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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更多的女生同伴有助于

提高学习成绩吗&

'''对性别同伴效应的估计

刘泽云!田
!

梦

!摘
!

要"大量研究发现!在我国义务教育领域存在&阴盛阳衰'的现象!即女生的学

习成绩总体上优于男生"学生学习成绩的性别差异是否会导致性别同伴效应!即拥

有更多的女生同伴是否有助于提高学生个体的学习成绩) 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和现

实问题"本文基于
+0WO()*E

#

()*!

学年八年级学生的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加入学

校固定效应以及删去非随机分班和重新分班的样本!并经过随机性检验后模拟出在

同一学校内随机分班的研究环境!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估计了班级性别

结构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班级女生比例对学生的英语成绩存在

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影响学生的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第二!英语学习中的性别同

伴效应存在异质性!即男生(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以及父母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的英

语成绩更容易受到班级女生比例的影响%第三!班级性别结构的影响可能源于在女生

比例较高的班级里!学生较少出现问题行为(学习环境更为良好以及师生互动更为频

繁"因此!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增强班级内男女生之间的互动!充分发挥女生同伴的积

极影响%同时!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应对男生比例较高的班级给予适当的倾斜"

!关键词"性别同伴效应%学习成绩%教育生产函数

一%引言

现有研究表明!在我国义务教育领域!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明显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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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女生的学习成绩总体上优于男生,

H/-

!

()*)

#王进和陈晓思!

()*C

#

孙志军等!

()*"

#于开文!

()*"

#李美娟等!

()*D

-!甚至女生的数学成绩也

显著高于男生,陈彬莉和白晓曦!

()()

-$不过!学科之间学业成绩性别差异

的程度有所不同$李美娟等,

()*D

-基于北京市八年级学生的监测数据!发现

女生的各科成绩均优于男生!但英语成绩的性别差异最大!语文成绩的性别

差异次之!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最小#王骏,

()*?

-基于北京市三个区小学四

年级的调查数据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国外相关研究同样证实了学业成绩存在

性别差异!多数研究发现男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较高而女生在文科方面表现

得更加出色,

N/1,-./.5W9ZZ/=-.9.

!

())?

#

0%%-3$./.5O;/.3$.

!

()*)

#

[-1Z9=3$.97/%&

!

()*!

-!但也有研究认为男生在总体上落后于女生,

Y$=7-.

97/%&

!

()*C

-$

教育经济学领域的大量国内外研究证实了同伴群体对学生个体的学业发

展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即存在同伴效应,

J

99=9449173

-,

O/19=5$79

!

()**

#杜

育红和袁玉芝!

()*"

-$因此!如果学生的学业成绩存在性别差异!那么同伴

的性别结构,

A

9.59=1$2

J

$3-7-$.

-势必会对个体的学业成绩产生影响$目前!

许多国外研究基于同伴效应的研究视角!使用班级或学校内女生的比例或好

朋友中女生的比例衡量同伴性别结构!分析了同伴性别结构对学生学业成绩

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被称为性别同伴效应,

A

9.59=

J

99=9449173

-$相比之下!

尽管已经有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中同伴性别结构与学生学业

成绩的关系,

I6

!

()*!

#

H6/.5Q.59=3$.

!

()*!

#袁玉芝!

()*"

-!但研究方

法还有待改进!在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还存在局限!有必要开展更

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学生学业成绩的性别差异是否会导致性别同伴效应!即拥有更多的女生

同伴是否有助于提高学生个体的学习成绩& 这在教育领域的同伴效应研究和

性别差异研究中显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对于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发

挥学生同伴的积极作用%促进不同性别学生共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0561/7-$.W/.9%O6=:9

@

!

+0WO

-

()*E

'

()*!

学年追踪调查的数据!基于教育生产函数的理论框架和同伴效应的研究

方法!估计了班级性别结构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性别同伴

效应在不同学生群体间的异质性!并对影响机制做出了探索性的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较早的一项研究中!

I$B<

@

,

()))

-估计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公立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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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同伴效应!发现班级女生比例更高时!男生和女生的成绩都会得到提高$

之后!更多国家的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包括以色列,

H/:

@

/.5O1,%$339=

!

()**

-%奥地利,

O1,.99;9-3

!

()*(

-%韩国,

O$$,

@

6.

A

!

()*E

-%挪威,

\%/1Z

!

()*C

#

P:9=39.

!

()*!

-%美 国 ,

L,-72$=9

!

())!

#

I-%%

!

()*!

#

/̂6

A

,/.

!

()*"

-等$大部分研究都发现班级中女生比例提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

绩!而且在不同群体,如家庭背景%种族等-和不同学科,如数学%科学%外语

等-中存在异质性影响$部分研究还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分析!例如!

L,-72$=9

,

())!

-发现女生比例提高在幼儿园和二年级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正

向作用!在三年级有反向作用!即不同年级有不同的影响#

I-%%

,

()*!

-发现

异性同学比例的提高对
*"

岁以上学生的所有学科都有负面影响!对
*"

岁以

下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有负面影响#

/̂6

A

,/.

,

()*"

-使用最要好的男性朋友和

女性朋友的饮酒数据!发现在同性友谊中!同伴之间互相影响!而在混合性

别友谊中!男性朋友的饮酒习惯对女性有影响!女性朋友的饮酒习惯对男性

没有影响#

\%/1Z

,

()*C

-研究了挪威九年级的班级性别构成对学生的长期影

响!包括智商%生育情况%毕业后受教育情况%工作情况等!发现班级中女

生比例高对女生的长期变量有积极影响!对男生有消极影响$

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研究都考虑到了样本的自选择问题!大部分研究

都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消除自选择造成的估计偏误!

I-%%

,

()*!

-还使用了工

具变量法$

一些国外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性别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如
H/:

@

和

O1,%$339=

,

()**

-发现班级内女生比例提高会减少班级暴力冲突%缓和同学与

师生间关系和降低教师的疲惫感!最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I-%%

,

()*!

-发现异性同伴比例的提高会增加学生与教师相处的难度%影响注意力

集中和提高谈恋爱的概率!从而对学生的成绩有负面影响$

国内研究较多关注学生成绩的性别差异!对性别同伴效应的研究则非常

有限$

I6

,

()*!

-利用
+0WO()*C

'

()*E

基线调查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的数

据!使用学校
>

年级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班级女生比例对男生的数学%语文%

英语成绩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该研究还分析了班级女生比例的影响机制!

发现较高的女生比例意味着较好的学习环境!譬如!女生出现迟到%逃课等

问题行为的可能性更小!更容易得到教师的表扬而较少得到教师的批评!与

同学的相处更为融洽!更容易感受到良好的班级学习环境!等等$

H6

和

Q.59=3$.

,

()*!

-针对江苏省一所中学的七年级学生进行了随机分配相邻学生

的实验!发现拥有女生同桌对男生和女生的学期综合成绩均有正向影响!但

拥有更多的邻座女生只有利于提高女生的成绩!而对男生成绩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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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玉芝,

()*"

-基于上海市
()*(

年的
WPOQ

数据!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bHO

-

研究发现对于
*!

岁的学生!学校内女生的比例越高!学生个体的数学素养成

绩越高$

#二$对现有文献的评述及本文的贡献

如上所述!国外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注意到了自选择问题并采取了相

应的方法来解决!也有部分文献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为本文研究提供了

很好的参考$相对而言!国内的相关研究则比较薄弱$具体而言!

I6

,

()*!

-

使用的
+0WO()*C

'

()*E

基线数据中!包括了七年级学生!而使用七年级学

生的样本是不合适的!因为
+0WO

调查的是学生在
()*C

'

()*E

学年秋季学期

的期中考试成绩数据!初一学生在秋季学期刚刚入学!期中考试距离学生进

入初中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班级同伴的影响很难显现出来$此外!该研究

没有控制班级特征和教师特征!也没有控制学生的前期成绩和个人能力$因

此!有理由认为其估计结果会有较大偏误$

H6

和
Q.59=3$.

,

()*!

-的研究使

用随机分配座位的方法!保证了估计结果的内部有效性!但由于只是基于一

所中学的样本!其外部有效性有待检验$而且该研究只分析了同伴性别结构

对学生综合成绩的影响!未考虑到这种影响在学科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性$袁

玉芝,

()*"

-的研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没有考虑同伴效应

中必须关注的自选择等方法问题!无法识别出同伴性别结构对学生学业成绩

的因果性影响$

在充分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做

出了较大改进!对于精确识别中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性别同伴效应并了解其影

响机制有一定贡献$在研究方法方面!通过四个步骤更好地处理了同伴效应

研究中最为关键的自选择问题"第一!在回归分析中加入学校固定效应#第

二!删去非随机分班和重新分班的样本#第三!采用两种方法进行了学生性

别分布的随机性检验#第四!使用了工具变量法$在研究内容方面则更为丰

富和完善!不但从整体上估计了班级性别结构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还针

对不同性别%学习成绩水平%家庭背景的学生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同时对性

别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

三%同伴效应的识别与计量模型

#一$教育生产函数

本文的分析在教育生产函数的理论框架下展开$教育生产研究把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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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看作是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而教育生产函数就是将教育投入和教育

产出联系起来的函数关系$教育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如下"

;d

/

,

<

!

7

!

5

!

=

- ,

*

-

其中!

;

表示教育产出!在本文中指学生的学习成绩$

<

表示学校的投

入!

7

表示学生家庭的投入!

5

表示学生同伴的投入!

=

表示学生个体的

投入$

本文旨在识别同伴特征,即学生同伴的性别结构-对学生个体学习成绩的

影响!需要控制其他投入,即学校投入%家庭投入和学生个体投入-的影响$

对于学校投入!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控制"一是使用学校固定效应模型!即

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学校虚拟变量!这样就无需再控制学校层面的具体投入,如

经费投入%物质投入和人力投入-#二是在回归分析中加入班级层面的变量!

如班级规模%教师特征等$对于家庭投入和个体投入!在回归分析中尽可能

加入学生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解释变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0WO

调查

中专门为学生设计了一套认知能力测试!该测试不涉及学校课程所教授的具

体知识性内容!其目的是检测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涉及语

言%图形以及计算与逻辑等三个维度$本文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学生的认知能

力测试成绩!降低了由于忽略学生能力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另外!由于教育

生产过程存在累积性!即之前的教育投入也会影响当期的学生成绩!因此在教

育生产函数研究中!通常都通过控制学生前期成绩来消除教育生产累积性的影

响,

I/==-3

!

()*)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0WO

追踪调查中的八年级学生!我们在

学生个体层面上将
+0WO

追踪调查数据和基线调查数据进行匹配!然后使用该

学生在基线调查中七年级时的学业成绩来控制其前期学习成绩$

#二$同伴效应的识别

*&

自选择问题

在识别同伴效应的相关研究中!自选择,

39%4_39%917-$.

-是最为关键的问

题,

N/.3Z-

!

*DDC

#陆铭和张爽!

())F

-$自选择问题存在于三个层面$

第一!学校层面的自选择问题$学校在不同学生之间的分配并不是随机

的!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有些因素既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影响其学

校选择的决策!从而影响其同伴的特征$一般的回归分析可以控制这些因素

中的可观测因素,如学生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等-!但无法控制不可观测的

因素,如学生家庭对教育的偏好-$如果没有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那么

观察到的同伴效应可能源于这些因素!而不是同伴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

从而无法准确识别出同伴效应$为解决这个问题!相关研究大多使用了学校

固定效应模型,

L,-72$=9

!

())!

#

H/:

@

!

()**

#

I6

!

()*!

-!识别同一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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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部不同班级之间班级性别构成对学生的影响!本文也通过在回归分析中

加入学校固定效应来解决学校层面的自选择问题$

第二!班级层面的自选择问题$在同一所学校内!学生在班级之间的分

配也不是随机的!同样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解决班级

层面的自选择问题"首先!根据调查过程中校领导和班主任问卷中的问题删

除了非随机分班的样本!具体来说!校领导问卷中问题为(学校对新生编排班

级的标准是什么)!本文样本数据仅保留了答案为(随机或平均分配)的学校#

班主任问卷中问题为(目前这个班所在的年级有没有按总成绩或单科成绩分

班)!本文样本数据仅保留了答案为 (没有)的班级样本$同时!在

+0WO()*E

'

()*!

的追踪调查中!有些八年级班级经历了重新分班,包括班级

合并-!由于无法得知重新分班的依据是什么!为避免重新分班的非随机性带

来的影响!本文删去了重新分班的样本$其次!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了随

机性检验!以保证班级性别结构与班级的其他特征以及儿童个体特征和家庭

特征是不相关的$最后!在同伴效应的研究文献中!有些使用同伴特征的滞

后变量作为当前同伴特征的工具变量,如
$̂6%597/%&

!

())D

#

9̂/

@

97/%&

!

()*C

-$受此启发!本文使用学生七年级时的班级性别结构作为当期班级性别

结构的工具变量$经过上述处理!可以模拟出一个在校内随机分班的研究环

境!基本上消除了班级层面的自选择$

第三!个体层面的自选择问题$在识别某些类型的同伴效应,如同桌%同

宿舍%同一社团同伴的影响-时!同伴的选择可能是非随机的!即学生会基于

一些不可观测的特征选择同伴!因而必须考虑个体层面的自选择$但是!本

文关注的班级性别结构是班级层面的同伴特征!在消除了学校和班级层面的

自选择之后!可以认为学生个体面对的班级同伴是随机的!因此存在个体层

面的自选择的可能性很小$

(&

镜像问题

镜像,

=94%917-$.

-是识别同伴效应的相关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另一个问

题,

N/.3Z-

!

*DDC

-$同伴效应是指同伴特征对学生个体的影响!但学生个体

也是其同伴中的一员!会影响其同伴特征!从而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这就

是镜像问题$

在探讨同伴对学生学业成绩影响的文献中!经常使用学生同伴的平均成

绩,如班级平均成绩-衡量同伴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考虑镜像问题$

因为同伴的平均成绩会影响学生个体的成绩!反过来学生个体的成绩也会影

响同伴的平均成绩!从而简单的回归分析无法正确识别因果关系$但本文关

注的班级性别结构衡量的是同伴特征!很难想象学生个体的学习成绩会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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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性别结构产生影响!因此在本文中不需要考虑镜像问题$

C&

关联效应%内生效应和情境效应

考察同伴效应时还需要考虑三种效应,

N/.3Z-

!

*DDC

-"关联效应

,

1$==9%/7959449173

-%内生效应,

9.5$

A

9.$639449173

-和情境效应,

1$.79B76/%

9449173

-$

关联效应指的是在一个组织内!由于学生面对相似的环境,如相同的教

师%相同的班级氛围-!其行为或结果具有相似性$关联效应并不是同伴效

应!在识别同伴效应时必须剔除其影响$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刻画班级环境

的变量,任课教师的性别%学历%教龄%职称和班级规模-!从而很大程度上

控制了关联效应$

内生效应指的是同伴的结果影响个体结果!如个体的成绩受同伴平均成

绩的影响$情境效应指的是同伴特征对个体结果的影响!如同伴的社会经济

背景构成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探讨同伴对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文献常常关注

同伴的平均成绩对学生个体成绩的影响!这也就是内生效应$在这种情况下!

将内生效应和情境效应分离开来是非常必要的$通常的做法是在估计同伴平

均成绩对个体成绩的影响时控制同伴的特征,如同伴的家庭背景-!从而将内

生效应分离出来$但本文关注的是同伴特征,即班级性别结构-对学生个体成

绩的影响!同伴特征有可能通过影响同伴平均成绩进而间接影响个体成绩!

因此如果在估计同伴特征的影响时控制同伴平均成绩!就会导致估计偏误!

故本文不区分内生效应和外生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班级性别结构!其他同伴特征,如班级层面的学生平

均年龄%父母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平均经济状况!等等-也会影响学生个体

的成绩!而这些同伴特征与班级性别结构可能是相关的!如果不控制这些同

伴特征!就会在估计班级性别结构的影响时产生偏差$为此!本文在回归中

控制了学生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在班级层面的平均值!尽可能把班级性别结

构的偏效应识别出来$

#三$计量模型

本文使用的回归模型如下"

;

+

>

#

d

!

)

T

!

*

?

>

#

T

!

(

=

+

>

#

T

!

C

7

+

>

#

T

!

E

#

=

>

#

T

!

!

$

7

>

#

T

!

"

@

>

#

T

!

F

"

#

T

#

+

>

#

,

(

-

其中!下标
+

%

>

%

#

分别表示八年级学生个体%所在班级以及所在学校$

;

+

>

#

为被解释变量!即学生的学业成绩!包括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程的成

绩$

?

>

#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班级性别结构!用班级中女生的比例来衡量$

=

+

>

#

表示学生的个体特征#

7

+

>

#

表示学生的家庭特征#

#

=

>

#

表示学生个体特征在班级

层面的均值#

$

7

>

#

表示学生家庭特征在班级层面的均值!用于控制其他同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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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影响#

@

>

#

表示班级环境特征#

"

#

为学校固定效应#

#

+

>

#

为误差项#

!

为回

归系数!其中
!

*

为本文关注的性别同伴效应!衡量了班级女生比例对学生个

体学业成绩的影响$

在使用
bHO

方法估计式,

(

-的基础上!本文还借鉴同伴效应相关研究中

的做法,

$̂6%597/%&

!

())D

#

9̂/

@

97/%&

!

()*C

-!使用班级性别结构的滞后变

量作为工具变量$即使用七年级时班级女生比例作为八年级时班级女生比例

的工具变量!对式,

(

-进行工具变量估计以减小估计偏差$使用这一工具变量

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在删去了重新分班的样本之后!由于存在学生

转入和转出的情况!八年级时班级女生比例和七年级时班级女生比例会有所

差异!但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产生变动的!二者之间相关性很高#另一方

面!七年级时班级女生比例与影响八年级时学生成绩的不可观测因素之间没

有必然的相关性$因此!这一工具变量的选择具有合理性$在工具变量法的

估计中!使用的是标准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OHO

-$

四%样本与数据

#一$样本

本文分析的样本来自于
+0WO()*E

'

()*!

的追踪调查数据!部分变量来

自
+0WO()*C

'

()*E

的基线调查数据$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

数据中心,

'O8+

-设计与实施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采用
WWO

抽样!分四阶

段依据(六普)来设计抽样框!涵盖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口比例为分层

变量所随机抽取的全国
(?

个县级单位,县%区%市-!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

性$调查以
()*C

'

()*E

学年为基线!调查了
*)(FD

名七年级学生$在

()*E

'

()*!

学年的追踪调查中!成功追访到
DEED

名升入八年级的学生!追

访率
D*&DG

$被调查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班主任老师%主课任课老师以及

学校负责人等也都接受了相应的问卷调查!相关数据能够很好地满足本研究

的需要$

在分析过程中!本文数据仅保留了两次调查期间未进行重新分班,包括班

级合并-的样本!并根据校领导和教师问卷删去了非随机分班的学校样本$同

时!由于使用学校固定效应模型是利用同一学校内不同班级之间的女生比例

的变异来识别其影响!必须保证样本中每一所学校内至少有两个班级!所以

删去了同一所学校内只有一个班级的学校样本$最后!在删去变量值缺失的

样本后!本文的有效样本量为
C(DD

人!共涉及
E?

所学校的
D"

个班级$其

中!女生为
*"FC

人!占比
!)&F*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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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

被解释变量,

;

+

>

#

-是八年级学生在
()*E

'

()*!

学年秋季学期的期中考试

成绩!包括语文成绩%数学成绩和英语成绩$每门课程的成绩均在学校层面

上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均值为
F)

!标准差为
*)

$

核心解释变量,

?

>

#

-为班级性别结构!用班级女生比例衡量!用其原始值

表示$

学生层面的控制变量,

=

+

>

#

-包括"性别,女生
d*

!男生
d)

-#年龄,根据

出生年月推算-#民族,少数民族
d*

!汉族
d)

-#户口类型,农业户口
d*

!非

农户口
d)

-#是否为非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
d*

!独生子女
d)

-#认知能力

测试成绩,均值为
)

!标准差为
*

-#七年级时对应的期中考试成绩!包括标准

化的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

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7

+

>

#

-包括"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父母中教育水平

较高一方的受教育年限!赋值规则为没受过任何教育
d)

!小学
d"

!初

中
dD

!高中0中专0职高0技校
d*(

!大学专科
d*!

!大学本科
d*"

!研究生

及以上
d*D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困难
d*

!家庭经济中等或富裕
d)

-#

家庭关系情况!即父母是否关系不好,是
d*

!否
d)

-$

衡量班级环境特征的控制变量,

@

>

#

-包括班级规模和教师特征$具体而

言!班级规模指班级学生总数#在以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为被解释变量的

回归中!教师特征分布指的是该门课程任课教师的特征!教师特征包括"教

师性别,男性教师
d*

!女性教师
d)

-%教师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
d*

!其

他
d)

-%教师教龄,

()

年及以上
d*

!其他
d)

-%教师职称,中教一级职称及

以上
d*

!其他
d)

-$

控制变量还包括班级层面的其他同伴特征$其中!学生个体层面的同伴

特征,

#

=

>

#

-包括班级层面上的平均年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农业户口学生比

例%非独生子女学生比例!学生家庭层面的同伴特征,

$

7

>

#

-包括班级层面上的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均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父母关系不好的比例$

#三$描述性统计

学生个体和家庭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

所示$男生与女生在学业成绩

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无论在七年级还是八年级!男生的语文%数学和英语

成绩均低于女生!但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相对较小$另外!男生与女生的个

体特征和家庭特征间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较女生来说!男生年龄较大%认知

能力测试成绩较低%家庭经济困难比例略高%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略低%家

庭中父母关系不好的比例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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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学生及家庭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总体 男生 女生

学生层面

!!

八年级语文成绩
F*&CDD "D&E(! FC&C*?

!!

八年级数学成绩
F*&"(* F)&!?? F(&"(E

!!

八年级英语成绩
F(&C)* F)&**E FE&E("

!!

年龄
*C&DC) *C&D?" *C&?F!

!!

少数民族
)&)?( )&)FC )&)D*

!!

农业户口
)&CF( )&C?" )&C!D

!!

非独生子女
)&E(" )&CDC )&E!?

!!

认知能力测试标准化成绩
)&EE! )&E(* )&E"?

!!

七年级语文成绩
F)&F*C "F&FEC FC&!DD

!!

七年级数学成绩
F)&F(* F)&)F" F*&CE?

!!

七年级英语成绩
F)&FDF "?&*D) FC&CC*

家庭层面

!!

家庭经济困难
)&)FD )&)?! )&)FE

!!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年-

*!&"C *!&!?D *!&"F)

!!

父母关系不好
)&)DE )&)?F )&*))

样本量
C(DD *"(" *"FC

在班级层面!班级女生比例的均值为
)&!(!D

!即
!(&!DG

,标准差为

)&)?*

!即
?&*G

-#班级规模的均值为
EC&)"

人$此外!教师特征的描述性

统计如表
(

所示$可见!八年级教师中女性教师占大多数!尤其是英语教师$

教师学历%教龄及职称方面在不同学科间也存在一定差异$

表
%

!

教师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语文教师 数学教师 英语教师

男性
)&*!" )&CEE )&)DE

学历为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及以上
)&!DE )&!DE )&!E(

教龄
()

年及以上
)&CCC )&CD" )&C"!

职称为中教一级教师及以上
)&((D )&C*C )&()?

样本量
D" D" D"

#四$随机性检验

如前所述!本文的核心识别策略是通过加入学校固定效应!并删去非随

机分班和经历了重新分班的样本!从而模拟出在同一学校内随机分班的研究

环境!消除班级层面的自选择$为了验证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本文通过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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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了样本的随机性检验$

第一种方法是基于
b,-./7/

和
:/.b6=3

,

()*C

-提出的策略!检验女生的

分布在同一所学校的不同班级之间是否随机$其基本步骤是"首先假设同一

所学校中两个班级之间的女生数量差为
5

#然后估计出将同一所学校的女生

在两个班级间随机分配时!两个班级间女生数量差
5

的情况#接着分别计算

出
5

取不同值时,

5d)

!

*

!

(

!

C

33-实际和模拟的学校个数#最后将实际和

模拟的学校个数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如果班级的学生分配是随机的!那么

经过
0

JJ

3_O-.

A

%97$.7;$_3/2

J

%9

检验后!这两个分布将不会有显著差异$基

于本文数据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J

值为
)&CF*

!表明两个分布之间的确不存在

显著差异!可以认为同一学校内班级间女生的分布是随机的$该方法的原理

和详细步骤详见
b,-./7/

和
:/.b6=3

,

()*C

-$限于文章篇幅!文中未给出详

细的检验过程和结果!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第二种方法是检验班级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随机!也就是说!在不同性

别结构的班级之间!班级教育资源的分配是否存在差异$我们以班级女生比

例为被解释变量!以任课教师特征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C

$

可以看出!在加入学校固定效应之后!只有语文教师的职称与班级女生比例

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同一学校内!不同性

别结构的班级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是随机的$

表
&

!

班级教育资源分配的随机性检验

语文教师 数学教师 英语教师 语文教师 数学教师 英语教师

男性
)&))? )&))E >)&)!" )&)*? >)&)*) >)&)(C

,

)&)(E

- ,

)&)*F

- ,

)&)E(

- ,

)&)(E

- ,

)&)*E

- ,

)&)("

-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 >)&))( )&)*" >)&))( )&))D )&)*F

,

)&)*?

- ,

)&)*?

- ,

)&)*!

- ,

)&)*F

- ,

)&)*?

- ,

)&)((

-

教龄
()

年及以上
)&)(* >)&)*C >)&))C )&))( )&)*? )&))F

,

)&)*D

- ,

)&)()

- ,

)&)*D

- ,

)&)*!

- ,

)&)*F

- ,

)&)*?

-

中教一级及以上职称
)&)E"

%%

)&)!D

%%%

)&)CF

)&)!C

%%

)&))? )&))*

,

)&)*D

- ,

)&)*?

- ,

)&)(C

- ,

)&)(*

- ,

)&)*D

- ,

)&)(C

-

学校固定效应
e e e

& & &

样本量
D" D" D" D" D" D"

8

(

)&*)" )&*)? )&)F! )&?!( )&?(" )&?(C

!!

注"被解释变量为班级女生比例#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

J'

)&)*

#

%%

J'

)&)!

#

%

J'

)&*

$

基于上述两种检验方法!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本文的样本中!在同

一学校内!女生在班级之间的分配是随机的!班级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与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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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结构无关!从而基于式,

(

-可以估计出班级女生比例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因

果性影响$

五%回归分析结果

#一$性别同伴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式,

(

-!分别以学生语文%数学和英语成绩为被解释变量!以班级女

生比例为核心解释变量!加入学校固定效应进行的
bHO

估计结果见表
E

$同

时!表
E

也呈现了以七年级时的班级女生比例作为八年级时班级女生比例的

工具变量进行
P#

估计的结果$

表
'

!

性别同伴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

RTP +?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英语成绩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英语成绩

班级女生比例
)&DD* !&)!C *(&))F

%%%

C&)E? )&!DD *(&!DE

%%%

,

(&?(E

- ,

C&!E)

- ,

C&!(E

- ,

C&E*E

- ,

C&DE(

- ,

C&?!?

-

内生性检验
*&(?) F&F)(

%%%

)&*F)

弱工具变量检验
*))EE&")

%%%

D?D*&(E

%%%

D!()&F"

%%%

样本量
C(DD C(DD C(DD C(DD C(DD C(DD

!!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每个回归中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性别%年龄%

民族%户口%是否为独生子女%认知能力测试成绩以及七年级学业成绩-%家庭特征,父母

教育水平%家庭经济困难情况以及父母的关系-%班级环境特征,班级规模%教师的性别%

学历%教龄和职称-%学生个体层面的同伴特征,平均年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农业户口

学生比例%非独生子女学生比例-%学生家庭层面的同伴特征,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均值%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父母关系不好的比例-$每个回归均加入了学校固定效应$内生

性检验报告的是
L6_I/632/.

检验的
Y

统计量!弱工具变量检验报告的是
+=/

AA

_[$./%5

L/%5

检验的
Y

统计量$

%%%

J'

)&)*

#

%%

J'

)&)!

#

%

J'

)&*

$

无论是
bHO

估计还是
P#

估计均显示!班级女生比例对学生个体的语文

成绩和数学成绩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学生个体的英语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内生性检验表明!仅在以数学成绩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存在内生性问题!

弱工具变量检验表明七年级时的班级女生比例是一个强工具变量$

从影响程度看!

P#

估计结果与
bHO

估计结果相差不大!前者略大于后

者$班级女生比例每增加
*

个百分点!学生的英语成绩提高约
)&*()>)&*("

分$在本文的样本中!班级女生比例这一变量的标准差为
)&)?*

!这意味着

班级女生比例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学生个体的英语成绩将提高
)&DF(>*&)(*

分!即
*

分左右$考虑到样本中学生英语成绩的均值约为
F(&C

分!意味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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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

年

级女生比例仅对学生个体的英语成绩存在微弱的正向影响$

I6

,

()*!

-利用
+0WO()*C

'

()*E

基线调查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的数据!

发现班级女性比例对学生的数学%语文%英语成绩学业成绩均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袁玉芝,

()*"

-基于上海市
()*(

年的
WPOQ

数据!发现对于
*!

岁的学

生!学校内女生的比例越高!学生个体的数学素养成绩越高$本文的发现与

上述研究不同!原因可能在于上述两项研究的估计方法存在问题!不能准确

识别出班级性别结构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因果性影响$

#二$性别同伴效应的异质性

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性别同伴效应在不同学生群体间的异质性$

首先根据学生性别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

$可以看出!仅在以男

生样本的数学成绩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

bHO

回归结果与
P#

回归结果存

在明显差异!而此时内生性检验表明存在内生性问题!

P#

估计结果更为可

靠!即班级女生比例对男生的数学成绩不存在显著影响$综合起来看!表
!

表明!班级女生比例对不同性别学生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均没有显著影响!对

男生和女生的英语成绩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男生英语成绩的影响更大$

I6

,

()*!

-基于
+0WO()*C

'

()*E

基线调查的数据!同样发现班级女生比例仅

对男生成绩有显著影响!不同的是!该研究发现班级女生比例对男生的语文%

数学%英语成绩都有显著影响$

表
(

!

性别同伴效应的异质性%按学生性别分组

语文 数学 英语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bHO (&CF) >*&!DE *C&"?"

%%%

>E&FF* *(&((*

%%

D&EC!

%%

,

E&C*?

- ,

C&E)?

- ,

!&)"F

- ,

E&FF!

- ,

!&*?!

- ,

E&!*C

-

P# (&CFC *&*(( ?&E?" >?&*FD

*C&FD?

%%

?&!?*

%

,

E&D"F

- ,

E&C!*

- ,

!&!D*

- ,

!&(D?

- ,

!&"FC

- ,

E&??F

-

内生性检验
)&))) *&(EE !&E"E

%%

(&C"E )&!?D )&()!

弱工具变量检验
!C"!&""

%%%

E!!F&!D

%%%

!*EE&ED

%%%

E"))&""

%%%

E?!)&)C

%%%

EED*&?D

%%%

样本量
*"(" *"FC *"(" *"FC *"(" *"FC

!!

注"表中所示为班级女生比例这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他注释同表
E

$

其次!根据学生在班级内的成绩排名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

$成

绩排名的依据来自于
+0WO

追踪调查家长问卷中的问题"(这个孩子目前的成

绩在班里处于什么位置&)!当回答为(中上)或(很好)时!认为该学生成绩排

名靠前!否则认为该学生成绩排名靠后$内生性检验表明!仅在以成绩排名

靠后的学生的数学成绩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存在内生性问题!但此时
bHO



第
"

期 拥有更多的女生同伴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吗#

!*

!!!

和
P#

的估计结果是相同的!即班级女生比例对这部分学生的数学成绩没有

显著影响$综合起来看!表
"

表明!班级女生比例对不同成绩排名的学生的

语文和数学成绩均没有显著影响!仅对成绩排名靠后学生的英语成绩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表
U

!

性别同伴效应的异质性%按学生成绩排名分组

语文 数学 英语

排名靠前 排名靠后 排名靠前 排名靠后 排名靠前 排名靠后

bHO >)&*)F )&??* *&FD? "&))! "&(D) *E&C!!

%%%

,

E&*)C

- ,

C&FD"

- ,

C&FC)

- ,

E&D*D

- ,

E&))E

- ,

E&"?"

-

P# )&E*F E&*C" )&E(( >)&*"" F&)(*

*E&!CD

%%%

,

E&!E!

- ,

E&"?(

- ,

E&((F

- ,

!&EE(

- ,

E&E*?

- ,

!&*C"

-

内生性检验
)&)E! *&")F )&!ED F&""E

%%%

)&("! )&))?

弱工具变量检验
!)F!&(E

%%%

EDD*&E)

%%%

E?CC&CE

%%%

!)*!&*)

%%%

EF!?&"?

%%%

EF?)&E)

%%%

样本量
*CFF *D(( *CFF *D(( *CFF *D((

!!

注"表中所示为班级女生比例这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他注释同表
E

$

最后!根据学生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F

$如果

父母的最高受教育水平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定义为(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

否则定义为(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内生性检验表明!在以父母受教育水平

较高的学生的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存在内生性问题!

但此时
bHO

和
P#

的估计结果是相同的!即班级女生比例对这部分学生的成

绩没有显著影响$综合起来看!表
F

表明!无论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班级

女生比例对学生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均没有显著影响!班级女生比例仅对父母

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的英语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
I

!

性别同伴效应的异质性%按学生父母受教育水平分组

语文 数学 英语

父母受教育

水平较高

父母受教育

水平较低

父母受教育

水平较高

父母受教育

水平较低

父母受教育

水平较高

父母受教育

水平较低

bHO >*&*EE (&""F )&"?C *)&)*D "&("C

()&C"D

%%%

,

C&FFF

- ,

E&CD"

- ,

E&FD)

- ,

!&C"(

- ,

E&D("

- ,

!&)E(

-

P# E&F?) >)&(?! >E&EE? "&C?! "&)FC

((&E!(

%%%

,

E&!!*

- ,

!&*E!

- ,

!&())

- ,

"&))(

- ,

!&((?

- ,

!&"C?

-

内生性检验
!&EC"

%%

*&E(? "&*F*

%%

(&ED) )&)*( )&FF)

弱工具变量检验
!C!F&D(

%%%

E!C?&C"

%%%

!"?*&?*

%%%

E)C?&"E

%%%

!!!E&FF

%%%

C?)?&"!

%%%

,

)&)()

- ,

)&(C(

- ,

)&)*C

- ,

)&**!

- ,

)&D**

- ,

)&C?)

-

样本数
*F?( *!*F *F?( *!*F *F?( *!*F

!!

注"表中所示为班级女生比例这一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他注释同表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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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
!>

表
F

呈现的结果可知!班级性别比例对不同学生群体的语文

成绩和数学成绩均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于不同学生群体的英语成绩存在异质

性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班级女生比例对男生和女生的英语成绩都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但对男生的影响更大#对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的英语成绩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的英语成绩没有显著影响#对父母

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的英语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父母教育水平较高

的学生的英语成绩没有显著影响$

表
(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男生的英语成绩均值明显低于女生$因此!

上述发现意味着在学业上处于劣势,男生%成绩排名靠后-或家庭背景相对较

差,父母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更容易受到班级性别结构的影响$

#三$性别同伴效应影响机制的探索性分析

以上发现班级女生比例对学生成绩存在一定的积极影响$那么!产生这种

影响的机制是什么呢& 结合已有研究文献!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性的分析$

*&

问题行为

相关研究发现!班级内女生比例提高会减少学生的问题行为,

H/:

@

/.5

O1,%$339=

!

()**

-$在
+0WO

学生问卷中!询问了学生关于十种问题行为的情

况!针对每一种行为!有(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等五个选项$我

们做了两组回归分析$在第一组回归中!将上述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

%

(

%

C

%

E

%

!

!得到衡量学生出现问题行为的频率的有序变量!以此作为被解释变

量!使用有序
%$

A

-7

,

$%$

A

-7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第二组回归中!将选择(经

常)和(总是)的赋值为
*

!选择(从不)(偶尔)和(有时)的赋值为
)

!得到表示

学生是否易于出现问题行为的虚拟变量!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
%$

A

-7

模

型进行回归分析$在这两组回归中!解释变量是女生虚拟变量,女生
d*

!男

生
d)

-和学校固定效应!表
?

列出了这些回归中女生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

可以看出!除了(脾气暴躁)这一行为!女生出现问题行为的概率均显著小于

男生$由此可以想见!在女生比例较高的班级里!发生问题行为的概率较小!

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

表
J

!

学生问题行为回归分析中性别虚拟变量#女生
V"

$的回归系数

787

O

/< 87

O

/<

样本量

骂人!说脏话
>)&E(D

%%%

>)&!D(

%%%

C(DC

,

)&)""

- ,

)&*C*

-

吵架
>)&CD?

%%%

>)&")D

%%%

C(D*

,

)&)"?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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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787

O

/< 87

O

/<

样本量

打架
>*&?EF

%%%

>*&"EF

%%%

C(?F

,

)&***

- ,

)&CF?

-

欺负弱小同学
>*&EFC

%%%

>*&*D"

%%%

C(D*

,

)&*!D

- ,

)&EC(

-

脾气暴躁
)&(*E

%%%

>)&)?! C(D)

,

)&)"F

- ,

)&*E!

-

注意力不集中
>)&)E(

>)&E")

%%%

C(?*

,

)&)""

- ,

)&*(!

-

逃课!旷课!逃学
>*&C))

%%%

>*&F"(

%%%

C(DC

,

)&(()

- ,

)&"C)

-

抄袭作业!考试作弊
>)&C(!

%%%

>*&C))

%%%

C(?!

,

)&)?*

- ,

)&CE"

-

抽烟!喝酒
>)&?E)

%%%

>*&)?!

%%%

C(DE

,

)&*""

- ,

)&E*C

-

上网吧!游戏厅
>*&D*!

%%%

>(&FF?

%%%

C(DE

,

)&*?(

- ,

)&!?F

-

!!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

J'

)&)*

#

%%

J'

)&)!

#

%

J'

)&*

#回归中均加入学校

固定效应$

(&

学习环境

I6

,

()*!

-指出!较高的女生比例通常意味着较好的学习环境$在
+0WO

学生问卷中!询问了与学校生活和学习环境相关的十个问题!每个问题有(完

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四个选项$我们做了两组回归

回归分析$在第一组回归中!将上述四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

%

(

%

C

%

E

!以此

有序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有序
%$

A

-7

,

$%$

A

-7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第

二组回归中!将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赋值为
*

!选择(比较不同

意)和(完全不同意)的赋值为
)

!以此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
%$

A

-7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样的!在这两组回归中!解释变量是女生虚拟变量,女

生
d*

!男生
d)

-和学校固定效应!表
D

列出了这些回归中女生虚拟变量的回

归系数$可以看出!女生更容易得到教师的表扬而较少得到教师的批评!与

同学的相处更为融洽!更容易感受到良好的班级学习环境!并且更容易对学

校产生认同$因此!在女生比例较高的班级里更容易形成良好的学习环境!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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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

!

学习环境回归分析中性别虚拟变量#女生
V"

$的回归系数

787

O

/< 87

O

/<

样本量

我的父母经常收到老师对我的表扬
)&(?"

%%%

)&(DE

%%%

C(DE

,

)&)"!

- ,

)&)F!

-

我的父母经常收到老师对我的批评
>)&F*D

%%%

>)&D)F

%%%

C(?F

,

)&)"F

- ,

)&)D)

-

班主任老师经常表扬我
)&)D( )&)CD C(D!

,

)&)""

- ,

)&)FE

-

班主任老师经常批评我
>)&"E(

%%%

>)&?F(

%%%

C(?"

,

)&)"F

- ,

)&)D!

-

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
)&CDC

%%%

)&FEE

%%%

C(DF

,

)&)"D

- ,

)&*(C

-

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
)&(?(

%%%

)&CCE

%%%

C(D(

,

)&)"?

- ,

)&)D?

-

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
)&*)) )&**C C(DE

,

)&)""

- ,

)&)?(

-

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
)&(C(

%%%

)&("E

%%%

C(?D

,

)&)""

- ,

)&)?D

-

我在这个学校里感到很无聊
>)&(C"

%%%

>)&C?(

%%%

C(DC

,

)&)F)

- ,

)&*)C

-

我希望能去另外一个学校
>)&*)E >)&*E) C(D!

,

)&)F?

- ,

)&**!

-

!!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

J'

)&)*

#

%%

J'

)&)!

#

%

J'

)&*

#回归中均加入学校

固定效应$

C&

师生互动

已有研究表明!更多的师生互动对于学生的学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

8

@

/./.5W/7=-1Z

!

())*

#张新明!

()*F

-!而且女生比男生更容易与教师建

立亲密友好的互动关系,邹泓等!

())F

#李佳丽和胡咏梅!

()*F

-$

H/:

@

和

O1,%$339=

,

()**

-也发现!班级内女生比例提高有助于缓和师生关系$

+0WO

的学生问卷中!有九个问题询问了学生跟语文%数学%英语老师的互动情况$

每个问题有(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四个选项$我

们做了两组回归回归分析$在第一组回归中!将上述四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

%

(

%

C

%

E

!以此有序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有序
%$

A

-7

,

$%$

A

-7

-模型进行回

归分析$在第二组回归中!将选择(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赋值为
*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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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择(比较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赋值为
)

!以此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使用
%$

A

-7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这两组回归中!解释变量是女生虚拟变量

,女生
d*

!男生
d)

-和学校固定效应!表
*)

列出了这些回归中女生虚拟变量

的回归系数$表
*)

显示!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与不同性别的学生的互动不存

在差异!但英语老师与女生的互动显著多于男生$由此!在女生比例较高的

班级里!英语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会更为频繁!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同

时!表
*)

显示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班级女生比例只影响学生

的英语成绩!而不影响其语文和数学成绩$

表
")

!

师生互动回归分析中性别虚拟变量#女生
V"

$的回归系数

787

O

/< 87

O

/<

样本量

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常常注意我
>)&)(C )&)"" C(D"

,

)&)"F

- ,

)&)F?

-

语文老师经常提问我
)&))! >)&)E) C(D!

,

)&)"!

- ,

)&)FE

-

语文老师经常表扬我
)&)D( )&*)* C(D!

,

)&)"!

- ,

)&)FC

-

数学老师在课堂上常常注意我
>)&)*F )&)?! C(DD

,

)&)""

- ,

)&)F?

-

数学老师经常提问我
)&)C? >)&)(E C(D(

,

)&)"!

- ,

)&)FE

-

数学老师经常表扬我
>)&)F* >)&**( C(D"

,

)&)"!

- ,

)&)F!

-

英语老师在课堂上常常注意我
)&)FE )&()F

%%%

C(DF

,

)&)""

- ,

)&)FD

-

英语老师经常提问我
)&()(

%%%

)&*DD

%%%

C(D*

,

)&)"!

- ,

)&)F!

-

英语老师经常表扬我
)&*C(

%%

)&*)D C(DC

,

)&)"!

- ,

)&)FE

-

!!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

J'

)&)*

#

%%

J'

)&)!

#

%

J'

)&*

#回归中均加入学校

固定效应$

当然!本部分是非常初步的探索性分析!并未直接证明班级性别结构会

影响学生行为%学习环境或师生关系!进而影响学生学习成绩!只是为解释

班级性别结构与学生学习成绩的关系提供了一些佐证$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

更深入地探讨性别同伴效应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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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大量研究发现!在我国义务教育领域存在(阴盛阳衰)的现象!即女生的

学习成绩总体上优于男生$学生学业成绩的性别差异是否会导致性别同伴效

应!即拥有更多的女生同伴是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是一个有价值

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基于
+0WO()*E

'

()*!

年八年级学生的追踪调查数

据!通过加入学校固定效应以及删去非随机分班和重新分班的样本!并经过

随机性检验后模拟出在同一学校内随机分班的研究环境!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法和工具变量法估计了班级性别结构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

一!班级女生比例对学生的英语成绩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影响学生的

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第二!英语学习中的性别同伴效应存在异质性!即男

生%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以及父母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的英语成绩更容易受

到班级女生比例的影响#第三!关于影响机制的探索性分析表明!班级性别

结构的影响可能源于在女生比例较高的班级里!学生较少出现问题行为%学

习环境更为良好以及师生互动更为频繁$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可以得出两点启示"其一!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增强

班级内男女生之间的互动!充分发挥女生同伴对于男生%成绩较差的学生以

及家庭背景相对较差的学生的积极影响$其二!在男生比例较高的班级里!

可能存在学生不良行为发生率较高%学习环境较差%师生互动不够充分等问

题!应充分关注上述现象!并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对这样的班级给予适当的倾

斜!譬如配备更有经验的班主任和更优秀的任课教师%提供相应的教师培训!

等等$

本文发现班级性别结构仅对学生的英语成绩存在显著影响!即性别同伴

效应在学科之间存在差异!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来证实学科差异是不是一种普

遍现象!并对这种差异做出合理的解释$此外!本文对影响机制的分析仅仅

是探索性的!未来的研究应对性别同伴效应的作用机制做出更深入%全面的

分析!这对于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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