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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对中学生德育发展的影响评估

———来自唐仲英爱心奖学金项目的实验研究

罗仁福，刘承芳，张林秀，赵启然，岳　爱

［摘　要］本文基于面板数据，评估了唐仲英爱心奖学金项目及其活动对中学生认

知能力、自尊、自信和社会责任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认可激励和模范激励效应

的存在，唐仲英爱心奖学金实践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获奖中学生的认知能力、自尊

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对奖学金落选者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建议考虑设立中学生国

家德育奖学金项目，促进中学阶段的德育教育，在增进学生德育水平和社会责任感

的同时，提高其学习兴趣和认知能力。

［关键词］爱心奖学金；德育教育；认知能力

一、研究背景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成就。以义务教育阶

段为例，不仅免除了学杂费，还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书本费和提供生活补助。

据统计，２００７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９９．５％，初中入学率达９８％。与
此同时，高中阶段教育也有所发展，２０１４年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８６．５％，
大部分初中毕业生得以继续接受教育。

尽管取得了这些可喜成就，但我国教育事业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例如，中小学阶段的“德、智、体、美、劳”教育目前仍然过于偏重“智”。这在现

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三多四少”：作业多、补课多、考试多，睡眠少、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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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品德教育少和社会实践少。虽然相关政府部门和各方人士多次呼吁减轻学

生课业负担，各级政府也下达了相应的中小学生减负令，但由于中考和高考的

指挥棒以及深层次的应试教育体制，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以及重智轻德体美

劳的现象短时期内难以改变。

事实上，相关政府部门也考虑到了过于偏重智力教育可能带来的弊端，并

相应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例如，上世纪末国家提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

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学校教育不仅要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

育，还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

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中办发１９９９第９号）。不久，国务院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加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要使学生

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办发２００１第２１号）。在２０１０年制定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中进一步指出：在义务

教育阶段德育教育要注重品行培养，养成良好习惯。

有鉴于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国内对这方面也开展了一些研究。但由于

德育教育的内涵较广且不好量化，前期研究主要侧重于一般的描述（汪玲，

１９９８；宗亚萍，２００２；宗亚萍，２００４；张信旭，２００７）。有些学者开始借鉴国内外的

相关量表（如自尊、自信和社会责任感等），研究影响德育教育的因素，如父母

教养方式、社会支持和学业表现等（江耀强，１９９７；王金霞、王吉春，２００５；廖安

辉，２００５；蒋欢，２００６；戴丽等，２００７；杜富裕等，２００７；王良峰等，２００７；蔡希祥、金

慧敏，２００７）。还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如何有效开展道德教育，促进学生成长成

才，这些研究主要从国际比较（邱伟光，２０１０），学校内外环境（郑航、王清平，

２０１１；王定华，２０１６），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王定华，２０１６）以及社团活动（戴冰，

２０１２）等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中小学道德教育方式在注重课堂教育的同时，需要

进一步探索 “无痕”渗透的德育方式。上述研究由于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很难

分析并判定这些因素与中学生德育教育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故此也很难提出一

些切实可行且可供借鉴的措施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以唐仲英爱心奖学金的项目活

动为例，分析初高中学校德育干预活动对中学生学习成绩、自尊、自信和社会责

任感的影响及其产生这种影响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可行的政策建

议。本文首先介绍唐仲英爱心奖学金在中学生德育培养方面的一些做法，然后

实证分析这些做法对中学生自尊、自信、社会责任感和学业表现的影响，最后是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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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仲英爱心奖学金项目

唐仲英爱心奖学金是唐仲英基金会资助的众多教育项目之一，其初衷是振

兴中华民族教育事业，卓有成效地从小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唐仲英爱心奖学金

的奖励对象为“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关心他人、助人为乐、刻苦勤俭、成绩优

良”的初、高中学生。奖励人数为每班１人，奖励金额初中４００元／年／人，高中
８００元／年／人。

从本研究的角度看，唐仲英爱心奖学金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选举

阶段，分两轮评选唐仲英爱心奖学金获得者。第一轮由全班通过无记名投票，

得票最多的前３人成为候选者；第二轮由全班对这３名候选者进行无记名投
票，得票最多的学生在公示无异议后成为唐仲英爱心奖学金的获得者。其次是

爱心活动阶段，也就是将第二轮选举产生的获奖者组成唐仲英爱心小分队，开

展爱心活动。某些爱心小分队还与唐仲英基金会大学生德育奖学金获得者组

成的爱心社结对子，共同利用课余时间、双休日、节假日特别是寒暑假开展爱心

公益活动。

根据学生在这两个阶段所处的位置，可以将样本学生分为三组：一是普通

学生组，也就是既不是候选者也不是获奖者的学生。二是奖学金落选者组，即

是第一轮投票当选但是第二轮投票落选的学生。三是奖学金获得者，即是两轮

投票都当选的获选学生，而且参加爱心社活动的学生。本文将分别评估唐仲英

爱心奖学金项目的选举活动和爱心活动分别对奖学金落选者和奖学金获得者

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００８年３月和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份完成的三次定
点定人调查。作者在陕西省蓝田县共选择了４０所中学的１０６个唐仲英爱心奖
学金项目班（均为初一或高一班）。调查采用学生问卷调查和测试的形式，调

查和测试的内容包括学生及其家长的基本情况，学生的学习成绩、自尊、自信和

社会责任感等。为了保证所获取调查数据的客观性，调查中使用了标准化的测

试，包括自尊水平测试、自信水平测试和社会责任感测试等。为了确保调查质

量，在调查前开展了多次的预调查以完善调查问卷，并在正式调查前对调查员

进行为期两天的培训和实地调研培训。绝大多数参与调查的调查员都是国内

高等院校的研究生，且在三次调查中参与调查人员没有替换，很好地保持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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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员的连续性，进而很好地保证了调查数据的质量。

根据研究要求以及唐仲英爱心奖学金的实施情况，采取如下的调研策略。

调研对象包括奖学金获得者（每个班级一名），奖学金落选者（每个班级２名）
和随机选取的普通学生（每个班级５名）。在４０个样本学校的１０６个样本班级
共调查了８４８名学生，两次跟踪调查中共有７名学生数据缺失，因此实际有效
样本８４１名学生。

四、分析方法

为了评估唐仲英爱心奖学金项目的选举活动对学生的影响，本研究将采用

在项目评估中广泛使用的倍差分析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以评价选举
活动对奖学金落选者学习成绩的影响为例，倍差分析就是计算奖学金落选者在

选举前后学习成绩的变化量，同时计算普通学生在选举前后学习成绩的变化

量，然后计算上述两个变化量的差值（即所谓的“倍差值”），这个倍差值就可以

反映唐仲英爱心奖学金项目的选举活动对奖学金落选者学习成绩的净影响。

评估唐仲英爱心奖学金项目的选举活动对奖学金获得者学习成绩、学生自尊、

自信和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也是同样的道理。

具体到本研究，采用倍差分析法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可以很好地克服学生层

面一些不可观测但是不随时间改变的特征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项目

选举活动开展的时间仅为一年，期间学生层面一些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特

征可能变化不太明显，因此用倍差分析法可以得到较为可靠的估计。

为了评估唐仲英大学生德育奖学金获得者与唐仲英中学生爱心奖学金获

得者之间“结对子”开展爱心活动对学生的影响，本文利用了项目实施过程中

采取随机干预实验的有利条件，直接用随机干预实验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本

研究所做的随机干预实验，就是在４０所项目中学随机选取３０所参加与大学生
的“结对子”爱心活动，其余１０所项目学校不参与。这３０所参与“结对子”爱
心活动的中学考察期内大多数开展了５次以上的献爱心活动（如照看孤寡老
人、帮助后进学生、打扫街道卫生等）。随机干预实验的一个优点是，如果样

本够大，可以完全克服绝大多数的内生性问题（包括遗漏变量偏误、自选择偏

误等）。

五、唐仲英爱心奖学金活动对学生的影响

本节首先评估爱心奖学金选举活动对学生的影响，其次评估爱心活动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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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影响。影响评估分两步，第一步是描述并比较普通学生、奖学金落选者和

奖学金获奖者这３组同学之间在认知能力、自尊、自信和社会责任感方面的表
现，以便于对唐仲英爱心奖学金活动与学生表现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直观和初步

的认识。第二步是用多元回归方法推断爱心奖学金活动与学生认知能力、自尊

子女、自信和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测算爱心奖学金活动对学生的

影响。

（一）选举活动对学生的影响

１．描述分析
（１）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选举前获奖者、落选候选者和普通学生之间在认知能力方

面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认知能力测试得分都在７３－７４分之间（满分１００分）。
换句话说，获得唐仲英爱心奖学金的学生并不是他们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

生。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们在选举时并非单纯考虑学习成绩。

但是比较分析选举前后学生认知能力测试得分的变化，可以看出爱心奖学

金的选举活动对奖学金获得者、奖学金落选者和普通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

不尽相同。选举前后奖学金获得者认知能力测试得分的增量显著高于普通学

生，同时高于奖学金落选者（表１）。事实上，普通学生的认知能力测试得分在
选举后有显著下降（１１．９分）。相比之下，奖学金落选者的认知能力测试得分
虽然也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很小（２．１分）。反之，奖学金获得者认知能力
测试得分则提高了１．１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获得爱心奖学金的事实极大地
激发了奖学金获得者的学习兴趣（认可激励），促使他们的认知能力测试得分

相对于其他学生而言有一个显著的提高。有趣的是，这种认可激励在奖学金落

选者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虽然激励没有奖学金获得者那么大。

表１　选举前后学生认知能力测试得分的变化

学生类型
选举前

（１）

选举后

（２）

选举前后的变化

（３）＝（２）－（１）

普通学生　　 ７３．９ ６２．０ －１１．９

奖学金落选者 ７３．５ ７１．４ －２．１

奖学金获得者 ７３．１ ７４．２ １．１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

（２）对自尊水平的影响
使用罗森伯格自尊能力测试问卷，本研究测试了学生的自尊水平。测试结

果表明，选举前样本学生自尊能力测试的平均分在２８分左右（满分４０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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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研究类似。比较分析表明，选举前奖学金获得者、奖学金落选者和普通

学生之间的自尊测试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如果比较选举前后学生自尊

测试得分的变化，可以看出爱心奖学金的选举活动有助于提高奖学金获得者的

自尊水平（表２）。根据调查数据，选举后奖学金获得者的自尊测试得分比选举
前增加了将近３分，略高于奖学金落选者和普通学生选举前后自尊测试得分的
增量。这说明获得爱心奖学金的事实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学生的自尊，而且这

种认可激励在奖学金获得者和落选者身上都有所体现。

表２　选举前后学生自尊测试得分的变化

学生类型
选举前

（１）

选举后

（２）

选举前后的变化

（３）＝（２）－（１）

普通学生　　 ２７．６ ２９．１ １．５

奖学金落选者 ２７．９ ３０．４ ２．５

奖学金获得者 ２７．３ ３０．０ ２．７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

（３）对自信水平的影响
使用标准的一般自我效能能力测试量表（ＧＳＥＳ，本文简称为“自信“），本

研究测试了学生的自信。调查结果显示，奖学金获得者、奖学金落选者和普通

学生之间在选举前不存在自信方面的显著差异。根据选举活动前的学生自信

测试的调查数据，选举前三类学生的自信测试得分都在２８分左右（满分 ４０
分），这说明他们都有一个较高的自信水平。但是在选举后，奖学金获得者、奖

学金落选者和普通学生的自信测试得分都在３０分左右（表３），也就是说选举
后学生的自信水平普遍偏高。尽管选举后三类学生的测试都有２分左右的增
加，而且普通学生的测试得分的增量略小于奖学金获得者和落选者，但差异并

不显著。

表３　选举前后学生自信测试得分的变化

学生类型
选举前

（１）

选举后

（２）

选举前后的变化

（３）＝（２）－（１）

普通学生　　 ２８．２ ２９．９ １．７

奖学金落选者 ２８．４ ３０．５ ２．１

奖学金获得者 ２７．８ ３０．１ ２．３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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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使用国际标准的社会责任感测试问卷（共１１个场景模拟，满分４４分），本

研究测试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调查结果表明，选举前奖学金获得者的社会责

任感测试得分为３６．６分，略高于奖学金落选者和普通学生（分别是３５．７和
３５．９分）（表４）。这说明选举中“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关心他人、助人为乐、刻
苦勤俭、成绩优良”的评选标准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但是从选举前后社会责

任感得分的变化来看，虽然选举后三组学生的得分都有所增加，但是从增量来

看奖学金获得者和普通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有趣的是，奖学金落选者的

社会责任感测试得分在选举后有了显著增加。这说明随着选举过程的展开，奖

学金获得者的示范效应让落选者更加注意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表４　选举前后学生社会责任感测试得分的变化

学生类型
选举前

（１）

选举后

（２）

选举前后的变化

（３）＝（２）－（１）

普通学生　　 ３５．９ ３６．９ １．０

奖学金落选者 ３５．７ ３８．０ ２．３

奖学金获得者 ３６．６ ３７．７ １．１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

２．多元回归分析
前已述及用倍差分析法做影响评估可以较好地克服个体间随时间不变的

特征（可观测的和不可观测的）对分析的干扰，分析结果比描述性分析更有说

服力。换句话说，具体到本研究，倍差分析的结果能较好地推断爱心奖学金选

举活动与中学生认知能力、自尊、自信和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因果关系，评估前者

对后者的影响。

倍差分析结果表明，爱心奖学金的选举活动显著提高了奖学金获得者的认

知能力测试得分（表５，第１列，第１行）。选举活动前后奖学金获得者认知能
力测试得分的增量比普通学生高出近１３分（满分１００分）。可见，虽然选举活
动前普通学生和奖学金获得者之间不存在认知能力测试得分的显著差异，但是

选举活动后奖学金获得者的认知能力测试得分比普通学生显著高出２０％。这
可能是因为选举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奖学金获得者的学习热情（认可激励）。值

得注意的是，奖学金落选者的认知能力也在选举活动中有了很大提高。相对于

普通学生而言，选举活动后奖学金落选者的认知能力提高了近１０分。这同样
也是由于认可激励的作用。

从自尊测试得分的回归结果来看，选举活动后，奖学金获得者的自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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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普通学生有了显著提高。平均而言，选举活动前后奖学金获得者自尊测

试得分的增量比普通学生多１分以上（表５，第２列，第１行）。回归分析结果
还表明，由于在第一轮选举中被选为候选人，奖学金落选者的自尊测试得分在

选举后也有显著提高。

表５　唐仲英爱心奖学金选举活动对学生的影响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测试得分

认知能力

（１）

自尊

（２）

自信

（３）

社会责任感

（４）

奖学金获得者 １２．９５ １．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４

（６．５５） （２．１４） （０．０８） （０．３４）

奖学金落选者 ９．９７ ０．７７ ０．２０ １．３７

（６．５４） （２．０６） （０．３７） （４．１７）

高中虚变量 －１２．１１ －０．３２ －０．５８ －０．５３

（－８．７３） （－０．９４） （－１．２４） （－１．７６）

常数项 －８．２９ １．５８ １．６０ １．１５

（－８．９８） （７．１５） （５．０８） （５．８７）

观测值个数 ８４１ ８４１ ８４１ ８４１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括号内为ｔ值。

与认知能力和自尊不同的是，倍差分析结果并没有发现选举活动本身对奖

学金获得者的自信或社会责任感有显著影响（表５，第３－４列，第１行），但是
对于奖学金落选者的社会责任感而言，却存在着显著的正影响。这可能是因为

选举活动本身让这些落选者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和奖学金获得者在社会责任感

方面存在差距，向爱心奖学金获得者看齐（示范效应），进而导致奖学金选举落

选者在选举后社会责任感显著增强（第４列，第２行）。这完全打消了之前对
奖学金落选者的担心，担心这些学生会因为最终没有被选上而受到挫折和

打击。

（二）爱心奖学金爱心活动对学生的影响

１．描述分析
（１）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随机干预实验的结果表明，爱心活动开展后，三组学生的认知能力测试得

分都有系统性的下降（表６，第１－２列）。这主要是因为爱心活动后所用的学
生认知能力测试问卷比活动前所用的问卷难度更大。对比选举活动前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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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活动前的认知能力测试得分可以看出，选举活动对认知能力的提高只是一

个脉冲效应。尽管爱心活动后普通学生认知能力测试得分的减量稍小于爱心

奖学金落选者和获奖者，但这种差异的显著性有待于多元回归分析作进一步的

检验（第３列）。

表６　爱心活动前后学生认知能力测试得分的变化

学生类型
爱心活动

（１）

爱心活动后

（２）

爱心活动前后的变化

（３）＝（２）－（１）

普通学生　　 ６２．０ ５８．１ －３．９

奖学金落选者 ７１．４ ６５．７ －５．７

奖学金获得者 ７４．２ ６９．１ －５．１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

（２）对自尊的影响
本研究在开展爱心活动后前后分别对学生的自尊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

表明，开展爱心活动后，三组学生的自尊水平普遍提高了０．１－０．３分（表７，第
３列）。这表明，爱心奖学金选举过程比爱心活动更有利于提高获奖学生的自
尊水平。但相比之下，爱心活动后奖学金获得者和奖学金落选者的自尊测试得

分略高于普通学生（第２列）。

表７　爱心活动前后自尊测试得分的变化

学生类型
爱心活动前

（１）

爱心活动后

（２）

爱心活动前后的变化

（３）＝（２）－（１）

普通学生　　 ２９．１ ２９．４ ０．３

奖学金落选者 ３０．４ ３０．５ ０．１

奖学金获得者 ３０．０ ３０．２ ０．２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

（３）对自信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爱心活动开展后所有学生的自信测试得分都有一定程度的

下降。根据自信测试评分规则，如果测试得分高于３０分，不仅说明该学生自信
水平非常高，同时还说明他需要注意正确看待自己的缺点。样本学生的自信测

试得分普遍略有下降可能有两方面原因。首先，随着所学课程难度增加，客观

上对学生的自信水平有所影响，导致学生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一定程

度上造成爱心活动后学生的自信得分普遍有所降低（表８，第１－２列）。其次，
通过参与爱心活动，也使得更多的学生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缺点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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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况且２９分在自信测试得分中仍然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说明学生还需要多
注意自己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奖学金获得者的自信测试得分在爱心活

动后也有所降低，但降低的量低于普通学生和奖学金落选者，尽管这种差异的

显著性有待于进一步验证（第３列）。

表８　爱心活动前后自信测试得分的变化

学生类型
爱心活动前

（１）

爱心活动后

（２）

爱心活动前后的变化

（３）＝（２）－（１）

普通学生　　 ２９．９ ２８．８ －１．１

奖学金落选者 ３０．５ ２９．７ －０．８

奖学金获得者 ３０．１ ２９．６ －０．５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

（４）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根据测试结果，开展爱心活动后，三组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测试水平普遍有

所增加（表９，第１－２列）。这可能是由于学生们随着年龄的增加，其社会责任
感也有所增强。但进一步的对比分析表明，爱心奖学金获得者的社会责任感测

试得分的增加量大于普通学生和奖学金落选者。这意味着开展爱心活动有助

于增强爱心奖学金获得者的社会责任感，但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则需要更

深入的分析和验证（第３列）。

表９　爱心活动前后社会责任感测试得分的变化

学生类型
爱心活动前

（１）

爱心活动后

（２）

爱心活动前后的变化

（３）＝（２）－（１）

普通学生　　 ３６．９ ３７．４ ０．５

奖学金落选者 ３８．０ ３８．３ ０．３

奖学金获得者 ３７．７ ３８．９ １．２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

２．多元回归分析
利用三轮调查的数据，本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开展爱心活动本身对不同学

生的影响。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爱心活动本身对奖学金获得者的认知能

力、自尊和自信测试得分都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爱心活动的开展对奖学金获得

者的社会责任感有显著正面影响，这也是唐仲英爱心奖学金项目的主要目标所

在。也就是说，通过参加校内校外的献爱心公益活动，显著提高了爱心奖学金

获得者的社会责任感（表１０，第１行，第４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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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唐仲英爱心奖学金爱心活动对学生的影响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测试得分

认知能力

（１）

自尊

（２）

自信

（３）

社会责任感

（４）

奖学金获得者 －１．１８ －０．２１ ０．６７ ０．６４

（－０．９７） （－０．６８） （１．３８） （１．９４）

奖学金落选者 －１．８８ －０．１４ ０．２４ －０．１７

（－１．９８） （－０．５５） （０．６２） （－０．６６）

高中虚变量 ０．０８ －０．６０ －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０８） （－２．５８） （０．０３） （－２．１７）

常数项 －３．９２ ０．５０ －１．１２ ０．６６

（－７．０７） （３．３７） （－４．９４） （４．２５）

观测值个数 ８４１ ８４１ ８４１ ８４１

Ｒ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数据来源：作者调查。括号内为ｔ值。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利用三轮中学生调查测试的数据，本文评估了唐仲英爱心奖学金项目选举

活动和爱心活动的开展对中学生认知能力、自尊、自信和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通过爱心奖学金的选举活动，中学生确实能选出本班“孝顺父

母、尊敬师长、关心他人、助人为乐、刻苦勤俭、成绩优良”的学生作为获奖学

生。通过选举活动，奖学金获得者和落选者的自尊和学业表现都有显著改善。

在爱心活动后，奖学金获得者的社会责任感有显著提高。

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我国中小学生素质教育，特别是德育教育具有重要的启

示。首先，在中小学德育教学中可以考虑采取设立国家德育奖学金的方式。其

次，获得国家德育奖学金的学生需要学生直接选举产生，选举的办法可以参照

唐仲英爱心奖学金的选举办法。第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德育活动经费，以便

于德育奖学金获得者参与、组织和实施爱心公益活动，以提高自身和其他同学

的德育水平。最后，鼓励和促进大学生深入农村中小学进行结对子活动，以拓

宽农村中小学生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考虑到我国如今实施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少学生（尤其是农村的贫困

学生）初中毕业就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本研究结果对我国人力资本的

培育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也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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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型时期，一方面需要接受初中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作为后备劳动力量来

保障时下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因此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完成九年义

务教育的劳动者，有必要在加强智力教育的同时，思考如何更好促进学生德育

水平的提高。而本研究结果就表明，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设立德育爱心奖学金，

通过评选和学生献爱心活动，可以显著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同学们的社会责任感

和德育水平。另一方面，处在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我国更为迫切地需要进一

步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我国需要让更

多的学生能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而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在中学阶段设立奖

学金，通过选举和大学生结对子共同开展爱心活动等形式，可以显著提高中学

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他们的认知能力，而这又能为他们下一阶段的教育打下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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