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与遵行:社会化过程中
子女教养价值分析

*

刘爱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通过对北京大学 550 名本科生及其父母的问卷调查发现, 从社会化内容看, 父母对于自主P独立和遵行P一致两

个维度的价值形塑都非常重视,子女对于父母在其价值形塑上的影响,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当我们从子女的角度来看待其

社会化过程中价值形塑的社会阶级影响时,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推行的环境下 ,库因 (Melvin Kohn)的社会阶级与子女教养价

值之间关系的结论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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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 家庭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通过潜移默化和刻意教化,家庭形塑着子

女的价值。关于家庭背景, 尤其是社会阶级背景不

同家庭在子女养育价值、养育方式上的不同, 以往学

者已经进行了研究。社会学家一直对不同群体的社

会化模式给予关注。Melvin Kohn 对于社会价值与

社会阶级之间关系的研究最为经典。他认为, 从事

职业的不同,因工作性质的不同与需要,可能会对个

人的道德价值取向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个人在教养

子女时所强调的价值观。具体而言,中产阶级,相当

于白领职业,所从事的工作本身比较复杂,也较具挑

战性,此类工作者有较多自主的空间,由于工作的需

要,较强调独立自主、负责等价值观念。而工人阶级

即蓝领职业的工作, 多半是被指定且设计好的,因受

到严密监督,必须时常听从指示,没有多少个人自由

发挥的空间,因此,工人阶级较倾向于重视服从的价

值。
[ 1]
自库因以后的研究证实,不同社会阶级背景的

父母,对于子女价值形塑的取向确实存在差异。
[ 2, 3, 4]

如 Kohn 与他的同事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对美

国、日本和波兰 3个国家关于子女养育价值的比较

研究发现, 3个国家的社会阶级与价值理念之间均

表现出这样的相关性, 即相比于社会等级中地位较

低者,社会等级中地位越高的人,对于子女教育的价

值取向越是自主。一些非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研究

也发现了类似上述的结果。
[ 5]
上述研究似乎可以得

到这样的结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政治经济架构

下,基于阶级差异的自主( Independence)与遵行( Con-

formity)取向上的差异是一种普遍现象。

库因及其后续研究者的上述观点, 被称为子女

教养的/ 社会阶级价值理论( class- value theory) 0。

但是关于社会阶级价值理论的提出以及研究的经验

支持,主要是以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美国、

意大利、日本)为背景, 仅有绝少文献涉及到前社会

主义国家的研究。其中有一篇文献是对中国城市父

母关于子女养育价值的分析,作者Hong Xiao基于中

国社会科学家 1990 年与世界价值研究小组合作调

查的问卷资料分析发现, 职业与教育对于子女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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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影响的程度与效果, 与市场经济架构下进行的

研究结论相比有所不同。
[6]

在阅读上述经验研究时, 有几点疑问引起笔者

关注: 第一, 关于社会阶级的测量,主要考虑的是被

调查者本人的社会阶级, 没有考虑作为父或者母的

另一方的社会阶级对于子女教养价值的可能影响;

第二,关于子女教养价值,主要考虑的是父或者母的

教养价值, 而没有从子女的角度对父母教养价值的

看法进行分析;第三, 中国自 1982年开始将计划生

育作为基本国策,导致城镇家庭普遍只生育一个子

女,不同社会阶级的父母对于独生子女的教养价值

理念是否会因生育数量的减少而有改变? 上述疑问

提示我们, 在研究诸如中国父母在子女养育价值取

向上是否表现出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时, 我们应该

对社会阶级等核心概念的测量、研究对象以及与子

女生育有关的环境因素给予充分的考虑。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用以分析的问卷调查资料来自笔者主持的

一个/专攻北大 ) ) ) 大学生素质养成研究0课题, 课

题组于 2005年成立, 调查北大学生如何经由家庭、

学校、自我的努力而走向教育上的成功。2006年 1

- 3月, 我们对北京大学的 570名本科生及其父母

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 最后获得有效配对样本 550

份。问卷内容涉及到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各个方面,

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是学生及其父母都需要回答的

问题。学生问卷采取自填为主的方式, 父母问卷中

50%是通过邮寄完成, 30%是通过电话访问, 15%是

学生将问卷拿回家中由父母填答, 还有 5%的问卷

是通过网络完成。

问卷中涉及到社会化过程中养育价值方面的问

题主要有10项, 分别是尊重老师、乐于助人、自立自

强、尊重父母与长辈、自信、自控能力、有责任感、举

止文明、遵守社会规范与公共道德、有恒心和毅力。

在学生问卷中,询问的是他们对于父母在这些方面

所起作用大小的看法, 在父母问卷中,询问的是父母

对于这些方面因素看重的程度。

本研究从子女的角度对父母教养价值的看法进

行分析, 主要采用的是子女问卷中的数据。子女对

于父母教养价值对其影响大小的基本看法见表 1。

表 1 子女对父母主要教养价值影响的判断(单位: % )

基本没有 比较小 一般 比较大 非常大 合计

敬重父母与长辈 01 5 111 811 2118 6814 10010

自立自强 01 2 116 1015 2819 5818 10010

有责任感 01 4 215 1119 3319 5114 10010

尊重老师 01 2 113 1317 3119 5310 10010

举止文明 11 3 213 1317 3312 4915 10010

有恒心和毅力 01 7 214 1415 3316 4818 10010

乐于助人 01 2 219 1616 3616 4318 10010

遵守社会规范与公共道德 11 1 210 1717 3415 4418 10010

自控能力 11 6 712 2710 3515 2816 10010

自信 21 7 816 2717 2919 3110 10010

  可以看出, 根据子女的判断,父母对于子女教养

价值的10个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影响非常大

和比较大的排序依次为: 尊重父母与长辈、自立自

强、有责任感、尊重老师、举止文明、有恒心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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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助人、遵守社会规范与公共道德、自控能力、自

信。

通过因素分析法,对有关社会化价值的上述 10

个方面进行因素分析,析出两个重要因素:自主维度

和遵行维度。如表 2和图 1所示, 反映自主P独立维
度的项目有 5个,分别是自立自强( 01729)、有责任

感( 01502)、有恒心和毅力 ( 01655)、自控能力

(01737)、自信( 01732) ; 反映遵行P一致的项目有 5

个,分别是: 敬重父母与长辈 ( 01630)、敬重老师

(01663)、举止文明( 01820)、乐于助人( 01627)、遵守

社会规范与公共道德( 01764)。

表 2  子女教养价值因子分析后的因子负载(已转轴)

价值项目 因子 1 因子 2

尊重老师 1663 1150

乐于助人 1627 1329

敬重父母与长辈 1630 1274

举止文明 1820 1088

遵守社会规范与公共道德 1764 1112

自立自强 1154 1729

自信 1090 1732

自控能力 1195 1737

有责任感 1459 1502

有恒心和毅力 1221 1655

特征值 41006 11324

注: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 . 833,

Sig. = . 000。

根据子女教养价值因子分析后的因子负载(已

转轴)以及因子图的特点,可以建构两个因变量。第

一个因变量反映自主P独立的价值: 包括自立自强、

有责任感、有恒心和毅力、自控能力、自信,将这些项

目的得分相加, 该变量的最低分为 5 分, 最高分为

25分。第二个因变量反映遵行P一致的价值,包括敬

重父母与长辈、敬重老师、举止文明、乐于助人、遵守

社会规范与公共道德, 各个项目得分相加, 最低分

为 5分,最高分为 25分。

图 1  / 自主- 遵行0因子图

三、不同社会阶级的子女教化价值

对于社会阶级的区分, 以Wright为代表的新马

克思主义曾经提出过 5个类别的阶级图和 12个类

别的阶级图, 其 1985年 5个阶级类别为:处于决策

位置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P会计P律师P科
技人员)、工头与监工、非体力工人、体力工人。

[ 7]
以

Goldthorpe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者则根据市场境遇

和工作境遇将社会阶级区分为 7个类别。
[ 8]
中国社

会学家陆学艺等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参考新马

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者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 从

由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决定

的市场境遇和工作境遇出发, 将社会阶级区分为 10

个阶层。本研究参照陆学艺的分类, 结合问卷资料

的特点,将被调查父母区分为 5个社会阶层:国家和

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因被

调查的父母中仅有 11人是个体工商户,也被划分到

该阶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普通工人或职员阶

层(相当于陆学艺分层中的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

业员工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作

为社会阶级划分的主要指标/职业0指的是被调查父
母目前或者离职前的最高职务, 故没有下岗、失业阶

层。

以被调查父P母的社会阶级为自变量,以父母对

于子女产生影响的教养价值 (自主P独立、遵行P一
致)为因变量,结果发现,父P母为各个阶层类别的学
生,其在自主P独立、遵行P一致两个方面得分的均值
很高,均在20 分以上,且标准差较小。方差分析统

计检验的 F 值分别为 1134和 1164, 都不显著,即不

#85#

社会学研究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09 年第 6期



同社会阶级的父P母在对子女产生影响的自主P独立 价值、遵行P一致价值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3)。

表 3 父P母社会阶级类别与子女教养价值(均值与标准差)

子女教养价值
国家和社会

管理者

经理人员和

私营企业主

专业技术

人员

普通工人

或职员
农业劳动者 F Value

自主P独立 21120( 31 25) 20151( 3122) 20197( 3103) 20146( 31 28) 20122( 3121) 1134

遵行P一致 22128( 21 75) 21165( 3102) 21176( 2188) 21143( 21 99) 21108( 3138) 1164

样本数 64 111 152 145 78

注: 11 自由度为 4,样本 N= 551, 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21 / 自主P独立0分数范围为 5- 25分, 平均分 20165; /遵行P一致0分数范围为 5- 25 分,平均分为 211 62。

31/ 父P母社会阶级0取父或母中目前或者离职前的最高职务。

  如果分析到此为止, 似乎可以认为,就我们调查

的北大学生而言, 在其社会化过程中, 父P母对于其
自主P独立、遵行P一致方面价值的影响都比较强并
起到很大作用, 这种作用并不因父P母的阶级位置不
同而不同。

实际上,在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父亲和母亲的子

女教养价值都会影响并形塑子女的价值, 在讨论父

母的社会阶级与教养价值之间的关系时, 如果从子

女的角度看其所受到的影响,那么父母双方的社会

阶级均应被考虑。表 4即是基于上述考虑而进行方

差分析的一个结果。

表 4 父母双方的社会阶级类别与子女教养价值(均值与标准差)

子女教养价值
父母双方均为

工人或职员

父母双方均为

农业劳动者

父母双方中有

1 人为工人P

职员或农民

父母双方均为企事业

单位单位管理人员P

专业技术人员

F Value

自主P独立 20137( 31 31) 20100* * ( 3123) 20161( 3104) 211 00* * ( 31 17) 2126*

遵行P一致 21117( 31 07) 20190* * ( 3138) 21198* * ( 2180) 211 82* * ( 21 91) 3122* *

样本数 106 71 131 243

注:自由度为 3, 样本 N= 551, 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表示 p< 0. 10, * * 表示 p< 0. 05。

  在考虑了父母双方的社会阶级后, 我们发现, 子

女自主P独立价值方面的形塑受到了社会阶级因素
的影响,方差分析的 F 检验值为 2. 26, sig. = . 081,

主要是父母双方均为农民与父母双方均为企事业单

位P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 在自主P独立价值方面受
到的家庭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父母双方是企事业

单位管理人员P专业技术人员者, 在子女教育过程

中, 对子女自主P独立价值培养方面的影响, 要显著

强于父母双方均是农民者。

不同社会阶级父母对于子女遵行P一致价值方
面的影响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方差分析的 F 检验值

为3. 22, sig. = . 021,父母双方是企事业单位管理人

员P专业技术人员者,以及父母双方中其中一方是工

人或农民者, 对子女遵行P一致价值培养方面的影
响,也要显著强于父母均为农民者。

四、文化和独生子女的差异还是社会阶级的差异?

那么,在子女核心价值的形塑上,除了来自父母

社会阶级因素的影响外, 是否还有其它值得考虑的

因素? 比如,已有的众多研究证明,文化程度对于社

会阶级地位有重要影响,而且文化程度不同的父母,

因接受教育的不同,也可能在价值理念上会有差异,

并进而影响到其对子女养育价值的倾向性。因此有

必要检验在子女教养价值的形塑上, 到底是来自社

会阶级的影响更为重要, 还是来自父母文化程度的

影响更为重要。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中国特色因素是家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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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 1980年代后出生的

孩子中,有很大的比例是独生子女,根据 2005 年全

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 0- 30岁人口中, 独

生子女占同龄人口比重为 29130%。本次分析使用
的问卷调查中, 独生子女的比例偏高, 达到了

7016%。那么,父母对于独生子女的教育上, 侧重自

主还是遵行呢?

以自主P独立、遵行P一致为因变量, 以父母的社

会阶级、文化程度、子女数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

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子女教养价值的多元回归分析:标准化回归系数

自   变   量 自主/独立 遵行/一致

社会阶级

(参照类为父母双方企事业

单位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

技术人员)

文化程度

(参照类为父母双方均是初

中文化程度及以下者)

父母双方均为农业劳动者 - 1043 - 1078

父母双方均为工人或职员 - 1018 - 1038

父母双方中有 1人为工人P职员或农民 - 1019 1039

父母文化程度均在大专及其以上 1 077 1072

父母中有 1人的文化程度在大专及其以上 1 025 1052

父母均是高中文化程度 - 1031 - 1005

居住地区(城镇) 1 083 1059

子女性别(男) - 1020 - 1048

家中子女数量 1 069 1115* *

R Square 1 024 1032* *

样本数 549 549

注: * * 表示 p< 01 05。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 当父母文化程度、居住地

区、子女性别、家中子女数量等因素与社会阶级一起

考虑时,上述因素对于自主/独立教养价值的预测率

很低, 而且模型判定系数的检验在统计上不显著。

在对遵行/一致教养价值进行检验时,虽然模型的检

验显著性小于 0105, 但是判定系数很低, 仅为

01032, 而对影响遵行P一致价值产生影响的因素只
有一个,即家中子女数量, 家中子女数量每增加一

个,遵行P一致价值得分增加 01479分。即那些有兄
弟姐妹的学生, 父母在教养过程中, 遵行P一致的价
值更被强调。

五、结论

从北大学生的社会化内容看,父母对于自主P独
立、遵行P一致价值的形塑都非常重视, 如果仅考虑

父亲或者母亲一方的社会阶级, 则这种评价并不因

父P母的社会阶级不同而有差异。如果考虑父母双
方的社会阶级类别, 则在自主P独立价值上, 相比于

父母都是农业劳动者, 父母双方是企事业单位管理

人员P专业技术人员者对于子女的价值形塑影响更
大;在遵行P一致价值上, 相比于父母均为农业劳动

者,父母双方是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P专业技术人员
者、父母双方中其中一方是工人或农民者对于子女

的价值形塑影响也更大。

在考虑父母的文化程度、居住地区、子女性别以

及家中子女数量以后, 自主P独立、遵行P一致价值形
塑方面的社会阶级影响消失, 对于自主P独立维度,

其它的因素也不能对差异进行解释, 对于遵行P一致
维度,只有/家中子女数量0产生显著影响,有兄弟姐

妹的学生,遵行P一致价值更被父母强调。
本研究表明,当我们从子女的角度来看待其社

会化过程中价值形塑的社会阶级影响时, 在中国独

生子女政策推行的环境下,库因的社会阶级与子女

教养价值之间关系结论不再适用。

上述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有待进一步检验。

首先,样本数据中,独生子女比例偏高;其二,样本调

查对象有一定的特殊性(均为北大学生及其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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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关于社会阶级对子女社会化及价值形塑的影

响,一向侧重父母视角, 而实际上,父母认为施加了

的影响在子女来看未必就是那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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