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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影响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因素
!!!以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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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影响两个国家!地区"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因素主要为学生层面的因素$具体而言$女性的数学课外补习参与

率高于男性$独生子女学生数学课外补习参与率高于非独生子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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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正规学校教育是教与学的主要场所$课外补习

则是对学校教育的一个必要补充&近年来$课外补

习参与率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显著上升$已经成为一

个全球现象&课外补习存在多种形式$有学校形式'

家庭形式'商业机构提供的或者其他的形式&从供

给方而言$课外补习的供给者即可以是学校教师$也

可以是家庭成员和亲戚'或者是商业机构$课程既有

免费的也有自费的0

#

1

&课外补习的内容既有针对专

业课程的!如语文'数学'科学等"$也有针对非专业

课程的!如体育'音乐'美术等"&参加课外补习能使

学生的学业成绩在一定水平上得到提高0

!

1

$进而使

他们在升学竞争中具有更大优势0

&

1

$在课外补习风

靡全球的当今社会$并非所有学生都会参加课外补

习$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课外补习存在.培优/和.补

差/两种不同的功效$他们对于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

也南辕北辙&本研究以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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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李春青%影响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因素

例$拟发现影响这两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参加数学

课外补习的关键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课外补习的现状

根据拉夫特瑞等人提出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

理 论 !

C,127,--

<

C,2+;,2+4T b+4

5

),-2;

<

$简 称

CCb

"

0

B

1

%当公共教育资源供给不足时$入学机会的

获得至关重要$之后卢卡斯对此理论进行修正后$提

出.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

I..4S;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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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ICb

"

0

G

1

%当公共教育资源供

给充足时$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将成为竞争的核心&

课外补习是获得稀缺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有效途

径&因此在教育资源的数量已经被满足的大部分国

家和地区$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使得课外

补习热成为一种常态&

在东亚国家参与课外补习十分普遍&韩国不仅

仅是在东亚也是在世界上公认的课外补习参与率最

高的国家$其中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高达

%H?Lg

$初中生为
H!?Gg

$高中生为
$"?Gg

0

$

1

&日

本
!""H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

#G?Lg

的小学生和
$G?

!g

的中学生参加在
R

)U)

!课外补习机构"的课外补

习0

H

1

&近来$课外补习在东亚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也逐渐常见&在
Ob/=!""$

的
GH

个参与国中$

&H

个

国家超过
B"g

的学生参加过科学补习$

B!

个国家超

过
B"g

的学生参加过数学补习0

%

1

&根据
/=KCIe

搜集的数据显示%非洲国家肯尼亚'马拉维'毛里求

斯'纳米比亚'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平均有
$%?&g

的

六年级学生参加课外补习$而
G

年前这
$

个国家平

均只有
BL?Gg

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其中肯尼亚'

马拉维'赞比亚的课外补习参与率提升较为明显0

L

1

&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中欧'东南欧'前苏联以及

蒙古的课外补习参与率有了相当大的提升&通过对

L

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阿塞拜疆'波黑'克罗地亚'格

鲁吉亚'立陶宛'蒙古'波兰'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一

项调查发现$这些国家有至少半数以上的学生在高

考前参加过课外补习0

#"

1

&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相

比$北美'西欧'澳大利亚的课外补习参与率一直保

持适中比例&这些地区课外补习参与率也保持着一

定的增长$其中一些增长是政府引导和激励的$例如

美国的基本情况0

#

$

H

1

&中国大陆的课外补习参与率

体现出地区'年级'城乡差异&根据,中国城镇居民

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
!"#B

-的数据发现%中国东部

地区的城镇课外补习参与率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

通过对
BBH!

名城市家庭的调查发现%

H&?%g

的小学

生$

$G?Gg

的初中生$

G&?Gg

的高中生参加过课外补

习&在大学阶段主要存在两种形式的课外补习%一

是为了升学做准备的补习#另一类是实际技能课外

补习班&总体而言$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

习的比例最高$其次为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

中国省会城市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为

G%?Gg

$地级市为
G$?&g

$县级市为
BH?Gg

$县城镇

为
G"?Bg

&较高收入家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

例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0

##

1

&在中国香港$

#LL$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

&Bg

的初中生和
B"g

的高中生

参加课外补习&

!"#"

年时$该地区的参与率翻了两

倍$分别有
%!g

的初中生和
%Gg

的高中生参加课外

补习0

#

1

&基于台湾电子期刊数据库
!""#

年的数据

发现%有
H!?Lg

的初中生平均每周参加
$?G

小时的

课外补习0

#!

1

&在中国$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重

要信号作用$高文凭不仅可以获得公务员这样的铁

饭碗工作$也可以获得其他的高薪职位&义务教育

成功普及以及大学扩招后$加剧了高考中学生间的

竞争$使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更为稀缺&在家长

和学生的眼中$一个好的大学文凭是实现财富和地

位的重要阶梯&为了获得高文凭$家长采用各种方

式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课外补习在中国

一经兴起便经久不衰&

$二%影响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因素

#?

文化因素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课外补习需

求0

H

$

#&A#G

1

&在信仰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父母对孩

子的教育选择更强调家庭的作用和学生的个人努

力&而在西方文化中$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更加

看重学校的环境0

#&

1

&因此学习信仰对东亚国家的

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有很大影响$但对美国学生的

课外补习则没有很大的作用$这也是课外补习在东

亚国家盛行的原因之一0

H

1

&然而$不同的文化在解

释不同地区课外补习的旺盛增长上也遇到了明显的

难题$有些增长并非只是文化因素造成的&

0

#$

1

!?

学校因素

质量越好的学校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越

大0

##

1

&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在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d6O

比重低的国家和中等教育入学率较低的国家

较低0

#G

1

&对课外补习旺盛的需求源于学生和家长

对于传统学校教育的不信任0

#H

1

$以及公共教育资源

的有限性$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0

%

$

#"

$

#%A#L

1

&

同时教师也是影响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重要因素$

教师工资低的学校的学生更偏好于参加课外补

习0

!"

1

&在东欧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市

场经济的到来$教师倾向于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课外补习方面0

#G

$

!#

1

&在菲律宾$私人补习机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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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主要是受到金钱驱动而不是为了帮学生解决遗

留的课业难题0

!!

1

&缺乏资金支持会以不同的方式

对教育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教师的积极性可能因

为教学材料和设备的短缺'老化而受挫0

#H

1

&从而使

得教师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课外补习上0

$

1

&

&?

学生个人因素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学生性别&低
/I/

家庭

的课外补习需求要明显低于高社会经济地位!

/I/

"

家庭的$这种现象在中国0

#L

$

!&

1

'日本0

!B

1

'韩国0

$

1

'土

耳其0

!G

1

'非洲国家0

L

1都得到了印证&此外$家庭的

抚养负担对城镇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有显著的负向作

用&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对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有

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0

##

1虽然一些学校会为本校的

学生提供免费的课外补习$但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而且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参加的学生也仅限于本校

的学生$大部分学生参加的课外补习是由商业机构

提供的&这些课外补习的费用并不低$致使一些低

收入的家庭无力承担0

!$

1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学

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关系显著&如根据菲律宾

#!&G

名基础教育学生的数据发现$受教育水平高的

父母更偏好于让孩子接受课外补习$因为这些父母

深信好的教育能提升孩子的社会经济地位0

!H

1

&在

中国大陆$父母的文化程度每提高
#

年$孩子参加课

外补习的几率增加
G?Lg

0

##

1

&

学生学习成绩和年级&基于.中国大陆和香港

地区高等教育需求研究/的数据发现%在中国大陆$

学业成绩差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高于学业成

绩优异的学生0

#L

1

&同样的现象在以色列'比利时'

丹麦'塞浦路斯'美国'德国'科威特也得到了证

实0

!%

1

&在课外补习参与率很高的韩国'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土耳其'突尼斯和希腊$则是高学业成就

的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高&就读学校的层级对于

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率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随

着就读学校层级的上升$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

下降0

%

$

##

1

&

学生心理因素&有高的教育期望和信念的学生

更有可能参加课外补习&在美国和韩国$有积极学

习态度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更高0

#&

1

&在通

过课外补习来帮助学生达到学校最低学业要求的菲

律宾$学生也逐渐通过课外补习来达到更高的追究$

如上大学'提升自信心'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等0

!H

1

&

在中国内陆以及香港和台湾$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是

源于教育愿望&学生将参加课外补习作为一种成功

升入大学的培优策略$这主要源于学业成就和劳动

力市场上的就业紧密相连&

0

##

$

#%

1

B?

其他因素

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制度以及学生间激烈的竞争

也是造成课外补习热的原因&如加拿大的课外补习

源于学校对成绩排名和学生间的优劣比较的重视以

及升学竞争的加剧&

0

!L

1学校的环境如社区环境'学

校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课外补习参与率产生影

响&当地的社区环境是影响教育选择的关键因

素&

0

&"

1大城市的学校更关注学生的学业成就和教育

获得$在这样的学校氛围中$学生也会偏好于参加课

外补习&

0

!H

1此外$大城市的教育水平更先进$教育数

量供给充足$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主要体现在教育质

量和教育类型&对于没有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以及认

为学校教育不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学生而言$会选择

参加课外补习来进行弥补&

0

##

1

$三%课外补习与教育公平

基于
ZbC//

数据发现$大多数国家的学生参

加课外补习以补差为目的$这些学生期望通过额外

的学习和指导$缩减自己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过程

中和同辈的差距&在这些国家$课外补习主要是针

对低学业成就的学生&相反$也有少数国家如韩国$

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拉大和

其他竞争者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课外补习充当了

在学生已有的相对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持和提

升自身优势的培优作用0

#&

1

&课外补习的不同作用

对教育公平有不同的影响&充当补差作用的课外补

习能够缩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这类补习主要

是帮助低学业成就的学生提高成绩$从而达到学校

的平均学业成绩要求&在西方一些国家$如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促进教育公平会主动资助家

庭贫困的低学业成就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

0

H

$

#&

1然

而$以培优为目标的课外补习则不利于教育公平$加

剧了社会不平等$这类补习最终使得优者更优$差者

更差$学生间的学业成就差距拉大&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Ob/=!"#!

的数据$

Ob/=

是由

aIKJ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组织的一项国际学生

测试$该项目自
#LLH

年发起$从
!"""

年开始每三年

实施一次$主要测试参与国
#G

岁学生的语文'数学

和科学能力$

Ob/=!"#!

在此基础上还包括对于年

轻人理财能力的测评&

Ob/=!"#!

搜集了
$G

个参与

国的
G#""""

名学生的信息&本研究中选取
Ob̂

/=!"#!

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的数据$通过对
Ob̂

/=!"#!

的学生问卷和学校问卷的处理$选取中国

上海
G#HH

名学生$其中男生为
!GB"

人$女生
!$&H

人$学校
#GG

所&日本大都市学生
$&G#

人$男生

&&&"

人$女生
&"!#

人$学校
#L#

所&两个国家!地

!!



!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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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学生性别比接近
#M#

!见表
#

"&

表
#

!

中日两个国家)地区样本统计情况

国家(地区 总学生 男生 女生 学校

中国上海
G#HH !GB" !$&H #GG

日本大都市
$&G# &&&" &"!# #L#

$二%变量选择!

#?

变量名称及编码方式

因变量%是否参加数学课外补习&该变量根据

Ob/=!"#!

学生问卷中的
GG

题%.你一周参加过多少

课外数学课程4/$答案的五个选项分为%

#

'.不参

加/'

!

'.不到
!

小时(周/'

&

'.

!

2

B

小时(周/'

B

'

.

B

2

$

小时(周/'

G

'.超过
$

小时(周/&笔者根据五

个选型对该变量重新编码如下%

#

选项为.

"

/表示没

有参加课外补习$

!

2

G

选项为.

#

/表示参加课外数

学补习$据此生成是否参加课外补习二值变量&

自变量%考虑到影响学生参加数学补习的因素

既有学生层面的又有学校层面的$故将自变量分为

学生层面自变量和学校层面自变量&

学生水平自变量有%性别!男性为基准组"'

I/K/

%该变量是由家庭拥有物'父母最高职业地位

和父母的最高受教育年限三项合成的连续变量$衡

量了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取值范围从
A

&?G&A!?!!

$取值越大表示
I/K/

越大&数学成绩$

Ob/=!"#!

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维度测量了
G

个数学成绩似真值$根据研究需要$笔者选取

O@#C=ZN

作为数学成绩$

O@#C=ZN

测量了数

学总成绩&该变量取值范围从
!#H?B%H#A

L$!?!!L&

$为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数学成绩越

高&家庭教育资源$衡量了家庭资源中用于教育的

部分$该变量为连续变量$取值范围为
A&?L&A#?

#!

$数值越大表示家庭中的教育资源越为充足&

学校水平变量有%学校类型$其中私立学校为基

准组&学校规模$即在校生总人数$为连续变量$取

值从
#H

2

$!B!

$取值越大表示学校规模越大&班级

规模$指班级学生数$

Ob/=!"#!

将平均班级规模分

为从.少于或等于
#G

个学生/到.多于
G"

个学生/

L

等$取每个等级的中点得到班级规模变量$为研究需

要将该变量作为连续变量处理&该变量取值范围

#&

2

G&

&数学教师师生比$表示数学教师人数(学生

人数$该变量越大表示数学教师越是充足&专任教

师比例表示专任教师在所有教师中的占比$该值在

"?G"B

2

#

之间$取值越大表示专任教师越充足&学

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和学校教育资源充足指数是根

据项目反应理论!

bcZ

"合成的$这两个指标主要用

于衡量校长对于潜在的妨碍教学的因素的认知&学

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是由以下六项合成的%.科学实

验器材的短缺程度/'.教科书的短缺程度/'.计算机

的短缺程度/'.互联网连接的短缺程度/'.计算机软

件的短缺程度/'.实验器材的短缺程度/&学校教育

资源充足指数是由.校舍和土地的短缺程度/'.暖

气'空调'照明设备的短缺程度/'.教学场所!如教

室"的短缺程度/三项合成!见表
!

"&

!

!

"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
!

!

变量名称及编码方式

变量 定义 编码方式及范围

是否参加数学课外补习 学生是否参加数学课外补习 分类变量$

"h

否$

#h

是

性别!男性为基准组" 学生性别 分类变量$

"h

男性$

#h

女性

I/K/

由家庭拥有物'父母的最高职业地位'父母最高受教

育年限三项合成
连续变量$

A&?G&A!?!!

数学成绩 学生数学成绩 连续变量$

!#H?B%H#AL$!?!!L&

是否有兄弟姐妹 学生是否有兄弟或者姐妹 分类变量$

"h

是$

#h

否

家庭教育资源 家庭教育资源拥有情况 连续变量$

A&?L&A#?#!

学校类型!私立为基准组" 学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 分类变量$

"h

私立$

#h

公立

学校规模 学校在校生人数 连续变量$

#HA$!B!

班级规模 班级学生人数 连续变量$

#&AG&

数学教师师生比 学校数学教师师生比 连续变量$

&?H$LA#G!!?$$H

专任教师比例 学校专任教师比例 连续变量$

"?G"BA#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 连续变量$

A!?HGGA#?&"G!

学校教育资源充足指数 学校教育资源充足指数 连续变量$

A&?GL!A#?LH$

!!

由表
&

可知%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参加数学

课外补习的比例均为
H#g

$即这两个国家!地区"的

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数学课外补习$数学补习在这

两个国家!地区"较为常见&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

的学生中女生占比分别为%

G#g

'

BLg

&性别比例较

为均衡&日本大都市家庭的平均
I/K/

为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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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中国上海家庭&中国上海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

为
$#G?L

分$高于日本大都市学生
H!?#

分&在中国

上海仅有
#Lg

的学生有兄弟姐妹$远低于日本大都

市的
%Bg

$中国上海大部分学生为独生子女$这和

中国的人口政策有关&中国上海有
L#g

的学校为

公立学校$日本大都市公立学校的平均比例为

H!g

$这两个国家!地区"均是以公立学校为主&在

学校规模上$中国上海的学校平均规模大于日本大

都市的学校&平均而言$中国上海的班级规模略大

于日本大都市&中国上海的数学教师师生比高于日

本大都市的数学教师师生比$而中国上海学校的专

任教师比例则略低于日本大都市学校的专任教师比

例&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和学校教育资源充足指

数是根据项目反应理论合成的两个变量$平均而言$

中国上海的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略高于日本大都

市$而在学校教育资源充足指数上$日本大都市高于

中国上海&

表
&

!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上海 日本大都市

6 74,+ :T 6 74,+ :T

是否参加数学课外补习
!$B! "?H# "?B$ &BH# "?H# "?BG

性别!男性为基准组"

!$B! "?G# "?G" &BH# "?BL "?G"

I/K/ !$B! A"?&L "?L% &BH# A"?"$ "?H#

数学成绩
!$B! $#G?L& #""?GL &BH# GB&?%# L!?!L

是否有兄弟姐妹!有为基准组"

!$B! "?%# "?&L &BH# "?#$ "?&H

家庭教育资源
!$B! A"?"H "?L! &BH# A"?G& "?%B

学校类型!私立为基准组"

!$B! "?L# "?!L &BH# "?H! "?BG

学校规模
!$B! #&L$ LH#?!" &BH# HB& B""?LB

班级规模
!$B! &%?L% H?$" &BH# &$?"# G?%"

数学教师师生比
!$B! ##B?!! #$G?$% &BH# LG?&H B!?$!

专任教师比例
!$B! "?LH "?"% &BH# #?"" "?""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
!$B! A"?#! #?## &BH# A"?#G "?L$

学校教育资源充足指数
!$B! "?#L #?!! &BH# "?B! #?"!

&?

模型设计

由于
Ob/=!"#!

数据中存在多层嵌套问题$从

而使得传统模型的假定不成立$比如学生嵌套在班

级或学校中$同一学校内学生的回答具有一定的关

联性!样本不独立"$使得残差不能满足传统模型的

假设$以致估计出现偏误$因此在出现数据嵌套的情

况下$传统模型将不再适用$此时应该使用分层模

型$分层模型通过给每一学校加入一个特殊的随机

效应$在进行标准误估计时将这些随机效应的变异

考虑进来$即这些标准误的估计是根据整群抽样而

导致的组内相关性加以调整的结果&考虑到本研究

中的因变量.是否参加数学课外补习/为二值变量$

故选择
NdWC

!

N24*,*S02S,-d4+4*,-2_4TW2+4,*

C(T4-

"模型&

表
B

!

数学课外补习零模型随机效应结果

国家(地区随机效应方差
bKK

卡方统计量
Q

值

中国上海
"?L"$ B?!$g #B?#L "?"""#

日本大都市
#?#!L &#?B$g &LG?$" "?""""

!!

由表
B

知%中国上海的
bKKhB?!$g

$说明中国

上海学生是否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变异中有
B?

!$g

可以由学校间的差异解释&日本大都市的
bKK

h&#?B$g

$表明日本学生是否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

变异中有
&#?B$g

可以由学校间的差异解释$该比

例高于中国上海的&根据检验结果知%拒绝原假设$

即不同学校间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存在显著差

异$因而适合采用两水平模型&

!

#

"零模型

W494-A#7(T4-

%

!

$

,

K

-(

>

H

$

,

#

L

H

$

! "

,

K

"

"

,

M

7

$

,

I6563

L

!A+.63

%

"

"

,

K#

""

M

$

"

,

9,*

!

7

$

,

"

K%

!

$

9,*

!

$

"

,

"

K&

""

%

!代表水平
#

的随机方差即组内变异$

&

""

代表

水平
!

的随机方差即组间变异&

J;;

K

&

""

&

""

M%

!

表

示第二水平!组间"变异占总变异的比例&

N

"

%

&

""

h"

第二水平不存在变异$总变异主要

来自第一水平&

!

!

"两水平完整模型%

W494-A#7(T4-

%

!

$

,

K

-(

>

H

$

,

#

L

H

$

! "

,

K

"

#

,

M

"

!

,

*

!$

,

M

"

&

,

*

&$

,

M

"

B

,

*

B$

,

M

"

G

,

*

G$

,

M

7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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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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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

,

M#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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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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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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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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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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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

222

R

学校的学生
2

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

概率

3

#2

R

222

R

学校的学生
2

的性别

3

!2

R

222

R

学校的学生
2

的
I/K/

3

&2

R

222

R

学校的学生
2

的数学成绩

3

B2

R

222

R

学校的学生
2

的是否有兄弟姐妹

3

G2

R

222

R

学校的学生
2

的家庭教育资源

V

#

R

222

R

学校的学校类型

V

!

R

222

R

学校的学校规模

V

&

R

222

R

学校的班级规模

V

B

R

222

R

学校的数学教师师生比

V

G

R

222

R

学校的专任教师比例

V

$

R

222

R

学校的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

V

H

R

222

R

学校的学校教育资源充足指数

B?

主要发现

!

#

"影响中国上海和日本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

习的主要因素为学生个人层面的因素&

!

!

"女性的数学课外补习参与率高于男性$独生

子女学生数学课外补习参与率高于非独生子女学

生&

I/K/

和家庭教育资源充裕程度对学生参加数

学课外补习有正向预测作用$数学成绩对数学课外

补习参与的影响不确定&

四"结果及讨论

由表
G

看出
NdWC

回归结果和
-(

>

2;

回归大致

相同&但由于两个国家!地区"的
bKK

都较小$即学

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主要是受学生个人层面

的因素的影响$因此在
-(

>

2;

模型中控制了学校层面

的变量后$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较为相似&本研究

中将
-(

>

2;

模型作为对照模型&

以下系数解释均采用
(TT:*,;2(

!几率比"

h4

*

形式 $

*

为表
G

的回归结果的系数&

$一%学生个人特征对数学课外补习的影响

性别%在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女性参加数学

课外补习的几率显著大于男性&在
NdWC

模型

中$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中国上海女生参

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是男生的
#?BB

倍$日本女生

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是男生的
#?BG

倍&两个

国家!地区"的估计结果比较相近&在
-(

>

2;

模型中

的估计结果分别为%中国上海
#?B&

$日本大都市

#?BG

&表明在这两个国家!地区"$女生比男生更偏

好于参加数学课外补习$可能原因%数学是一门逻辑

抽象性较强的学科$平均而言女生的逻辑抽象能力

弱于男生$因此在同等学校教育的情况下$女生会更

多的寻求学校课堂外的帮助来提升自己的数学

能力&

I/K/

%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都表现出
I/K/

对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有显著正向影响&

即
I/K/

越高的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越

大&在
NdWC

模型中$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

件下$中国上海学生的
I/K/

每增加
#

个单位$参加

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增加
#%g

$日本大都市为

&"g

&在
NdWC

模型中$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

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比分别增加%

#$g

和

&$g

&日本大都市的该比例基本上是中国上海的
!

倍$可见
I/K/

对数学课外补习的正向作用在日本

大都市高于中国上海&

I/K/

还显现出代际传递

性$即
I/K/

高的家庭更有物质能力为子女提供课

外补习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这些家庭的父母具

有较高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这部分父母是学

校教育的受益者$他们获得了较高的教育收益率$使

得他们更加相信教育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作

用$从而他们更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他们希望把

自己的高教育收益率传递到子女身上$使子女从中

受益&这些家庭不仅仅满足于学校正规教育$他们

还会寻求其他的人力资本投资渠道比如学习俱乐

部$课外补习等&平均而言这种传递性在日本大都

市表现更为明显&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学生能否

参加课外补习受到家庭的购买力的影响$富人家庭

的购买力更强$这些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参加课外

补习班$从而富人家庭的孩子较之穷人家庭的孩子

更优秀$因此父辈的贫富差距在子代的身上并没有

缩减$反而因为课外补习变得更加明显$从教育公平

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不利于缩减贫富差距和社会

公平的改进&

数学成绩%在中国上海$数学成绩对是否参加课

外补习表现为微弱的负向预测作用$但作用并不显

著&在日本大都市数学成绩对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则

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作用$在
NdWC

模型中$在保持

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日本大都市学生的数学成

绩每提高
#

分$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增加
"?

Bg

$在
-(

>

2;

模型中$增加
"?Gg

&虽然该效应在统

计上显著$但经济上并不显著&对比两国结果可知%

在中国上海是数学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更偏好参加数

学课外补习$这部分学生希望通过数学补习这种额

外学习迎头赶上成绩优异的学生&在日本大都市则

是数学成绩越优异的学生更偏好与参加数学补习$

成绩优异的学生为了保持自己在数学方面的相对优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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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同时也为了获取更大的相对优势而偏好选择参加 数学补习&

表
G

!

数学课外补习回归结果

效应类型
中国上海 日本大都市

W(

>

2; NdWC W(

>

2; NdWC

固定效应

学生水平变量

!!!!

性别
"?&GBG

###

"?&$GL

###

"?&$%!

###

"?&G#B

###

!!

!基准组%男性" !

"?"%HG

" !

"?"%L$

" !

"?"%!L

" !

"?"L#L

"

!!!!

I/K/ "?#B%G

###

"?#$&L

###

"?&"GB

###

"?!$!H

###

!

"?"GG&

" !

"?"GHG

" !

"?"$H%

" !

"?"H&B

"

!!

数学成绩
A"?"""B A"?"""G "?""GB

###

"?""BB

###

!

"?"""G

" !

"?"""G

" !

"?"""G

" !

"?"""$

"

!!

兄弟姐妹
"?!&GH

##

"?!&!!

##

"?!G&B

##

"?!$%!

##

!

!基准组%有兄弟姐妹" !

"?##!"

" !

"?##B%

" !

"?##B&

" !

"?#!"#

"

!

家庭教育资源
"?#%L$

###

"?!""&

###

"?!B%G

###

"?!BGG

###

!

"?"GG#

" !

"?"G$G

" !

"?"GG#

" !

"?"G%&

"

学校水平变量

!!

学校类型
A"?B"H"

##

A"?B"H! "?"HGL "?#&%&

!

!基准组%私立学校" !

"?#%$H

" !

"?!#H"

" !

"?#"H"

" !

"?#$LL

"

!!

学校规模
A"?"""# A"?"""#

"?"""G

###

"?"""H

###

!

"?"""#

" !

"?"""#

" !

"?"""#

" !

"?"""!

"

!!

班级规模
"?""H& "?""H&

"?"!LH

###

"?"&H%

###

!

"?""$"

" !

"?""H#

" !

"?""H!

" !

"?"##G

"

!

数学教师师生比
A"?"""! A"?"""!

A"?""HG

###

A"?""L"

###

!

"?"""&

" !

"?"""B

" !

"?""#"

" !

"?""#H

"

!

专任教师比例
"?H%"! "?%BGL H?!&"B L?H%HG

!

"?$!%"

" !

"?HBL#

" !

H?&H!%

" !

#!?$L&$

"

!

学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
"?"!L$ "?"&!$ "?"##H "?"!$!

!

"?"GBG

" !

"?"$G&

" !

"?"G!H

" !

"?"%GG

"

!

学校教育资源充足指数
"?""H% "?""$# "?"GBL "?"G!L

!

"?"BL!

" !

"?"GL"

" !

"?"G""

" !

"?"%#B

"

!!!!

截距
"?!H&" "?&BLG A#"?"#!% A#!?!"H%

!

"?H"#%

" !

"?%!!G

" !

H?&GLB

" !

#!?$%B!

"

!

随机效应方差
"?##"& "?BGHG

!!

注%

#Q%

"?#

$

##Q%

"?"G

$

###Q%

"?"#

$括号中为标准误差

!!

兄弟姐妹%在两个国家!地区"$兄弟姐妹对于参

加数学课外补习都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即和有

兄弟姐妹的学生相比$独生子女的学生参加数学课

外补习的几率更高&在
NdWC

模型中$在保持其

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中国上海没有兄弟姐妹的学

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是有兄弟姐妹学生的

#?!$

倍$在日本大都市为
#?&#

倍&在
-(

>

2;

模型

中$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分别为
#?!H

'

#?!L

&独

生子女学生家庭中的教育资源只是他本人享有$而

有兄弟姐妹的学生的教育资源会被稀释$他们的家

庭教育资源不仅仅是自己使用$其兄弟姐妹也要使

用$从而平均到自己身上的教育资源被摊薄&由于

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男孩偏好$父母主要依靠男孩养

老$因此父母认为养男孩的收益更大$再加上国家

!地区"的风俗习惯使然$父母一般要为男孩准备高

昂的彩礼!彩礼一般高于女孩的嫁妆"$因此存在兄

弟的学生的教育资源不仅要被兄弟均分$父母为兄

弟准备的彩礼也会挤占教育资源$以致他们的教育

资源被稀释的更为严重&

家庭教育资源%在两个国家!地区"都表现出$家

庭教育资源越充裕$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

越大$效应均显著&在
NdWC

模型中$在保持其他

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中国上海的家庭教育资源每增

加
#

个单位$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增加

!!g

$在日本大都市增加
!%g

&在
-(

>

2;

模型中$中

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分别为
!#g

'

!%g

&两个国家

$!



!

总
&!

卷 李春青%影响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因素

!地区"该变量的预测效应较为相似&家庭教育资源

越是充裕表明父母越是重视教育$这些家庭更有能

力为学生提供人力资本投资$这部分学生参加课外

补习的几率也更大&另外随着公共教育的普及$学

生和家长更看重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多样化的教育需

求$这些需求和偏好已经不是正规学校教育所能解

决的了$此时课外补习就成了满足这些需求的一种

强有力的手段&这也是课外补习在家庭教育充足家

庭更受欢迎的原因&

综上所述$假设
!

得证&

$二%学校水平变量对数学课外补习的影响

在中国上海和日本大都市都表现出%学校水平

的变量对于学生是否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影响小于

学生层面的变量&具体而言%在中国上海$学校水平

变量中只有学校类型对于参与数学课外补习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由于中国

上海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变异由学校差异解释

的部分只有
B?!$g

$因此对于中国上海而言$学校

水平变量的解释力较弱&对于学校类型$在
NdWC

模型和
-(

>

2;

模型中$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

下$公立学校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的几率均为私

立学校的
"?$H

倍&在中国上海$由于文化传统及政

策制度的偏向$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平均而言高于

民办学校!即私立学校$由于历史及制度原因$中国

称私立学校为民办学校"$家长也偏好于让孩子在公

立学校就读$民办学校的学生会通过选择课外补习

等方式缩小和公立学校学生的差距&

在日本大都市$学校水平的变量中学校规模'班

级规模和数学教师师生比对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影

响显著$其他变量均不显著&在
NdWC

模型和

-(

>

2;

模型中$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日本

学校规模'班级规模对于学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都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学校规模或者班级规模越大

学生越有可能参加数学补习$一方面学校规模或班

级规模越大$生均的教育资源获取量越少$教育质量

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学校规模或班级规模越大

的学校学生越多$学生彼此间的竞争加剧$为了取得

一个较好的排名$学生自身更倾向于在课外时间参

加补习&相反$在
NdWC

模型和
-(

>

2;

模型中$在保

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数学教师师生比则对学

生参加数学课外补习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数学教师

师生比越高$表示数学教师越为充足$学生能获取老

师更多的指导和关注$这些学生在学校就能够完成

数学学业任务$因此这部分学生将不会参加更多的

课外补习&

综上所述%假设
#

得证&

五"建议

#?

由于课外补习在中国主要起补差作用$而并

非培优的作用$因此课外补习在中国有利于缩减学

生间的人力资本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公

平$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大力倡导课外补习$给予课外

补习合理的地位和发展的空间&

!?

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教育数量的供给已经

能够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和偏好&但优质的教育

资源和多元的教育形式仍然是稀缺的$正规学校教

育对此是供给不足的$而消费者对这部分教育的需

求却很旺盛$课外补习是弥补学校教育在此的不足

和力所不及的有效手段&政府应该对于课外补习有

一个合理全面的规划$正确引导教育补习的供给和

需求$使得两者能很好的匹配&另外政府也要全面

考虑到不同的教育需求$改革正规学校教育$使得正

规学校教育和学生家长的需求挂钩$提高正规学校

的教育质量$同时进行多元化教学改革$使得学生在

体系内就能满足自己的教育需求

&?

能否参加课外补习受到
I/K/

'家庭教育资

源的正向影响$课外补习又有补差'促进教育公平的

作用&对于部分
I/K/

'家庭教育资源低的家庭而

言$课外补习支出的负担率是相当高的$对于来自贫

困家庭的低学业成就的学生而言$虽然对课外补习

心向往之$但在家庭预算约束下$也只能望而却步&

对于这部分学生$政府应该适当提供财政和政策上

的支持和补贴$使得这部分学生也能通过课外补习

弥补正规学校教育的不足&

B?

随着课外补习的兴起$课外补习班的质量参

差不齐$相应的教育纠纷也随之而来$政府应该规范

课外补习行为$提供立法和制度上的保障$以致出现

问题时有法可循$有法可依$保护学生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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