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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3年在M市开展的

学业质量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的方

法，通过向M市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及

家长发放电子问卷，将学生个人调查数据、家庭数据

与学业成绩数据进行匹配后，获得匹配成功样本

8826个。剔除基本信息不全、回答不完整以及非统

考样本后，最终获得 100所学校的 6254个学生及家

庭样本。其中，小学四年级样本3500个，初中二年级

样本2754个。

(二)变量说明

1.城乡划分依据

研究以被调查学生学校的所在地作为城乡划分

标准。

2.被解释变量：学业成绩

根据M市教育局提供的学生 2022年秋季学期

期末成绩进行测量。本研究先按区县和学段将语

文、数学和英语三科成绩加总后，转化为均值为 0和
标准差为 1的Z分数，再按照国内计分习惯将其转换

为服从均值为70、标准差为10的分布。

3.解释变量：家校合作

由家长报告的家校合作量表进行考察，测量每

个题目所表述情况的发生频率，共包含“您主动联系

教师”“教师主动联系您”“您参加学校志愿活动”3道
题目，该量表采取4点计分，赋分规则如下：本学期没

有=1，本学期共 1次=2，本学期共 2-3次=3，本学期共

5次以上=4。计算所有题目的总均分，分数越高代表

家校合作与城乡学生学业成绩差距
——基于M市100所中小学6254名学生的调查

钱 佳 曹义兰

【摘 要】家校合作被视为提升学业成绩、促进学生成长的手段，但城乡学校合作水平的分化可能会扩

大学生发展的城乡差距。分析M市 100所中小学 6254名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数据发现：第一，家校合作水平

与学生学业成绩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第二，OLS回归和PSM估计结果表明，家校合作能够正向预测学生的

学业成绩；第三，Blinder-Oaxaca分解表明，城乡家校合作的差距对学业成绩差距的贡献率为11.68%，且相对于

家校合作水平差距，城市学校家校合作回报率比农村更高是造成城乡学生学业成绩差距的主因；第四，策略模

拟结果显示，若将农村学校家校合作提高至城市同等水平，将缩小 2.11%的城乡学业成绩差距；第五，对农村

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家校合作弥补了寄宿生和非寄宿生 54.18%的学业成绩差距，如果将寄宿生家校合作提

高至与非寄宿生同样水平，两类学生学业成绩差距还能缩小 9.73%。研究认为，应通过构建“乡土化”家校关

系、改进家校合作工作方式策略、优化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等措施提升家校合作水平和效果，形

成家校育人合力、弥合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学生健康发展。

【关 键 词】城乡差距；家校合作；学业成绩；教育公平

【作者简介】钱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430079）；曹义兰，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430079）。

【原文出处】摘自《教育科学研究》（京）,2024.6.51～59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研究”(22ZD009)

的成果之一。

·· 95



中小学学校管理 2024.9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MANAGEMENT

家校合作越密切。

4.其他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学生

学业成绩的因素。具体包括：

(1)个人层面变量。性别(男生=1，女生=0)；学段

(初中=1，小学=0)；学业压力(取值范围 1质量 5，数值

越大，压力越大)；课外学习时间(包括每天课外写作

业以及参加与学业有关的补习班的时间，取值范围

1-6，数值越大，课外学习时间越长)。
(2)家庭层面变量：独生子女(是=1，否=0)；父母双

方受教育年限(取值范围 0-19，数值越大，受教育年

限越长)；父母双方职业得分(参考已有研究[1]，根据职

业类型将其赋分为 20-90的连续变量)；家庭收入(取
值范围 1-7，数值越大，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亲子关

系(学生回答的与父母的关系，取值范围 2-10，数值

越大，关系越好)；留守(是=1，否=0)。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明，城乡学生在学业成绩和

家校合作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城市学生相

比，从个人层面看，农村学生课外学习时间更少；从

家庭层面看，农村学生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职业得

分以及家庭收入更低；此外，农村学生留守率远高于

城市学生，且农村学生亲子关系得分较低，可能是农

村的亲子分离导致了亲子沟通、陪伴相对较少。

(三)数据分析方法(略)
二、结果与讨论

(一)学业成绩的城乡差距与家校合作水平

城乡学生学业成绩存在显著的差距，城市学生

学业成绩平均分比农村学生高 2.979分，且在 1%的

水平上显著，效应量达到中等水平(Cohen's d>0.2)。
从家校合作水平来看，城市学校的家校合作比农村

学校高 0.176分，效应量为 0.164。城市学校家校合

作得分高于农村学校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家长“边缘

性”辅助角色的自我定位、学校的“选择性排斥”以及

教师对自身专业身份的“捍卫”降低了其参与家校合

作意愿，且大量农村家长进城务工导致的教育不在

场强化了其在子女教育领域的“局外人”认知，缺乏

参与家校合作的意识[2]。

(二)家校合作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OLS回归结果表明，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似，家校

合作对学生学业成绩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

所有模型的家校合作系数均显著为正。全样本模型

显示，家校合作每提高 1分，学生学业成绩能够提高

0.407分。分城乡来看，家校合作每提高 1分，农村学

生和城市学生的学业成绩分别可以提高 0.361分和

0.471分。由此可见，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家长和

学校以学生成长为目的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能够营造

积极的学习环境，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有利于学生

学业成绩提升。

(三)家 校 合 作 对 城 乡 学 业 成 绩 差 距 影 响 的

Blinder-Oaxaca分解

所有变量的分解结果表明禀赋效应对城乡学生

学业成绩差距的贡献率为 44.91%，系数效应为

55.09%，表明城乡学业差距更多是由系数效应造成

的，即城乡学生学业投入回报率差距是导致农村学

生成绩低于城市学生的主要原因。具体来看，家庭

层面的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职业得分解释了大部分

城乡学生学业成绩差距，印证了科尔曼的研究结论，

即家庭背景是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最大因素[3]。

家校合作变量的分解结果表明，家校合作是造

成城乡学生学业成绩差距的重要因素，它对城乡学

生学业成绩差距的贡献额达到了 11.68%。具体而

言，家校合作的主要贡献来自系数效应，即虽然城乡

家校合作水平解释了一小部分学业成绩差距，但更

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学生家校合作回报率小于城市学

校，导致了城乡学生学业成绩的差距。

(四)家校合作对农村学生影响的异质性

相对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教

育资源均处于弱势地位，而农村寄宿学生由于与家

庭场域之间的相对独立，家庭能给予的教育支持更

少，阻碍了其学校适应性、学业成绩等方面的发展[4]，

需要更加关注家校合作对其发展的重要作用。基于

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家校合作对农村寄宿生和非

寄宿生的影响异质性，以期提高家校合作策略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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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分解结果表明，农村寄宿生的学业成绩比

非寄宿生低1.469分(p<0.01)，效应量为0.142，即寄宿

可能与学生学业成绩存在负相关关系。就家校合作

来看，农村寄宿生的家校合作水平比非寄宿生低

0.121分(p<0.01)，效应量为 0.135，表明寄宿导致的学

生教育场域分割降低了家校合作水平。

OLS回归结果表明，家校合作仅对农村寄宿生

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非寄宿生并没有显著影响，家

校合作每提高 1分，农村寄宿生学业成绩会提高

1.181分。可能的原因是寄宿使得学生与家庭之间

的直接联系减少，家校合作的边际效用增强，而对于

非寄宿生而言，家长的过度教育参与导致其学业压

力增加，反而降低了家庭对教育的正向预测作用。

进一步地，本文利用 Blinder-Oaxaca分解技术，

探讨了各个因素对农村寄宿和非寄宿学生学业成绩

差距的贡献份额。结果显示，家校合作是造成农村

寄宿生和非寄宿生学业差距的重要原因。具体来

看，虽然家校合作的禀赋效应扩大了寄宿生和非寄

宿生的学业成绩差距，但由于非寄宿生家校合作回

报率远低于寄宿生，家校合作实际上弥补了农村寄

宿生和非寄宿生学业成绩差距的54.18%。

(五)家校合作对缩小学业成绩差距的策略模拟

本研究参考Magnuson和Waldfogel的方法[5]，模

拟了提高家校合作的策略效果。如果将农村家长的

家校合作频率提高到与城市家长同等水平，即将农

村学校家校合作得分由 2.410分提高到 2.586分，在

保持目前城乡学生比例不变的情况下，控制其他影

响因素，提高家校合作频率这一策略能够将城乡学

生的学业成绩差距缩小 2.11%。且在农村内部，将寄

宿生家校合作得分由 2.371提高到 2.492分，两类学

生的学业成绩差距将会缩小9.73%。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家校合作与学生学业

成绩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其中农村学校学生的

家校合作水平和学业成绩分别比城市学校低 0.176
分和 2.979分。在城乡二元的教育体制下，我国城乡

学生的学业成绩差距多被归因为政府教育资源分配

不均，但根据生态系统以及交叠影响理论，家校合作

的差异性也是重要因素。

第二，OLS和PSM估计结果表明，家校合作对城

乡学生学业成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校合作水平

每提高 1分，学生学业成绩能提升 0.407分。这为我

国推行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政策提供了实证

依据，在后续教育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构建

有效的家校合作机制，提高家校合作水平，形成家校

育人合力，促进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第三，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表明，家校合作

是造成城乡学生学业成绩差距的重要原因，总体而

言，家校合作对城乡学生学业成绩差距的贡献率为

11.68%，且相较于家校合作水平差距，城市学校家校

合作回报率比农村更高是造成城乡学生学业成绩差

距的主因，在后续的家校合作实践中，需进一步提高

农村学校家校合作水平和回报率，缩小城乡学生学

业成绩差距。

第四，策略模拟结果表明，如果将农村学校家

校合作水平提高到与城市同等水平，能够缩小城乡

学生学业成绩差距的 2.11%。由此可见，家校合作

确实能够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提高家长家校合作

参与频率以及合作质量是优化家校合作政策的重

要方向。

第五，将农村学生划分为寄宿生和非寄宿生两

类分析的结果表明，一方面，寄宿生学业成绩显著低

于非寄宿生，虽然两类家校合作水平差距导致了

8.65%的学业成绩差距，但寄宿学生家校合作回报率

远高于非寄宿学生，总体来看，家校合作弥补了两类

学生 54.18%的学业成绩差距；另一方面，如果将寄

宿生家校合作提高至与非寄宿生同样水平，两类学

生学业成绩差距能够进一步缩小 9.73%。因此，虽然

寄宿更多的是农村学生在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

家庭教育缺失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仍要重视家校

合作对寄宿生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研究启示

为进一步发挥家校合作对城乡学业差距的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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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本文提出

如下建议。

第一，在“乡土化”情境中构建家校关系，提高农

村家校沟通的质量。研究表明，农村学校家校合作

得分显著低于城市学校，由此产生的系数效应扩大

了城乡学生的学业成绩差距，需进一步促进农村家

校双方互相理解、达成共识。一方面，鼓励教师和

学校融入农村环境，充分理解农村家长的差异化需

求和行动策略。学校和教师应通过家访、社区服务

等形式加强对乡土文化的认同，融入农村环境，提

高对学生家庭的熟悉程度，消除家校合作的机制和

文化障碍；另一方面，打破农村家长“局外人”的身

份定位，转变家长教育观念。发挥学校主导作用，

建立健全家校常态化沟通机制，提高农村家长教育

参与意识，为学生发展提供积极的环境支持。特别

是对于农村寄宿学生，需要更加重视该类群体的家

校合作，加强学校与寄宿学生家长的合作行为，主

动联系、积极引导，防止因家长不在场导致的家校

分离现象。

第二，改进家校合作工作方式策略，提升农村家

校合作的实效性。数据显示，农村学校家校合作存

在途径和内容单一化的问题，不利于家校合作效果

提升，需进一步提高农村家校协同育人科学性、针

对性和实效性。一是丰富家校合作内容，引导农村

家长更多地关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二是

拓宽农村家校合作途径，学校应积极开展家长会、

家访、学校开放日等多样化家校合作活动，促进家

校深度互动。三是尊重学生差异，构建分类支持体

系。科学的家校合作方式选择应是根据学生所处

环境以及发展阶段“量身定制”。全面做好学生家

庭情况调查，分类明确留守儿童家庭、贫困儿童家

庭等特殊对象的服务需求与重点，建立弱势儿童家

庭档案。

第三，优化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政策倾斜。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

系是家校协同育人的重要组织机构和实施载体，对

促进家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发挥政府主导

作用，加大农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资源支持力

度。通过专项经费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完善

乡村家长学校组织阵地建设，并提供人员、课程、评

估监测等配套支持和保障。其次，借助数字信息技

术，搭建家校合作平台，分析家长多样化家校合作需

求，有计划地采用集中与分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为家长提供“普适性+个性化”的菜单式指导服

务，满足多元化的家庭教育指导需求。最后，加强教

师培训，将家校合作以及家庭教育指导纳入农村教

师职前职后培训内容，推动教师掌握系统的家校合

作知识与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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