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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的再生产
———城乡不同阶层家庭学生互联网使用偏好调查

张济洲

（鲁东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山东烟台２６４０２５）

　　［摘要］　通过信息化促进更高层次的教育公平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然而，以互联网为核
心的信息技术对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仍较为缺乏。当前教育改革处于城乡差异和阶层分化双重格局之下，必须

基于新时代互联网技术向教育领域深度渗透的背景，重新审视影响教育公平实现的隐蔽再生产问题。本研究的

数据是基于山东省莱西市、沂水县和微山县，甘肃省会宁县、靖远县和武威市，安徽省萧县、无为县和肥西县共３
省９市（县）的２７所初中学校初三学生的问卷调查。调查采取多层次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总计发放１９００份调查
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１８４０份，有效回收率９６．８％。研究从学生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城
乡不同家庭阶层背景对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偏好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不同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学生互联网使

用偏好，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之学习偏好或者娱乐偏好，与社会阶层背景密切相关，优势阶层家庭、高收入家庭、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家庭和城市家庭子女，更易于形成互联网学习偏好。学校教育中的信息“使用鸿沟”最具隐蔽性，

它掩盖了城乡学生教育结果的不平等，必须从城乡教育信息化实质公平角度推进城乡教育信息化均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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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日益强烈，对教育公平的诉求正由起点公

平转向过程公平，由显性公平转向隐性公平。当前，

“技术变革教育”已成为我国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

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动力和支撑，从中央政

府到地方政府都很重视通过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

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强调，政府将逐步缩小城乡数字差距，建
立城乡一体化的互联网教育资源配置体系。中共十

八大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通过信息化促进城乡

教育公平，缩小区域、城乡和校际教育发展差距，实

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提升城

乡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

公平的教育，通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改变

传统学校运作模式，为提升城乡教育质量提供平台。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促进更高层次的教

育公平是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新诉求。我们必须站在

新时代互联网技术向教育领域深度渗透背景下，重

新审视影响教育公平实现的隐蔽再生产问题。由于

不同社会阶层信息技术学习者能力和素养的区隔而

导致信息占有和使用的不平等，从而影响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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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的实现。

应该看到，优先发展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已

成为既定的国家政策，但是政策背后的潜在风险尚

未引起决策者的警觉。事实上，互联网促进教育公

平的关键取决于微观层面的互联网使用偏好。我国

社会城乡差异明显，且阶层分化与城乡差异相互叠

加，构成特有的社会结构，不同社会阶层子女互联网

使用偏好存在差异，且此差异在农村学生内部表现

更为突出。因此从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角度探讨学

生互联网使用偏好及其特点，更能深入揭示互联网

促进教育公平的机制和规律。

一、文献综述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始终存在功能论与冲突论之分歧。功能论认为互联

网普及给农村学生带来优质教育资源，是缩小城乡

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利器。后工业主义

者甚至乐观地认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将导致社会结

构日趋开放，社会阶层结构的自我再生产封闭特性

将被消解，互联网普及必将带来社会阶层平等性不

断增强。冲突论则认为信息技术与社会分层之间存

在复合关系。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社会分层结

构并未消失，信息资本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资本，

它通过电脑和互联网等媒体工具实现社会阶层的再

生产。也就是说，互联网普及并没有缩小“信息富

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的阶层差距，信息资本

通过与其他资本形式互相转化，不断强化既有社会

分层。互联网普及并没有实现所冀望的促进教育公

平，反而加剧了教育不平等。信息资本的占有和使

用已经成为维持和扩大教育不平等再生产的重要

机制。

当前，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依然显著，优质教育

资源城乡分配不均问题较为突出。国家及地方政府

先后实施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工程，“农远工程”

已普及城乡学校，慕课等大型在线学习平台不断涌

现，上海、江苏等地推广云课堂城乡协同一体化教学

模式，从“校校通”走向“班班通”再走向“生生通”，

逐步实现城乡互联网互惠普及和全方位覆盖。应该

看到，教育信息化迅猛发展拓展了城乡弱势群体受

教育的机会，促进了城乡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

提升了城乡教育质量。但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

息技术的普及是否意味着城乡学生教育机会公平

呢？互联网究竟是促进教育公平抑或扩大教育不公

平？对此，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争论。陈纯槿等

（２０１７）认为互联网从更高层次促进教育公平和提
升教育质量。江峰（２０１３）认为互联网可能导致“新
数字鸿沟”，从而扩大教育不公平。荷兰数字鸿沟

问题研究专家迪耶克教授强调，数字鸿沟从配置差

距逐步转向使用不平等，高学历阶层倾向于“严肃

类运用”，发挥互联网对学习和工作能力提升之功

能，低学历阶层则倾向于“娱乐类运用”，易于沉迷

网络游戏和聊天（ＶａｎＤｉｊｋ，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显示，伴随全球信息化的迅猛发

展，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底层家庭子女已有更多机会

接触互联网，但是学生之间的教育差距并未因互联

网的普及而缩小，反而“新数字鸿沟”呈逐渐扩大的

态势（ＯＥＣＤ，２０１５）。新“数字鸿沟”集中表现于城
乡学生信息“使用鸿沟”。社会底层家庭子女较多

地将互联网作为线上聊天和娱乐的工具，缺乏寻找

有教育价值信息的意愿和动机。２０１３年，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基于４万名学生５０万门课
程的大规模实证研究表明，在线学习的持续扩张是

扩大而不是改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社会底层家庭

子女面临信息学习隐形不公平（朱晓玲，２０１３）。
学校教育中的数字鸿沟不仅表现为不同区域、

城乡、阶层之间学生接触信息技术机会的差距，亦体

现在使用差距上。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强城乡基础

教育信息技术设施配置，农村薄弱学校在计算机拥

有数量、联网率、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比率等方面已取

得显著改善，但是这种城乡信息“物理鸿沟”的缩小

并不能有效促进教育公平。

城乡学生信息技术使用方面的不平等，包括使

用偏好和使用充足性等研究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

泛关注。大卫·霍克里奇和汤姆·文森特强调信息

技术对能力的拓展，关注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或创

造性利用，超越了信息技术的简单占有和使用（大

卫·霍克里奇等，２００６）。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约
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提出文化资本再生产概念，

强调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教育程度和修养水平间接

转化为子女的学业成功，从而导致教育不平等再生

产过程（布尔迪约等，２００２）。文化资本再生产具有
强烈的隐蔽性，是一种隐蔽的再生产。不同社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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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背景学生的互联网行为与家庭的文化资本紧密相

关，学生互联网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家庭文化资本

再生产的折射。

互联网是否真正运用于学生学习和发展关键取

决于互联网使用偏好。如果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养成

互联网学习偏好，则互联网可以缩小城乡家庭背景

造成的学业成绩差异，反之如果学生花费更多时间

进行线上聊天、娱乐等行为，则无法降低受教育结果

的不平等。当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对我国

教育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从微观层面考

察互联网学习偏好或娱乐偏好与城乡家庭阶层背景

相关性研究成果较少，本研究以山东、安徽和甘肃城

乡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调研数据为基础，探讨城乡

不同家庭经济文化地位对学生互联网使用偏好的

影响。

二、研究设计

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当前中小学广泛实施

“智慧校园”工程，互联网已全面渗入中小学日常运

作和管理，但是互联网是否真正被运用于学生学习

和发展，需要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山东省莱西市、沂水县和微山县，甘肃

省会宁县、靖远县和武威市，安徽省萧县、无为县和

肥西县等３省９市（县）的２７所初中学校为调查样
本，调查时间集中在２０１７年３５月。研究采取多层
次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择初三学生为调查对象，除

莱西实验中学发放８０份问卷外，其余２６所学校均
发放问卷７０份，总计发放１９００份问卷，回收有效问
卷１８４０份，有效回收率９６．８％。调查对象中，男生
９６３人，占５２％，女生８７７人，占４８％；城市学生３２１
人，占 １７％，县镇学生 ５１４人，占 ２８％，农村学生
１００５人，占５５％。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２２软件分析。为
了保证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本研究运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信度
分析表明，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１２；效度
分析结果表明，皮尔逊（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系数在
０３７８－０．７２９之间，问卷结构合理，效度较好。

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特征变量，包

括调查对象的性别、民族、家庭居住地等；第二部分

是核心变量，包括调查对象的家庭阶层地位、经济收

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为了保证问卷设计的科学

性和可靠性，运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和
效度分析。信度分析显示，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０．８１２；效度分析显示，皮尔逊（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
数在０．３７８０．７２９之间。这表明，问卷结构合理，效
度较好。

（二）变量操作化

１．因变量：互联网使用偏好
本研究将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偏好作为因变

量，并将其分为学习应用偏好和娱乐应用偏好。学

习应用偏好包括运用互联网完成功课、小组作业、线

上学习、拓展课外活动、个人创作等，娱乐应用偏好

包括线上游戏、聊天、浏览网页、视频点播等。学生

的互联网学习应用偏好被设置为虚拟变量（Ｙ＝１），
互联网娱乐应用偏好作为参照（Ｙ＝０）。由于因变
量是二分变量，本研究建立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二元逻辑回归
模型：Ｌｏｇｓｉｔｃ（Ｐ）＝ｌｏｇ（ｐ／１ｐ）＝ａ０＋ａ１ｘ１＋ａ２ｘ２＋ａ３ｘ３＋
ａ４ｘ４＋ａ５ｘ５。

其中，Ｐ为进入某类因变量的概率；ｐ／１ｐ指
“数量优势比”（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ｙ），是以互联网
娱乐偏好为参照类型的机会比率（ＯＲ值）。系数
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ａ０
是截距项，表示常量。

２．自变量：家庭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约认为家庭资本是指家庭

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其为子女发展提供的资源。

本研究将家庭资本分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

资本三个维度。依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

告》分类标准，社会阶层可划分为优势阶层（国家与

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中产阶层

（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和基础阶

层（产业工人、商业服务员工、农业劳动者以及城乡

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社会资本主要是从家庭

所处的社会阶层来衡量（刘志民等，２０１１）。考虑我
国区域、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本研究采用重庆

统计局的划分方法，将中等收入家庭界定为人均年

收入２．５－７．５万之间，经济资本分为高收入家庭
（家庭人均年收入 ７．５万元以上）、中等收入家庭
（家庭人均年收入２．５万７．５万元）和低收入家庭
（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２．５万元）。文化资本以父
母一方较高教育程度为依据，分为高等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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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及其以上）、中等教育程度（高中、中专等）和

初等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自变量ｘ１代表学生性别，ｘ２代表家庭居住地，
ｘ３代表家庭社会资本，ｘ４代表家庭经济资本，ｘ５代表
家庭文化资本。回归系数ａ表示在控制其它变量的
情况下，ｘ每改变一个单位，城乡学生互联网学习偏
好的优势比。

　　（三）研究假设
本研究基于阶层差异视角和城乡差异考察子女

互联网偏好，城乡差异表现为家庭居住地包括城市、

县镇和农村对子女互联网使用偏好的影响，阶层差

异表现为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

女互联网使用偏好的影响。

研究假设１：家庭社会资本对学生信息技术使
用偏好具有显著影响。与基础阶层相比，优势阶层

家庭、中产阶层家庭学生更倾向于运用互联网进行

信息获取、教育学习等自我文化资本提高型活动。

研究假设２：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互联网使用
偏好具有显著影响。与低收入家庭子女相比，高收

入家庭学生更易于形成互联网学习偏好。

研究假设３：家庭文化资本对互联网使用偏好
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子女更倾向于互

联网娱乐应用偏好，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子女更倾

向于互联网学习应用偏好。另外，文化资本差异影

响城乡学生信息技术使用不平等。

研究假设４：家庭居住地对城乡学生互联网使
用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城市、县镇家庭子女易于形

成互联网学习偏好，农村家庭子女易于形成互联网

娱乐偏好。

三、研究发现

回归模型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取值为 １５８．６８０（见表
二）。显著性检验显示，家庭阶层背景对互联网使

用偏好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水平高，

似然函数对数值表明模型总体有效。

第一，从家庭社会资本看，不同家庭所处的社会

阶层对子女互联网使用偏好有显著影响。优势阶层

家庭子女互联网学习应用偏好概率是社会底层子女

的两倍。这一结论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１，即不
同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子女互联网使用偏好，并造成

信息技术使用方式的阶层差异，优势阶层家庭子女

更易于形成互联网学习偏好。

第二，从家庭经济资本看，高收入家庭子女更易

于形成互联网学习偏好，其概率是低收入家庭子女

的１．６倍，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２，即
家庭经济地位影响子女互联网应用偏好，相比低收

入家庭子女，高收入家庭经济资本占有量充足，易于

濡化子女互联网学习偏好。

第三，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子女的互联网使用偏

好有显著影响。父母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家庭子

女互联网学习应用偏好概率是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

度家庭子女的１．３倍；高中文化程度家庭子女的互
联网学习应用偏好概率是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家

庭子女的１．１０７倍，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假
设３。

第四，家庭居住地对子女互联网使用偏好具有

显著影响。城市家庭子女、县镇家庭子女形成互联

网学习应用偏好概率分别是农村家庭子女的１．９倍
和１．４倍，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４，城乡学生互联网
使用偏好差异明显。

综上所述，家庭的阶层地位、经济资本、文化资

本和家庭居住地对子女互联网使用偏好均有显著影

响。优势阶层家庭、高收入家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家庭和城市家庭子女，更易于形成互联网学习应用

偏好。由此可得出，学生互联网使用偏好，与社会阶

层背景密切相关，社会处境不利家庭背景子女更易

于形成娱乐偏好，这种城乡不同阶层学生互联网使

用方式差异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平和教育不公平在信

息技术领域中的反映，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方式差

异较之信息资源配置差距更具有隐蔽性。

四、隐蔽的再生产：城乡学生隐性教育不公平

实证研究表明，城乡互联网广泛普及不一定能

够惠及处于不利境遇的农村学生，“数字红利”可能

带来新的隐性教育不公平。教育技术专家艾伦·贾

纳斯泽乌斯基等（２０１２）指出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
使用不公平状况持续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２０１５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处境不利群体子女将更多
时间花费在网络聊天，而不是探索和发现有学习价

值的知识和材料，处境不利群体子女在校外上网聊

天娱乐的比例高达９０％（ＯＥＣＤ，２０１５）。世界银行
２０１６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指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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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自变量的选择及其解释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变量性质 样本量（人）

性别 女生＝０，男生＝１（参照：女生） ０．５０ ０．５００ 虚拟变量 １８４０

家庭居住地 农村＝０，县镇＝１，城市＝２（参照：农村） ０．３１ ０．４６１ 虚拟变量 １８４０

社会资本
基础阶层＝０，中产阶层＝１，优势阶层＝２
（参照：基础阶层）

０．２６ ０．００８ 虚拟变量 １８４０

经济资本
低收入＝０，中等收入＝１，高收入＝２
（参照：低收入）

０．３９ ０．４２８ 虚拟变量 １８４０

文化资本
初中及以下＝０，中等教育程度＝１，
高等教育程度＝２（参照：初中及以下） ０．４１ ０．４９２ 虚拟变量 １８４０

表二　家庭阶层背景对互联网使用偏好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以娱乐应用为参照）

自变量 系数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Ｓｔｄ．Ｅｒｒ． Ｗａｌｓ ［９５％Ｃｏｎｆ．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家庭社会资本（以基础基层为参照）

　优势阶层 ０．６４７＊＊＊ ２．０２０ ０．２３５ ７．５１９ １．１０４　３．１０２

　中产阶层 ０．０６７＊ ０．９１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８９ ０．７７１　１．３１１

家庭经济资本（以低收入为参照）

　高收入 ０．３７４＊＊ １．６０１ ０．１９５ ３．３５７ ０．３９８　１．０６１

　中等收入 ０．２９４ ０．８１１ ０．１４８ ３．６１９ ０．５４８　１．１０５

家庭文化资本（以初中及以下参照）

　大专及以上 １．１９８＊＊＊ １．３２８ ０．１７６ ４９．１１４ ２．５８９　５．３２１

　中等教育程度 ０．５１１＊ １．１０７ ０．１４１ ７．８８６ １．３１２　１．７５６

家庭居住地（以乡村为参照）

　城市 ０．６３４＊＊＊ １．８１２ ０．１６８ ６．１０９ １．２１８　２．６３４

　县镇 ０．４６９＊ １．６１１ ０．２１６ ５．３７８ １．０６６　２．３１９

性别（女性为参照）

　男性 ０．４９４＊＊ １．６２９ ０．１０６ ２３．８７４ １．３１７　２．１５２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１５８．６８０＊＊＊ －２ｌｏｇｌｉｋｅｈｏｏｄ＝１８０５．７５４　样本数＝１８４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括号内为参照组

仅强调互联网的物理接入无法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正确使用互联网技术是“数字红利”普惠弱势群体

的关键（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２０１６）。
事实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对教育公平发挥实

质性影响，关键取决于如何正确地使用技术。仅靠

“物理鸿沟”差距的缩小，难以实现教育实质上的公

平，必须从关注学生“物理鸿沟”差距转向关注学生

“使用鸿沟”差距。但吊诡的是，互联网“使用鸿沟”

并不是由学校教育系统的教育因素和技术因素所决

定的。“使用鸿沟”与受教育者阶层背景、态度和期

望相关。

为什么社会底层家庭子女易于形成互联网娱乐

应用偏好呢？这与受教育者阶层背景、家庭教养方

式和教育期望紧密相关。学校教育中的信息技术使

用差距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更广泛的不公平，互联网

使用行为，无论显性或是隐性的教育不公平，背后总

是触及更广泛的社会不公平。与城乡学生信息占有

数量差异的“物理鸿沟”相比，学校教育中的信息

“使用鸿沟”最具有隐蔽性，它掩盖了城乡学生教育

结果的实质不平等。

城乡学生信息“使用鸿沟”不仅是技术和教育

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信息技术不公平使用

是社会不公平的重要表现。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不

平等是“新数字鸿沟”的特有表征，反映深刻的社会

·７７·

张济洲．隐蔽的再生产———城乡不同阶层家庭学生互联网使用偏好调查 ＯＥＲ．２０１８，２４（５）



结构因素。信息技术“使用鸿沟”涉及信息技术使

用品质以及技术赋权和媒介素养等问题，背后隐含

深刻的社会权力支配关系，更关涉宏观的社会分层

和流动等结构性问题。社会处境不利群体信息技术

教育隐性不公平问题，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当城

乡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后，师生“如何使用”信息技

术，是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平等的关键。互联网使

用偏好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互联网

使用偏好差异显著。３９．５％的农村学生经常浏览网
页，３２．４％沉溺于交友聊天，２７．６％热衷于视频点
播，仅有１９．１％的农村学生使用互联网进行课内外
学习。

表三　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偏好类型调查

偏好类型 农村学生（％） 城市学生（％） 显著性水平

浏览网页 ３９．５ ３２．５

交友聊天 ３２．４ ２８．１

视频点播 ２７．６ ２６．８

课内外学习 １９．１ ３７．９

其他 １０．９ ９．５

Ｘ２＝２５．２１８
ｄｆ＝８
Ｐ＝０．０００

　注：本项为多项选择，故总和不等于１００％。

如果城乡学校均实现互联网普及，但是农村教

师和学生仅运用互联网浏览网页、社交和交友等浅

层次的信息收集，甚至娱乐化应用，缺乏科学探究、

问题解决和知识创新等深层次的有意义学习活动，

那么两者之间的“新数字鸿沟”会日益加深。

当前教育技术学界较为关注城乡学生信息技术

数量占有不公平，忽视文化资本在信息技术不平等

再生产中的隐蔽作用。相比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城

市优势阶层家庭学生占有优越的文化资本，更易于

形成互联网学习偏好。关于文化资本对信息教育再

生产的影响机制，社会学家雷蒙·布东将文化资本

影响机制分为首属效应与次要效应。从宏观层面分

析，首属效应强调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文化资本占有

的不平等，关注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学习能力的分

化作用。与社会底层不同，社会中上阶层家庭为子

女提供的文化资本较为丰富，濡化子女不同水平的

文化素养。次要效应从微观层面关注阶层地位对子

女的教育期望和教育激励。城乡不同阶层背景的教

育，无论是思维方式、生活趣味、人际交往、语言训

练、家庭与教育机构关系等，都有着巨大差距，这些

差距不断以结构化的方式，逐渐构成子女的认知体

系和价值观念。

文化品位、文化性情构成不同阶层特有的文化

符号，塑造不同行动主体的教育期望，而阶层的文化

符号是通过家庭早期教育积淀和熏染作用于不同个

体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社会阶层位置在结

构上具有一致性，从而进一步塑造个体的心智结构。

因而，个体的文化资本是个体通过教育社会化的过

程，浓缩个体的社会阶层位置、思维模式、认知结构

和行为模式，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通过日常生活中

不同主体的习性表现出来。优势阶层地位的代际传

递具有强烈的隐蔽性和潜在性。法国社会学布尔迪

约强调，“教育系统最隐蔽、最特殊的功能就在于隐

蔽它的客观功能，即隐蔽了它和阶层结构关系的客

观真相”（布尔迪约等，２００２）。城乡不同家庭的文
化资本差异塑造子女互联网使用行为偏好，城市优

势阶层家庭子女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占有量，更容

易形成互联网学习偏好。

“新数字鸿沟”是隐藏于表面的数字公平之下

的潜在问题。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不平等是造成城

乡学生信息不平等再生产的隐蔽机制。具有优势阶

层地位的家庭，通过文化资本再生产机制，逐步形塑

其子女的教育期望和媒介素养，濡化其子女互联网

使用意愿和使用方式，优势阶层家庭子女在家庭各

类资本向教育资源转化过程中，易于形成互联网学

习类使用偏好。

对于家庭处境不利的学生来说，由于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匮乏，各类资本转换和交换能

力缺乏，无法养成良好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互联网使

用频次、时间增加并未真正转化为汲取新知识和技

能的契机，因而无法有效降低教育结果的不平等。

城乡学生信息技术“使用鸿沟”比“物理鸿沟”

更难弥合，它涉及复杂的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再生

产机制，“使用鸿沟”是社会阶层不公平在信息化社

会的表征，甚至可能导致社会阶层不公平进一步加

剧，乃至产生持久不公平的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信息化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是

我国“十三五”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社

会各界对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的呼声也愈来愈

高。但是政府通过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仅仅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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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乡教育信息化“物理接入”，忽视城乡学生“使

用鸿沟”。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鸿沟”是导致互联

网使用不平等的关键，必须从城乡教育信息化实质

公平角度，推进城乡教育信息化均衡建设。

首先，当前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机构须对城乡

家庭资本相对不利的学生，给予补偿性的提升，即不

仅关注城乡学生信息资本占有数量差异，弥补城乡

学生电脑普及率以及联网率等物理鸿沟差距，更重

要的是从关注城乡学生“信息占有差异”，关注“信

息使用差异”。

上述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偏好与家庭的

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密切相关，不同阶层

背景家庭子女在信息技术使用技能、类型、频次和时

间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社会阶层子女互联网

“使用鸿沟”的隐形差距造成城乡学生教育结果实

质上不公平。为此，政府及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应加

强对“数字弱势”家庭子女，特别是对农村留守儿童

家庭进行信息使用补偿性指导，化解阶层背景对农

村弱势家庭子女信息不公平再生产之机制。政府、

社区、学校和家庭应从微观层面优化低收入家庭子

女文化学习环境和教养方式，提升家庭教育和学前

教育质量，通过补偿性原则缩小农村学生信息技术

素养的原生差异，改变社会低收入家庭认知图式，使

其拥有积极的心理期待。同时，各级政府及教育机

构应将关注重点从城乡信息化“物理鸿沟”转向“使

用鸿沟”，加强对互联网促进教育公平工程和项目

的评估，避免信息技术教育促进城乡教育公平流于

表层，社会处境不利子女接触信息技术仅仅是实现

教育公平、缩小“数字鸿沟”的第一步。信息资源城

乡配置差距是当前国家政策的关注重点，但是更应

关注农村处境不利家庭子女信息技术使用不平等，

避免“新数字鸿沟”在城乡不同阶层学生群体之间

的信息差距扩大。

其次，学校需在弥补城乡“使用鸿沟”中扮演关

键作用，培养城乡学生科学的网络学习观念，提升农

村学生信息素养，引导农村学生认识互联网技术对

自身学习和发展的真正价值。政府加强对农村学校

消除“数字鸿沟”努力，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术设备和

信息资源提供方面，那将无法弥补城乡差距。学校

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增强

农村学生互联网创造性运用能力，引领学生运用拓

展自身能力和开拓视野，养成互联网学习偏好。农

村学校普遍开设信息技术课程，须超越对信息技术

使用技能的过度追求，加强对农村学生网络责任感

教育，培养农村学生充分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拓展

课内外学习资源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获得自身所

需的信息资源。

再次，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学生网络行

为的引导管理，为学生创建健康的网络学习环境。

伴随农村外出务工现象的增多，家庭隔代抚养子女

变得普遍，长辈对子女教育期望值低、亲子互动机会

较少。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容易形成娱乐偏

好的互联网行为，这是因为农村学生缺乏父母监管，

易于沉溺网络娱乐活动。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图

书馆、社区中心和信息数码港等公益机构应引导家

长监管和监护子女网络行为，即通过发挥家庭、学校

和社会协力合作，引导农村学生从关注“娱乐类应

用偏好”转向关注“严肃类应用偏好”，避免过度娱

乐化的信息技术应用。

第四，互联网促进教育公平的着力点是缩小城

乡学生“使用鸿沟”，培养城乡学生互联网自主学习

习惯，养成健康科学的互联网使用行为、良好的信息

技术素养。由于城乡学生互联网使用意愿和动机差

异明显，不同阶层学生互联网运用存在文化区隔，造

成互联网不平等效应隐蔽的持续性存在。因此，引

导城乡学生正确审视网络资源，控制和管理互联网

娱乐活动时间，积极促进农村学生运用互联网进行

有意义学习，鼓励学生运用互联网资源开展学习辅

导、拓展阅读和网络选修等活动，培养农村学生运用

互联网自主学习、自主服务和自主管理习惯，是保证

互联网技术真正用于农村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重要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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