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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实践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存在方式 >��，人类的社会

实践活动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不同的形式展开 >��。

实践对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实践理

论有助于认识行动背后的逻辑和结构。关于实践理论有很多

经典研究，其中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创造的社会实践理论围

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和用什么实践等基本问题，

从行动者实践的空间、逻辑和工具出发，建构了场域、惯习、

资本三个关键概念以回答人类的社会实践问题。

2�问题的提出

家庭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实践活动。生活在家庭空间中的

行动者由特定的家庭关系网络来确定自身的位置，家长作为一

家之长处于最高位置，子女则从属于家长。家长占据家庭最主

要的各种形式的资源，根据他们自身的惯习系统，在特定时代

背景的社会环境中，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空间并为子女提供

教育和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家庭场域是指由家庭成员居住的

物理空间及其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伦理道德、规则秩序、文化

观念所组成的客观关系网络的集合 >��。具体来说，家庭场域内

蕴含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即亲子关系、夫妻关系、隔代关系），

这种关系体现出了一定的支配性、从属性、平等性。因此，处

于不同关系中的家庭成员表现出显著不平衡的差异，要想彰显

各自内在的力量，成员之间可能以不同形式的展开碰撞、冲突、

斗争和妥协。最终，这些形式的冲突与变化，将会推动成员间

的磨合与重组，重新推动整个家庭的和谐统一。家庭场域既是

成员互动和活动的生存空间，又是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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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场域、惯习和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在布迪厄看来，行动者实践的空间是场域，实践的逻辑是惯习、
实践的工具是资本。这三对彼此紧密联系的重要理论概念为家庭教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从社会实践理论的
角度来看，家庭教育是发生在家庭场域内为子女形塑惯习并影响行动的一场教育实践。因此，注重分析家庭场域、关注惯习
的指引作用并挖掘和发挥文化资本的作用对家庭教育实践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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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以来营造的家庭氛围和家庭文化的集合 >��。

当前在家庭教育领域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但在理解家庭是如何影响子女教育获得和社会化的微观

机制上有一定的不足。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此提供了一

种可能的视角。运用社会实践理论分析家庭教育实践，有助

于充分认识家庭场域教育形塑子女惯习的路径。

3�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场域、惯习与

资本

3.1�实践空间—场域（Field）

场域（)LHOG）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作

为一种空间的场域（)LHOG）被定义为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

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实践就是在这个空间关系中发

生。场域的客观关系并不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在场域内根据

行动者的权力（资本）分布结构划分位置，行动者即是位置的

占有者，又是该位置所代表的的力量的占有者（占有场内的特

殊利润）。“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统治

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之间的客观关系 >��。”从社会

实践理论体系中来看，场域就是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根据惯

习的指引，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场所。

场域最重要的特征是斗争性。布迪厄用游戏来隐喻场域 >��，

一场游戏就是在一种共同约定的规则指导下由游戏玩家共同参

与的一种关系活动。场内玩家各自根据手中拥有的资本数量依

据规则参与竞争赢得更多的、更合理的资本（权力）组合，玩

家的各项策略均由其所拥有的资本结构来决定。从游戏的隐喻

来理解场域，在一个空间中建立在某种共谋关系上的参与者，

在已经约定好的场域内部的规则控制下，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

以争取将其已经拥有的资本利用到最大化或者根据惯习实施相

应的行动策略以期赢得更多的资本。争取场内的利益是场内斗

争的原动力。场域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场内的竞争，有竞争才有

场的存在。场域特定的运行规则。不同的场域拥有不同的性质

和结构，有的场域内竞争者们共同追逐利益，共同认定所追逐

的利益是有价值的而且深信这个假设。有的场域在高度分化的

社会中组成了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网络，即所谓

的小世界。要想在这样的小世界中获得一定的位置和资源，就

必须弄清场域的运行规则并有心灵层面的准备 >��。

3.2�实践逻辑—惯习（Habitus）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不完全是理性主导下

产生的，人类依靠理智、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前因后

果所产生的行为并不完全是实践的真实逻辑。布迪厄认为惯

习是也是一种指导行动者在各项实践活动中的关键逻辑。惯

习是存在于行动者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一种技艺存在的、具有

创造性的生成性能力。在汉语的语境中，惯习（+DELWXV）被

翻译成一种性情倾向（'LVSRVLWLRQ），这种性情倾向表现为一

种身体上的习惯性状态、倾向、嗜好、脾性。这种主观上的

心态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性的特征，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

难以轻易改变的心态结构。正如布迪厄所说，“+DELWXV是客

观条件的一个产物 �它一方面倾向于复制客观条件的客观逻

辑 �但另一方面又使它遭受新创造 >��。”惯习不同于习惯，

惯习不仅是简单地复制由熟悉感指导的行事逻辑和应对机制，

而且是行动者发挥主体性不断再生、重构、组合而成的产物。

惯习指导着实践的同时又表现在实践上。

场域和惯习是一对关系性的概念，在关系的思维中才能

认识二者。场域形塑了惯习，对惯习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惯

习体现了场域的本质。惯习建构着场域。惯习把场域理解成

一个充满意义、被赋予价值和感觉的世界，是值得行动者投

入时间、尽力去参与的世界。惯习内化到行动者身上，行动

者根据所处情境的变化而进行调节。行动者的惯习一旦适应

了他所在的场域，由此产生的实践感将帮助他灵活地应对场

域内的各项事务，这是一种自然化的、无须刻意地应对方式，

是行动者根据他们的熟悉感认为应该做的他们做的就是他们

的认为对的事情。行动者遵循的是一种“游戏的感觉”>��。

3.3�实践的工具—资本（capital）

资本在经济学的语境里是指资本家占有、并用作剥削手

段的生产资料和货币。经济理论所承认的资本被简化为一种

建立在追求利润的最高值基础上的商业性的交换。这种经济

交换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是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作为资本的劳动在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团体占有，

并通过这种劳动凭借具体化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由资

本作为一种运作规律的世界，其运作不是轮盘赌—一种完美

竞争或机会完全均等的游戏，为短时间内参与游戏的人提供了

胜利的机会。真实的社会世界是由历史积累起来的，也是有惯

性的世界，既有继承权也有固定资产。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时刻

实际上是连续的，每一个行动者手中的资本都是与前一个时刻

紧密相关的 >���。因此，每一个时刻任何人都是历史的集合，

他们并不都具有同样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从时间的层面上看，

资本实际上呈现出了一种强制性的特点并借此以一种持久的方

式控制其自身地运作和生产。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形态：经济

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经济形

式在一定条件下都以表现为绝大多数物质形式的资本。经济资

本是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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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在某种条件下转换经济资本，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

社会资本以社会联系组成，并在一定条件下被转换为金钱，以

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

资本依赖于它起作用的场，并以昂贵的转换为代价，只

有完成这种转换才能在其他的场域起作用。这也就意味着，

资本一旦离开它运作的场域，可能出现某种不恰，原资本如

果要在新的场域中仍然产生功效，就需要实现某种转换。

4�社会实践理论对家庭教育实践研究的启示

按照实践理论的说法，家庭教育实践的过程实际上是主

动施行教育者和被动接受教育者充满策略性地相互竞争过程。

场域本身虽然没有明确的规范安排，但实际上场域中存在显

性和隐性的一套规范作为一种场域的结构对场域中所有的行

动者都产生了制约的作用。但是，家庭场域不同于其他场域

的特殊性在于行动者之间较弱的竞争性和较强的伦理性 >���。

场域内的行动者在场域内根据自己的位置和能够运用的资源

与惯习去选择实践策略，因而，不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实践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根据上文中对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研

究，在对家庭教育实践进行的研究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启示。

4.1�关注家庭场域分析

家庭场域是融合了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与组建家庭前双

方行动者独特家庭文化的特殊场域。因而，不同的家庭场域

都遵循着一种运作逻辑，但同时又有共性的特征。家长成为

承载这些规则、秩序和文化的主体，并在养育和教育子女的

实际活动中构成了一种文化传递的逻辑。具体到家庭的实际

活动中，家长将特定的惯习在言传身教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

传递给子女，子女在日积月累的经验积累中继承并发展出了

一套惯习系统，根据这套惯习产生相应的行动策略，生成了

实践的熟悉感，被带入到其他场域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关注

场域的力量构型，尊重场域的运行规律，将有助于提升家庭

教育实践的有效性。

以劳动者家庭为例，劳动家庭以主干家庭为主，呈现祖

父母—父母—子女三级阶梯式的权力结构分布特征。这类家

庭场域以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家庭伦理为运作原则。

父母在教育子女的实践中常以某种道德说教和严令禁止的方

式、严肃责怪的语气与子女进行生活和学习的互动，这常使

子女在家庭场域中处于被安排好的特定的位置上—作为孩

子就应该有孩子样。家长愿意从大局出发共同维护家族声誉，

场内的斗争中始终胜出的是家长，但这种斗争性和争夺性比

较微弱。实际上，劳动家庭行动者间形成了一种以传统父权

为核心的关系网络构型。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界限

分明的特征，在以此位置关系为前提的条件下，家长与子女

的互动不超出一定的伦理规范，充满了妥协和忍让的特点，

因此子女往往害怕犯错、不敢承担责任、缺乏信心、不懂及

时和正确地表达情绪。场域的构型及场域内各位置占有者的

关系，形塑了子女的惯习系统，并在日后的各项社会实践中

产生影响。

4.2�聚焦惯习的分析

惯习与行动者的实践时刻相伴随，在长时间的实际活动

中建构了行动者的某种风格，同时帮助行动者获得一种熟悉

感。家庭关系中隐含的资本结构、惯习等通过长时间累积、

日常互动的细节和方式等途径被内化到家长和子女的身上，

进而使家长和子女都形成了某种稳定的心态结构。这种惯习

促进家长和子女在一般情况下都将采取已经熟悉的行动策略

的倾向。

社会对家庭教育有共同的要求，但每位家长在教育子女

的实践过程中都持有独特的教育逻辑，这种逻辑实际上是结

合自身成长经历和社会学习形成地一种模糊的实践感，也是

与社会结构并存运作的秉性系统 >���。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养育

观和教养模式的研究中，中产阶层家长普遍拥有较高教育水

平，家庭教育普遍重视文化资本的传承，培养子女的阅读习

惯，给予子女充分的自由和尊重，与子女之间平等地交流看

法，沟通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摩擦，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和家

庭时间为了给子女最好的陪伴。普通的劳动家庭主要秉持自

然成长型的教养方式 >���，家长更多以权威的形象管教子女，

更少和子女平等交流，家长在具体的教育细节中很少尊重子

女的想法，将他们主观上认为对的事情强加到子女的引导中，

子女更容易表现出畏惧心理，进而保留自己的想法。

4.3�挖掘并应用文化资本

家庭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是一种影响场域力量构型的

资本形态，既可以对行动主体产生有利因素也可以产生不利

因素。中产阶层家庭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本，通过较高的教育

期待，有意识地通过潜移默化地方式培养子女的阅读习惯和

爱好，给予子女充分的陪伴和支持，在平等、尊重的理念支

持下与子女互动。劳动者阶层家庭文化资本是众多稳定的家

庭背景因素中最可能的能动性因素，文化资本也会帮助底层

实现社会升迁性流动 >���。劳动者阶层家庭父母虽然无法为子

女提供学习方面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也无法参与到指导子

女学习的实践过程中，但他们可以重视子女教育，提高对子

女的教育期待，激发子女自身内在的源动力。父母在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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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实践中通过各种途径，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学习更合理

的教养方式帮助子女认识学习的重要性，鼓励子女兼顾其他

方面的才能，尽量为子女提供学习的场所和工具，在忙碌的

工作之外挤出时间陪伴子女。此外，劳动阶层父母也不必摒

弃具有自身特点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表

现出来的吃苦耐劳、勤奋严谨、不折不挠、专注投入的态度

和精神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心性品质和惯习结构。只

有在父母和子女的共同努力之下，才能够激活家庭具有的文

化资源，帮助子女实现教育和职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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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强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初中的历史课程，已

经开始并逐步强化学生对历史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的培养。

面对一段材料、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如何全面地

归纳、分析、评价这些，这是一个初中学生所应具备的基本

能力。同时，这种能力也是其他学科学习过程中所必备的。

但是，由于学生不重视历史学科，所以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

就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

点面结合来对这方面进行引导、渗透。

第三，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健全的人格

和健康的审美情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和团

结合作的精神，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是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

学习历史，除了要重温历史，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如

何认识历史，如何寻找闪光点来照亮自己的人生，使自己找

到人生的向标。现在的学生大多生活环境都比较优越，他们

对于感恩、珍惜、尊重他人等观念感触不强，尤其是正处于

青春期的中学生，而这一阶段却是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的关键时期。因而，在实际的工作中，通过一些典型实例，

要不失时机地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4�结语

课程建设是当前教育改革重要内容。学科建设实践的探

索和思考，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必修内容。只有重视学科

建设，在自身的事件过程中敢于创新，才会有发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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