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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生学业成绩与家庭背景关联性 

雒丽兰 
（兰州市城关区青石小学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本论文对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理论分析。通过文献综述，探讨了家庭背景对农村学生

成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和建议，以促进农村学生的学习成绩提升。总之，家庭背景是农村学生学业成绩的一个重

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决定性因素，通过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可以改善农村学生的学习环境，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从而促进他

们的学业成绩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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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村学生学业成绩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联性一直以来都备

受关注。家庭背景在农村学生成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包

括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教育价值观等多

个方面。本论文旨在通过理论分析探讨农村学生学业成绩与家

庭背景之间的关联性，为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提供

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二、农村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 

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背景、

学校环境、学习资源以及个人特质等。本文将围绕这些方面展

开探讨。 

（一）农村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有着重要的影响 

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对学生的学习

成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对于城市家庭，农村家庭的经济条

件普遍较为困难，缺乏良好的学习资源和培训机会。同时，农

村家庭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关注度和支持

程度也会相应降低。因此，这些因素都会对农村学生的学业表

现产生负面影响。 

（二）学校环境也是农村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村地区的学校通常面临着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设备简陋

等问题，这限制了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同时，与城市学

校相比，在农村学校中获得良好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的机会也

相对较少。这些因素都会对农村学生的学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学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也会影响农村学生的学业成

绩 

在城市地区，学生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如优质教

师、丰富的教材和辅导班等。而在农村地区，这些资源的不足

使得农村学生无法与城市学生享受同等的学习机会。这种不平

等的资源分配导致了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相对较低。 

（四）个人特质也对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方法以及自律性等个人

特质都会对学业成绩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积极主动的

学习态度和高度的学习动机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而缺乏自律

性、学习方法不当等个人特质则会对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对提高农村学生的学业

成绩具有重要意义。 

三、家庭背景与农村学生学业成绩的关联性 

家庭背景是影响农村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

背景包括父母的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家庭文化氛围等方面。

这些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农村学生的学习环境、教育资

源和学习动力，从而对其学业成绩产生影响。 

（一）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有密切关系 

父母的教育水平反映了他们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研究

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更容易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

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能够更好地理解教育的重要性，为孩子提

供积极的学习支持和指导。农村家庭普遍缺乏高等教育背景和

资源，无法给孩子提供有效的学习指导和支持。许多农村家庭

对学习的重视程度较低，孩子缺乏学习的动力和目标。家长对

教育的重视程度会对孩子的学业成绩产生直接影响，家庭教育

水平的不足可能导致孩子在学习上的困难。 

（二）家庭经济状况也会对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 

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

习环境。例如，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学习材料、参加各类培训

班和辅导班，以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而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村

学生可能无法得到同等的学习机会，这使得他们在学业上处于

不利地位。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困难的问题，许多农民家庭

无法提供良好的学习资源和环境。孩子可能缺乏学习所需的基

本物质条件，如教材、学习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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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文化氛围对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也有一定的影

响 

家庭文化氛围指的是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学习氛围和

家庭价值观念等。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动力。如果家庭注重教育并给予积极的

学习支持，农村学生在学业上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相反，

如果家庭对教育缺乏关注，或者存在与学业无关的价值观念，

农村学生可能会缺乏学习动力，从而影响其学业成绩。农村地

区的文化传统较为保守，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可能存在一些

限制。家庭环境中缺乏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尊重知识的价值观念，

往往存在重男轻女、婚嫁靠彩礼等陈旧观念。这些因素都会对

农村学生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四、解决方案和建议 

如何解决农村学生学业成绩与家庭背景的关联性问题，以

下是一些建议和解决方案： 

（一）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农村地区通常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和设施，政府应该增加

财政投入，改善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条件。此外，也应该加大

对农村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和能力。政府可

以通过派遣优秀的城市教师到农村学校进行支教，同时也可以

采取措施吸引优秀的农村教师留在当地。 

（二）学校应该加强对农村学生的辅导和关注 

学校可以开设专门的辅导班，针对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进

行有针对性的辅导。此外，学校还可以组织一些课外活动，提

供更广泛的学习机会和成长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同时，学校还需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合作，了解孩子在家庭

中的情况，提供更好的学习指导和支持。 

（三）家庭在孩子学业成绩的提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村家庭应该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鼓励孩子积极学习。

家长可以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帮助他们制定合理的学

习计划，监督他们的学习进度，并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家

庭还应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供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减

少干扰和娱乐活动的时间。此外，家长还可以通过参加家长会

议、与教师进行沟通等方式，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与学校共

同关心和辅导孩子的学业。 

（四）现代科技手段也可以为解决农村学生学业成绩问题

提供支持 

利用互联网等技术，为农村学生提供在线学习资源和课程。

通过远程教育，可以让优质师资进入农村地区，为学生提供更

好的教育服务。同时，学校和家庭也可以利用手机等移动设备，

下载一些教育类 APP，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互动平台。 

（五）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媒体可以加强对农村教育问题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

视，推动相关部门和组织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同时，

社会各界也可以积极参与到解决农村学生学业成绩问题中来，

提供资金、物资或者志愿者支持，共同努力改善农村学生的学

习环境和条件。 

总而言之，解决农村学生学业成绩与家庭背景的关联性问

题，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大

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加强学校对

农村学生的辅导和关注；提高农村家庭的教育意识和水平；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教育质量；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才

能实现提高农村学生学业成绩的目标。只有给予农村学生更多

的机会和帮助，才能打破家庭背景对他们学业成绩的限制。 

五、结论 

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措施，提供更多的教育支持

和资源，包括改善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学质量，培训和支

持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奖学金和资助计划等，以帮助农

村学生克服家庭背景的限制，实现他们的学业目标。家庭和社

会也要重视教育的重要性，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习中，为他

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学习进

展，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同

时，社会也应加强对农村学生的支持，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

资源，例如开展教育扶贫计划、举办教育活动等，以弥补城乡

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公平。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家庭背景之

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了解并关注这种关联性对于提高农村

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促进教育公平至关重要。通过合作努力，我

们可以改善农村学生的学习环境，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帮助

他们充分发挥潜力，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同时，也需要进一

步研究和探索农村学生学业成绩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联性，提

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为农村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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