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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理论视野下的英语学习动机

与自我认同的建构
———对理工科硕士研究生英语学习的定量考察

梁砾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学习者的动机以及自我认同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更是一
个社会学概念。诸多体现学习者社会阶层的个人因素与学生的学习动机，自我认同相互交织，

相互影响。本研究对某综合性大学的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开展定量考察，分析代表英语学习者

社会阶层的个人因素，学习动机及自我认同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在日渐多元的社会，如何构建

和谐的英语学习生态，帮助来自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获得最大的发展，是需要探

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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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英语学习动机，自我认同建构以及语言学习

过程一直是二语习得的研究热点。传统的动机理

论认为，学习者的动机以及自我认同影响表现为

语言学习成绩的语言学习结果。近年来，对动机

理论的多维探讨极大的拓展了研究视野。社会文

化理论取向的研究表明，学习者的动机，自我认同

以及学习结果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互动的，语

言的学习结果也不仅仅表现为语言成绩或者语言

技能的提高，还表现为学习者自我认同的建构。

（高一虹 周燕２００９；文秋芳２００８；文秋芳 王立非
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于元芳 刘永冰 ２００９）有学者提出
了社会认同、投资以及１＋１＞２的理论（高一虹等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２００３ｃ；芮 晓 松 高 一 虹

２００８）。
文化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动机理论表明，英语

水平是一种文化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个体

在社会上所占据的位置，而这一位置也塑造这个

体的“惯习”，而相应的“惯习”也决定了个体的位

置感（刘永兵，赵杰，２０１１）。学习者的动机以及

自我认同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更是一个社

会学概念。任何一个英语学习空间都是由代表各

社会阶层的个体组成。每个个体的位置感所带来

的动机和自我认同都将与其个体乃至一个学习共

同体的英语学习过程多元互动。本研究聚焦语言

学习的社会心理两大维度：学习动机及自我认同，

对某２１１理工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开展定量考

察，分析代表社会阶层的英语学习者个人因素，学

习动机及自我认同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二、相关概念

（一）与学习动机相关的概念

传统的心理学认为，动机是内驱力，或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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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意志、意愿和精神力量驱动，或由刺激和强化

决定。（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和Ｂｕｒｄｅｎ１９９７）认为，动机是认
知和情感激发的一种状态，为达到既定目标的有

意识的行为，决定并带来一段时期持续的智力和

体力上的付出和努力。Ｇａｒｄｅｎ和Ｌａｍｂｅｒｔ认为动
机主要有两大类：工具型和融合型。前者指将语

言学习作为达到诸如升学，求职等实际目的的工

具；后者指以了解、融入目的语文化的语言学习动

机。（Ｇａｒｄｎｅｒ１９７２）另一较有影响力的维度是内
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前者类似于工具型动机，后

者类似于融合型动机（王立非，２０００）。
（二）与自我认同相关的概念

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体的人基于经验反思性的

理解自我。语言学习的社会心理模式认为，二语

习得会影响到学习者自我认同的建构，产生附加

型和削减型双语现象。Ｓｃｈｕｍａｎｎ提出了自我认
同的濡化模式，强调社会情感因素在学习过程中

的主导作用。（Ｓｃｈｕｍａｎｎ１９８６）我国学者高一虹
提出了“生产性双语”取向的概念。这一双语现

象是指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理解相得益彰，

积极互动，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能力得到总

体的提高。她认为，“生产性”的增值变化可以用

“１＋１＞２”来象征，是一种理想的双语类型（高一
虹等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２００３ｃ；芮晓松 高一虹
２００８）。

三、研究问题

本研究探索代表某２１１大学理工科研究生社
会阶层的个人因素，英语学习动机，以及学生自我

认同类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１）该大学理工科研究生的英语学习动机类

型有哪些？

（２）该大学理工科研究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与
其代表社会阶层的个人因素有何关系？

（３）该大学理工科研究生自我认同类型的一
般情况如何？

（４）该大学理工科研究生的自我认同类型与
其代表社会阶层的个人因素有何关系？

（５）该大学理工科研究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与
自我认同类型间是否存在联系，有什么样的联系？

四、研究方法

（一）抽样及测量工具

本研究选取了参加硕士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

的理工科专业６个自然班，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
情况下，受试者完成匿名的调查问卷，最终回收的

有效问卷为１９８份。测量工具是采用高一虹的研
究为框架，结合对本校学生访谈结果自行编制的

问卷。形式为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的李克

特式五级量表。问卷主体部分为四部分：ａ．基本
个人情况、ｂ．动机类型、ｃ．努力程度、ｄ．自我认同。

实测中，问卷整体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０．８８，
第二、三、四部分的信度分别为 ０．７９，０．６２和
０．７８。

受试者年龄在２１到２８岁之间，具体的自然
情况见表１和表２。

（二）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是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的，包
括以下部分：

（１）用主成份分析法对问卷的动机部分进行
因子分析，以归纳动机类型；

表１　学习者自然社会状况

性别 学院 英语水平 家庭背景 英语始学年龄

人数

男

９４

女

１０４

材

料

９５

民

航

６０

理

学

院

４３

四

级

以

下

６

四

级

７２

六

级

１２０

农

村

１１７

中

小

城

镇

６２

大

城

市

１９

８
岁

以

前

１３

９
到

１２
岁

７４

１３
到

１５
岁

１０８

１６
岁

以

上

３

％ ４７．５ ５２．５ ５０ ３０ ２０ ３ ３６．４ ６０．６ ５９ ３１ １０ ６．６ ３７．４ ５４．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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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学习者父母受教育状况

父亲受教育状况 母亲受教育状况

小学及

以下

初

中

高

中

大

专

本

科

硕士及

以上

小学及

以下

初

中

高

中

大

专

本

科

硕士及

以上

人数 １９ ８０ ６２ １８ １７ １ ５２ ７８ ４４ １６ ７ １

％ ９．６ ４０．４ ３１．３ ９．１ ８．６ ０．５ ２６．３ ３９．４ ２２．２ ８．１ ３．５ ０．５

　　（２）用多元方差分析（ＭＡＮＯＶＡ）检验不同个
人因素的学习者在动机类型和自我认同类型上的

差异；

（３）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分析各自我认同
类型的基本情况；

（４）用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考察动机类型
与自我认同类型间的关系。

五、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动机类型

１．动机类型的因子分析
对问卷第一部分进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型检定，结

果显著（ＫＭＯ＝０．８０９，Ｓｉｇ．＝．０００），数据适宜
进行因子分析。采用 Ｖａｒｉｍａｘ旋转归类，得到特

征值大于１的因子６个，累积解释方差５３．６９％
（表３）。各题项在六个因子上的负载量及因子命
名见表４。

表３　因子特征值与方差百分比

因子 特征值
解释方差的

百分比 ％

累积解释方差的

百分比％

１ ７．０７３ ２１．４３ ２１．４３

２ ３．５８１ １０．８５ ３２．２８

３ ２．１６９ ６．５７ ３８．８５

４ １．８９３ ５．７３ ４４．５９

５ １．５６２ ４．７３ ４９．３２

６ １．４４２ ４．３１ ５３．６９

表４　因子结构及负载量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因子４ 因子５ 因子６

专业

发展

兴趣与

文化交流

个人

发展

学习

情境
出国

外部

要求

Ｑ１２．更好的学习专业
Ｑ１４．了解世界的科技发展
Ｑ２８．阅读专业文献
Ｑ２９．用英文撰写论文
Ｑ３０．参加国际会议
Ｑ３２．与外国专家交流
Ｑ３３．所学专业的学术翻译

０．５７
０．３１
０．７９
０．８３
０．８９
０．８６
０．５５

Ｑ１．对英语一见钟情
Ｑ１５．喜欢英语国家的文化
Ｑ１６．喜欢语言学习
Ｑ１７．喜欢英语歌曲，电影
Ｑ１８．喜欢语言本身
Ｑ１９．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
Ｑ２０．爱好文学作品
Ｑ２１．帮助国家富强

０．５７
０．５７
０．７５
０．５６
０．６８
０．６２
０．７１
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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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因子４ 因子５ 因子６
专业

发展

兴趣与

文化交流

个人

发展

学习

情境
出国

外部

要求

Ｑ３．为学习成绩

Ｑ９．为升学、求职考试

Ｑ１０．交流工具

Ｑ１１．成就感

Ｑ１３．为了好工作

Ｑ２６．重要的敲门砖

Ｑ２７．教育和修养的象征

０．３９

０．４６

０．５９

０．５２

０．３４

０．７３

０．５５

Ｑ４．英语老师

Ｑ５．课程质量

Ｑ６．英语教材

Ｑ７．班级／活动小组成员

０．７４

０．７６

０．６２

０．５８

Ｑ２３．出国机会

Ｑ２４．体验国外风土人情

Ｑ２５．移民国外

０．７２

０．７５

０．５９

Ｑ２．学校要求

Ｑ８．获得学分和学位

Ｑ２２．父母期望

０．５２

０．６４

０．６０

　　描述统计表明，受试者动机类型强度从高到
低依次为为：专业发展，个人发展，外部要求，学习

情境，兴趣与文化责任，出国。总体上，受试者的

英语学习主要出于专业以及个人发展等实用性的

目的。（表５）
表５　动机类型的描述性分析

均值 标准差

外部要求 ２．７２ ．７０

专业发展 ３．３６ ．７８

兴趣与社会责任 ２．４２ ．６４

个人发展 ３．３３ ．７９

学习情境 ２．５０ ．６７

出国 ２．１８ ．６６

２．动机类型与学习者个人因素间的关系

研究者认为社会阶层影响学习者个体诸多自

然因素。本研究借鉴高一虹、李淑静（２００３）等人
的研究结果，在经过多次尝试性的统计之后，选取

了家庭背景、英语始学年龄、父母受教育情况作为

自变量，动机类型的因子值做因变量，对不同组别

的受试者进行了多元方差分析。由于篇幅限制，

本研究只报告主效应，而不报告交互效应。分析

结果表明，家庭背景（Ｆ＝１．９８，ｐ＝０．１９），母亲
的受教育水平（Ｆ＝１．５３，ｐ＝０．２５）对动机类型有
显著的主效应。

家庭背景只对“兴趣与文化交流动机”（Ｆ＝
２．１６，ｐ＝０．００５）以及“学习情境动机”（Ｆ＝
１．４１，ｐ＝０．４４）有显著性的影响。来自于城镇地
区的学生对语言文化和文化交流表现出更强的兴

趣；对课程，教材，教师等学习情境更为敏感，而农

村地区的学生更容易受到考试，学分等制度性因

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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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受教育水平只对“兴趣与社会责任动

机”（Ｆ＝２．８４，ｐ＝０．０２）有显著的影响。母亲受
教育水平越高，受试者对语言文化和文化交流的

兴趣越大。

（二）自我认同类型分析

１．自我认同类型的一般情况

本研究的受试者自我认同类型在高一虹等人

的研究框架上稍加修改，将学生的自我认同划分

为自信型，生产型，分裂型，削减型和附加型，无影

响六类。各类的问题项以及一般统计结果见表

６。六大类自我认同类型总体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见表７。

表６　自我认同类型问卷各问题的一般统计性结果

内容 均值
很同意，

同意

很不同意，

不同意
不确定

自
信
型

学习英语让我的感觉好极了。 ３．１１ ３２．８％ ２９．８％ ３７．４％

学习英语让我更自信。 ２．６７ １８．２％ ４９％ ３２．８％

英语学习遭受挫折，会让我怀疑自己的能力。 ３．４１ ５０％ １５．６％ ３４．３％

克服英语学习的困难，会让我感觉到超越了自我。 ３．３１ ３７．３％ １６．６％ ４６％

生
产
型

英语学习提高我的汉语感受能力。 ２．７３ １８．１％ ２８．９％ ５３％

英语学习让我对中国文化更有兴趣。 ２．６０ ２２．３％ ２８．３％ ４９．５％

英语学习让我更善解人意。 ２．５８ １６．２％ ５５．１％ ２８．８％

英语学习让我更加关心外部世界。 ２．８５ ２４．８％ ３４．３％ ４０．９％

分
裂
型

英语学习让我往返于汉英思维，别扭。 ２．０５ ６％ ７９．４％ １４．６％

与外国朋友道别，我困惑是拥抱，还是亲吻。 ２．３０ ２５．３％ ５５％ １９．７％

中西价值观念的冲突，让我难受。 １．８６ ８．６％ ２６．３％ ６５．１％

说英语时夹杂汉语，感觉很怪。 ２．９８ ２８．３％ ３５．４％ ３６．３％

削
减
型

英语学习后，我反感中国的传统。 １．８７ ３．５％ ８９．４％ ６．６％

英语学习后，我的汉语不如以前地道。 １．８５ ４％ ８７．９％ ８．１％

英语学习后，我开始拒绝中国传统观念。 １．７４ ２．５％ ８８．９％ ８．６％

英语学习以后，我的举止有点西化。 ２．１０ ７．１％ ８０．３％ １２．６％

附
加
型

我有一中一英双语的名字。 ２．３４ ６５．２％ １５．６％ １９．２％

我用英语交流，表现得自信；用中文交流，表现得谦虚。 ２．２３ ９．１％ ７１．２％ １９．７％

我根据情境，在英语和汉语间自然转换。 ２．２６ ７．６％ ６９．２％ ２３．２％

看英文电影时，我喜欢听英语原文；就像看国产片，我喜

欢原汁原味的汉语。
３．８０ ４８．５％ １８．７％ ３２．８％

无
影
响

我没觉得英语学习后自己文化上有啥变化。 ２．７３ １９．７％ ４２．４％ ３７．９％

英语只是工具，不可能让我成为文化上的另一个人。 ３．５４ ４６．４％ １４．１％ ３９．４％

讨论学习英语后在文化上的变化，很无聊。 ２．４２ １１．１％ ６１．１％ ２７．８％

无论学习何种语言，我还是我。 ３．６７ ４８％ ８．１％ ４３．９％

７３１

第６期　　　　　　　　　梁砾文：文化资本理论视野下的英语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的建构



表７　六大类自我认同类型总体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均值 标准差

自信型自我认同 １２．５０５１ ２．３５６００

生产型自我认同 １０．７６７７ ３．３０１５２

分裂型自我认同 ９．１８６９ １．９２７７４

削减型自我认同 ７．５６０６ ２．８２５５３

附加型自我认同 １０．６４１４ ４．２１４７６

无影响 １２．３６８７ ２．５２３０８

描述统计结果表明，理工科硕士研究生的英

语学习对自信型自我认同的关联最大，以下依次

是无影响，生产型自我认同，附加型自我认同，分

裂型和削减型的自我认同，与李淑静（２００３）的研
究结果大致相同。

２．自我认同类型与代表文化资本的学习者个
人因素间的关系

多元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受试者的家庭背

景（Ｆ＝１．９３，ｐ＝０．０３１）与其自我认同类型有较

紧密的联系，而与英语始学年龄、父母受教育情况

之间没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联系。

家庭背景对生产型的自我认同（Ｆ＝６．５７，
ｐ＝０．００）和削减性自我认同类型（Ｆ＝３．０６，ｐ＝
０．０３）有一定的影响。城镇背景与受试者的生产
型自我认同相联系，而农村地区背景与受试者的

削减型自我认同相联系。

（三）动机类型与自我认同类型的关系

本研究对动机类型和自我认同类型这两组变

量，做了典型相关分析，探讨两者间的关系。笔者

为了分析方便，暂且设动机类型为“自变量”

（Ｘ），自我认同类型为“因变量”（Ｙ），但实际上
两者的作用应理解为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

分析结果表明，这两组变量通过三组显著维

度（＝．０００）的典型变量联系在一起，典型相关系
数依次是．６８８（Ｘ１Ｙ１），．５３０（Ｘ２Ｙ２），．２９８
（Ｘ３Ｙ３）。具体结果见典型相关量表（表８）：

表８　典型相关量表

动机类型
典型变量

Ｘ１ Ｘ２ Ｘ３
自我认同类型

典型变量

Ｙ１ Ｙ２ Ｙ３

外部要求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４７１
－．２７２

－．２９９
－．１１３

－．６５９
－．４９５ 自信型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３４４
－．００８

－．７８０
－．７４９

．４２２
．３５７

专业发展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２３１
－．０５５

－．８１８
－．６８３

．０３０
．０３６ 生产型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８１２
．７７９

－．４４３
－．１６３

－．３２２
－．３１０

兴趣与文

化交流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９５５
．８９０

－．１１２
．１１９

－．２４８
－．６３１ 分裂型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２２６
－．２３２

－．１７９
－．０８０

－．６１６
－．５５７

个人发展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０９２
．０４１

－．７７１
－．５４５

．１７０
．２８４ 削减型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０５４
．０２１

．２４１
．１２６

．－．５９０
－．４８０

学习情境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０４５
－．１０６

－．１５６
－．１０２

－．４９０
－．４９１ 附加型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６４４
．５７３

．３４８
．０９７

１００
－．１６４

出国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２１１
．０７８

－．１５６
．１００

．３７１
．２１５ 无影响

典型负载

标准化典

型系数

２９８
．３１４

－．１６８
－．０１３－

－．６３９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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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动机类型当中，第１个典型变量（Ｘ１）主要
代表的变量是兴趣与文化交流，它对典型变量总

影响的指标（典型负载系数）为．９５５，直接影响指
标（标准化典型系数）为．８９０，因此 Ｘ１命名为兴
趣与文化交流；第２个典型变量（Ｘ２）主要代表的
是专业发展动机（典型负载系数为．８１８，标准化
典型系数为．６８３），个人发展动机（典型负载系数
为．７７１，标准化典型系数为．５４５），因此 Ｘ２可命
名为专业与个人发展；第３个典型变量（Ｘ３）主要
代表的变量为外部要求（典型负载系数为．６５９，
标准化典型系数为．４９５）和学习情境（典型负载
系数为．４９０，标准化典型系数为．４９１），前者与制
度性要求相关，后者与课程环境相关，相对学习者

都属于外部因素，因此命名为外部动机。

在自我认同类型当中，第１个典型变量（Ｙ１）

主要代表的变量是生产型自我认同（典型负载系

数为．８１２，标准化典型系数为．７７９）和附加型的自
我认同（典型负载系数为．６４４，标准化典型系数
为．５７３）；第２个典型变量（Ｙ２）主要代表的变量
是自信型的自我认同（典型负载系数为．７８０，标
准化典型系数为．７４９）；第３个典型变量（Ｙ３）代
表剩余的变量：分裂型的自我认同（典型负载系

数为．６１６，标准化典型系数为．５５７），削减型的自
我认同（典型负载系数为．５９０，标准化典型系数
为．４８０）和无影响（典型负载系数为．６３９，标准化
典型系数为．５０１）。这三个典型变量所代表的自
我认同变化的方向比较杂乱，命名为弥散型的自

我认同。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建立了典型相关模型，并

根据典型变量所代表变量的特点命名（图１）。

图１　动机类型与自我认同类型间的典型相关模型

　　在以上模型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对典型变量，
说明兴趣与社会责任动机的受试者容易产生生产

型或者附加型的自我认同，两者都是学习者获得

性的自我建构，区别仅在于母语文化和英语文化

融合方式和程度的区别；第二对典型变量的重要

性次之，说明与专业和个人综合素养相关的学习

动机与受试者容易体验到英语学习过程中的自

信；第三对典型变量似乎说明外部动机较强的受

试者自我认同是弥散的，比较难以产生正向的自

我认同；不过由于在本样本中，该对变量的典型系

数较小，两者的关系并不紧密。

六、结论

（１）理工科硕士研究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比较
“务实”，集中表现为专业发展动机和个人发展动

机；其次是“学习情境动机”和“外部要求”这样外

因性动机。

（２）受试者的英语学习与其自我认同的建构
关系最密切是自信心，学习者通过英语学习，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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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由能力提高带来的自信；无影响也占有较大的

比例，这也反映了“工具型”英语学习者的特点；

此外，生产型的双语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受试者中，

他们同时体验到母语文化和英语国家文化的魅

力，收获认知，能力和情感的综合提高，这与高一

虹等人（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ｃ，２００４，２００９）的研究
结果相同。母语与英语两种文化相附加，削减以

及分裂的自我认同类型也存在于受试者中。

（３）代表受试者个人因素与其学习动机、自
我认同类型均有一定的联系。

城镇家庭背景的受试者的英语学习更容易出

自对语言文化的兴趣和文化交流的渴望；在外部

动机中，城镇家庭背景的受试者似乎更容易受到

课程质量，教师水平，教材质量这样的学习情境的

影响，而农村家庭背景的受试者，似乎更容易受到

考试，学分，这样制度型的外部要求的影响。

家庭背景因素与城镇家庭背景的受试者似乎

更容易产生生产生产型的自我认同相联系，农村

地区背景与受试者的削减型自我认同相联系。

（４）该调查除了说明理工科硕士研究生英语
学习的总体特点以外，似乎也说明即使到了研究

生阶段，学习者的社会阶层对于语言学习的学习

动机与自我认同建构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就学习

者自身而言，研究似乎说明，传统的动机理论认为

能够给语言学习提供持久动力的“兴趣与文化

型”学习者更多的出自城镇背景以及母亲受教育

程度较高的家庭。而自我认同理论认为“１＋１＞
２”的理想型学习者也较多的出现在城镇背景家
庭。就学习者与英语学习过程的互动而言，本研

究似乎说明城市背景家庭的学习者对英语学习的

教材，教法，教师等与教学质量相关的因素更为敏

感，而农村背景的学习者英语学习更容易受到制

度性的压迫。当然这种联系并不是线性的关系，

更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在多因素共同影响下，相互

交织，相互作用。这些因素具体关系如何，如何让

教学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不仅提高他们的

英语成绩，而且帮助各层次的学生获得积极的学

习动机和自我认同，是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

（５）受试者的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类型间存
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关联最紧密的是兴趣与文化

交流动机和获得型的自我认同。对语言文化的内

在兴趣以及对文化交流的动力越强，越容易产生

获得型的自我认同，而获得性的自我认同也会激

发学生对语言文化的兴趣以及文化交流的社会使

命感。其次是专业和个人综合素养相关的学习动

机与自信型的自我认同。这说明与传统的动机理

论不同，工具型语言学习动机并不是消极的，它对

于理工科硕士研究生英自我认同建构是有一定积

极意义的。

七、教学应用意义

先天禀赋，社会阶层，地域差异，文化积累，以

及教育经历等诸多个人因素与学生的学习动机，

自我认同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共同影响英语学习

的各个方面。作为教师，不应当仅仅把英语学习

的结果局限于成绩或者语言技能的提高上，而应

关注学生整体素养和能力建构。

在多元社会的今天，任何一所学校的任何一

个班级，都是由来自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学习

个体组成。教学诸要素，从英语教学的制度建设，

到教材与教法的选择，到评价模式都可能对不同

社会阶层的学习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如何构建和

谐的英语学习生态，帮助来自不同地域以及不同

社会阶层的学生融洽相处，获得最大的发展，是需

要继续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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