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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习自信与学习成绩的相互关系。方法：使用TIMSS2019香港地

区3265名八年级学生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1) 中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习自信与学习成绩之

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互关系；2) 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习自信和学习成绩，且

学习自信能够显著预测学习成绩；3) 学习自信在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结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成绩作用显著，教育各方应采取多种举措减少上述影响，促进教育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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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learning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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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IMSS2019 data of 3265 grade 8 
students in Hong Kong were used for this study. Result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
lation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learning confidenc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2)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learning confidenc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confidence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academic performance; 3) Learning confidence plays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Conclu-
sio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variou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the impact and promote educational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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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业成绩(academic performance/achievement)是指个体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中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后的

表现结果[1]。关于学业成绩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及教育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表明学业成绩上的成功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尊水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增强其学习坚持性，并对他们的职业选择，成功水平、

社会参与度有所影响[2] [3] [4]。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指个体或家庭依据其在社会中所掌控的资源而被界

定的社会地位，通常以父母经济收入、家庭财富、父母受教育水平及职业等作为衡量的主要指标[6] [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常在个体出生之前就开始，在多个层面上(包括家庭和社区等)影响着个体的健康、认

知能力、社会情绪等[6]。在教育领域，大量研究发现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教育成就关系密切，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学习成绩、学业投入等越理想[8] [9]。科尔曼等人的报告指出，相比于学校与

教师的质量而言，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其学业成就水平最重要的因素[10]，该报告的发布在全

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教育研究领域中重要的背景

变量。 
学习自信是指“学生对自己完成学习任务、实现学习目标所持有的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反映倾向”[11]，

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学习自信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自己的能力、价值、目标和潜能的认识和体验，是

反映个体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完成学习活动的信任程度的心理特征”[12]。学习自信与学习成绩的关系密切，

研究发现学生的动机、学习自信、学业期望均是学习成绩的重要预测因素[13]，Stankov 等的一项研究表

明自信心是预测学生数学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14]，这说明学生的学习自信心能够为其学习过程提供动力，

学生对预定学习目标持有更积极的态度有利于其实现。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基本单位，是影响学生生活

和学习的重要场所之一。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能够为孩子提供更优渥的物质基础和更

优质的学习条件，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由于自身所拥有资源的局限和短缺，其子女往往缺乏优质

的教育机会，同时可能会面对更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这些经历会影响到孩子之后的学习[7]。已有研究

表明，个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其自信心之间存在正相关[15] [16]，长期在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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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成长的孩子表现出更低的自信。因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学习自信的培养。 
综上所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自信均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个

体学习成绩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中介变量发挥作用的，McConney 等人指出，学生领域特定的自我效能感可

能是影响其 SES 与数学成绩关系的一个因素[17]，学业自我效能感是学业自信的近似概念，因此，本研

究假设学业自信在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成绩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TIMSS 是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从 1995 年开始实施的一项大型国际数学和科学成就趋势研究(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项目每 4 年一轮，该项目是自 20 世纪 60 代以来组织的历次教育评价研究则中，

迄今为止影响面最广、受关注程度最高的数学教育评价项目，它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均产生了

重要影响[18]。本次研究所用数据来自 IEA 官方发布的 TIMSS2019 中国香港地区八年级数据库。 

2.2. 研究被试 

本研究采用来自中国香港地区共 3265 名八年级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其中男性为 1774 名(54.3%)，女

性为 1491 名(45.7%)，平均年龄为 14.13 ± 0.62 岁。 

2.3. 研究工具 

2.3.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TIMSS2019 采用 3 个与家庭背景相关的通用变量合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家庭藏书量、父

母受教育水平、家庭财产所有情况(是否拥有电脑、是否拥有自己的房间、是否能上互联网等)，该合成变

量得分越高，表示该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19]。其中，位于底部 25%的为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

位于顶部 25%的为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TIMSS2019 同时提供了 SES 的连续变量值和李克特量表值，本

研究使用连续变量值。 

2.3.2. 学习自信 
TIMSS2019 在学生问卷中提供数学和科学的学习自信子量表，量表由 9 道题目构成，包括如“我平

时数学很好”“我学习数学知识很快”“数学不是我的强项”等。采用李克特 4 点评分(1 = 非常同意，4 
= 非常不同意)，学生判断每句话与自身实际情况符合程度。得分越高表示对该学科的学习自信越高。本

研究使用数学学习自信量表，根据 TIMSS 官方结果，数学学习自信量表题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信

度较好[20]，且该量表效度较好[21]。 

2.3.3. 学习成绩 
TIMSS2019 测量了学生的数学与科学成绩，本研究使用数学成绩作为因变量。TIMSS2019 数学测试

包括 4 个内容领域(数字、代数、几何、数据和概率)和 3 个认知领域(知道、应用和推理)。学生对考试题

目作答完毕后，基于矩阵抽样、项目反应理论(IRT)方法和人口模型来计算学生的数学成绩[22]。总共有 5
个合理的成绩值(plausible value)，这些值并不是学生的原始分数，但能够代表学生能力的大概范围[21] 
[23]。本研究中，使用 5 个成绩的均值作为最终的数学学习成绩。 

2.4. 数据分析 

使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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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 

3.1. 描述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根据 TIMSS 官方公布的结果，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地

区八年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数学学习自信得分处于中等水平，而数学学习成绩位于较高水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of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M SD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10.25 1.54 

数学学习自信 9.41 2.15 

数学学习成绩 578.11 85.42 

3.2. 性别差异检验 

将性别作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在各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结果如表 2
所示，香港地区八年级学生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数学学习自信及数学学习成绩上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其中男性只在数学学习自信上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其他均显著低于女性。因此，在后续中介效应检

验中需要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后续分析。 
 
Table 2.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for sex difference 
表 2. 性别差异检验 

变量 
性别 

男性 女性 t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10.14 ± 1.56 10.37 ± 1.51 4.285*** 

数学学习自信 9.77 ± 2.10 8.98 ± 2.12 −10.567*** 

数学学习成绩 575.22 ± 89.91 581.54 ± 79.64 2.129* 

注：*表示 0.05 水平显著；**表示 0.01 水平显著；***表示 0.001 水平显著。下同。 

3.3. 相关分析 

对八年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数学学习自信以及数学学习成绩进行相关分析，如表 3 所示：

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学习自信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r = 0.062, p < 0.001)，与数学学习成绩之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292, p < 0.001)；数学学习自信与数学学习成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样具有统计学

意义(r = 0.312, p < 0.0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社会经济地位与数学学习自信之间相关性较小，但关系极

其显著，可在后续中介效应中继续检验。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3.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数学学习自信 数学学习成绩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1   

数学学习自信 0.061*** 1  

数学学习成绩 0.292*** 0.3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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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回归分析 

控制学生的性别、年龄变量后，对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数学学习自信以及数学学习成绩进行

回归分析，见表 4 所示：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数学学习自信(β = 0.079, p < 0.001)
及数学学习成绩(β = 0.269, p < 0.001)，且数学学习自信对数学学习成绩(β = 0.315, p < 0.001)的正想预测作

用具有统计学意义。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 4. 各变量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标准化系数) t 

数学学习自信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0.200 0.040 44.750*** 0.079 4.506*** 

数学学习成绩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0.428 0.183 180.694*** 
0.269 16.548*** 

数学学习自信 0.315 19.365*** 

3.5. 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 SPSS22.0 中 process2.16.3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使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法以及 model 4 开展数据分析。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控制变量为学生的性别与年龄，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作为自变量，数学学习成绩作为因变量，学业自信作为中介变量，进行 Bootstrap 中介变量检验，样

本抽取次数选择 5000，置信区间为 95%。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数学学习自信在学生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与数学学习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比例较小。具体中介效应模型可

见图 1。 
 
Table 5. Mediating effect test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直接效应：SES→学习成绩 0.233 0.014 0.206 0.261 

中介效应：学习自信→学习成绩 0.022 0.005 0.012 0.032 

总效应：SES→学习成绩 0.255 0.015 0.2226 0.284 
 

 
Figure 1. Model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图 1. 中介效应模型图 

4. 讨论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究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习自信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学习自信与学习成绩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21]。学生的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预测学习自信与学习成绩，这说明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的学生往往

具备更高水平的学业自信，取得更良好的学习成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般由父母经济收入、家庭财富

 

                    

                0.076***                                 0.28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数学学习自信 

数学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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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父母受教育水平及职业等指标构成，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通常能够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

他们能够为其孩子提供更优渥的生活条件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实际上，这种家庭的父母本身受教育水

平较高，而父母所积累的文化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源传承给子女[24]，他们更加注

重孩子的教育问题，同时能够在教育过程中以自身成功的经验与引导孩子更好的学习。研究结果表明，

学习自信也能够正向预测学习成绩，说明当学生的学习自信水平越高时越可能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大

量研究证实学生对数学的认知评价与成绩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25]，期望价值理论和控制价值理论认为，

学生的学习信念会决定其后续的学习行为和策略的使用，进而影响其学业成绩[26] [27]。 
本研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学生的学业自信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成绩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

用，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较低，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并不完全是直接发挥

作用的，存在部分是通过影响学业自信，进而影响到学习成绩的。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的学生

面临更少的社会和生活压力，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在学习过程中他们更容易建立起认知和信念，从而

取得更理想的学习成绩[16]。在本研究中介效应占比较低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业

自信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显著，相关研究发现，有些位于较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同样能够取得惊人

的成就，所谓“寒门出贵子”，这些学生能够从学习本身的过程中获得正反馈，从而树立学习自信；二

是纳入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不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学习成绩可能会通过其他的中介变量进行影响，

比如动机、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等，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纳入。 
本研究使用 TIMSS2019 中国香港地区的数据，在控制了学生性别、年龄的情况下，研究发现学生的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习成绩的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其中学习自信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对学生学习具有显著影响，然而问题在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稳定且不易改变的变量，学生的 SES
越高意味着其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越优质，进而导致“马太效应”。因此，教育各方应该从多方面入手，

促进教育公平。本研究希望能为教育实践提供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各级政府和教育部应制定相对应的

教育政策以促进教育公平。实际上，目前教育部和各地政府陆续出台的各项政策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如“双减政策”、“大学区制”、“教师轮岗”等。其次，重视教育实践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当前我国互联网技术发达，智能手机和电脑的普及为远程教育提供了快捷入口，学生可以利用网上丰富

且优质的教学课程进行学习，如“慕课”“网课”等多种远程课堂。最后，教师和父母应注重孩子学习

自信心的培养。师生关系与亲子关系是学生学习自信的重要影响因素[28] [29]，在教育过程中注重鼓励教

育，多给予积极反馈，有利于促进学习自信心的培养，进而促进学习成绩。 

5. 结论 

学习自信在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成绩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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