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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寒门学子大学适应是关注高等教育从入学机会公平到过程公平的重要转向。
寒门学子在自我认知、校园活动参与和学业成就等维度中表现出备尝艰苦和通时合变两

种状态,对这两种状态的研究有共通之处:持续关注教育公平,在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同时,
关注本土化理论建构。 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理论主要包括文化再生产理论及其衍生理

论、学生保留理论、抗逆力理论和大学生发展理论,其中文化再生产理论及其衍生理论是

现阶段的主流研究理论。 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增长

点,后续的理论进路可归纳为:以历时性的视野关注“家庭—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完

整链条;以共时性的视野将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嵌入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在微观上考察

主体在高等教育场域内部的行动,在中观上聚焦不同场域的彼此联结,在宏观上聚焦教育

公平和大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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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高等教育不仅具有人才筛选和培养的功能,还承载着大众实现社会流动的愿望。 对社会中下层

而言,教育既是阻断代际贫困的重要途径,也是寒门学子突破阶层壁垒、实现代际流动的“安全

阀” [1] 。 以往研究多着眼于寒门学子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中的起点公平,却忽视了他们在入学后适

应与否的过程公平。 研究表明,高考所带来的成功仅意味着漫长社会流动通道的开启[2] ,即便寒门

学子获得与其他学生同样的入学机会,也未必意味着他们能适应大学生活,获得与其他学生同样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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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学业成就和社会体验[3] 。 大学生本科毕业后继续升学或就业的结果主要受在校学业表现的

影响,与家庭背景关联不大[4] 。 寒门学子实现社会流动的关键在于适应并利用好大学教育。 在高等

教育普及化和国家政策倾斜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寒门学子迈入大学,倘若他们迟迟无法适应大学生

活,就难以从朋辈群体和大学场域中得到支持,从而难以实现社会流动。
   

现有研究大多围绕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表征展开论述。 有研究者认为,寒门学子以社会资源匮

乏的形象出现在院校中,寒门背景对他们的学习成绩、身心健康和社会资本等产生负面影响[5] ;也有

研究者认为,在经过几个学期的适应后,寒门学子与非寒门学子的差距不再显著[6] 。 上述观点体现

了寒门学子在大学适应中的两种状态,而这两种状态背后隐含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究竟是延续了阶

层固化,还是实现了阶层流动。 本文将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希望能展现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的图

景,回应理论关切和归纳理论进路,为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提供更多新的思考。
   

二、概念辨析:“寒门学子大学适应”内涵解读
   

(一)多重概念的交叉:谁是“寒门学子”
   

“寒门学子”一词大多被作为民间俗语或作为一种隐喻来使用,而非学术概念。 尽管国内学者从

教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视角探讨了这一概念,但对其界定仍众说纷纭。 有学者认为“寒门学子”
指代了家境贫寒、希望靠自身努力考入名校的学生:他们多来自中小城市、不发达地区[7] ,其中包括

来自城市贫困家庭[8] 。 朱焱龙将“寒门学子”描述为“父亲职业为农民、工人和无业三类之一” “学生

户籍所在地为农村且被所在学院评定为贫困生” [9] 。 王强等认为,我国因城乡二元结构与地域发展

不平衡,主要用“农村”“贫困县”等地域概念代替“寒门”这一阶层概念[10] 。 韩钰将“寒门学子”这一

身份等同于无法从父代那里继承足够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农村青年[11] ;程猛认为,寒门学子的父

母至少有一方是农民或农民工,且学子们有相对较长(至少在小学阶段)的农村生活经历,在成长过

程中明显感受到家境所带来的限制[12] 。 将“寒门”与农村籍画等号,实际上是遵循了传统的城乡二分

法,但这种界定与实际情况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差。 “寒门”并非农村的专属标签,伴随经济改革的

推进,城市中也有一些家庭因各种原因致贫,这部分家庭的子女同样未充分享受高等教育资源;再加

上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频繁流动,很难以农村户口为标准对一个人是否是“寒门”做出精确判

断。 刘谦等以社会文化背景相对弱势的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将“寒门学子”扩展至农村考生与城市

贫困阶层中获得优异学业成绩的群体[13] 。 由此可见,“寒门学子”并非特指一类人,而是弱势群体或

低阶层学生的统称。 根据上述描述,成长于弱势家庭却取得了卓越学业成就的抗逆学生( resilient
 

students) [14]也隶属于“寒门学子”的范畴。 此外,王兆鑫将“寒门学子”定义为“从社会底层和贫困及

父母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中走出来的学生” [15] 。
   

综上所述,“寒门学子”实质是指经济资本匮乏、文化资本欠缺,但却取得了优异学业成绩的弱势

群体学生或低阶层学生。 据此,本文的“寒门学子”统一指代来自寒门的大学生。
   

(二)三重维度的集合:何谓“大学适应”
   

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适应”是个体健康发展应具备的积极心理素质[16] ,体现了个体通过调控自

我或改变环境,最终达到与环境相宜、相适的平衡状态[17] 。 《社会学百科词典》中“调适” ( accommo-
dation)一词与“适应”相近,指“人与人,不同群体或不同文化间相互配合、相互适应的过程,经过调

适,产生彼此和谐的关系。 人们可以通过调适,部分改变自身行为和生活习惯,更好适应环境的变

化” [18] 。 《社会学词典》将“适应”诠释为“个人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通过社会化明晰自身权力、义
务,形成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要求的行

为” [19] 。 可见,“适应”强调变化,是个体在和周边环境不断地互动与磨合中积极适应环境变化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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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结果,表现为行动主体持续的行为调整。
   

“大学适应”指学生对大学组织系统各环节的协调过程,是因外部条件变化而产生的自我调整机

制[20] 。 Ladd 等认为,“大学适应”是学生试图适应学校环境的过程,也是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愉快地参

与学校活动并取得学业成就的过程[21] ;
 

Rodgers 等将“大学适应”细分为学习适应、社会适应、睡眠适

应、身体健康适应、情绪适应和行为适应 6 个方面[22] ;Simon 等认为“大学适应”包括学习适应性、生
活适应性和人际关系适应性 3 个方面[23] ;方晓义认为,“大学适应”是大学整个阶段的问题,并非只在

大学第一年才会出现,它包括人际关系适应、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

和满意度 7 个方面[24] 。 可见,学生的“大学适应”贯穿整个大学生涯,其内容涉及学习适应、生活适应

和情绪适应等多个方面。 然而,不同学者对“大学适应”划分标准的差异也致使“大学适应”内涵分类

冗杂,其中多有重合之处,如“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心理环境”等涉及主观范畴的“适应”都可以被

归纳为“自我认知”维度。 通过对上述“大学适应”内涵的整体考察和归纳,本文将“大学适应”划分

为自我认知、校园活动参与和学业成就三重维度,而这三重维度也对应了“适应性研究的三个基本结

构” [25] 。
   

通过上述梳理,“大学适应”这一概念可以被界定为:学生在进入大学后,面对个体与环境系统间

所建立的原始平衡状态被打破,他们需要调控自我或改变环境,以满足新的学业要求、应对复杂校园

环境并调适人际关系。 本文的“大学适应”主要包含学生的自我认知、校园活动参与和学业成就三重

维度。
   

(三)作为过程与状态的“寒门学子大学适应”
   

大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过程常被视为在文化和心理上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寒门学子作为“文化

外来者”,在大学适应过程中要面对自身惯习与新机构环境间的不匹配[26] 。 Gudykunst 等认为,文化

适应是“个体与他们环境间的契合” [27] 。 人们进入陌生的文化环境后会产生新的需求,并且努力通过

各种活动(如社会交往)去满足这些需求,最终使自身在新环境中舒适地生活。 现有研究倾向于从文

化解释的视角探寻“寒门学子大学适应”问题,将其归咎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原有文化和新文化

的差异。 Berry 将文化适应定位为跨文化个体在原有文化身份与新文化身份间的态度取向,涉及整

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 4 种策略[28] 。 有学者提出,寒门学子大学适应存在文化固守、文化自杀和寻

求补偿 3 种应对策略[29] 。
   

综上所述,“寒门学子大学适应”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状态。 寒门学子在大学适应的过程中

产生了跨文化的体悟,从而形成了相应的观念与行为。 这实质上是寒门学子以“城市文化”为参照,
在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撕裂与交织中不断审视与调整自身行为方式的过程,体现在自我认知、校园

活动参与和学业成就中。
   

三、路径分歧: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双重面向
   

布迪厄等提出,寒门学子在进入大学后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是像“家伙们”那样抵制学校制度,最
终复制父辈文化,“不断地把自身固定在被支配的状况上” [30] ,在延续底层命运的同时,实现阶层固

化;二是在一场“文化移入”中取得成功[31] ,他们通过依附于一种以上的文化,实现阶层流动。 上述道

路印证了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两种状态。
   

(一)备尝艰苦: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亏欠进路”
   

对寒门学子而言,精英大学显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世界[12] ,他们在初入大学时备尝艰苦。 程猛

认为自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读书的料’,便不是天生喝咖啡的料,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精英生活样式

的‘料’,成了有严重的成功焦虑和无法真正享受眼前生活的‘料’” [32] 。 威利斯步入剑桥大学后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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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了种种“违和”,“我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导师们觉得我是一个从‘黑郡’来的工人阶级

‘野小子’” [33]263。 尽管拥有了阶层跃升的机会,但寒门学子在进入大学后却面临更大的辍学风

险[34] 。 研究表明,他们在第一学年的辍学风险比非寒门学子高 71%,在学制内正常毕业的可能性比

非寒门学子低 51%[35] 。 诸多先赋性因素不足使寒门学子面临文化上的匮乏、社交上的劣势和学业上

的落后,这些挑战贯穿于他们大学适应的全过程。
   

其一,在自我认知方面,寒门学子在进入大学后易滋生自卑、低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障碍等问题。
一般而言,大学场域反映的是中产阶层的规范与价值观[36] 。 寒门学子步入大学后,因惯习差异带来

的不适使他们面临不利且不公的校园竞争。 在奖助学金资助中,认定环节的“简单粗暴”在一定程度

上伤害了寒门学子的尊严[37] 。 寒门身份会使寒门学子在自我认同上出现不同程度的冲突,进而衍生

出家庭文化叛徒的“情感体验”,甚至是“情感负担” [12] ,这使他们极易产生低自我效能感与认知障

碍[38] 。 由此,即便寒门学子在早期的学业中取得成功,也无法弥补他们在面对“聪明自信的中产阶

层”时产生的自我怀疑[39] 。 有学者将这种自卑情绪概括为消费能力差或文化消费品位和鉴赏能力不

足[40] ,还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文化自卑” [29] 。 值得一提的是,“小镇做题家”“985 废物”等标签将寒门

学子视为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缺乏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 如此语境下,寒门学子非但没有被视

为依靠自身能力“改命”的英雄,反而不断被“污名化” [41] 。
   

其二,在校园活动参与中,寒门学子在师生互动和同伴互动方面同样存在劣势。 寒门学子担任各

类学生干部的机会普遍较少[42] 。 这是因为客观上的经济匮乏使他们倾向于勤工助学而非课外活

动[43] ;在主观上,他们在遭遇文化冲突后容易滋生情感焦虑,甚至会产生疏离与被剥夺的身份体验,
导致心理失衡[44] 。 这些因素会使他们在师生互动和同伴互动中表现局促[45] ,从而被视为不能与他

人建立持久良好的关系。 长此以往,他们将不断地进行自我隔离,致使自身陷入害怕人际交往的恶性

循环当中
 [34] 。

   

其三,在学业成就上,寒门学子因多方掣肘难以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农村学生在成绩上普遍落

后于城市及郊区的同龄人[46] ,他们教育期望低,学习参与和能力不足,学习方法欠妥,学习压力大,在
线学习的自我调控能力低[47] 。 同时,他们在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方面也存在一定劣势[34] 。 这是寒

门学子家庭资本匮乏,从而不能支撑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所致[48] 。 寒门学子入学前在校园经

验、价值观和资源上落后于城市学生,在学习中也较少获得家庭与朋辈的支持。 寒门学子在进入大学

后仍无法舍弃家庭义务和关系[49] ,较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使他们面临家庭责任与繁重学业间的冲

突、时间分配冲突、经济分配冲突和事务性冲突[34,50]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学业成就。 对

此,有学者驳斥道,有关寒门学子学业成就落后的研究通常选取英语成绩作为测量指标[51] ,这在一定

程度上忽略了中学阶段教育质量的差异。 也有学者认为,寒门学子会对自身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抱持

负面刻板印象[52] ,其学业成就落后是他们采用绩效规避目标而产生的消极后果[53] 。
   

针对寒门学子的大学不适应,研究者大多从“亏欠进路” [54] 分析他们的资本弱势地位、进入校园

后的惯习错配等,为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挣扎及阶层再生产作了注脚。 然而,这种分析显然只看到了

结构性的制约,却忽略了寒门学子能动性的发挥。 以再生产为特征的阶层优势延续理论似乎只能诠

释他们在校园中的挣扎与不适,却无法解释他们应对、融入校园文化的行为。
   

(二)通时合变: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补偿进路”
   

对寒门学子而言,跨入大学之门是重要的时间节点,预示着“结构” 和“能动性” 的关键性相

遇[33]263。 大学在给寒门学子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增加文化资本的机会。 高等教育可以

缩小学生在综合素质和社会资本上的差距,从而弱化家庭经济状况劣势所产生的后果[55] 。 其中,教
师和同伴支持是寒门学子发展的重要动力[56] ,阅历丰富的大学教师可以给寒门学子提供更为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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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内容,传递成功的策略[57] 。 就经验来看,并非所有寒门学子进入大学后都会“如鱼离水”、倍感艰

辛,也有一部分人能通时合变,适应大学生活。
   

其一,在自我认知方面,寒门学子认可自身勤奋、进取和坚韧的品质,并衍生出自立、自强的积极

心态。 唐启明和山口和夫提出,在每一个教育过渡阶段,选拔上来的低社会出身的人都要比高社会出

身的人在(不可测量的)能力方面更为优秀,并且越到高级阶段其表现越明显[58] 。 有研究发现,中国

的寒门学子在心理压力、自我效能和自尊感等的测量指标上并无显著劣势[59] 。 他们并不认为自身存

在“学业能力不足”等问题,反而对自身的努力和学习能力颇为认可[60] 。 有学者提出,参与社会兼职

增加了寒门学子对自我价值的认同和坚守,降低了他们因为一直花费家里的钱而衍生的“悔意” [61] 。
   

其二,在校园活动参与中,寒门学子对与学习相关的活动以及在师生互动方面都表现积极。 他们

对课前准备、课堂出勤等热情很高,对学校提供的学术或职业咨询更为满意[62] 。 其中,寒门学子对课

程活动的喜爱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学阶段经验影响,而倾向于学术或职业咨询则主要与寒门学子缺乏

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本有关,他们希望通过学术或职业咨询弥补在校经验的不足。 在中国本土研究中,
参与各类学生组织常被视为学生社会适应的核心指标[42] 。 有研究表明,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有兴

趣加入各类组织[63] 。 其间,他们会在师生互动与朋辈交流中表现积极,不断拓展与重构自身社会网

络[64] 。 也有研究指出,在获得资助后,寒门学子的经济压力有所缓解,他们会将勤工俭学的时间和精

力投入到学习和校园各种活动中,以提高学业成就和人际交往能力[65] 。
   

其三,在学业成就方面,寒门学子能有效应对学业挑战,从而取得一定成就。 一般而言,寒门学子

在刚入学时的学业准备并不充分,入学初期的学业表现很可能处于劣势[66] ,但他们会在后续的学习

中取得进步,几学期后与非寒门学子间的差异将不再显著[67] 。 有学者将寒门学子的学业成就归因于

寒门学子的努力行为、教育期望等自致性因素[68] ,但也有学者认为学生资助政策通过专业认同、学业

参与、院校归属感等中介要素,对寒门学子学业成就产生间接影响[69] 。 中西方寒门学子在学业成就

上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学生依靠资助政策帮扶,无须花费大量时间从事兼职。 同时,中国的学

业考试与西方的课程论文相比,成绩的区分度并不明显[70] 。
   

针对寒门学子的大学能适应,研究者大多基于“补偿进路”,提出寒门情境能有效激发个人动力,
从而实现打破文化再生产的魔咒。 这是因为,寒门学子在个人经历、文化资本等方面独具特点,他们

会基于边缘身份,从自身成长经历中发掘、利用和磨砺优秀品质,以提升自身的幸福感和学业表

现[71] 。 寒门背景虽限制了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文化资本的程度,但无法否定父母对子女的支持意

愿[72] 。 父母支持不仅包括经济支持、物质保障等有形行动,还包含无形的情感支持,而后者更能促进

子女认知能力的发展,提升他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使他们最终融入大学生活[73] 。 寒门学子适应大

学生活的研究也多与“底层文化资本”有关,包括“与命运相抗的先赋性动力”“出人头地”等[74] ,他们

坚忍不拔的品格、逆境求生的策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大学不适应的问题。
    

四、理论关切: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研究困境
   

代际传递的复杂性,注定经济资本不能完全与校园表现画等号。 这一现象本为寒门学子大学适

应提供了多样性案例,但现有研究中却存在一对矛盾:一方面,社会转型、乡村振兴等时代背景为寒门

学子大学适应研究创设了新的情境,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增大了建构本土化理论的可能性;另一

方面,由于不同研究者对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关注点不聚焦,学者们虽然使用了多样化的研究路径,
但不同研究路径间缺少对话,难以进行有效的经验积累。 因此,我们有必要基于中国本土情境进行探

索,在保持与西方理论对话的同时,积累有效经验以创建本土化理论。 现有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主

要围绕文化再生产理论及其衍生理论、学生保留理论、抗逆力理论和大学生发展理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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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及其衍生理论是现阶段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的主流理论。 学者

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是“文化是如何通过激发学生信念,进而影响寒门学子大学适应”。 有研究将寒门

学子在大学适应中的挣扎和融入障碍归因于阶层文化冲突[75] ,暗含了寒门学子自身文化与大学文化

的差异性:他们在家庭中习得的惯习与大学文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隔阂,因此会被后者所塑造的整体

氛围边缘化[76] 。 因此,看似对所有人平等无害的大学文化,“无意”中为一部分人设置了与自身文化

不相匹配且难以逾越的藩篱[77] 。 有学者将这种现象归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期望[78] ,希望通过改变

寒门学子对学校文化的感知来缓解文化冲突,如通过干预他们的课程价值观以提高校园归属感[79] 。
其次,现有研究多基于文化再生产理论阐释文化的作用,并将寒门学子的大学适应视为文化再生产的

结果,将家庭影响概念化为“家庭资本”,认为学业成就和社会成就是家庭背景传递的结果[80] 。 从这

一方面来看,寒门学子父母因缺少高等教育经历而“缺乏代际间有关高等教育信息的传送和文化传

承” [81] ,所能提供的高等教育情感支持有限。 这使得寒门学子在面对大学文化时往往会产生心理隔

阂,由此只能靠自己探索大学生活,从而导致学业失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最后,部分研究通过文化

流动理论阐述寒门学子的文化习得,关注寒门学子如何从自身社会文化身份、以往历史经验和学校教

育中获得滋养,如何在家庭和生活中累积有价值的知识、技能与实践经验进而助推大学适应。 例如,
寒门学子在一定程度上更重视在学校获得的文化资本[82] ,他们通过使用这一资本[83] ,缩小了与优势

阶层的差距,拥有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84] 。 与此同时,寒门学子注重的“知识改变命运” [85] 、“先赋性

动力、道德化思维及学校化心性品质” [86]等也有助于学业成就的获得。
   

相比于文化再生产理论及其衍生理论的宏大叙事,在汀托(Tinto)学生辍学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学生保留理论,主要从教育学视角关注影响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学校因素,如“学生成绩、学术融

合度、与大学的契合度、与朋友互动等” [87] 。 有学者认为,学生与教师的非正式互动越强,退学的可能

性越小[88] 。 寒门学子不适应大学生活,是因为惧怕与教师互动,从而缺乏教师支持[89] 。 于是,有学

者希望借助校园文化的整合促进作用改变这一局面,使寒门学子积极、主动融入学校文化环境之中,
实现学术和社会的整合[90] 。 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既传授给学生知识,也指导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如何

与教职员工和朋辈建立和谐关系。
   

有别于上述理论关注家庭、校园等外部因素影响,抗逆力理论主张从积极心理学视角挖掘寒门学

子的内在优势,关注寒门学子大学适应过程中的个体因素。 基于此理论的研究注重个体在逆境中克

服困难、积极适应的能力[91] ,既关注个体内在的温和性情、积极态度、自我关怀和自我效能感,也体察

个体遭遇的外在“困境”、个体特征及拥有的资源间的互动过程[92] 。 从这一角度来看,学生的内在情

感体验、存在信念、生活信仰以及归属感都会影响大学适应[93] 。 值得注意的是,抗逆力与社会资本在

寒门学子应对困境时均有积极意义,前者作为个人特质或内在资源,在社会资本和个人发展中发挥着

中介作用[94] 。 不过,在不同学科视野中,许多研究在探索寒门学子大学适应时并未将个体行为同心

理因素相结合。
   

不同于上述理论的单一视角,大学生发展理论认为需要多角度综合考量寒门学子的大学适应。
在进入大学后,寒门学子会不同程度携带着个人、家庭等不同因素生成的原有生活模式,这些模式会

影响他们入学时的最初期望。 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个人行为、家庭背景和学校环境等因素并非独立

地影响学生,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诸多综合影响模型,如“输入—环境—输出”模型[95] 、大学生发展的综

合因果模型[96] 、本科生社会化模型[97] 、强调“脉络—投入—过程—成果”的“CIPP 模式” [98] 等。 这些

模型能使我们综合考量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影响因素。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看出:第一,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汀托的学生保留理

论展开论述,对少数学者及其理论的过度依赖意味着目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有限的理论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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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及构建大学适应这一课题,而难以全面展现、诠释寒门学子大学适应背后的逻辑关系。 第二,研究

者在理论诠释时一定程度上会忽视理论核心所指。 例如有学者在利用文化再生产理论探讨寒门学子

大学适应时,强调了因资源匮乏而导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99] 。 然而,倘若研究没有关注到文化再生

产理论内核———权力差异,而将结果归因于高等教育价值、期望和回报的差异,则容易忽略结构性因

素导致的不平等。 第三,现有研究大多遵循“结构下的行动”这一理论预设,对结构下的行动如何发

生却缺乏有效解释,其结果是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反而成为教育过程公平的“黑箱”,掩盖了寒门学

子大学适应的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 这种将个体行动还原为结构强制力的研究思路,不可避免地坠

入了“结构决定论”的陷阱。 第四,现有主导理论缺乏对寒门学子主体性的关注。 很少有基于寒门学

子声音或经验而提出的新兴理论,因此我们应有意识地将寒门学子对教育系统的理解引入研究当中,
关注寒门学子与大学场域主流文化协调、抗衡的策略、过程与结果。

   

寒门学子能否适应大学生活关涉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内核的教育公平问题。 诸多学者对入学机

会公平和阶层再生产保持高度的敏感,希冀能在中国本土情境探索中保持与西方理论的对话。 但现

象的复杂性和结论的多样性使我们有必要思考,生发于西方情境的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 一方

面,各国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确存在共性,西方成熟的理论体系当然值得剖析和借鉴;另一方面,矛盾

的特殊性也说明中国情境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对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研究也同样有必要基于本土情

境展开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谢爱磊认为,
 

寒门学子对于学校活动缺乏清晰的认知,这种“误认”使他

们在大学适应中身处劣势[26] ,该研究是国内学者对本土化问题探索的范例。
   

五、双线进程: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的理论进路
   

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摒弃了以往对高等教育公平“输入—输出”的研究范式,致力于打开大学

生在校适应的“黑箱”。 研究将学校教育过程作为分析焦点,有助于探究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真实情

境,从而推进教育公平研究的纵深发展。 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寒门学子将步入大

学,对其大学适应的研究也将伴随社会发展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增长点。 因而在寒门学子大学适应

的后续研究中,既要以历时性的视野关注“家庭—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适应链条,也要以共时性

的视野从“微观—中观—宏观”视角进行审视。
   

(一)历时性:关注“家庭—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适应链条
   

寒门学子的大学适应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家庭—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是影响寒门学子

大学适应的完整链条。 寒门学子的大学适应既受制于家庭场域,也受制于基础教育场域,同时也受家

庭与基础教育间关联的影响(如图 1)。 但就目前来看,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多集中于家庭对高等

教育的影响方面,而忽略了其他研究路径。 家庭背景特征(父母教育水平、家庭结构、父母介入)虽对

学生能否进入大学就读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对学生后续在校发展影响不大[100] 。 对此,有学者认

为,由于父母对子女“考上大学”这一结果感到满意,故而减少了对其入学后的干预;且相对于高中时

期,子女住校往往离家较远,这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家庭对学生的影响[101] 。 有学者提出,家庭背景对

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阶段便开始逐渐减弱乃至消失[102] 。 上述观点表明,家庭对学

生的影响会伴随学生升入大学而逐渐减弱。
  

如上所述,本文从历时性角度对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需要强调的问题梳理如下:第一,在关注

家庭文化资本的同时关注学校资本。 在家庭文化资本中,除关注父母教育水平、父母介入等结构性因

素外,还应关注家庭文化氛围和惯习等因素在寒门学子大学适应中扮演的角色;在学校资本中,囿于

现有数据限制或对家庭资本研究的偏好,对学校因素或社会因素的研究长期处于缺位状态。 然而,
“冲突论”视角实质上忽视了我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差异,忽略了学校因素的积极作用。 本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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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研究应关注学校的社会化作用和校内资本培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 第二,关注基础教育与高等

教育间的断裂。 在塑造学生能力和文化方面,中学经历不仅影响着他们的学业成功与否,“还能塑造

着学生追求学业成功的策略” [103] 。 不同学段教育呈现出代际传承的特质,基础教育中的场域经验也

会影响寒门学子的大学适应。 丁若曦等人提出,大学生在认知能力、知识基础、学习技能与管理、身份

选择与认同等方面的“失调”问题,是从高中迈入大学后不明晰大学组织使命、不适应大学社群行动

的结果[104] ,因而有必要从寒门学子的基础教育经历入手,考察大学适应的相关问题。

图 1　 寒门学子研究脉络图

  

(二)共时性:
 

“微观—中观—宏观”的研究视角
  

就共时性而言,后续研究应致力于微观上考察主体在高等教育场域内部的行动、中观上聚焦不同

场域间的彼此联结、宏观上聚焦教育公平和大学生全面发展等。 现有研究和理论进路可以嵌套在布

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中,组合成一个混合图(如图 2)。

图 2　 嵌套在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和理论进路的混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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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观上聚焦主体在高等教育场域内部的行动
   

在探究寒门学子大学适应时,后续研究有必要将研究视域聚焦于大学内部,关注寒门学子对学校

资源、规则制度的运用,以及对知识与符号的理解等。 以往研究在考察寒门学子大学适应时,忽略了

群体的内部差异性和学生对教育系统资源的理解,同时淡化了学生间的微观互动在个性特质、惯习习

得、性情培育等方面的差异化影响。 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寒门学子能否获得资源,而忽视了他们是否能

真正享有并利用掌握的资源。 在打开寒门学子大学适应微观视域的“黑箱”时,我们应从研究对象上

透析秩序与互动的差异,从研究视角上分析客观情境和主观建构的不同。 据此,本文以研究视角为横

轴、研究对象为纵轴,构建了微观主体行动研究的坐标系,通过辨析 4 种路径的内在分析理路和异同,
旨在进一步明晰后续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一,常人方法论认为,“构成日常生活经验的行动并非是通过其参考框架来有序安排行动者的

原初经验的” [105] 。 秩序是在行动过程中自发产生的,经验过程和理解过程同时进行;行动则是通过

实践而嵌入环境之中的,因此,实践行动才是经验与秩序的中心。 换言之,在考虑寒门学子大学适应

时,要更加注重具体过程的描述,而非抽象呈现其中的规则。
   

第二,结构二重性理论认为,“一方面,社会本身是存在结构的,这些结构通过制度关系和规则制

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另一方面,人们不仅以其自觉性认识原有社会结构、调整自己行为,而且按自己

在行动中不断产生的新要求来调整行为规则和社会制度” [106] 。 据此,后续研究也需关注寒门学子如

何与高等教育场域中的规则和资源进行互动,以及如何在被社会结构规训的同时通过自身努力调整

制度结构等。
   

第三,符号互动论认为,“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借助符号理解他人行为,也借此评估自身

行为对他人的影响” [107] 。 倘若缺少对寒门学子日常生活的观察,研究容易通过脸谱化的方式将寒门

学子大学个性化的适应还原为结构性的力量限制,从而无法阐述其背后的复杂机制。
   

第四,互动仪式链理论诠释了发生在特定情景下的人际互动是如何在参与者“情感能量”的驱动

下启动、推进和结束的[108] 。 高度的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

员身份感、情感能量和道德感。 这一理论主张情感这一非理性因素是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行为的核

心动因及重要产物。 因此,后续研究有必要关注寒门学子内心的情感变化,以及互动仪式是如何塑造

群体团结,并进而影响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
   

2. 中观上聚焦不同场域间的彼此联结
   

在中观层面,当研究视角聚焦于场域表征(学校类型、等级、区位、学校资源、环境、规模、师生比

等)及内部运作机制、规则和制度影响时,本文认为有必要丰富下述研究内容:其一,家庭背景对高等

教育的影响。 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多采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及其衍生理论来诠释寒门学子的

劣势地位,但这一视角规避了寒门学子从自身社会文化身份、家庭和生活中获得滋养,累积形成有价

值的知识、技能与实践方式的可能性,忽略了“底层文化资本”等因素在寒门学子大学适应中的作用。
其二,基础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即关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间的断裂,如关注中—大“段差”
等[104] 。 其三,说明家庭因素是如何通过基础教育影响高等教育的。 例如,有研究发现重点中学教育

在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制度性学校因素和先赋性家庭因素对学生发展和教育获

得有显著影响[109] ,且得益于重点中学的累积优势,前一阶段的学校质量会积极作用于后一阶段的教

育。 其四,关注不同高校类型间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差异。 如李春玲等发现,精英大学中人力资本的

提升不受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而普通院校中文化再生产机制作用明显[110] 。 李丁提出,“211”院校

强化了文化资本对学生心理状态的影响,而对非“211”院校的学生来说,经济资本的影响更大[2] 。 换

言之,在考虑寒门学子大学适应时,也要考虑高等教育场域自身的表征及场域内部的运作机制,如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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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学子的校园表现受学校类型和学校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教育是不同力量和主

体间的复杂互动过程,借助质性研究可以呈现学校场域内部的运作过程和学校内外机制的关联[111] 。
现有研究对大学场域自身的生成与描述机制关注不足,不同场域的权力分配、规则制度对寒门学子适

应的影响等有待深入探究。
   

3. 宏观上聚焦教育公平和大学生全面发展
   

本文认为应将寒门学子的大学适应问题置于宏观的教育公平话语和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视域中,
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加以考察。 对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从场域

内部的主体互动与规则利用出发,探讨大学内部的运作机制、资源整合和知识构造,抽象出寒门学子

大学适应的整体运作机制。 后续研究在关注寒门学子日常生活的同时,应将其与学校外部的阶层关

系与社会体制联系起来,一同放置在家庭、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完整时空链中加以考察,并探索涉及

教师、学生、家长、朋辈等多个主体的微观互动在社会和历史维度中的具体意义。 寒门学子大学适应

背后的逻辑是权力不平等还是经济差异?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要关注场域外的背景与条件,也要关

注场域内部的运作机制,跳出单纯印证西方理论的桎梏。
   

六、结　 　 语
   

寒门学子能否适应大学生活是高等教育过程是否公平的重要体现。 为了打开寒门学子大学适应

这一“黑箱”,不同研究路径呈现出差异化研究脉络,在关注点和理论诠释上亦有不同。 在理论视角

提供分析框架的“连续统”中,依据资料与理论的关系(何种优先)和研究者与理论的关系(内化—外

化),可以划分为 4 类理论视角:秉持资料优先和关系外化的实用者倾向于工具性理论视角,与“拿

来”选择匹配契合;秉持理论优先和关系外化的功利者倾向于价值性理论视角,与“拿来”生搬硬套契

合;秉持理论优先和关系内化的追随者倾向于先验性理论视角,与“积累”验证补充契合;秉持资料优

先和内化的再脉络化者倾向于对话性理论视角,与“积累”建构生成契合①。 但无论是西方理论诠释,
还是本土经验凝练,最终都要在理论与实践的连接中直面实践经验,在理论对话中提炼新的概念或建

构新的理论:“田野中的零星发现,如不能接续在强大的理论和学术传统之上,充其量只是一些受到

新鲜刺激所得到的火花,不会有生发的潜力。” [112]
   

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研究应致力于再脉络化的视角,立足于中国学校教育的具体情境建构理论,
通过抽象理论与本土情境的持续对话,打开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黑箱”。 因此,在梳理现有研究理

论和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在寒门学子大学适应后续研究中,我们要以历时性的视野关注

“家庭—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适应链条,在关注家庭文化资本的同时关注学校资本,关注基础教

育与高等教育间的断裂;从共时性的视野将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嵌入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在微观上

考察主体在高等教育场域内部的行动,在中观上聚焦不同场域间的彼此联结,在宏观上聚焦教育公平

和大学生全面发展。 具体而言,在微观上注重学校日常生活中的情境性、过程性和整体性,将“秩

序—互动”和“主观建构—客观情境”两种逻辑进路加以整合,后续研究可运用常人方法论、结构二重

性理论、符号互动论、互动仪式链理论等加以考察;从中观视域深入挖掘家庭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基础

教育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以及不同高校类型中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差异等;在宏观层面将寒门学子大

学适应置于教育公平和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宏观视域中,结合社会历史背景等进行探讨。
     

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有助于窥见寒门学子大学适应这一“黑箱”的整体图景。 在社会转型、乡村

振兴背景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教育公平愈发成为学术研讨与政策制定的焦点。 研究寒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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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自朱志勇 2018 年讲座内容《“侠客”抑或“刺客”:质性研究中的理论视角与理论框架的反思》。



子大学适应是关注高等教育从入学机会公平到过程公平的重要转向,作为锻造社会阶层的重要空间,
从教育过程出发考察寒门学子的大学适应问题固然重要,但同时也不能忽略大学场域受外界多重因

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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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University
 

Adaptation
 

Research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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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

 

Fasheng,
 

LIU
 

Weiping
(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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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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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university
 

adaptation
 

of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is
 

an
 

important
 

turn
 

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airness
 

of
 

admission
 

opportunity
 

to
 

the
 

fairness
 

of
 

process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y
 

show
 

two
 

states
 

in
 

terms
 

of
 

self-cognition,
 

participation
 

in
 

campus
 

activitie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study
 

of
 

the
 

two
 

states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continuing
 

to
 

pay
 

attention
 

to
 

educational
 

fairnes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ized
 

theories
 

while
 

talking
 

with
 

western
 

theories.
 

The
 

university
 

adaptation
 

research
 

theories
 

of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y
 

mainly
 

include: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and
 

its
 

derivative
 

theory,
 

student
 

retention
 

theory,
 

resilience
 

theory
 

and
 

university
 

student
 

development
 

theory,
 

of
 

which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and
 

its
 

derivative
 

theory
 

are
 

the
 

main-
stream

 

research
 

theories
 

at
 

the
 

stage.
 

New
 

theoretical
 

growth
 

points
 

have
 

emerged
 

in
 

the
 

study
 

of
 

college
 

adaptation
 

of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y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ubseque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complete
 

chain
 

of
 

“ family-basic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is
 

focused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chronicity,
 

the
 

research
 

on
 

the
 

adaptation
 

of
 

poor
 

students
 

to
 

universities
 

is
 

embedded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ecosystem,
 

and
 

the
 

action
 

of
 

the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is
 

examined
 

at
 

the
 

micro
 

level,
 

focusing
 

on
 

the
 

connection
 

among
 

dif-
ferent

 

fields
 

at
 

the
 

middle
 

level,
 

and
 

focusing
 

on
 

the
 

education
 

equi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t
 

the
 

macro
 

level.
Key

 

words:students
 

from
 

poor
 

family;
 

college
 

adaptation;
 

social
 

mobility;
 

education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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