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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研究 

——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  

朱翠英，杨可欣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教育作为一项基本民生工程构筑了个人发展机会基础，通过优化乡村贫困人群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

会资本、符号资本，增强可行能力，增加个人内生动力，进而有效阻断贫困恶性循环。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

发现贫困家庭中匮乏的资本要素是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基于乡村教育的视角提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路

径：加强教育顶层设计、加快乡村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乡村贫困群体真脱贫、不返贫；教育赋能“多维

资本”，协同满足贫困群体多样化学习需求，构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保障机制；深度发掘乡土文化，增强

乡村贫困人群文化自信，重塑乡村教育场域惯习，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最终惠及贫困家庭，阻断精神贫困。 

关 键 词：乡村教育；教育扶贫；阻断路径；贫困代际传递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3)04–0097–06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rural education blocking pover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Based on the Bourdieu's field theory  

ZHU Cuiying, YANG Kexi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as a basic livelihood project, builds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y 

optimizing the cultural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symbolic capital of rural poor people, it enhances 

feasible abilities and increases individual endogenous motivation, thus effectively blocks the vicious cycle of pover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Bourdieu field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lack of capital elements in poor familie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education, 

suggestion are propose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education, accelerat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rural education, and ensure that rural poor groups are trul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will not return to poverty; 

collaboratively meet the diverse learning needs of poor groups, and build a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education to block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deeply explore local culture, enhance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rural 

poor people and help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o as to block spiritual poverty. 

Keywords: rural education;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blocking path; pover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一、问题的提出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进入共同富裕的新发

展阶段，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和防止返贫是新阶段的

重要任务。传统的输血式脱贫模式易滋生贫困群体

“等、要、靠”的依赖心理，而教育扶贫是一种“志

智双扶”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根本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乡村教育高

质量发展需要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

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2021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再次强调提高乡村基础教

育质量，推进乡村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同年，《关

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提出开展耕读教育、强化网络教育以及产教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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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努力实现中国特色乡村教育优质发展。2022

年初，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坚决守住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多渠道加快乡村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建设，办好特殊教育，扎实推进城乡学

校共同体建设。由此可见，后脱贫时代，国家高度

重视乡村教育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作用。 

贫困及致贫因素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下一

代受其影响重复上一代的贫困生活，再传递到下一

代，这种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的过程称为贫困代际

传递[1]。已有研究主要从贫困群体可行能力贫困、

认知贫困、心理贫困、社会性贫困等方面分析致贫

原因。郭晓娜基于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提

出贫困群体由于自身可行能力不足，导致发展受

限，最终引起贫困的代际传递[2]。银小兰等从心理

健康、思想认知、个体内生动力等方面分析致贫原

因，并构建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3]。周加仙

等认为贫困家庭由于在子女婴幼儿时期物质和精

神投入较少，导致子代认知能力不足，最终导致认

知能力贫困代际传递[4]。焦克源等通过实证研究发

现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贫困代际传递呈负相关，贫

困群体持有的低质量社会资本是导致贫困代际传

递的重要原因[5]。对于贫困代际流动研究，杨晓维

等实证分析得出父代经济收入水平将影响子代经

济收入，提出了代际收入弹性上升会引起阶层固化

现象，进而引起贫困的代际传递[6]。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教育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在脱贫阶段，国家贯彻落实“两

免一补、控辍保学、教育资助”等政策方针，基本

上实现了从“乡村教育扶贫”到“乡村教育振兴”

的飞跃，但仍有很多贫困地区教育质量低。吴洁、

何爱霞提出职业技能教育、身心健康教育、思想文

化教育和家庭亲子教育可有效阻断农村女性的贫

困代际传递[7]。何笑笑从教育的起点、过程、结果

公平三个维度阐述了教育公平对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的作用[8]。苏静等人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子代教育

和父代教育显著促进了贫困群体实现代际脱贫[9]。

谢治菊提出教育主要通过提升贫困群体的神经认

知水平、心理认知水平、语言认知水平、思维认知

水平与文化认知水平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10]。苟

灵生等提出教育能激活贫困群体内生动力，激发脱

贫欲望，加强农村人口教育培训工作是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关键[11]。 

综上，已有研究为理解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

素以及教育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一定

的理论基础，但从乡村教育视角出发探究阻断路径

的研究尚显不足，缺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贫困代际

传递的成因、内在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基于此，本

研究尝试利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资本要素”解析

乡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及内在机理，并

从乡村教育视角出发，探寻乡村教育阻断乡村贫困

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原因。 

二、贫困代际传递成因与内在机理 

（一） 布迪厄场域理论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包含场域、惯习、资本三个

核心概念，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在场域内形

成惯习并传递惯习，同时场域也是人们进行资源争

夺的重要场所[12]。布迪厄认为，人们所形成的惯习

和所拥有的资本也会在特定的场域作用下反向制

约场域的构建，同时，资本之间可以实现相互转化。

乡村可被视为一个场域，按照“场域+[(资本)(惯

习)]=实践”的运作逻辑，因处于场域的不同位置的

村民所形成的惯习及所持有的资本量不同，最终导

致生产生活实践结果存在差异。贫困家庭所拥有的

资本是如何促使他们在资源争夺过程中处于弱势

地位，并更易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呢？场域理论能

较好地解析贫困代际传递内在机理。 

（二）贫困代际传递成因 

1．文化资本之困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小到衣食住行，大到

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布迪厄

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形态。一是具体化的文化

资本，即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受家庭和学校教育而获

得的文化知识、技能。二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通

常以商品的形式出现，例如家庭收藏的工具、字典、

书本等。三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通常是指学业水

平考试获得的文凭或职业技能考试取得的一些资

格证书[12]。贫困家庭所持有的三种形态的文化资本

均处于贫乏状态。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从家

庭中继承而来的文化资本的差异将进一步分化，来

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游刃

有余，经常受到老师的关注、表扬，这也无形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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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学生之间的距离，不利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实现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的累积。梅红等人认为父母受教

育程度可用来衡量体制化的文化资本[13]，根据 2019

年中国乡村年鉴，乡村贫困家庭户主初中学历

35.8%，小学学历在 32.5%左右[14]。可见乡村贫困

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极低，导致体制化的文化资本

呈贫乏状态。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会影响其子代

文化资本的积累，乡村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家庭经

济条件有限，往往选择初中毕业辍学外出打工。有

研究指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孩子

获得高校入学机会更高[15]，大部分乡村贫困家庭的

孩子入学机会甚少，其所占比率低于平均水平。       

2．经济资本之困 

经济资本主要是指一个家庭所有的财产累计，

包括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丰富家庭成员物质、精神

世界的资本。乡村贫困家庭大多以务农或者打散工

为主，收入来源单一，收入水平不高。相关研究发

现贫困家庭中存在收入代际传递现象，子辈更容易

继承父辈的收入劣势，其代际收入弹性为 0.255，

是非贫困家庭 1.6 倍左右[16]。在面临外界风险时，

经济资本匮乏的家庭因为不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

很容易陷入极度贫困。 

3．社会资本之困 

社会资本由合作、互惠性规范、信任组成，社

会网络是其重要表现形式。在乡村社会场域中，各

个阶层的职业地位、经济状况、教育水平不同，人

们倾向和自己处境相似的人交往，阶层的划分较为

明确。贫困家庭所在场域的位置决定了其社交圈是

一群和他们生活水平、作息习惯、性情差不多的村

民，这也就导致他们很难通过人际关系累积属于自

己的社会资本，搭建有利于摆脱贫困的社会网络体

系。同时，拥有强关系网的家庭会挤兑处于弱关系

网的家庭的资源，而资源的匮乏将使本不富裕的家

庭再度陷入贫困陷阱。 

4．符号资本之困 

符号具有较强的象征性，人们习惯将个人的穿

着、品行、文化素养、谈吐方式归类不同的符号概

念。布迪厄将符号资本定义为个人的荣誉、声望。

符号资本有三大功能：一是符号资本具有资本的再

生产与转换功能。通常，一个人的符号资本间接地

给他带来社会、经济资本。二是符号资本具备符号

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拥有的符号资本可以支

配一定的社会资源，获得人们的信任、欣赏、尊敬

等。三是符号资本具有合法性的效果。能赋予被认

可者一定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并且符号资本可

以将这种权力合法化[12]。“农民工、外来农民工”

这些符号标签，直接削损了进城打工人群符号资

本，同时，容易助长贫困群体自卑、认命等消极心

理，不利于其他各类资本的获取、增值及转化，导

致他们易被社会边缘化[17]。 

（三）乡村相对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

机理 

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相

互影响，共同加剧贫困的代际传递。 

文化资本的贫乏主要体现在贫困人群教育水

平不高、可行能力不足、发展能力有限，导致他们

在择业时选择面窄，易陷入发展性贫困；经济资本

之困显著体现在贫困人群发展机会有限，导致经济

收入少，在投资选择时偏向于低风险的项目，喜好

短期收益，忽略教育投资效益的滞后性，最终陷入

物质贫困的恶性循环；贫困家庭在以血缘关系为纽

带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无法实现社会资本的增

值，加之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健全，导致贫困群体

社会流动性低并且易被社会排斥在外，出现阶层固

化现象，陷入贫困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怪圈；文化

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之困最终导致符号资本

的贫乏，在经济活动、社会交往过程中，贫困人群

被贴上各种带有“社会歧视”的标签（图 1），这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全面发展。 

 

图 1 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机理 
 

三、乡村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着力点 

（一）优化乡村教育场域 

“场域是一个独立的网络空间，是各种客观关



   

   

100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xb.hunau.edu.cn/ 2023 年 8 月 
 

 

系组成的相对完整的系统，场域最本质的特征是行

动者可在空间场所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
[12]。我国的教育场域分为乡村教育场域和城市教育

场域，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乡村教育场域存在生

源差、师资力量参差不齐、校舍破旧、教学质量低、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稀缺、职业教育发展慢等问题。

为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应在教育公平发展的

基础上，吸纳城市教育场域中优势资源，构建“学

校—家庭”综合教育场域，发展学校教育、重视家

庭教育。 

1．落实教育公平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强调在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基础上

实现优质均衡。在宏观层面上，我国义务教育区域

均衡发展水平已达到国家验收标准，但对于城乡教

学质量不均带来的隐形失衡问题尚未解决[18]。目前

我国乡村教育资源短缺，优质资源集中在城市，城

乡之间义务教育质量差距较大。首先，改革高校招

生制度，关注乡村教育场域中的各种劣势，缩小城

乡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差距。城乡适龄人口

进入高校的相关数据表明，城市孩子参加高考人数

是乡村孩子的 5 倍，考取全日制大学城乡学生比率

是 7：1，其中考取全日制本科大学城乡学生比率是

8：1，考取名校的比率更是高达 10：1。其次，强化

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

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2．保证教师队伍稳定  

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学校教育优质发展的

基础。大城市对人才的虹吸效应，加之教师待遇低、

发展空间有限、成家的牵绊、立业的困窘和县域社

交的规则导致高素质青年人才最终逃离乡村[19]。冯

仕政提出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模式变化影响着乡村

教育生态，给乡村教育带来二大困境[20]。一是留不

住优秀的教师，教师呈现老龄化的趋势。许多地区

把下乡支教作为年轻教师晋升的职称条件，支教一

定年限后，年轻教师转进城市教育系统。加之乡村

学校教师编制不足、薪资待遇低、乡村学校环境不

理想等，导致“留不住”教师[21]。二是优秀生源的

流失。乡村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更愿意将孩子送到

城市读书，乡村优秀生源不断流失，大部分没转走

的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致使教师的自我价值实现

感低，教学动力不足，教学质量难以保证。鉴此，

应加强教师编制管理，留住优秀教师，保证乡村孩

子“上好学”“好好上学”。 

3．重视家庭教育  

乡村贫困家庭中，留守或者半留守儿童居多。

其中，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非常薄弱，研究发现留

守儿童易被同龄人排斥、孤立，在学校与同龄人相

处并不融洽[22]。半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也有待

重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颁布，家庭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事业规划的法治

化进程。然而在乡村这一个特殊场域中，乡村贫困

家庭父母自身教育水平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观念

表现为：教育投入的紧缩、教育的选择性投入、教

育投入的机会主义倾向等。研究发现乡村贫困家庭

的父母在投资教育时往往更加注重投入与产出的

均衡性，具体体现在根据孩子的学习成绩进行有选

择性的投入[23]。 

（二）教育赋能破解资本之困 

1．“志育”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阻断贫

困亚文化的形成 

贫困治理实践中，地方扶贫干部普遍反映：“大

部分贫困群体已经习惯了贫困的生活，缺乏改变生

活现状的意愿、动力；村民内心保守，对政府的帮

扶政策不信任；“等、要、靠”思想严重，认为脱

贫是国家的责任，坐在家门口就可以等来小康生

活”。研究发现，“志育”可以帮助贫困群体摆脱

精神贫困，融入社会主流文化，增强贫困群体脱贫

内生动力，从更深层次激发乡村群众的受教育意

愿，进而阻断贫困亚文化形成。借助“志育”大力

弘扬勤俭节约、自强不息、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的

道德观念，消除“等、要、靠”不良风气，树立自

立自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人生信条，最终努力

实现乡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2．“智育”增强贫困群体可行能力，阻断文

化、经济资本之困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

的再生产过程是一种消费过程，也是一种投资过

程，对教育投资获得的收益将远远大于一般性物质

投资”。保障乡村贫困家庭有能力脱贫的关键在于

“智育”。父辈是整个代际传递链的源头，要阻断

贫困的代际传递必须从源头寻找解决办法。父辈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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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原因大部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发展机会少、

社会关系简单。务农的靠天、靠传统耕作方式致富

基本不可能，进城务工的因为文化水平低只能从事

一些低收入工作，致富比较难。乡村依托自身丰富

的资源，从人才培养、特色产业开发、环境治理等

多元价值体系出发，构建乡土文化教育课程，在乡

村特色产业技能培训过程中，农民获得现代化的耕

作技术和其他文化知识，掌握了发家致富的本领，

最终有效阻断文化、经济资本之困。 

乡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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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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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乡村教育场域优化 
 

四、乡村教育振兴阻断乡村贫困代际传

递的路径分析 

（一）加强政策规划引领 

1．加强乡村教育规划，实现城乡教育资源信

息共享  

一是数字下乡助力乡村教育信息化建设。通过

“互联网+教育”，使优质的教学资源通过网络的

形式传递到乡村，实现优质教学资源互通共享。二

是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精准识别乡村边缘

化贫困家庭，并直接给予教育方面的经济补贴，让

贫困边缘化的家庭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他们子女教

育上的政策支持。三是培养稳定的乡村教师资源，

人性化地进行撤点并校，重视乡村寄宿学校的管理

工作。首先，规范选拔乡村教师。考虑乡村的实际

情况，在教师资格水平、薪资制度、编制标准等方

面合理设计。其次，人性化地开展撤点并校工作。

最后，加强乡村寄宿学校的管理，关注学生的心理

健康。 

2．教育供需适配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相关研究发现课程学习参与度的高低与

内容适配程度密切相关[24]。国家应努力推动乡村教

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乡村教育顶层设计方

案、完善乡村教育内容体系、尊重贫困群体在教育

培训过程中的合理需求，满足不同主体的代际脱贫

教育需求，最终达到教育供需适配的目的。 

（二）培养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教育 

乡村文化振兴要依靠生态农业、和谐农村和新

型农民[25]。乡村社会有着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乡

土是村民生存的基本场域，置身乡土的人民如何在

现代文化的冲击中找到生存的自信、精神的归属，

培养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教育尤为重要。首先，树

立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构建学习型乡村社会。义

务教育是基础，乡村学校建设理念上要突出乡土文

化教育特色。校园内可设乡土文化一角，班级板报

陈列乡土特色文化，校园广播站推送乡土小故事

等，营造浓郁的乡土文化氛围；教师授课过程中要

立足乡土文化，结合乡村特有的风土人情、文化资

源，进行宣传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建立文化自信。

继续教育是亮点，依托产业技能培训，实现产教融

合发展。其次，加强乡土文化教育的社会支持。政

府应加强政策引导，汲取乡土文化中的精华，鼓励

教育工作者挖掘乡土文化的价值，融入教学过程

中；教育部门应开发符合当地乡土特色文化的教

材，建立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当地融媒体利用网

络宣传乡土文化特色，让乡土文化走进大众的视

野，不断增强社会对乡土文化的认知。 

（三）构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保障机制 

1．举办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乡村许多贫困家庭父母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

能通过干苦力获取微薄的经济收入。乡村教育可以

帮助家庭成员掌握一项基本的谋生技能，习得彻底

摆脱贫困的本领。聘请农业专家协同地区农业生产

能人，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家

庭的发展能力。 

2．构建乡村教育督查机制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教育对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作用，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方针。但基

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易出现替换性执行、选择

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敷衍性执行的问题，最终导

致乡村教育发展效果不佳。对此，教育帮扶干部首

先要明晰自身职责范围，依据职责范围严格贯彻落

实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教育建设的方针政策，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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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教育帮扶干部采取绩效考核制度，提高干部工

作积极性。其次，保证监督反馈机制畅通，实行责

任倒查机制。 

3．实现乡村教师队伍的外引内优 

乡村学校对教师队伍建设应秉持“外引”和“内

优”的理念。“外引”方面，一是要搭建聚才平台，

提升乡村对外来教师的吸引力，通过提高薪资待

遇、描绘职业发展前景以达到留人的目的。二是学

校要配齐基础硬件设施，地方政府提高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努力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内优”

方面，乡村学校应定期对乡村教师进行在岗培训，

给予教师去外校学习的机会，督促其学习新知识、

新思想、新技能，在课堂上融入现代化教学方式，

提高教学质量。 

4．提升乡村贫困家庭子代教育水平  

协同学校、社会、家庭多元主体合力保障乡村

贫困家庭儿童教育。学校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让

贫困家庭儿童感受来自学校的温暖。在课程建设

上，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课堂上教师对特殊儿

童给予关爱鼓励，弥补父母在孩子成长发育阶段心

理教育的缺失。社会人士利用社会资源，如：打造

一支专业的志愿服务队；安排心理学、教育学专业

的学生，定期给贫困家庭儿童做心理辅导，填补他

们的心理空缺。同时，志愿者下乡送教时应以乡村

孩子的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给他们带来暖心服

务，使学生主动参与，学有所长。此外，发展亲职

教育，使家长具备科学的育人知识、技能、观念，

明白自身角色对子女成长的重要性，搭建和谐的亲

子关系，让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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