望差异显著。
表５　各地区家长教育期望分布 ％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初中毕业 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０８

中专／技校／职高 ４．７３　 ２．３３　 １．３６

普高 ７．２５　 ２．９２　 ２．７３

大学专科 ７．１７　 ４．５０　 ３．９２

大学本科 ２３．０８　 ７．８６　 １１．０５

研究生 ６．７４　 ２．０７　 ４．２４

博士 ３．２５　 １．２１　 ２．６３

总计 ５２．６９　 ２１．３１　 ２６．００

　　资料来源：根 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 年 中 国 教 育 追 踪 调 查

数据计算得到。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使用ＯＬＳ模 型 对 初 中 毕 业 班 学 生 教

育选择期 望 进 行 分 析，回 归 分 析 结 果 见 表２，以

东、中、西部地区建立模型１、２、３，分别从个人、家

庭、学校三个层面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初中毕业生

教育期望的差异。
回归结果显示，个人、家庭、学 校 三 个 层 面 分

别对不同地区的初中毕业班学生教育期望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且不同因素的影响使各地区学生的

教育期望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从个人层面看，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对 东 部 地

区学生的教育期望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而对中西

部地区没有影响，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东
部地区女生的教育期望比男生的教育期望高，可

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并且人民思想观

念比较超前，他们早已摒弃“女性读书无用论”的

思想，转变为“女性撑起半边天”的思想，因而该地

区的女生相较于男生而言，期望继续接受教育，从
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年龄对东中部地区均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对西部地区无影响，并且年龄对

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的影响比东部地区的影响

大，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从回归结果看，
民族对西部地区学生的教育期望有负向显著的影

响，而对东中部地区没影响，说明民族因素会导致

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且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学

生的教育期望比汉族学生教育期望高。随着国家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政策的落实，我国少数民

族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此环境下，少数

民族学生对现代教育的认同感提升并且主体发展

的愿望也变强烈，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

学生教育期望提高。户籍对东部地区有正向显著

的影响，而对中部地区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对西部

地区无影响，并且户籍对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

比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

差异。
从家庭层面看，独生子女与中部地区 学 生 教

育期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对东西部并无影

响，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中部地区的独生

子女学生教育期望高于非独生子女的学生。对此

可能的解释是，中部地区的家庭独生子女观念比

东西部强，独生子女的家庭重点培养一个孩子，父
母集中时间精力培养孩子，其对于孩子的教育大

力投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教育选择以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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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意愿。子女的留守情况与中部地区学生教育

期望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对东西部地区无影响，说
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中部地区非留守儿童

的学生教育期望比留守儿童的教育期望高。解释

该现象的理由可能是，中部地区相对东西部地区

留守子女的家庭比较多，而非留守儿童的学生与

父母一起生活，父母会重视孩子的学习状况并且

一定程度上施与孩子压力，从而对于提升孩子的

教育期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母亲受教育程度与

东西部学生教育期望均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对中部地区无影响，并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西

部地区学生的教育期望比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
说明教育期望存在地区差异。除此之外，回归结

果显示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各地区都没有影响，
说明与母 亲 相 比 父 亲 往 往 在 学 生 学 业 上 帮 助 更

大，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更能影响学生的教育期望，

可以解释为母亲更加关心学生学习和生活，更加

注重孩子的教育。
从学校层面看，班主任建议对东部学 生 教 育

期望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说明班主任建议会促进

学生教育期望的提升，但该变量对中西部地区却

没有影响，对此的解释是，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

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快且好，其学校、师资等方面更

具优势，班主任在了解每个学生的基础上，会对每

个学生未来的发展潜力有所推测并寄予期望，而

学生则会根据老师期望的知觉按老师所期望的方

向来塑造自己行为。
总的来看，模型１、２、３表明，学业成绩、父母

教育期望、学校性质以及学校区位对各地区的学

生教育期望均有显著影响，说明学业成绩、父母教

育期望、学校性质以及学校区位并不会造成教育

期望的地区差异。见表６。
表６　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变量类型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性别 －０．１３９＊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６

年龄 －０．１００＊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２

个人层面 民族 －０．１０３　 ０．１３２ －０．３８１＊

户籍 ０．２６２＊＊＊ －０．４１１＊＊ －０．２４１

学业成绩 ０．６０９＊＊＊ ０．９１１＊＊＊ ０．６７０＊＊＊

独生子女 －０．０３７　 ０．４２４＊＊ －０．１９０

留守子女 －０．０４７ －０．２９０＊ －０．０４７

家庭层面
家庭经济 ０．０１８ －０．１８７ －０．０１８

母亲受教育程度 ０．１９９＊＊ ０．０５９　 ０．２５９＊

父亲受教育程度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９９

父母教育期望 ０．６５９＊＊＊ ０．６４８＊＊＊ ０．６２６＊＊＊

班主任建议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３

学校性质 ０．３０８＊ －０．７７８＊＊＊ ０．６３３＊＊

学校层面 学校质量 ０．０５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３

学校区位 ０．２１７＊＊ ０．４４１＊＊ ０．３３１＊

常数项 ５．０７９＊＊＊ ６．６４４＊＊＊ ４．８３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Ｎ　 ３　３０５　 １　３３７　 １　６３１

　　　注：＊、＊＊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 显 著 水 平。资 料 来 源：根 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 年 中 国 教 育 追 踪 调 查 数

据计算得到。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

查”数据，以初中毕业生为对象，从个人、家庭、学

校三个层面考察了我国初中毕业生教育期望存在

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初中毕业生教

育期望的总体水平较高，但东中西部地区学生的

教育期望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结果显示，教育期

望受个体特征的影响。性别与东部地区学生教育

期望有负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女生比男生教育

期望高。民族对西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负向显

著的影响，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教

育期望高。年龄与东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均有

负相关关系，东中部地区年龄越小的学生教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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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越高。户籍对东部地区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而

对中部地区有正负向显著的影响，并且户籍对中

部地区的影响比东部地区大。另外，教育期望也

受家庭层面的影响。教育期望受是否为独生子女

与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正相关关系，中部地

区的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教育期望高。而是否

为留守子女与中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负相关关

系，中部地区非留守子女比留守子女教育期望高。
母亲受教育程度对东西部学生教育期望有正向促

进作用，东西部地区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学生

教育期望越高。除此之外，教育期望还受学校层

面影响。班主任建议对东部地区学生教育期望有

正向促进作用。
为了提升学生的教育期望和教育获 得，以 此

来消除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我们可以将着力点

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义务教育过程中，学校应改变管理理

念，让优质教育真正进入课堂，同时，家庭应改变

教育理念，让孩子得到全面发展。学校和家庭合

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受教育观念，培养学生的

学习 兴 趣，使 其 能 够 用 心 学 习，真 正 提 高 学 习 效

率，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教育期望，以此来消

除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所造成教育期望的地区

差异。
第二，在家庭方面，重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扮

演的角色并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母亲应学会用

正确的方式引导孩子的学习，为孩子创造一个良

好的学习氛围。此外，母亲应积极与孩子开展一

些学习活动，通过共同学习提升孩子的教育期望，
对于消除教育期望的地区差异有显著的作用。

第三，国家、社会对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应给

予更多的关注，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留守儿童监护

人的培训和教育，帮助监护人提升教育理念并改

进教育方法，使其能够有效地监督和管理留守儿

童的学习和生活。例如，根据孩子学习情况为其

制定学习计划，严格按照计划督促孩子完成学习

目标，尽可能避免因家庭教育缺失引起的学生教

育期望低的结果。
第四，学校应加强对班主任的管理培训，提升

班主任的职业素养，使其以身作则，让其真正成为

学生的榜样。同时，增强班主任与学生互动的意

识，班主任的鼓励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教育期望，以
此减少地区间学生教育期望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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