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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社会结构:
美国移民学习成绩差异化的二元分析

*

———以亚裔、西班牙裔为例

孙立新

摘要 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1964 年以来美国各种族 /民族移民的入学率、受教育
时间、受教育程度均呈现逐渐增长的态势，虽然整体受教育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但各族裔之间
的受教育程度却呈现显著差异。本文从文化传承和社会结构的双维角度分析亚裔、西班牙裔
移民学习成绩差异的缘由，试图探究我国目前人口流动所产生的一系列教育问题的解决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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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过各种法律保证移民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各族裔移民都可以公平

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但事实是，随着美国教育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并不意味者教

育结果的均等，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各种族移民之间的学习成绩仍然存在

很大差异，尤其以亚裔与西班牙裔两大族裔的差距尤为明显。前者的受教育程

度在所有族裔中是最高的，例如，2009 年，该族裔的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比例达

到了 52． 3%，尤其在世界一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28%的本科生为亚裔，斯坦福

大学为 25%，哈佛为 19%，耶鲁大学则为 17% ; ［1］与之相反，西班牙裔学生的辍

学率最高，完成大学学业及以上的比例最低是 13． 2%，而其中最低的是墨西哥

裔，比例仅为 9． 5%。［2］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学界就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展开了热

烈讨论，他们从经济、历史、文化、社会、语言、性别、家庭背景、社区环境以及学校

条件等各个因素进行了研究，［3］本文从文化传承观和社会结构两个层面进行梳

理与分析，尝试挖掘影响美国移民学习成绩差异化的深层次原因。

一、文化传承观对美国移民学习成绩差异的分析

( 一) 文化传承观的基本观点

文化传承观强调种族群体的特性、品质及行为模式等因素对移民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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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特质是种族群体与生俱来的，不同种族群体自身所

体现的一系列身份特征，包括文化价值观、实践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等等都是母

国形成被移民几乎原封不动的移植到移居地，并一代代得以传承下去。而那些

拥有高成就动机、勤奋、有韧性并对未来发展有明确定位的文化传统能够帮助个

体获得成功。托马斯·索厄尔( Thomas Sowell) 将这些文化特质称为“整个群体

的价值观、技能和交往”等人力资本，种族群体在智商测验和学术成绩的不同反

映出各群体间文化传统的本质区别，一些群体的文化不太适应东道国的价值、目
标体系，其他的可能正好相反; 另一种解释是，文化传承可以后天形成，即文化特

性及与之相关的行为模式虽不是群体的内在特性，但是一旦从第一代得以传承，

其后代与东道国的社会结构性条件相互作用，就会对社会流动产生独立的影响。
奥斯卡·刘易斯( Oscar Lewis) 在 1996 年就提出，不同群体的不同生活模式会限

制或促进不同群体的社会流动，贫困家庭出身的儿童更容易被原来的生活条件

同化，他们一旦适应了这种生活状态，就很难再去改变现状，且随之产生的宿命

论会对社会主流文化产生抵制情绪与敌对心理。这种“缺失性”文化可能产生

于区域隔离、社会排斥以及由贫困生活所造成的与主流社会相悖的价值观( 包

括对待金钱、工作、家庭生活、教育等方面的态度) 。这或许可以解释黑人、西班

牙甚至包括白人儿童在学习和今后的工作中遭遇失败的原因，这种现象从根本

上是文化复制的过程，弱势阶层的儿女传承其父母的底层文化后成为弱势阶层

的可能性很大，反之亦然，即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 二) 文化传承观对移民学习成绩影响的具体表现

1．对待母语的态度差异
亚裔和西班牙裔移民子女更多的使用英语而非母语进行交流，但是由于对

待母语的态度的不同，导致他们之间英语水平的差异。
西班牙裔移民对其母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虽然在 2009 年，48%的西班牙

裔国外生移民 ( 16 － 25 岁) 说英语，移民二代的比例达到 98%，三代达到了

97%。但是并不能说明西班牙裔移民青年放弃了西班牙语的学习。数据显示，

约有 9 /10 的年轻移民和 4 /5 的移民二代经常使用西班牙语进行交流，2 /5 的移

民三代有能力用西班牙文进行表达，30% 的移民三代听的音乐至少有一半是用

西班牙文演唱的。［4］除此之外，很多西班牙裔尤其是墨西哥裔移民家庭以说西

班牙语为荣，有的人甚至根本不说或者根本不会说英文，这就导致了许多墨裔学

生既缺少学习英语的兴趣，没有良好的可供学习的环境。
亚裔子女在对待母语的态度上明显不如西班牙裔积极。虽然亚裔在其聚集

区内举办了很多双语学校，但是超过 2 /3 的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和 78% 的韩裔在

家里也只说英文，而在美国洛杉矶出生的墨西哥人中，这个数字只有 28%。［5］另

外，虽然许多亚裔民族语言学校开设语言课程来帮助学生获得外国语言学分，但

是这些学生长大后，往往忘记了母语，以至于到了大学，只有少部分的中国、韩国

裔学生掌握中文或韩文。由于对美国文化与教育包括英语的吸收和认同使得亚

裔学生更容易融入美国社会和学校，他们相对优异的学习成绩的取得也就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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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了。
2．文化渊源与教育认知的巨大差异
从文化渊源看，西班牙裔的文化是西班牙 － 印第安文化遗产与天主教相结

合的产物，这种文化不同于美国的“源于马丁·路德”新教文化，前者迷恋历史，

后者正好相反。墨西哥裔企业家利昂内尔·索萨对其种族文化的界定是，西班

牙裔人缺乏主动性、自立和抱负，尤其对教育不重视，认为贫穷是为了升天堂所

必需的美德。数量众多的墨裔移民在美国许多地方都有聚集地，这些聚集地随

着移民的不断涌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政治体系，保留了西班牙裔独特的文

化价值观，对自己民族特性和文化的自信使他们非但不愿意融入到美国主流文

化中去，反而以与美国文化的差异化为荣。对本族人的这种文化传统，第三代墨

裔美国人亚历克斯·比拉如是说，南图森的墨西哥裔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教

育加勤奋”是致富之路，旧的价值观造成了他们在教育和经济上进展缓慢，也使

得墨裔迟迟不能融入美国社会。［6］这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解释了墨裔的学习成

绩方面落后其他种族的原因。
那么西班牙裔如何看待教育的呢? 2009 年的统计结果表明，尽管他们高中

学业完成率和大学入学率较低，但仍有超过 89% 的西班牙裔认为拥有大学教育

对个人发展有必要，国外生西班牙裔青年比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更认同此观点。
超过 3 /4 的西班牙裔( 16 － 25 岁) 的父母也认为孩子上大学非常重要。但奇怪

的是，西班牙裔年轻人对教育价值的认知与他们自身对提升教育程度的期望并

不相符。例如，大约只有 48% 的西班牙裔年轻人( 18 － 25 岁) 提出他们希望得

到大学学位，而与其同龄的其他移民的比例则为 60%。以西班牙语为主要语言

的超过 41%的西班牙裔青年( 18 － 25 岁) 认为自己没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对教

育价值高度认识和自身完成大学合理预期差距的解释是迫于经济压力，因为近

74%的青年人( 16 － 25 岁) 认为他们之所以缩短其上学年限是他们需要养家糊

口。也就是说，西班牙裔移民者似乎主要是囿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才使他们被迫

缩短自己受教育年限，即使他们看到大学教育对其人生的成功意义重大。但是，

西班牙裔不仅在高中或大学，在初中或高中的学习成绩也比其他移民学生( 白

人和亚裔学生) 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差。［7］就此问题，有人试图从西班牙裔学生自

身的文化信念中去找原因，即西班牙裔学生学习不如其他移民的学生刻苦，大概

有 38%人认为这是教育成绩存在差距的最主要原因，［8］即学生个性也是决定其

学习成绩优劣的重要因素。当然，由于对本国语言和祖辈文化观、价值观的认同

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墨裔学生学习成绩的进一步提高。
亚裔的价值观正好与之相反。移民美国的亚裔凭借奋发图强的、吃苦耐劳

的品质以及由此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关注，并被美国媒体称

为“模范族裔”。亚裔，无论属于中产阶级或是工人阶级，都相信，教育不仅能够

帮助自己变得富有或使家族获得荣誉，更是进入美国上流社会的重要手段。对

他们来说，墨西哥裔所强调的学习成绩差、辍学率高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差、无
法负担上学费用、自己需要持家等原因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一般而言，亚裔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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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经济条件多差，也会想办法让自己的子女受教育、受良好的教育。除此之

外，亚裔还认为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与适应美国文化一样重要，成为“骄傲的美国

人”和培养双语能力尤其是韩裔所强调的。事实上，亚裔父母让其子女学习母

国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孩子理解母国的文化传统，这种观念同时也成为促

进个人发展、实现个人目标的动力。这种教育认知、文化传承的理念比西班牙裔

更加适应美国的文化，更加符合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取得较高的学习成绩

也就不难理解了。
3．同辈群体间的相互影响
同辈群体的文化特性对个人参与教育活动的程度及其成绩的获得具有重要

影响。由于父辈、祖父辈从事下层社会的工作，加上白人主流群体的歧视，很多

美国出生的早期墨西哥移民子女加入了亚文化群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价值观，

那些新到来的墨西哥学生为了尽快获得群体认同，更是如此。如在 1985 年对加

利福尼亚的菲德尔中学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奇卡诺人作为当时最大的墨西哥

群体，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学生，主要忠诚于群体

内部，不接受学校的知识，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看不起学习成绩好的墨西

哥学生，这种学生极易成为被称为“下等人”或帮派的成员，由其同辈群体传播

的对亚文化观念的认同导致他们过早的厌学、留级并最终离开学校。［9］对亚利

桑那州图森市东南部的墨西哥裔聚集区的几个代表性家庭进行的三年调查研

究，发现同辈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影响学生学习与学术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他们对朋友关注和异性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学习的兴趣，有的甚至因此而怀孕、
生子并最终导致辍学。［10］那些成绩好的墨西哥裔学生都是参加以英语为唯一授

课语言的学校，其交往的同学也是跟他学习成绩一样好的那部分群体。
亚裔对其子女的教育比较严格，尤其是让其子女参加本民族的语言课程，接

受与正式教育完全不同的家庭价值观、行为和道德准则以及对学习重要性的认

识。事实上，由于学业的压力，很多亚裔子女并不情愿去这种学校上课，但是，由

于本族裔的同辈群体也在做相同的事情，这使得参加这种学习活动变得较为容

易接受。由此可见，同辈群体对亚裔学生来说是起到了示范或模范作用，通过与

同辈群体的交流，亚裔学生的压力得到了释放，对父母给安排的各种学习活动没

有太多的抵触行为。

二、社会结构论对美国移民学习成绩差异的分析

( 一) 社会结构论的基本观点

持结构论观点的学者强调，在不断扩大的社会结构中，群体所处的社会阶层

地位、种族分层系统、劳动力市场条件及其在东道国的居住模式等因素与个人的

社会经济属性和种族社会结构一起共同界定了成功的涵义，描述了地位获得的

策略，并最终确定了某个群体获得成功的机会。根据这种理论，文化价值和行为

模式只有在与更宽广的社会结构背景等因素相结合时才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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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种结构背景包括相对优势的社会阶层地位和在东道主国家较好发展的机

遇。对亚裔来讲，由于不需要教育的工作领域都被设置了各种障碍，只有被迫选

择教育这条能够促使其社会地位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路径，这就是为何亚裔美

国人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方面，并取得了如此巨大成功的原因。在本文

中关于社会资本的部分更多从种族聚集地这个角度加以分析。
( 二) 社会结构论对移民学习成绩影响的具体表现

1．种族聚集地对移民学习成绩的影响
奥布( Ogbu) 和他的伙伴认为，种族聚集区内包含适应社会文化而产生的力

量，这种力量能够形成具体的信念、理解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帮助相关群体对社

会的敌视态度采取一定的反应。［11］种族聚集地能够保护族群的文化传统，帮助

族群建立荣誉感，即使面对歧视和排外的外在环境的压力下，也能帮助群体内成

员调整好心态、增强自信，形成包括教育在内的一致观点与态度。种族聚集区是

一把双刃剑，不同种族的居住区域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一般来说，居住

在次级劳动力分配区域的少数种族可能会进一步复制本区域内弱势地、向下地

流动状态。
亚洲移民飞地: 个人发展的助力器。亚裔聚集地能够提供给其族群以良好

的居住、生活及学习环境。首先，提供良好地补充教育。除了国家公共机构举办

的正式学校教育外，一些经济实力强大的亚裔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向本族裔子女

提供课外活动项目，而许多亚裔父母也希望通过参与这些活动项目为子女搭建

将来能够进入好学校的平台。亚裔聚集地根据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需求，

成立不同的学校，包括儿童护理服务、比较昂贵的补习班、儿童早期发展中心等。
这些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儿童学习母国与美国的文化，更好的适应当前的社会

环境，成为“骄傲的美国人”。在民族语言学校设立的语言项目，不仅以保留本

族裔原有的文化遗产为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帮助学生们在公立高中外国语言课

程中或在 SAT 语言考试中获得高分。此外，种族聚集区还设有私立课外学习机

构，这种机构的目的更强调学术而不是语言，主要针对移民成年人而设。他们的

口号包括承诺“给你孩子最好的”、“让你孩子成为全面的超级明星”等等。概言

之，隶属教会的种族语言学校、私立种族机构在亚裔聚集区所开展的补充教育，

其内容强调学术性，并提供额外课程，尽管其形式、管理、课程目标不尽相同，但

都是向儿童直接提供与正式教育相关的内容。不仅如此，他们还提供社会支持

与控制、网络建设和社会资本构建等等。其次，非营利学校成为公立学校与家庭

的连接点。非赢利的民族———语言学校发挥移民家庭和美国学校的纽带作用，

帮助移民父母，尤其是那些英文说得不是很好的父母了解和评估美国教育体制。
通过这种机构，移民父母可以间接却有效的与正规学校保持联系，并能够很好地

了解影响孩子学习成功的关键因素。当然，过多的学习作业也会使移民父母与

其子女产生代际冲突，一些赢利的机构也会增加他们的家庭负担。但是无论如

何，由亚裔移民者支持的民族宗教、民族企业、民族媒介以及其他民族机构在提

供与教育相关的有价值的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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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裔聚集地: 难以同化的堡垒。根据二元分割理论，许多少数族裔被限

制在特定的贫困区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工作。这种先天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的存在，或许可以解释某些少数民族处于被隔离状态的原因，以及在受教育程度

和职业发展方面所处的劣势地位。由于种族歧视及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处境，第

一代墨西哥裔与其他的同处弱势地位的群体更有可能生活在被隔离的低收入的

社区内，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底层阶级上升至中产阶级的机会几乎被剥夺，年

轻人容易形成一种“对抗性观点”或“反社会文化”等亚文化，［12］这种亚文化成

为阻碍他们获得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西班牙裔尤其是墨西哥的大量

移民源源不断进入美国，高度集中于同一个地区，甚至是同一贫困地区，他们之

间长期保持强有力的族群纽带，很多墨西哥裔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同化到讲英语

的生活主流中去，进入美国学校学习在许多人看来是无用的。
2．经济因素对移民学习成绩的影响
虽然美国给更多人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们教育

获得成功。因为那些拥有良好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可以通过增加社会资本，

如经济、政治及文化资源，通过选择高质量的学校和各种额外的课程学习活动来

保证其子女教育的成功。而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家庭因为缺乏相关

优势条件，其子女教育成功的机率大大降低。
2009 年美国国外出生的移民就业者有 8． 2%的人担任经营管理职务。这些

人在不同的移民中所占的比例相差很大，墨西哥裔与中美洲的国外出生移民比

例为最低，仅占 3． 7%，其他国外出生的移民比例达到 11%。［13］调查显示，社会

经济地位低下的移民家庭，即担任餐馆杂工、门房工友、苦力工之类职业者在移

民家庭的比例，墨西哥裔是最高的，而且这个族裔创业者人数少，处于贫困状态

需依靠救济为生的比例却非常高。由于教育水平低，很多人只能进入社会底层

阶级，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工资，这种现象在墨裔第二代表现的更明显。
而且在美国出生的下几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仍然让人担忧，其经济水平与非西班

牙裔白人差距依然很大。［14］根据结构论的观点，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着教育的各

个方面，学习成绩受制于经济条件，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西班牙裔学生与亚裔

学习成绩之间的差距扩大化的原因。

三、小结和思考

文化传统观和社会结构论分别从文化和社会结构两个维度分析了同等受教

育条件下不同移民群体学习成绩差异显著的原因，比较详细的呈现了亚裔和西

班牙裔尤其是墨西哥裔目前的教育、生存状态，当然，学生成绩的获得不是仅仅

依靠文化传承、居住区域或是经济条件就能简单决定了的。
如果单从社会结构因素进行分析，很难解释在美国为何各个民族之间即使

是同一民族之间不同群体生活的状态都不一样，包括亚裔聚集地也有很多贫民

窟。与之相反，在一些西班牙裔的移民飞地，如在迈阿密，古巴人建立了飞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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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他们在其中建立自己的银行、企业和选民集团，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和政治，

而且许多西班牙裔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 而且西班牙裔家庭对其子女的教育

的认识也并不尽然是保守或是不重视的，尤其是出身中产阶级的家庭，他们本身

非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各移民间学习成绩差异化现象背后可能存

在复杂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既有文化传承的因素，又涉及到社会结构

对学生学习态度、习惯以及认知的影响，当然还包括美国各个州不同的移民教育

政策等大环境的相互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发挥作用的比例无法具体量化

罢了。
当然，除了经济原因、社会环境、同辈群体、文化价值冲突等影响外，其他因

素包括学校课程的设置、活动内容、教师的授课方式、双语教学的语言风格等也

会使得西班牙裔学生遭遇学习困难。对此类现象的存在或许可以从各族裔的遗

传特质等方面找原因，会不会是他们先天的基因组合影响了他们对知识的接受

程度或渴求程度? 亚裔是因为搭乘了遗传基因的便车才会获得如此高的教育成

绩?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何处境相似的亚裔学生即使有部分群体产生厌学

或辍学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在这种逆境中奋起直追，最终实现了教育的成功。
( 当然，从社会心理这个角度看，一个群体一旦被贴上这种或那种标签，就为内

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也可能是由于西班牙裔以往学业失败给自己以心理暗示，

认为自己在学习方面没有天分，并以此为借口逃避学习或力求通过其他方式在

社会立足) 。
值得关注的是，西班牙裔的受教育程度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这

是因为，美国相关部门有关教育获得的统计数据包括了偷渡到美国的非法拉美

移民，尤其是具有历史、地理优势的而使得偷渡相对更容易的墨西哥裔，这些非

法移民本身就是国内生存状况较差的下层阶级，其教育水平低下也是必然的，这

当然也就无形的拉大了西班牙裔与其他种族的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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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Duality
Analysis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Differentiation of

American Immigrants

SUN Lixin
(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Ningbo University，Ningbo，315016，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from 1964，the enrollment
rate，the length in school and educational level of American immigrants has got advanced gradually．
Although it satisfies people's demand for education，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ethnics of ed-
ucational level is significant． Many researchers had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phenomenon from
either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r the social structure，however，it will be not right if explained from
only one side．
Key words: cultural inheritance; social structure; immigrant;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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