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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教育竞争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不同阶层 的 家 庭 都 不 可 避 免 地 卷 入 其 中。家 庭 教 育 参 与 的 相 关 研 究

表明中产家庭女性家长以极大心力投入精致教养之中，但是对于劳动家庭教育参与研究还有待深入。以往的研究

认为，劳动家庭受制于社会经济条件对教育参与 不 足。以“高 考 陪 读”而 闻 名 的 Ｍ 镇 为 个 案，研 究 发 现：劳 动 家 庭

以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全身心投入到“服 侍”子 女 的 照 料 型 劳 作，以 此 支 持 子 女 参 与 高 考 竞 争。这 种 教

育参与的动力机制是中国“锦标赛式流动”的教育机制的高竞 争 性 与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以“儿 女 心”为 表 征 的 新 家 庭 主

义。劳动家庭以陪读劳作换取子女集中精力与时间投入“苦学”，试图避免子女重复其“苦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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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优质教育

资源相对稀缺加剧了教育竞争。在教育竞争中，家

庭或者说 家 长 愈 发 卷 入 学 校 教 育 过 程 之 中。正 如

Ｋａ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所言，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已经变成一

种无报酬的家庭劳动形式。［１］关于家长教育参与的

研究表明，不同阶层母亲在教育参与的表达方式上

有所不同。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发现

不同阶层家长有着不同的养育模式，她所提出的工

人阶级“自然成长”模式与中产阶级“协作培养”模式

被认为是理解不同阶层家长教育参与角色的重要视

角。［２］３１［３］１９８－１９９近年来，中 国 关 于 城 市 中 产 阶 级 女 性

家长教育参与的研究展现出中产阶层女性家长在教

育参与上养育模式精细化、并通过课外补习投入以

增强学生的学业竞争力。［４－６］在教育竞争加剧的背景

下，我们还需要关注中国劳动家庭教育参与的特殊

方式———“高考陪读”。高考陪读表现为家长迁至高

中学校附近租房并照料学生生活起居以支撑学生集

中精力和时间于准备高考的学业上。这种现象主要

发生在中国城镇地区，其参与主体是从事个体工商

户、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与农业劳动，处于次级劳动

力市场、依赖体力劳动收入的劳动家庭。本文试图

关注劳动阶层女性家长的教育参与实践，并以“高考

陪读”典型个案———Ｍ 镇的陪读家长为例分析教育

参与的性质与特征。

一、家庭教育参与研究的相关文献

家庭是教育中的重要场域，学界已有大量关于

家庭是阻碍还是促进学生教育发展与学业成就的研

究。［７］例如，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父母的文凭，

父母的教育 期 待 会 影 响 到 学 生 的 学 业 成 就；［８－１０］家

庭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对学生教育有着

重要作用，处于资本劣势的家庭在教育中同样处于

劣势。［１１－１２］这些研究已经向我们表明，家庭在学生教

育生涯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并影响学生的教育生涯。

（一）家庭（家长）教育参与的内涵与类型

家庭教育参与的主体是家长。“教育参与”这个

概念表示父母为了促进孩子教育成就的多种行为，

涵盖了对学生的教育计划和对学生学业成就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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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父 母 在 家 和 在 校 为 促 进 学 生 学 习 的 多 种 行

动。［１３］广义上，家 庭 的 教 育 参 与 是 指 父 母 为 实 现 子

女的教育成果和未来的成功所做的关于学校和学生

的 工 作。［１４－１５］具 体 而 言，则 包 括：（１）在 家 参 与

（Ｈｏｍ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家 长 在 家 庭 中 实 施 和

加强校本学习，包 括 监 测 作 业 完 成、检 查 作 业 和 教

育充 实 活 动；（２）在 校 参 与（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ｅｎｔ）：家长 积 极 参 与 学 校 活 动，例 如 参 加 学 校 组

织，在学校做义工，在家长—教师会议或其他校园活

动中与教师沟通；（３）学术社会化（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包括关于学校的间接信息，比如家长传达对

孩子的教育期望、他们对教育重要性的看法和更具

体的讨论、家长直接促进儿童未来发展的教育和职

业计划。学术社会化允许父母为孩子提供独立和教

育成功所需的工具。［１６－１７］国内关于教育参与的研究

把教育参与分为四类：（１）校内参与，如免费义务教

育让家庭在校内参与上平等性得到加强；（２）校外参

与，如补习班、家教、兴趣班；（３）择校参与，如选择学

区房以获得特定学校的入学资格；（４）对子女教育的

时间投入。［１８］１－２关于家庭教育参与的研究往往关注

家长对学生学业的直接支持，但是按照这种既有用

法，“高考陪读”并不像家庭教育参与方面的研究所

关注的家长对子女学业或教育具有显性作用，而是

以“照料”的方式间接参与子女教育。
（二）教育分流与家庭教育参与的研究

对于家庭而言，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会影响到

社会地位的获得，高等教育是社会成员实现社会上

层流动的重要途径。［１９－２０］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平

等与教育机会获得关系上存在两种理论假设模型：

第一种是拉夫特 里（Ｒａｆｔｅｒｙ）和 胡 特（Ｈｏｕｔ）提 出 的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ＭＭＩ）的假说，认为教育机会

的分配是较 高 阶 层 的 家 庭 教 育 需 求 达 到 完 全 饱 和

后，才会分配 到 下 一 阶 层。［２１］中 国 学 者 如 郝 大 海 和

吴愈晓、吴晓刚也验证了 ＭＭＩ假说，即在较低的教

育阶段（小学、初中），优势家庭教育需求达到完全饱

和后，扩招有利于减少教育不平等，但在更高的教育

阶段（高中、大学），扩招使教育不平等得以维持甚至

有所扩大。［２２－２３］Ｌｕｃａｓ拓展性地提出了的“有效维持

不平等”（ＥＭＩ）假 说，即 数 量 均 衡 不 足 以 消 除 不 平

等，因为所获得的教育类型与质量的不平等可以有效

地再生产家庭社会经济不平等。［２４－２５］［１８］１６－１７　ＭＭＩ假说

强调的是教育机会的分配，对于ＥＭＩ假说来说，这种

教育机会分配需要从教育年限（量的维度）与教育质

量（质的维度）考虑。例如张义祯验证了在高校扩招

后，中国社会成员教育获得在数量上的不平等逐步

下降，但在质量上的不平等却始终有效维持。［２６］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处于社会经济劣

势的劳动家 庭 一 方 面 拥 有 获 得 高 等 教 育 资 源 的 机

会，这是教育机会扩张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优质

高等教育资源仍难以获得。由此形成家庭对优质高

等教育资源需求的增大与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稀缺之

间的矛盾。
（三）性别与家长教育参与

伴随着教育竞争的加剧，家长卷入子女的学校

教育过程 成 为 必 要。在 这 一 过 程 中，女 性 家 长（母

亲）表达了更强烈的意愿并付出更多的精力。关于

家庭教育参与的质性研究发现，女性家长会在教育

上花费更多精力与时间。这方面的研究发现母亲将

子女教育作为建构其母职的重要义务。［２７－２９］不同阶

层母亲在教育参与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３］但是，

也有研究发 现，在 不 同 的 国 家 与 种 族，教 育 参 与 的

阶层差异解释力并没有那么强。这类研究发现，工

人阶层母亲同样拥有协作培养的愿景，并在工作与

养育子女之 间 不 断 挣 扎。［３０］近 年 来，中 国 关 于 城 市

中产阶级女 性 家 长 教 育 参 与 的 研 究 展 现 出 中 产 阶

层女性家长“协作培养”与“教育经纪人化”，日益强

调家庭教育的专业化，女性家长以“教育家”的姿态

投入孩子 的 教 养。［３］［２９］在 这 种 背 景 下，更 有 必 要 思

考中国农工阶层女性家长的教育参与实践及其行动

逻辑。

二、劳动家庭的教育参与：
以 Ｍ镇“高考陪读”现象为例

　　本研究聚焦 Ｍ 镇———位 于 中 国 中 部 经 济 带 的

安徽省西北 部。Ｍ 镇 之 所 以 能 够 成 为 典 型 的 陪 读

群落，是因为这里有被称为“高考工厂”的学校———

Ｍ中学及其民办学校Ｊ中学。让 Ｍ 中学闻名于世

的就是建于Ｊ中学校内的高考补习中心，高考落榜

生通过一年的 补 习 再 参 加 高 考。Ｍ 中 学、Ｊ中 学 及

其补习中心以每年高考高本科录取率而吸引了周边

地区生源。由于高强度的学习需要学生最大限度的

时间与精力投入，进而以照料学生使得学生全身心

投入学习的 家 长 陪 读 现 象 相 应 而 生。本 研 究 在 Ｍ
镇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田野研究，根据田野研究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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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料与抽样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对劳动家庭的高

考陪读现象进行分析。

根据２０１８年９月份 Ｍ 中学与Ｊ中学（及 其 高

考补习中心）关 于 学 生 住 宿 情 况 登 记 表 统 计，当 时

Ｍ镇陪读的 高 中 学 生 为１４　７０１人，占 总 学 生 数 的

６４．７８％。其中家 长 陪 读 为１４　２１３人，托 管 机 构 代

陪读为４８８人。在２０１８年９月 的 抽 样 问 卷 调 查①

中，关于高考陪读家长调研的问卷结果显示，陪读家

长群体构成以农村女性家长为主（占女性家长总数

７１％），其中母亲为陪读家长的主力（占总陪读家长

６７．８５％）。这些陪读家庭年收入集中在１～５万元

区间与６～１０万元区间，陪读家长在陪读前主要从

事自由职业、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等职业，且多为低

收入甚至无工作的女性。总体而言，陪读母亲及家

庭属于社会中低阶层，以农村户籍的陪读母亲为主，

且受教育程度不高，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为谋生

手段的劳动阶层女性家长。高考陪读现象表明，中

国劳动阶层家庭即使在教育投入金钱的绝对值上不

敌中产家庭，但是却以“陪读”这种特殊方式为支持

子女学业成功付出巨大努力。
（一）高考陪读的日常劳动

家务劳动是陪读劳动的主要类型，根据抽样问

卷统计，这些家务劳动每天平均花费约３小时。如

果家长要送饭，那么就另外还需要１～２小时。在实

际观察与访谈中，家长的陪读劳动更加细琐、繁复与

长时间。②

早上５：３０要 开 始 烧 早 饭，煮 点 面 条、煮 汤 饭。

挺快的，不麻烦。快６：００把他喊起来洗脸刷牙。一

番吃完就要去班里，他们班主任每天早上要到班里

看着，看有没有学生迟到。他吃完就要去班里，６：２０
必须要到。（家长Ｆ１２）

每天早上，家长需要在６：００之前起床并准备好

早饭，因为学生将在６：２０上学。等到学生开始其一

天的学校教育生活时，家长则在家中从事照料学生

的家务活动：收拾并洗好碗碟、打扫房间、洗衣服、买
菜以及准备午餐。中午和傍晚放学就餐时间里，为

了给孩子节约时间，送饭的家长陆陆续续蹲守在学

校门口。

他现在高四（高考 补 习 生），学 习 时 间 紧。我 在

这陪读本来就是专门照顾他吃喝的，每天的任务就

是做吃的然后给他送来。他中午抓紧吃饭，吃完饭

还要再午睡一会。下午抓紧时间学习。孩子哪有时

间回家。回家路上一来一去就要二十多分钟，饭还

吃不成呢。（家长Ｆ２５）

傍晚时分，家长会走出出租屋，享受休闲 时 光：

跳广场舞、散 步、爬 山 等。２０：３０左 右，家 长 们 就 陆

续回家 了。回 家 并 不 能 马 上 入 睡，因 为 要 等 孩 子

２２：３０（高三和复读生２２：５０）放学回家，还有家长担

心孩子安全会赶去校门口接孩子回家。孩子回家，

家长会准备简单的宵夜，有时候要陪着写作业而不

能立马入睡。大约要忙到零点以后才能睡觉。

晚上（跳完舞）回家洗洗搞搞都要到九十点钟，

然后还要等我家儿子回来，有时候还要给他搞点宵

夜吃，一般不到十二点多钟都不能睡。（家长Ｆ２２）

日常劳作是琐碎、庸常与重复的，日复一日的生

活平淡而单调。在重复的陪读劳动、休闲与交往中，

作为个体的陪读家长再生产其“陪读家长”的身份，

并形成一种集体性的教育期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期望并不是通过语言直接表达出来，而是嵌入在日

常生活之中：为孩子洗衣铺床，为孩子营养精心准备

食品，与同伴交流各自孩子的学习状态等。在日复

一日的生活之中，陪读的意义嵌入其中。
（二）服侍：女性家长陪读劳动的特征

陪读是需要大量精力、时间与人力投入的过程，

并且陪读劳动主要由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家长成为

陪读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访谈过程中，家长表达

自己陪读劳动往往使用“照顾”“照料”与“服侍”这类

动词。“服侍”一词鲜明地表现出家长对于孩子的态

度，是以孩子 为 中 心，并 且 全 力 负 责 孩 子 的 生 活 琐

事。家长往 往 会 说：“过 来 服 侍 孩 子”“不 来 服 侍 不

照”（“照”为当地方言，表示“可以，行”）“孩子要有人

服侍”等。类似于此的表达还有“保姆”“后勤”这样

的对自身陪读角色的定位。因此可以发现，陪读作

为一种教育参与方式其实并不是以家长权威为基础

①

②

问卷调查设计了家长陪读情况调查问卷和学生陪读情况调查问卷。前者主要针对家长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以及陪读状态和感受进行

调查，后者则与之对应调查学生被陪读的心理状态与对教育的态度等。在 Ｍ 中 学 与Ｊ中 学 高 一 至 高 三 以 及 补 习 中 心 共 发 放 家 长 问 卷 共５００
份，学生问卷共５００份，回收家长有效问卷４０６份，学生有效问卷４５１份。

除了全职陪读的家长以外，还有一边工作一边陪读的家长，Ｍ镇大大小小的制衣厂是主要的兼职渠道。家长有效问卷样本量４０６中，

有７１位家长填写兼职时间，在做兼职工作的家长中，每天工作８小时及其以上的占据约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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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精致儿童塑造的过程，而是家长放弃权威角色，

以低姿态的服务者形象照料孩子，从而让孩子投入

到完全的学习者角色之中。

她们没有时间的，她们就星期天下午有三个小

时，女孩子换换衣服、洗洗澡，买点小东西，然后就要

回去考试。她们天天上课，没有时间的……时间好

忙。一开始在学校她们不行，早上从来不吃早饭，没
有时间嘛，晚上 晚 自 习 都 要 上 到１１：００……她 们 在

学校早饭没有时间吃，从来不吃早饭，可怜死了，没

人来服侍怎么办呢。（家长Ｆ３）

我们就是搞后勤，她只要把学习搞好，其他事情

我们家长来弄，她学习苦，我们就提供好的学习环境

和物质基础。（家长Ｆ１８）

不同阶层的家庭在面对教育竞争的态度与所能

运用的资源是不同的。中产阶层家长在教育参与中

通常会以管理者与教育家的身份参与到教育事务之

中，或者通过购买教育劳动和教育服务助力子女教

育，例如报辅导班、请家教、参加夏令营等。劳动阶

层家长教育资源的匮乏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劳动阶层

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精力不足，甚至被学校抱怨“不
配合学校”。然而，陪读劳动却反映出劳动家庭女性

家长牺牲工作，在子女教育上特殊的教育投入。即，

母亲通过家务劳动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子女在非学

习任务上的时间，并通过食品营养、安静的睡眠与学

习环境让子女更好地投入学习之中。学生既是陪读

劳动直接的对象，又是教育劳动的承担者，学生通过

将大量精力、时间投入学习中从而获得更高的高考

成绩。同时，学校将对学生生活照料的责任转移到

家庭，使得学校将教师精力主要集中在教学任务上。

由此形成高强度的以提升成绩为目标的教育劳动的

分工模式。

陪读家长代替子女进行的洗衣、做饭等劳动，在
价值序列上，这些事务并不重要，甚至是对学生学习

时间的浪费，学 生 不 应 被 要 求 承 担 这 些 生 活 劳 动。

因此，这种教育劳动分工逻辑隐含了教育劳动的等

级秩序，提高成绩的教育教学工作以及掌握知识与

应试技巧的学习是最重要的劳动，其他劳动都要让

位于此。家长就像承接低端工业生产环节那样承担

了家务与生活照料的劳动，成为整个服务于高考竞

赛的教育劳动的低端劳动分工。
（三）教育劳动分工中的风险与认同危机

与教师教育劳动有明确绩效考核指标不同，家

长的教育劳动往往是难以被考核的。这意味着陪读

家长的付出常常不能得到及时回报与反馈。作为一

种劳动分工，陪读的任务是保障孩子全力投入学习

以获得学业进步。但是另一方面，陪读本身并不直

接作用于孩子的学业，并且由于学生的学业进步受

到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学生成绩进步与否并不是家

长的付出所能决定的。

１．成绩提不上去：陪读劳动面临的风险

家长对学生学习进步的归因往往是：孩子愿意

主动学习了，或者是学校高强度的学习促进了成绩

进步。然而一旦成绩下降，成功归因失去解释效力，

家长则感到不知所措。

李春（编号Ｆ３）是位尽心尽责的陪读家长，终日

忙碌着“服侍”两个侄女。一次，李春遇到了一个难

题，她告诉我，李小双最近成绩一直没有提升，这让

她非常担心与焦虑。

不行，考得差，哎，就考 了４００多 分。小 的 不 晓

得怎么搞的，好像学习没有方法样的，找不到方法。

他（班主任）讲她学习态度还好哎。我去的，那次叫

家长去签字 嘛，我 就 问 他，小 小 这 段 时 间 学 习 怎 么

样？他讲学习态度还好哎。你讲怎么办？她学习态

度还好不行啊，学习成绩没有进步哎……找不到方

法，学习学不上去，成绩提不来。每周周考看不到她

的单子，她肯定考得不好哎，不然怎么不让我看到单

子呢……我讲你放假时间要去补课哎，该补的要补

哎，她还不肯补。讲叫她补，她不肯补，就等于放弃

一样。怎么搞呢？搞死人了！不管怎么讲我花一切

代价，我真想你考上去。（停顿，沉默）（家长Ｆ３）

像李春这样全身心投入陪读之中，却无法看见

孩子学习进步的家长并不在少数。对于家长而言，

最烦恼的就 是 孩 子 学 习 成 绩 无 法 得 到 提 高 甚 至 退

步。以高考竞争为终点的教育吞噬了家庭生活，在

这种选拔教育之中，学生要付出极大的精力与时间，

家长同样卷入其中。但是这种卷入存在成绩提升的

不确定性，越是如此，家长越是深陷其中。

２．无聊：爱的囚徒困境

照料，作为一种家庭内部的教育行动是具有情

感、伦理面向 的，陪 读 被 家 长 视 其 为 爱 与 责 任 的 表

达，同时，照料子女是一种无偿劳动，在劳动力市场

没有更大机会的女性成为这种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它是一种非专业的、低端而无偿的边缘的教育参与，

相对于教师的教育劳动以及中产家庭家长的教育劳

动，陪读家长在教育中的姿态是低位的。母亲的角

色与爱的名义包裹着陪读劳动，使得这项劳动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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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性、强制性与机械性被忽视。

父母对子 女 的 自 然 之 爱 是 家 长 陪 读 的 心 理 支

撑，但是这 种 爱 却 以 自 我 意 义 感 消 解 为 代 价。“无

聊”成为一 些 家 长 向 我 抱 怨 陪 读 生 活 的 主 要 词 汇。

临近高考，一些高三和复读生的家长则会感叹：

快解放了，我现在都一天天数着日子过，在这里

太无聊了。（家长Ｆ４８）

太无聊了，我觉得比我上班还累……这样不行

的，这样真失去自我了。不是说你陪孩子怎么着，到
这里我们都失去自我了，没有价值了，到四十多岁，

打工都没人要了。（家长Ｆ５）

陪读需要家长将自我建立在子女与学校教育成

果之上，父母的劳动是为了子女，为了让子女更好投

入到高强度学习劳动中，由此形成高强度的教育生

产。在这一过程中，“陪读家长”身份凌驾于母亲的

其他社会身份之上，自我的意义感建立在陪读劳动

基础上。当 亲 子 之 间 的 自 然 之 爱 遭 遇 教 育 生 产 对

“爱”的要求，父母以爱之名参与教育劳动分工，支撑

着孩子的高强度学习，进而客观上维持高考教育生

产秩序。爱的相互关系化作单向度的劳动付出，最

终以子女获得教育成就为爱的成果。亲子之爱被教

育竞争裹挟，母亲将自我的社会价值投入到孩子的

教育生产之中。

三、劳动换知识：劳动家庭向上

流动的机制和动力

　　陪读群落化是近十年来兴起的新现象，它的产

生虽然有多种源头，但是教育机制是重要的生长土

壤。在这样高竞争状态的教育系统中，家庭面临高

考这一关键的选拔考试，其紧要地位高于其他家庭

和社会事务，家长选择全力投入到对孩子高考的支

持中。这里，先从教育运作机制入手，进而再考虑劳

动家庭遭遇的社会境遇与家长的行动策略。
（一）教育竞争：强筛选锦标赛流动机制

虽然，有很多研究关注的是教育究竟促进了社

会流动还是阻碍了社会流动，如 拉 尔 夫·Ｈ·特 纳

（Ｔｕｒｎｅｒ　Ｒ．Ｈ．）坦言，界定向 上 流 动 模 式 的 大 众 标

准是形塑学校教育系统的关键因素，它比向上流动

的程度更为关键。特纳区分了两种教育系统的流动

模型：保荐型流动（ｓｐｏｎｓ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与竞赛型流动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例如，欧洲英国、法国等国家多

为保荐型流动，即新的精英招募者由现有精英或他

们的代理人选择，精英地位根据既定的价值标准，不
能通过任何努力或策略获得。美国的学校教育系统

则被认为是竞赛型流动，即以精英地位为奖品，由立

志者自己努力获得的制度。虽然“竞赛”是由一些公

平竞争的规则来管理的，但参赛者在他们可能采用

的策略上有 很 大 的 自 由 度。［３１］除 此 以 外，罗 森 鲍 姆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Ｊ．Ｅ．）提 出 第 三 种 模 型：锦 标 赛 流 动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锦 标 赛 流 动 虽 然 竞 争 性 很

强但不同于竞赛型流动，在锦标赛流动的系统中，只
有每一阶段的胜利者才能进入下一场比赛；失败者

将退出比赛。［３２－３３］罗森鲍姆对教育系统内的学生流

动模式的分析拓展了后来学者对于东亚教育系统的

分析路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国家如日本、中国，不

同于欧洲保荐型、美国竞赛型流动，更像是锦标赛型

流动。［３３－３５］①

教育竞争从初中到高中的过渡是第一轮，从高

中到大学的过渡是第二轮，比赛模式是在第一轮中

未被选中的个人将被淘汰或取消参加第二轮比赛的

资格。为了竞争进入大学（非职业院校），学生必须

进入普通高中。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进入高中只是

获得下一轮比赛的资格。最为重要的是高等学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

中国作为“赶超发展”的后发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

上采取“非均衡型发展”模式，国家集中财政力量优

先发展少数研究型大学（例如“９８５”、“２１１”工程以及

双一流大学建设），与此同时，借助地方政府与市场

资源发展大众型大学。［３６－３７］在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

式下，中国高等院校呈现层级化。这就意味着在高

考中取得成功的少数学生不仅能进入文凭价值、教

育质量俱佳的大学，而且家庭所负担的学费压力也

较少；反之，在高考中进入层级较低的高等院校的学

生则接受教育质量较差的高等教育，并且所获得的

① 有学者翻译为“淘汰赛流动”，但是淘汰赛实际上对应的英文是ｋｎｏｃｋｏｕｔ或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意思是按预定的顺序进行比赛，负方淘

汰，胜者继续比赛，直至产生出冠军。它与锦标赛不同，锦标赛（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的赛制是指不同地区或竞赛大组的优胜者之间 的 比 赛，是 经 历 反

复比赛从而选出极少数胜利者。而且用体育比赛形容这种学校教育系统，那么遵循已有的关于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的翻译用 法 可 能 更 合 适。中 国 学

者的翻译用词和相关论证可参见：侯利明：《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１９７８—２００６）》，载《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９２－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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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价值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这种“零

和博弈”的锦标赛流动模式的教育系统加剧了学生

参加高考的巨大压力。

高考设计 初 衷 是 为 了 提 供 一 个 公 平 的 选 拔 考

试，高考保障每个参与这场比赛的选手都处于公平

的程序之中。然而这种程序正义的设计却不得不面

临参加高考的学生差异化的社会背景，以及录取学

生数额政策的区域差异设计。因此虽然高考提供了

一种程序正义的比赛，但是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因素

影响，以及录取名额分配的区域不均等，在这场程序

正义的比赛中，一旦拨开“无知之幕”［３８］１４－１７，１０５－１１６①不

公平的原初状态就无法维系程序正义的公平性。

我们安徽高考分数真是高，像我表弟他家儿子

在福建上学，他去年５１０分还是５２０分，他是理科，

他进了福州科技大学。他上的是一本哎。你像在湖

北那边，我同学在湖北大学那儿当大学教授，他（她）

说去年４００零几分就是一本线。我说我们是４４０分

文科才是二本线。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分多少

名额到那个省，从高往下排，排到哪里，他一本线就

在哪里。内蒙古的也好低，我家孩子班上有个同学

是内蒙古的，内蒙古分数也好低哎。就我们安徽分

数要求高嘛，没法子啊，你不念他念啊，你能怎么搞。
（家长Ｆ９）

正如家长所言，在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确

存在地区不平等。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有研究者关

注到中国高考录取率的地域差距问题。高等教育扩

招一方面整体上扩大了各地区考生的高等院校教育

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存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分化［３９－４０］；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经济发达且优质高校聚集

之地占据绝 对 优 势［４１］。除 了 经 济 与 教 育 资 源 本 身

的优势以外，高考分数线倾斜是影响高等教育入学

机会区域不均衡的重要因素。［４２］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的区域不均衡意味着中部省域高考竞争激烈，高等

教育金字塔 分 层 化 则 意 味 着 高 考 竞 争 具 有 强 激 励

性。这种竞争的激烈性与激励性影响了家庭的教育

抉择，对于需要通过高考实现孩子向上流动的家庭，

全力投入高考成为最优抉择。
（二）“儿女心”：社会现代化中的新家庭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区域性崛起

为特征，形成以京津区域、长三角区域与珠三角区域

为核心的人口辐合流场。与之相应的是，在这些区

域地理位置相近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成为人口辐散

流场。位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安徽省的经济受到长

三角影响大，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经济发展吸引

安徽省人 口 流 出。安 徽 省 是 典 型 的 人 口 流 出 省，

根据２０１６年各省市人口净流入数据统计，安徽省净

流出人口（人 口 总 流 出 量 减 去 人 口 总 流 入 量 的 差）

为－３０　１１７人，在人口流出量排名位居首位。［４３］其相

邻地区，如 江 苏 省、浙江省、上海市这些经济发达区

域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工作平台都强烈吸引着安徽

省人口迁移。陪读的劳动家庭多为省内迁移或跨省

迁移的务工或经商的家庭，这类从经济欠发达地区以

工作为目的迁移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家长群体（户籍受

限）自身的人生就经历了从传统的、稳固的社会集团

转变为流动的、不稳定的、直面社会不平等的生涯。

中国劳动家庭的社会向上流动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工作场域的流动，从农村流向城市；

第二阶段则是社会身份的流动，通过教育机制使得

子代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并从事社会身份地

位更高的脑力劳动。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农村劳

动力流入城市，农民通过在城市做生意、打工获得金

钱，同时，城市的经历也为他们带来对传统乡土生活

的排斥。通过入城打工与做生意，他们快速获得金

钱，学校教育被视为无用的，读书无用论曾一度喧嚣

尘上。［４４］９１－９５但是短短２０年，仅凭奋斗已经无法赶上

知识经济的脚步，陪读家长这代人经受了“没文化”的

苦头。

以前像农村种地也不值钱，小时候也穷得很，没

上过学。现在哪个有学问了，到公司拿工资、买房子

也不错。像我们打工，捡个破烂累死人。累、累，你

到哪干活不累个死，人家肯给你钱？钱难挣得很，你

像我们都四五十岁了，人家嫌年龄大都不要，都要技

术工。你这有学问的，有文凭牌子挂着，到哪地方给

人算个账都好一点的。（家长Ｆ５１）

这种流动性使得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阶

层在现代社会中抗风险能力较弱，也意味着劳动阶

层的生存风险更大。同时，也造成一种更加相信个

① 罗尔斯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思想实验：为了实现公平的正义，首先需要一个平等的原始状态，这个原始状态中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

地位、天资、能力、价值偏好等，这是一种无知之幕。任何人在选择在争议的原则时候不会因为先天因素或后天的社会背景而得益或受害，从而

设计出一种不受个人喜恶、利益、偏见影响的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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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努力、脱离乡土与进取的文化。中国这一代劳动

群体，他们一方面从事着低收入、没有保障的体力劳

动，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感受到离开乡土

带来的机遇与全新的生活经历。他们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够通过教育脱离他们的社会命运。以孩子为中

心的新家庭主义支撑了这种希望。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家庭观发生着变化，

阎云翔、郭于华、康岚等人将当前中国青年一代对家

庭主义的认同以家庭的价值取向与个人的权利取向

为双重 特 征 的 家 庭 价 值 观 称 为“新 家 庭 主 义”［４５］。

新家庭主义在本研究中的具体表现是家庭中子女利

益高于父母利益，父母为实现子女社会地位上升与

生活福利而奉献自己。父母对这种单向度付出是认

同的，并以此建构家长身份。在计划生 育 政 策 影 响

下，独生子女时代的“少子化”让现代核心家庭的父母

对珍稀的孩子尤为爱护。［４６］ｘｉｉ－ｘｖｉ一位家长用“儿女心”

形容陪读家长对子女的不舍与依恋：

现在家长儿女心重，像我们小时候，父母生四五

个小孩都是正常的，现在家里就一个小孩，要么就是

两个，小孩更宝贵了。我们年轻时候，就要靠自己出

来赚钱，不从家里独立出来不照。现在一个是小孩

从小娇生惯养，什么事都不会干，家长就依着他；还

有一个是什么呢，现在家长儿女心重，要是离开小孩

他自己就受不了了。（家长 Ｍ５４）

以“儿女心”为表征的新家庭主义表现为家庭以

子女为中心，家长将为子女个体幸福的付出视为家

长的责任。劳动阶层的家长不是将子女视为现成的

家庭劳动力，希 望 子 女 投 入 工 作 增 加 家 庭 收 入；相

反，劳动阶层家长通过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希望子女

离开原生家庭实现代际向上流动。
（三）投入“应试教育”：以“苦学”逃离“苦活”

在强竞争激励的“锦标赛式”流动的教育系统与

以“儿女心”为表征的新家庭主义影响下，劳动家庭

家长以“陪读”这种方式支持学生通过“苦学”获得成

绩提升，以期逃离他们这辈“苦活”的命运。在以“减
负”和“素质教育”为主流话语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过程中，学校减少了学生的在校时间，但是课程学习

的内容 并 没 有 压 缩，基 础 教 育 联 接 高 等 教 育 的 桥

梁———高考，仍然是大部分学生获得优质高等 教 育

的关卡。作为缺乏文化、经济与社会资本的劳动家

庭和家长，并不能像中产阶层家长那样通过精致化

教养参与到素质教育，但是，他们却全面投入“应试

教育”，以其坚韧的“低端”劳动改善中低阶层在高等

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劣势。

这学校抓得严，小孩在家里就玩电脑、看 手 机，

它这抓得严，小孩没有网吧上网，学生都在学习，他

看到人家在 学 他 也 要 学……他 初 中 时 候 成 绩 挺 好

的，然后考上一中。高 中 成 绩 就 不 行 了。他 们 老 师

不怎么管他们学习，没有这边老师负责。小孩不自

觉，你不管他他就玩手机。然后我讲高考就这一次

机会了，你要再不行就没有机会了。（家长Ｆ２４）

家长以一种传统的身体劳作投入的方式让子女

通过知识编码转换而获得现代性。以一种传统家务

劳动支撑子女考入更好的高等院校而获得个体的劳

动自由选择权。这其中，女性成为陪读劳动的主体。

劳动家庭以女性深层的劳动卷入换取子代的脱离父

母辈劳动命运。面对社会的不平等、现代的风险性

与庞杂的知识权力巨塔，劳动家庭并没有安于现状。

他们用一种近乎本能与劳动的方式参与残酷的教育

竞争，他们用子代离开自己的生活世界为代价实现

子代的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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