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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的研究对父母因素和子女学习动机的关系研究进行了较多的探究，然而

却没有探究父母学业期望和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对父母参与和学习调节的关系

也少有研究涉及。尤其是对父母教养风格在其中可能起调节作用还缺乏研究进行

验证。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缺陷，本研究采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小学生和高中生

进行了问卷调查，测查了学生自我报告的父母学业期望、父母期望行为、父母教

养风格及其学习自我调节。为了获得本土化的测量工具，本研究自编了父母学业

期望问卷和父母期望行为问卷，获得了良好的信度。本研究探究了小学生和高中

生的父母学业期望和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对父母教养风格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

用进行了验证；也考察了小学生父母期望行为和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验证了父

母教养风格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小学生的父母学业期望能正向预测其学习调节的自主性；父

母教养风格在小学生的父母学业期望和学习自我调节之间不具有调节作用。而高

中生的父母学业期望能负向预测其学习调节的自主性，父母教养风格在高中生的

父母学业期望和学习自我调节之间不起调节作用。父母学业期望对高中生学习自

主性的预测力小于其对小学生学习自主性的预测力。父母学习支持能预测小学生

的学习自主性，而父母教养风格在小学生的父母期望行为和学习自我调节之间没

有调节作用。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指出了本研究所具有的缺

陷，也为将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关键词：父母学业期望、父母期望行为、父母教养风格、学习自我调节





Abstract

Agreat deal of research had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factors

and children’S academic motivation,yet few researchers had paid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academic expectations and studems’academic

self-regul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behaviors that reflect their

expectations and students’academic self-regulation．In particular,little empkical

research had tried to confirm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ty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To remedy the existing literature，this study empbyed questionnaires to assess

students’perceptions of their parents’academic expectations，parental relevant

behaviors，parenting styles and academic self-regulation．It also designed two

indigenous questionnaires to asSeSS students’perception of parental academic

expectations and relevant parental behaviors．The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academic expectation and students’academic self-regulation,

especiall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tyles in the relationship for both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high school audents．It also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behaviors in the academic area of primary students and their academic

self-regulation,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parenting啊les in the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parental academic

expectations and parentM relevant behaviors both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ir learning

autonomy．However,contrary to the hypothesis，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s in the relationships．While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parental

academic expectations negatively predated their learning autonomy,and the

predictability was weaker than tha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Moreover,there Was

no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s in this relationship．We discussed the

limitations ofthis study and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paremal academic expectations，parental behaviors，parenting styles，

academic serf-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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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综述

2010年上半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金文婕，2010)发布的中日韩美四

国高中生学习意识与状况比较研究显示，约1／4的父母要求孩子成绩在班级前10

名。而且，六成多父亲和七成多母亲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美国比例相当，

但远高于日韩。中国父母对于子女学业的高期望可见一斑。Yamamoto和Holloway

(2010)对多个研究的综述也表明，亚裔美国父母较其他种族的美国父母对子女

具有更高的学业期望。事实上，中国父母对于子女表现出的高期望早以为中国社

会所认识，只不过对于这种期望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研究发现，父母具有高期

望的学生能够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比父母低期望的学生在学习上坚持得更久

(Davis．Kean,2005；Pearce，2006)；而且父母的高期望还与学生的学习动机、学

业和社会性弹性以及进入大学学习的愿望有关(Hossler&Stage，1992；Peng&

Wright，1994；Reynolds，1998)。可见，父母期望能对子女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父母的学业期望进行实证研究，以窥探这种期望对中国学生

所产生的影响。更进一步，则可以研究这种影响所发生的内在机制。

研究者除了关注父母期望与子女学习的关系以外，还对父母的其他变量与子

女学习的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Spera(2005)回顾了过去的研究，发现父

母教养风格、父母监督、父母参与、以及父母的教养目标、价值观和对子女的期

望均与子女的学业成就有关。可见，与父母相关的多个因素和子女的学业成就存

在着关联。Darling和Steinberg(1993)分析了父母的相关变量，认为父母的目

标和价值观、父母教养风格和父母教养行为是父母对子女产生影响的核心变量。

两位学者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整合的模型，提出了这些变量之间

的理论关系。按照Darling和Steinberg的理论，就可以推论：父母学业期望、

父母表现期望的行为、以及父母的教养风格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系，它们对

子女学习的影响存在着某种交互作用，从而影响着子女的学习行为和学习结果。

然而，目前还缺乏研究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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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父母教养风格的背景模型

在父母教养风格的背景模型中，Darling和Steinberg(1993)主要梳理了三

个变量的关系：父母的目标和价值观、父母教养风格和父母教养行为。父母目标

既包括父母期望子女获得特定的技能和行为，如有礼貌、社交能力和学习能力；

也包括父母致力于发展子女的各种综合特质，如好奇心、批判思维与独立性等。

父母教养风格是指父母向子女传达的综合态度，这种态度构成一种情绪氛围，父

母的行为在这种氛围中得以表达。而父母教养行为则是指父母在特定情境下为达

到特定目标所采取的行为或策略。父母教养风格是跨情境的，描述了一系列情境

下的亲子交互特征，传达了父母对于子女而不是其行为的态度。而父母教养行为

局限于特定情境，是父母使子女达到其社会化目标的直接工具。

教养风格

7儿童发展

图1父母教养风格的背景模型

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父母的目标和价值观影响父母的教养风格和教

养行为，并通过教养行为间接影响子女的发展。父母教养行为对子女的行为与特

征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父母教养风格通过影响父母教养行为的有效性来影

响子女的发展。即父母教养风格为父母教养行为提供背景，它在具体的教养行为

与儿童发展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自该模型提出以来，它已经成为了很多

研究者考察变量之间关系时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如Spera,2005；Spera,2006；

McPherso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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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父母目标与子女的学习动机

父母目标是父母期望子女达到的发展状态和结果的内在表征，并组织和指引

父母朝向子女的教养行为(Austin,&Vancouver,1996)。研究者(Gonida,Voulala,

&Kiosseoglou,2009)将父母对子女学习的目标取向区分为掌握目标定向和表现

目标定向，然后考察父母的目标取向与子女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父母的掌握目

标定向是指父母期望并努力使子女发展和获得新的技能，强调子女对知识的理解

与深度学习，以及不断提高自己；而父母的表现目标定向则指父母强调子女的学

习成绩、强调子女展现能力或避免表现出能力缺乏。那么，父母的目标取向是否

会影响子女的成就目标定向呢?研究表明(Gonida,Kisseoglou,&Voulala,2007)，

父母的掌握目标定向能促进子女发展掌握目标，而父母的表现目标定向则能促进

子女发展表现．接近目标与表现．避免目标。这一结果说明成就目标定向具有某种

传递性，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学习是掌握目标定向的，则其子女易发展掌握目标定

向，而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学习是表现目标定向的，则子女就发展表现．接近目标

和表现．避免目标的动机。进一步的研究(FriedeL Cortina,Turner,&Midgley,

2007)还发现，父母的目标取向比教师的目标取向与中学生的成就目标定向有着

更强的相关。

父母对子女学业上的期望(Yamamoto&Holloway,2010)则多被定义为父母

对子女的未来学业成就的现实信念和判断，这些成就反映在子女的课程分数和所

取得的最高学历或者大学教育中。实际上，父母对于子女的学业期望反映了父母

在子女学业方面的教养目标。因此，与父母的目标定向一样，子女对于自身学业

的期望与父母期望也可能具有一致性。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一致性：在学业领域，

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越高，则子女对自身的期望也越高，这种关联性不仅存在于

一般美国人中(Rutchick，Smyth，Lopoo，&Dusek，2009)，还存在于拉丁裔美

国人(Carpenter，2008)、墨西哥裔美国人(Trusty,Planter，&Salazar,2003)以

及南非人(Beutel&Anderson，2008)群体之中。Chen和Gregory(2010)的研

究还发现，父母对9年级学生子女的学科成绩期望越高，学生在课堂上也表现得

更为投入。中国的研究(程琳，2010)也发现，父母对于子女学业表现的期望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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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预测初中生子女对学业的自我期望，而且子女的自我期望能够预测其学业成

就，子女的自我期望在父母学业期望和其学业成就间起着一定的中介作用。因此，

父母期望与子女自我期望的关联性不仅存在于其他文化中，也存在于中国文化

中。

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探究了父母的目标定向和子女目标定向的关系，也发现

父母在子女学业上的期望与子女的自身期望具有一致性。然而，却没有研究探索

父母对于子女的学业期望与其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实际上，个体学习的自我调

节相比成就目标定向和学习的自我期望而言，更能反映个体学习的内在心理状

态。成就目标定向描述了个体对于学习的总体目标取向，而自我期望则反映了其

对于自身学习的目标和愿望，均不能体现个体学习调节的内在动力。比较而言，

学习自我调节能更好地体现个体学习的动力来源，而对这种心理动力的探究就能

够更好的了解个体对于父母期望的内化程度：即将父母对于自身的期望转化为自

身的内部动力，进而调节自己的学习行为。因此，考察父母期望和子女的学习自

我调节的关系就有着特别的意义。

1．3父母教养风格与子女的学习动机

环境对于儿童动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早已得到了研究者们的重视。

遵循这一传统，Ginsburg和Bronstein(1993)首先考察了父母教养风格与儿童动

机的关系，结果发现过度控制的教养风格和缺乏控制的教养风格都和儿童的外部

动机与低学业成就有关，而鼓励自主的父母教养风格则和儿童的内部动机与高学

业成就相关联。其后，研究者们开始探究动机在父母教养风格和学习动机之间的

中介作用。Leung和Kwan(1998)首先做了这种尝试。他们发展出本土化的测

量工具，用以测量8-9年级香港中学生的父母教养风格与内外部动机，结果证实

了他们的假设模型，即父母权威型教养风格能促进中学生内部动机的发展，专制

型教养风格则促进了外部动机与无动机的发展；而忽视型教养风格则导致了中学

生的无动机。而动机变量则能预测中学生的学业成就。郭明春和吴庆麟(2011)

以中国高中生为被试，得到了较为相似的结果。他们发现，父母的民主型教养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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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能正向预测学生的内部动机，而内部动机又能正向预测子女的学习成绩；父母

的专制型教养风格能正向预测学生的外部动机，而外部动机也能正向预测子女的

学习成绩。

研究父母教养风格与子女的学习动机关系的另一个视角是考察父母教养风

格与子女的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Gonzalez和Holbein(2002)以成就目标定向

为动机变量，对9至11年级的中学生进行考察，探究了中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

父母教养风格的关系。研究发现：母亲的专制型教养风格与放任型教养风格均与

学生的表现目标定向呈显著的正相关；而母亲权威型教养风格则与学生的掌握目

标定向呈显著的正相关。国内的研究(方平，熊瑞琴，郭春彦，2003)也得到了

相似的结果。而且，Boon(2007)考察了父母教养风格的维度特征与中学生成

就目标定向和学业成就的关系，其结果表明：父母温暖和父母严厉均能提高初中

生的掌握目标，而掌握目标则通过影响其自我效能感而最终提高了初中生的学业

成就，说明了掌握目标在父母教养风格和初中生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作用，而这

种作用在表现目标定向上并不存在。

回顾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到父母教养风格与子女的学习动机有关，而且不同

研究的结果较为一致。然而，这些研究都仅仅考察了父母教养风格与学习动机的

直接关系。而按照父母教养风格背景模型(Darling&Steinberg，1993)的假设，

父母教养风格是通过影响父母教养行为的有效性而对儿童的发展而产生影响的。

也就是说，父母教养风格在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发展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然而，

这种调节作用除了被spe阳(2006)的研究所部分证实外，还没有得到其他研究

的验证。因此，结合其他父母因素，考察父母教养风格在这些因素与子女学习动

机的关系，就可以验证这一假设。而且，这种考察实际上也能为更为全面地理解

各种父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机会。

1．4父母参与和子女的学习动机

父母参与是指父母对子女的活动和经验有兴趣，愿意了解并和子女一起开展

这些活动。父母对子女学业领域的参与(Gonzalez-DeHass，Willems，&Holbei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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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上的支持和鼓励越多，学生的掌握目标和成绩目标也会越高(Cheung&

McBride-Chang，2008)。此外，在父母的动机行为中，父母鼓励子女享受学习，

发展子女对学习的好奇心、坚持性以及让子女体验各种新经验能够促进子女内部

动机的发展；相反，如果父母的行为强调外部控制，降低子女的自主性以及给予

子女较低的评价则会损害子女内部动机的发展(Gottfried，Fleming，&Gottfried，

1994)。

除了考察父母参与和学习动机的关系外，Grolnick，Ryan和Deei(1991)还

把动机看成是个体的动力资源，并将其划分为控制理解(理解谁以及什么控制了

结果的发生)、胜任感和自主性这三个维度。其研究结果发现父母参与能促进子

女的三种动机资源的发展；而且，父母的自主性支持，即鼓励子女自己做决定而

不是使用外部压力和奖励的方法来控制子女的行为，也能够促进子女的控制理

解、胜任感与自主性的发展。其后，Grolnick和Slowiaczek(1994)进一步将父

母参与划分为行为参与、情绪参与和认知参与三种成分，进一步探究了父母参与

和三个动机变量的关系。其中，行为参与是指父母经常去学校，和子女一起参加

学校活动；情绪参与是指关心子女的学习、愿意而且享受与子女在学习上的互动；

而认知参与则指父母让子女参与各种刺激认知的活动(如学校活动)，接触各种

刺激认知的材料(如书籍)。其研究结果表明：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均能促进胜

任感的发展，而行为参与还能提高子女的控制理解水平，情绪参与则有益于自主

性的发展。可见，父母的各种参与行为能够不同地促进子女三种动机资源的发展。

实际上，研究者不仅仅探究了父母参与和内外部动机以及动机的三种资源的

关系，还探究了父母参与子女学习动机的其他因素的关系(Gonzalez-DeHass，

6



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 父母因素与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

Willems，&Holbein，2005)，包括学习投入、掌握目标、以及归因方式等。然而，

却较少有研究考察父母参与和子女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而且，如果父母参与和

子女的学习自我调节有关，那么父母教养风格是否影响父母参与子女学习自我调

节的关系昵?这也是一个未知的命题，还需要后续的研究加以探索和验证。

1．5总结和研究假设

从研究综述可以看到，已有的研究存在着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加以

弥补。不仅仅父母学业期望对子女的学习自我调节的作用还不明确，而且父母参

与和子女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也不明晰。更进一步，父母教养风格是否在其中起

着调节作用呢?这也是个需要探究的命题。为了澄清以上的可能性，本研究致力

于考察父母学业期望、父母参与和子女学习自我调节关系，以及父母教养风格在

其中所起的作用。

Deci和Ryan(2000)认为，如果个体能够内化他人的要求，那么他们的动

机也能够被激发并按照这些要求去行动，就好像是他们自己做出选择一样。进一

步的证据(Bao&Lam，2008)表明，当儿童感知到母亲的接纳和温暖时，他们

倾向于内化母亲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而且同样能在所选择的任务中表现出内部

动机。Bao和Lam于是推论，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促进了儿童对于母亲要求的

内化。我们认为，父母学业期望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父母对于子女的要求，而

学习自我调节能够反映个体对于他人价值观和要求的内化，因此父母教养风格也

可能会影响父母学业期望和子女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

Spera(2006)开展了一个研究以系统地考察父母目标和价值观、父母教养风

格、父母教养行为以及青少年的相关变量(如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其结果部

分证实了父母教养风格在父母教养行为和青少年学习成绩之间的调节作用，即父

母对子女学习的家庭参与(如在在家里帮助子女的学习)和父母监督在以子女为

中心的教养风格和以父母为中心的教养风格下对子女的学习成绩的影响有所不

同。而且，鉴于父母参与和子女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有理由推论：父母参与和

子女的学习自我调节有关，而且父母教养风格可能在两者的关系之间起着某种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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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作用。

为验证这些假设，本研究将以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测查学生自我报告的父母学

业期望、父母教养风格、父母参与和学习自我调节，进而探究这些变量之间的关

系。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将父母参与限制在学业领域内，而且使得变量之间的关

系更为紧凑，我们没有考察父母参与的各种表现，而是考察了父母表达其学业期

望的具体行为。由于本研究的父母参与实际上是父母对于其学业期望的具体行为

表现，因而我们将其命名为父母期望行为。

由此，本研究建立以下假设：

(1)父母学业期望与子女的学习自我调节有关；

(2)父母教养风格能影响父母学业期望和子女学习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

(3)父母期望行为和子女的学习自我调节有关；

(4)父母教养风格能影响父母期望和子女学习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

2父母学业期望和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研究

2．1被试

上海市某小学五年级学生6个班级共208人，剔除无效被试后共195人。其

中，男生93人，女生102人；117人年龄为10岁，76人为1l岁，缺省2人；

168人为独生子女，25人为非独生子女，缺省2人。

为比较年级上的差异，本研究还选取上海市某中学高一年级198人作为被试。

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被试166人。其中，男生93人，女生73人；学生年龄

在15．18岁之间；154人为独生子女，12人为非独生子女。

2．2测量工具

2．2．1父母学业期望问卷

本研究认为，父母学业期望是父母对其期望子女达到的学习状态和学习结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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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表征。不同父母期望子女达到的学习状态和学习结果不同，那么他们对于

子女的学业期望也不同。在国内外的研究文献中，没有发现和父母学业期望这一

定义相适合的测量工具。而且，我国文化和教育系统具有与西方文化和教育系统

所不同的特征。因此，编制本土化的父母学业期望测量工具也更加切合本研究的

需要。

问卷的项目来自于研究者与学生和父母的交互经验，以及对数个学生的访

谈，同时还参考了Spera(2006)编制的父母目标问卷的多个项目。之所以编制

由学生作答的父母学业期望问卷，是因为父母和子女在同一教养变量上的评分并

不一致(Cheung&McBride．Chang，2008)，而且子女所报告的父母教养比父母

报告的教养对子女的学习结果具有更高的预测度(Paulsou,1994)。

在正式研究前，本研究首先编制了一个包含16个项目的初始问卷，并对180

名高中被试进行了施测。经项目分析后剔除了4个区分度不高的项目，对剩余的

12项目进行因素分析后得到各包含6个项目的2个因素。为了弥补被删除的项

目，使得问卷能够尽可能表达出父母学业期望的内涵，研究者新增加了4个项目，

形成了包含16个项目的问卷用于正式的研究。

2．2．2父母教养风格量表(PBi)

I由Parker,Tupling和Brown(1979)编制，用于测量子女所感知的父母教养风

格。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关爱(care)和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前者包含

12个项目，后者包含13个项目，共25个项目。该量表为回顾性量表，请16岁以上

的成人回忆其出生至16岁时父母亲的教养方式，并按利克特4级量表评分。蒋奖

等人(2009)翻译和修订了该量表，翻译后的量表形成了四个维度，原来的关爱

被分为关爱和冷漠／拒绝两个子维度，过度保护被分为过度保护和自主性两个子

维度，翻译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尽管该量表主要用于成人，也有多个研究将其用于测查儿童所感知的父母教

养风格(Cubis，Lewin，&Dawes，1989；Furukawa,1992)。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并

不探究父母和母亲的教养风格对子女的不同影响，而且父亲的教养方式和母亲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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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方式存在着强相关(郭明春，吴庆麟，2011)，因而将原量表单独的父亲和

母亲问卷整合为一个父母教养风格问卷，用于测查子女对于父母和母亲的综合教

养风格。另外，为了分析的简洁性，本研究还将冷漠／拒绝和自主性两个维度的

分数反向转换，然后将其与相对应的维度整合为原来的两个维度，即关怀和过度

保护。本研究中，小学部分关怀和过度保护的a系数分别为0．839和0．685，高中部

分二者的a系数分别为0．889和0．838。

2．2．3学习自我调节量表(SRQ-A)

Deci和Ryan(1989)编制，通过询问学生不同学习行为的原因来测量学生

学习的自我调节程度，可用于高年级小学生及中学生。该量表包含四个维度，分

别为外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性调节和内部调节，各维度从左至右表示学生学

习的自主性越来越强。量表共包含32个项目，四个子维度分别有9、9、7、7

个项目，其计分不仅可以得到每一维度的得分，还可以运用公式算得一个综合指

标：相对自主性(相对自主性=2·内部调节+认同性调节．内摄调节．2木外部

调节)，用以代表学生学习行为的自我调节程度。

问卷的翻译由唐本钰(2002)完成，并将原量表的4级记分改成了5级记分。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唐本钰在研究中所得到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其形成的四个

因素所包含的项目并不完全与原量表一致，本研究还是采取了原量表的项目划分

方式。因为因素分析在不同研究中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是常见的，而且从内

容上来说原来的划分方式也更为合理。在本研究中，小学部分四个维度的a系数：

0．785、0．785、0．810、O．861；高中部分。系数分别为：O．832、0．847、0．786、

0．872。

2．3研究过程

小学部分由心理学研究生对五年级的学生进行以班级为单位的团体施测。施

测前征得了班主任的同意和支持，利用学生的自习课时间进入班级进行测查。测

试过程中注意了指导语的统一及课堂纪律的维护，等待学生完全作答后统一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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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问卷。高中部分由班级的班主任完成。研究者首先对班主任进行了简单的培训，

说明了测试过程中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然后班主任在学生的自习课上对学生

进行了施测。

研究者获得所有问卷后，在录入数据前首先对不合格的问卷进行了剔除。剔

除的标准包括规律作答，5个及以上的缺省项，以及在连续多个项目的作答没有

变化。数据的录入在废卷剔除后开始进行。

2．4研究结果

2．4．1父母学业期望问卷的测量学分析

区分度

根据小学部分和高中部分的数据，对问卷的16个项目分别进行区分度分析。

首先，计算16个项目的总分，然后按照总分的高低取前27％和后27％的被试，

得到高分组和低分组两组被试。然后用t检验的方法对每个项目进行组间平均数

的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不论是小学部分还是高中部分，两组被试在问卷的

16个项目上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所有项目均具有可接受的区分度，因

此保留所有项目进行下一步的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

对小学部分和高中部分的数据分别进行了因素分析。两次因素分析采用相同

的分析方法，即使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因子，再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进行旋转。

如果项目在某因子上的负载大于0．4，则将项目归属于该因子。对于那些在多个

因子上的负载均大于O．4的项目，将该项目归属于与其具有最高负载的因子。

对小学部分的数据进行初次因素分析，结果得到4个因子，第1到第4个因

子所解释的方差比例分别为29．83％，1 1．25％，7．78％和6．75％，4个因素共解释

了数据55．62％的方差。各因子所包含的项目个数分别为6、4、3、3。由于第3

和第4个因子所能解释的方差比例很小，而且各因子所包含的项目数相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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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决定不采用4个因子作为结果。

图1因素分析碎石图(小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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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旋转后因素负荷矩阵

因素1 因素2

1父母力图让我知道，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730

2父母常提醒我上课认真听讲，做好家庭作业。 ．699

14父母希望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682

3父母常常告诉我要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 ．681

6父母对我的学习期望非常高。 ．673

9父母非常重视我的学习情况。 ．610

12父母向我解释学习成绩如何影响到我的将来。 ．530

4父母常常给我买些课外辅导书籍。 ．741

13父母会主动和老师沟通我的学习情况。 ．695

16父母会就学习上的问题和我沟通交流。 ．600

7父母请辅导老师来帮助我的学习。 ．578

5父母支持我参加一些校外辅导班。 ．563

1 1父母会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关注我的学习。 ．561

15父母经常过问我的学习情况。 ．552

解释的变异量 24．03％20．72％

图l的碎石图显示，从第3个因素开始，碎石曲线已经趋于平缓，因此可以考虑只抽取

两个因子。新的因素分析把因子个数固定为2，抽取和旋转因素的方法保持不变。分析结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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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项目8和lO在两个因素上的负载均小于0．4，即此二者与两个因素的相关都不高。因此

将这两个项目删除，然后对剩余的14个项目重新进行因素分析。旋转后的负荷矩阵显示，

14个项目被分成了两个因子，二者对数据分别解释了24．03％和20．72％的变异，共解释了数

据44．75％的方差。从表l可见，因素l包含的项目主要描述了父母对子女的综合期望及对

子女学习的重视，主观性较强，因此将其命名为父母主观性期望；因素2则主要描述了父母

体现其学业期望所表现出的支持性行为，包括和子女的沟通交流，让子女参加辅导班，为子

女购买课外辅导资料等，因此被命名为父母行为性期望。

图2因素分析碎石图(高中部分)

使用相同方法对高中部分的数据进行因素分析。为了尽可能获得与小学部分

相同的维度，研究者首先删除了项目8和10，再对其他项目进行因素分析。碎

石图显示，第3个因子和第2个因子的特征值接近，几乎能解释同样多的方差。

从第4个因子开始，碎石曲线平缓下滑，因此抽取三个因素进行因素分析较为适

宜。

从旋转后的因素负荷矩阵(见表2)可见，因素1由7个项目构成，所有项

目与小学部分的父母主观性期望所包含的项目完全相合，因素2和3分别由4

个和3个项目构成。三个因素一共解释了57．29％的变异。由于因素2和3所包

含的项目数较少，且项目内容趋于一致，都是父母对于子女学业期望的行为体现。

因此将二者整合为一个因素，形成父母行为性期望因素。由此，不管是对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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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是高中生，父母学业期望均被区分为两个维度，即父母主观性期望维度和父

母行为性期望维度。

表2旋转后因素负荷矩阵

2．4．2描述性分析

表3变量的描述性特征

注：l a和b是性别差异检验，c是年级差异检验；

2+表示P<0．05，¨表示P<0．01(双测检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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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见，在小学生中，男生所感

知到的父母关爱水平显著低于女生，而其所感知的父母过度保护水平则显著高于

女生。然而，这种性别差异对于高中生而言就不存在，即男女生感知的父母关爱

和过度保护均没有显著差异。另外，在年级比较上，小学生所感知到的过度保护

水平要显著高于高中生，而两组学生在父母关爱的感知上没有显著差异。在对父

母学业期望的感知上，不管是对于小学生还是高中生，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但是，小学生所体验到的父母学业期望要显著高于高中生，这种性别差异同时存

在于父母主观性期望和父母行为性期望上。而对于学习自主性而言，性别差异和

年级差异均不显著。

2．4．3相关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来描绘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其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表4显

示，不管是小学生还是高中生，父母的主观性学业期望和行为性学业期望均呈显

著性的正相关。这表明，父母不仅在主观上期望子女获得好的学业成就，而且也

会通过具体的行动表现出来。小学生和高学生在父母关爱和过度保护之间均呈显

著的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03和．0．71 7，这表明父母越关爱子女，越倾向

于给予子女更多的自主性，而不是控制子女。

表4变量间的相关

注：I左F角和右上角分别为小学部分和高中部分的相关系数：

2‘表示p<O．05，¨表／示p<O．Ol(双测检验)．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小学生和高中生而言，父母学业期望与父母教养风格

的关系并不一致。具体而言，小学生的父母主观性期望和父母过度保护呈显著负

相关，其父母行为性期望和父母关爱呈显著正相关，而与父母过度保护呈显著负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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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而高中生的父母主观性期望和父母关爱呈显著负相关，与父母过度保护呈

显著负相关，而且其父母行为性期望和父母过度保护呈显著负相关。这种不一致

性可能表明小学生和高中生在感知和理解父母学业期望时具有不一致性。小学生

父母的学业期望看成是一种关爱，而高中生则将父母学业期望视为一种控制。

父母关爱及过度保护与学习自主性的相关呈现了年级的一致性。即对于小

学生和高中生而言，父母关爱与他们的学习自主性显著正相关，而父母过度保护

则与其学习自主性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父母关爱越高，子女学习的自主性越高；

而父母的过度保护越多，子女学习的自主性越低。在父母学业期望和自我调节的

关系上，小学生和高中生有一定的年级差异。对小学生而言，父母主观性期望和

行为性期望均与其学习自主性呈显著性正相关。这可能说明了小学生子女倾向于

内化父母的学业期望，而将其转化为自身学习的内部动机。然而，这种关系对于

高中生而言就变得不同了。父母的主观性学业期望与高中生的学习自主性呈显著

负相关。这说明，父母的主观性期望越高，高中生的学习自主性越低。而且，父

母行为性期望和高中生的学习自主性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4．4回归分析

小学部分

表5小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多层线性回归l

模型 步骤1 步骤2 步骤3

变量△R2 p△R2 B△R2 p 总R2

．088** ．173··· ．001 ．242··+

1父母学业期望 ．296** ．163' ．158'

2关爱 ．280．¨ ．297．．·

过度保护 ．．206** 、195"

3父母期望+关 爱 ．032

父母期望·过度保护 ．01 8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在本研究中，父母学业期望和父母教养风格均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层次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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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回归(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的方法对父母教养风格的调节作用进行

检验。由于父母主观性学业期望和父母行为性学业期望相关较高(r=0．427)，

且两个维度与父母教养风格和学习自主性的相关均较为一致，因此研究将父母主

观性期望和父母行为性期望整合为父母学业期望，然后分析父母学业期望对小学

生学习自主性的作用，及父母教养风格在父母学业期望和子女的学习自主性之间

的调节作用。

从表5可见，层次回归的第l、2、3步中，父母学业期望对学习自主性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这说明父母学业期望能显著地正向预Nd,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即父

母的学业期望高，子女的学习更倾向于内部调节。第2和第3步显示，父母关爱和

父母的过度保护对自我调节均有显著预测作用。二者的作用正好相反，父母关爱

能正向预测小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而父母过度保护则负向预测小学生的学习自主

性。第3步对交互项回归系数的检验实际上是检验父母教养风格的调节作用。结

果显示，两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而且模型3比模型2对于学习自主性的

解释量几乎没有任何提高(AR2=0．001)。这一结果表明，父母教养风格对父母

学业期望和学习自主性的关系不存在调节影响。

表6小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层次线性回归2

为了更细致探查父母学业期望的两个子维度对于小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分别

作用，以及父母教养风格在父母学业期望和学习自主性之间的调节作用，对父母

主观性期望和父母行为性期望分别做层次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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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和表7显示，对父母学业期望的两个子维度进行的独立分析和仅对父母

学业期望这一综合变量进行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大致相同。在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方

面，两种分析唯一的区别是：在层次回归分析的第3步，父母主观性期望对于学

习自我调节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

高中部分

表8高中生的学习自主性：层次线性回归l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学业期望的两个子维度相关较高(r=0．563)，而

且两个子维度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关系也基本一致。因此研究者采用了和小学生部

分完全相同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步骤。不仅分析了父母学业期望对于高中生学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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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的综合作用，也分析了两个子维度的分别影响，及父母教养风格在其间的调

节作用。

表9高中生的学习自主性：层次线性回归2

表8显示，当以父母学业期望为唯一的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回归系数显

著，说明父母学业期望对高中生学习自我调节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与小学生不

同的是，父母学业期望对高中生学习自主性的预测是负向的。即父母的学业期望

高，高中生学习的学习自主性越低。另外，在加入父母关爱和父母过度保护两个

变量及交互项后(见第2步和第3步)，父母学业期望对学习自主性的预测作用

均变得不显著了。而且，交互项的回归作用也不显著，表明父母教养风格对父母

学业期望与高中生学习自主性的关系并无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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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母学业期望两个子维度的独立分析得到了更为细致的结果。表9显示，

父母主观性期望对高中生学习自主性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这种作用在控

制了父母教养风格后(见步骤2和第步骤3)就变得不显著了。步骤3还显示，

父母教养风格和父母主观性期望交互项的作用不显著，表明父母教养风格在父母

主观性期望和学习自主性的关系间不存在调节作用。不同于父母主观性期望的

是，父母行为性期望在第1步中即未显示出对学习自主性的显著作用。这说明，

父母表达其学习期望的支持性行为对高中生的学习自主性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父母过度保护在以上的所有分析中均不显著，似乎预示着父

母的过度保护对于高中生的学习自主性而言，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了。然而，

将父母关爱维度剔除后，以父母学业期望、父母主观性期望和父母行为性期望为

自变量，以父母过度保护为调节变量所进行的三次层次回归分析表明，父母过度

保护的回归系数在第2步和第3步回归中均显著(p<0．001)。而且，三次分析

中父母过度保护的△R2分别为0．072，O．123，0．090，P值均小于0．001，说明父

母过度保护对于解释学习自主性变异的贡献量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父母过度保

护在表8至表lO中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控制了父母关爱这一变量造成

的。如果不考虑父母关爱的影响，父母过度保护对于高中生学习自主性就具有显

著的预测作用。

3小学生父母期望行为和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研究

3．1被试

选取与前一研究相同的小学进行调查，被试同样为五年级学生。初始被试172

人，剔除无效被试后共165人。其中，男生86人，女生77人；学生年龄在10

到12岁之间；144人为独生子女，20人为非独生子女。在学生的父亲中，29．1％

为初中毕业，42．4％高中毕业及24．8％大学本科毕业。在学生的母亲中，31．5％初

中毕业，35．2％高中毕业，还有29．1％的母亲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极少数父母具

有小学学历、硕士学历或者博士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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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测量工具

3,2．1父母期望行为问卷

为了了解小学生所感知的父母期望的具体行为表现，然后按照学生的认知来

编制父母期望行为问卷。首先，研究者编制了一份开放性问卷请学生进行作答。

在这份问卷中，学生被要求评估父母对其学习的总体期望，然后回想父母表达这

种期望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学生将父母表达学业期望的具体表现用句子写于问卷

上。研究者对一个班级共35名学生进行了这种开放性的问卷测查。另外，考虑

到问卷收集到信息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完全反映小学生的所感知的父母期

望行为。研究者还根据这些学生在开放式问卷中选择题(在你平常的学习生活中，

你感到父母亲对你的学习期望是怎样的?)的作答情况选出9名学生进行访谈。其中，

学生选择父母期望为“一般”、“比较高”和“非常高”的各3名学生。还从这35名

学生中抽选出9名学生进行半结构性访谈，并对访谈进行了录音。

在收集好开放式问卷及访谈资料后，研究者首先逐项阅读了学生作答的开放

式问卷，将学生的作答转录为语句。同时也将学生对于访谈的回答转录为语句。

然后研究者对这些表达父母期望行为的语句进行分类和分析，并简要计算各种行

为在所有父母中出现的频率。然后删除出现频率低的语句，而选择那些出现频率

较高的语句作为问卷项目。新编制的父母期望行为的初始问卷共有20个项目。

对项目进行因素分析后得到了两个维度，分别被命名为父母学习支持和父母学习

要求，两者的a系数为0．783和0．750，说明具有较好的内在一致性。

3．2．2父母教养风格量表(pal)

使用的量表及对计分方法和前面的研究完全相同。在本研究中，父母关爱的

a系数为O．859，父母过度保护的a系数为0．728。

3．2．3学习自我调节(SRQ-A)

使用的量表及计分方法与前一研究完全相同。在本研究中，自我调节四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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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a系数分别为：外部调节0．792，内摄性调节0．774，认同性调节0．845和内

部调节0．913。

3．3研究过程

在编制好父母学业期望问卷后，以班级为单位对学生进行统一施测。在测查

的过程中统一了指导语，等学生完成问卷后统一回收了问卷。回收问卷后，按照

与前一研究相同的标准对问卷进行了剔除。

3．4研究结果

3．4．1父母期望行为问卷的测量学分析

区分度

首先对所有的项目计算总分，然后按照总分的高低将得分在前27％的被试及

后27％的被试分为两组。对高分组和低分组学生在各项目上得分的差异进行t检

验。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在项目14上的得分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说明该项目的

区分度不够理想，因此将其剔除。高分组和低分组在剩下的19个项目上的得分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这些项目具有可接受的区分度，因此被保留并进入到下

一步的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

对剩余的19个项目进行因素分析。初始分析表明，有5个因子的特征值大

于l，可以解释数据57．1％的方差。然而，第5个因素只解释了5．975％的变异，

而且从第5个因子开始，碎石曲线走势平缓。因此将因子数目固定为4，重新进

行因素分析。新形成的四个因素所包含的项目数分别8、6、3、2。由于因素3

和因素4所包含的项目数过少，因此将这些项目删除后重新进行因素分析。此次

因素分析表明，只有两个因素的特征值大于1．于是将14个项目固定为两个因

素进行因素分析，得到各包含8个项目和6个项目的两个因素，它们分别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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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休息时间，父母让我做课外练习．

20双休日父母为我安捧了很多学习活动。

17考试不好，父母就让我做更多的练习．

4双休日时，父母给我安排了很多课外辅导班。

lO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后，父母让我继续学习。

ll父母买很多教辅材料让我阅读和练习。

16为了让我多学习，父母不让我和同学朋友玩。

19当我考得不理想时，父母会表现得很失望。

3当我向父母请教问题时，他们会耐心教我。

2当我做错题目时，父母会帮我耐心讲解。

13父母在考试后会帮我分析讲解试卷。

12父母在考试前会帮我复习功课。

l父母检查我的家庭作业。

5父母买很多课外书让我阅读。 (．428)

(．412)

解释的变异量 25．18％ 21．50％

从表11可见，因素1所包含的项目描述了父母对小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

主要表现为父母要求子女做课外练习以及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按照项目的含

义，可以将其命名为父母学习要求。而因素2则体现了父母对小学生学习上的支

持，包括为子女解答问题，帮助复习功课，以及购买课外读物等，因此被命名为

父母学习支持。两个因素的a系数分别为0．783和0．750，说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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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描述性分析

对变量进行的描述分析结果见表12。由表可见，男女生在父母学习支持、

父母学习要求、父母关爱、父母过度保护及学习自主性上均无显著性差异。

表12变量的描述性特征

注：’表示P<0．05，¨表示P<0．01(双测检验)。

3．4．3相关分析

表13变量间的相关

表13显示，父母学习支持和父母学习要求呈显著性正相关，说明父母的支

持性行为和对子女的学习要求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相关分析还显示，父母学习支

持和父母关爱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和父母的过度保护呈显著的负相关。而父母学

习要求与父母教养风格的两个维度的相关正好相反：父母学习要求与父母关爱呈

显著负相关，而与父母过度保护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说明，小学生将父母的学

习支持视为对自己的关爱，而将父母的学习要求看成是对自己的控制。此外，父

母学习支持与子女的学习自主性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小学生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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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行为越多，则其学习行为的调节就越自主。而父母学习要求与子女的学习

自主性呈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接近于显著性水平(p=0．08)，这可能说明父母对

小学生的学习要求越多，则小学生的学习行为就越倾向于内部调节。

3．4．4回归分析

表13显示，父母学习支持和父母学习要求与父母教养风格及学习自主性的

相关关系正好相反，因此不适合将这两个维度综合为一个变量来分析父母期望行

为和其他变量的关系。而对父母学习支持和父母学习要求进行独立分析更为适

宜。因此，研究者以父母学习支持和父母学习要求为自变量，父母教养风格为调

节变量，学习自主性为因变量进行两次层次线性回归分析，以探究两者与小学生

学习自主性的关系，以及父母教养风格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表14学习自主性：层次线性回归4

表14显示的是以父母学习支持为自变量的分析结果。步骤1显示，父母学

习支持对小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然而到了步骤2和步骤

3，即加入了父母教养风格及其与父母学习支持的交互项后，这种预测作用就变

得不显著了。第三步的回归还表明，父母的父母学习支持和父母教养风格不存在

显著的交互作用。这种结果说明，父母学习支持单独作用于小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而不会受到父母教养风格的影响。以父母学习要求为自变量进行的层次回归显示

(见表15)，父母学习要求对学习自主性的回归系数在三步回归中均不显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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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l步回归中，父母学习要求对学习自主性的回归系数接近显著(p=0．08)，而

且系数为负，说明父母学习要求对小学生学习自主性的预测可能是负向的，只是

这种预测的显著性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在两次回归分析中，父母关爱在所有的回归步骤中均对小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小学生父母对于其表现出的关爱越多，N4,

学生的学习行为越倾向于内部调节。父母过度保护在两次层次回归中均不显著，

似乎说明过度保护对于学习自主性的影响不存在了。然而，当以父母学习支持和

父母学习要求为自变量，而且只将父母过度保护进入回归方程时，两次层次回归

分析显示：过度保护的回归系数在第2步和第3次分析中均达到显著性水平，第

2步的父母过度保护进入方程后，也显著增加了回归模型对于学习自主性的解释

量。具体而言，以父母学习支持为自变量时，过度保护在第2步和第3步的回归

系数均为．0．341，P<0．001；以父母学习要求为自变量时，过度保护在第2步和

第3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04和．0．401，P均小于O．001。综合这些分析结果及

表14和表15所呈现的结果，可以认为过度保护对于学习自主性具有显著性的预

测作用，这种作用之所以在加入了父母关爱维度后消失，可能是因为两者间存在

较强的相关(p=．0．597)，而导致父母关爱过度瓜分了父母过度保护的回归系数。

表15学习自主性：层次线性回归5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父母学习要求对于学习自主性的回归没有达到显著性水

平，但是第3步的结果显示，父母学习要求和过度保护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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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说明父母教养风格在父母学习要求和小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之间具有调节。为

了再次验证这种作用是否确实存在，研究者使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进一

步的分析。以变量各自的中位数为分割线，将父母学习要求和父母过度保护转化

成二分类变量。然后以这两个分类变量为自变量，以学习自主性为因变量进行两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16所示。

表16学习自主性：方差分析

表16显示，父母过度保护对小学生学习自主性的主效应显著，而父母学习

要求的主效应未达到显著性水平。需要注意的是，父母过度保护和父母学习要求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显著性水平P为0．654。这里的方差分析没有如表15显示的

层次回归分析那样纳入父母关爱变量，因此这可能是交互作用不显著的原因。为

了验证这种可能性，将父母关爱和父母过度保护按照一定的标准(Parker,

Tupling，Brown，1979)分为二分类变量，据此可以将父母教养风格分为四种类

型。然后以父母教养风格和父母学习要求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与前一

次方差分析的结果相同。即父母过度保护的主效应显著(p<0．001)，父母学习

要求的主效应不显著(p=O．680)，两者的交互作用仍然不显著(p=O．922)。因此，

可以认为，父母过度保护对父母学习要求和小学生学习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不具有

调节作用。

4讨论

本研究自编了父母学业期望问卷和父母期望行为问卷，对小学生和高中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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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问卷调查，较为全面和深入地探究了学业领域中的父母目标、父母教养行为、

父母教养风格和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研究不仅仅发现了父母因素和学习自我调

节之间关系的新规律，而且还发现了小学生和高中生的年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过去研究的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基础。

4．1父母教养风格与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

在两个子研究中，以及在小学生被试和高中生被试中，父母教养风格与学习

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基本一致，即父母对子女表现出越多的关爱，子女学习调节

的自主性也越高；而父母越表现出过度保护的教养风格，则子女的学习自主性调

节越差。实际上，学习自我调节和内部动机具有紧密的联系(Parker，Tupling，&

Brown，1979)，学生自我调节的自主性越高，其内部动机也越高；相反，学生自

我调节的自主性越低，其内部动机也越低。因此，这种结果实际上也体现了与以

往研究结果的一致性(Ginsburg&Bronstein,1993；Leung&Kwam,1998：郭明

春，吴庆麟，2011)。

当父母的教养风格具有较多的关爱时，实际上就为子女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情

绪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子女能感到自己受到关爱，具有更好的情绪体验，因此

在学习上也容易表现出自主性，从而能够自主地进行学习。而父母的过度保护实

际上体现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控制。当父母对子女的行为表现出更多的控制时，就

会影响子女自主性的发展。这种自主性的缺乏表现在学业领域，就是对自己学习

的调节更多由外部力量来推动，而不能够经由内部力量的推动而主动地去学习。

4．2父母学业期望与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望能够预测子女的学习自主性。对于小学

生而言，父母的学业期望能正向预测子女的学习自主性。而且，父母主观性期望

和父母行为性期望都能够正向预测子女的学习自主性。当父母对小学生表现出越

高的学业期望时，其子女也越倾向于自主地调节自己的学习。Yamamoto和

HoHoway(2010)认为，父母期望具有沟通功能，它向子女传达父母对于学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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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价值观，而子女能感知到这种价值观并将其作为一种准则，从而将其内化为

一种标准并努力去达到。本研究的结果证实，Yamamoto和Holloway的观点对于

小学生来说是正确的。小学生倾向于去接收和内化父母传递的关于其学业成就的

价值观信息，从而使之成为自身调节学习的一种内在资源。

可以看到，在以父母学业期望为自变量时，其对于小学生学习自主性的解释

量为8．8％，而对于高中生学习自主性的解释量为2．6％，两者相差较大。而且，

对小学生来说，父母主观性期望和父母行为性期望两个维度的回归作用均显著；

而对于高中生而言，只有父母主观性期望产生了显著的回归作用，父母行为性期

望对于学习自主性的回归并不显著。因此，可以推论，父母学业期望对于高中生

的作用小于其对于小学生的作用。更为有趣的是，父母学业期望与高中生学习自

主性的关系还表现出了与小学生完全相反的规律。即父母的学业期望越高，高中

生的学习自主性越低，其学习行为越倾向于外部调节。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年龄差异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高中生的青春期特征。相

对于小学生而言，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时期，自我意识正在迅速发展，对于自主

性的需求也高于小学生。Quintana和Lapsley(1990)发现，青少年在与父母保

持联结同时，也寻求与父母分化出来，他们会发展出与新的兴趣、价值观和目标，
，

而且为了体验独立性也可能发展出与父母不一致的观点。青少年对于这种分化的

寻求是其对于自主性需求的体现。因此，在这种自主性需求的引导下，他们就会

将父母的目标和价值观与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观相区别，能够清醒认识到自己的个

人需要、目标和价值观，而不容易接纳来自于父母的目标和价值观。表现在学业

领域，就是高中生对于学业成就有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而且能够将其和父母的

价值观相区别。这样，父母学业期望就变得不容易为出于青春期的高中生所接受

和内化了。

由于青春期高中生的自主性需求，他们甚至可能将父母期望的表达视为对自

己自由选择权的剥夺，是对自主性的一种侵犯。因此，出于对自主性的保护，他

们就可能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来应对父母的学业期望，不仅不认同父母的学业期

望，反而发展出一种与父母相反的态度。因此，当父母表现出的学业期望越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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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子女就越可能将其感受为一种外部的威胁，而不愿意按照父母的期望自动

自发地去学习。因此，具有父母高学业期望的高中生，其学习行为的调节就不是

自身的内部推动，而更多是由外部的压力来推动了。

4．3父母期望行为与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父母对小学生子女的学习表现出越多的支持性行为，包

括解答子女的疑问，为子女复习功课，检查子女的家庭作业，以及为子女购买课

外读物等，则小学生的学习行为越倾向于内部调节。Grolniek和Slowiaczek(1994)

认为，父母对孩子学习的参与为子女树立了应对学习问题的榜样，让孩子觉得学

习结果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从而提升了子女的控制感。父母的学习支持也可能

为子女带来学习上的控制感，从而对于学习的自我调节具有更强的内部动力。然

而，父母的学习支持也可能通过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而促进其学习调节的自主

性。Bronstein，Ginsburg,和Herrem(2005)的研究比较了不同的关系模型，结果

发现：父母教养方式更可能是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来影响其学习动机，而不

是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习动机进而促进其学业成就。相似地，父母为子女解答问题，

帮助复习功课等学习支持行为容易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学习成绩的提高有助

于子女对学习具有更好的胜任感，从而在学习上的调节具有更强的自主性。我们

认为，父母学习支持对学生自主性支持的影响也可能更为直接，父母学习支持可

以让子女的学习变得更容易、情绪体验更积极，因而使得子女更愿意自主地调节

自己的学习。以上三种内在机制可能单独起作用，也可能同时发挥着作用，从而

使得父母的学习支持能够促进子女学习的自主性调节。

有趣的是，Gonzalez．DeHass，Willems，Holbein(2005)还提供了另一种可

能的解释。他们认为，父母通过参与性行为向子女传达学习的重要性信息，而且

表达了他们对子女学习的关注。而子女在感知到父母传递的信息后，其学习动机

就被更好地激发出来。对于本研究而言，这种假设使得父母学习支持对学习自我

调节的作用机制变得更为复杂。Gonzalez-DeHass等人的观点实际上暗示，父母

学习支持可能是通过传达父母对于子女学业成就的期望来来起作用的。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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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子女内化了父母在其支持性行为中传达的学业期望信息，从而在学习上变得

更具自主性。实际的情况真的是如此吗?这需要后续的研究能够同时考察父母学

业期望，父母学习支持和子女的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更好地理清两者

所发生的单独作用。

与父母的学习支持不同，父母的学习要求和子女的自主性调节呈负相关关

系，而且相关水平接近于显著(p：0．08)。父母的学习要求表现为父母要求子女

做更多的作业，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习上。这种要求尽管也体现了父母的学业期

望，但是包含了更多的强制性，因而没有尊重子女学习的自主性。这样，当父母

表现出越多的学习要求时，子女就越不容易在学习中感受到学习的自主性，其学

习的自主性调节也越差。而且，当学生面对父母的学习要求时，比如父母要求他

们做课外练习，或者要求他们在休息时间复习功课，他们不太可能会获得积极的

情绪体验，因而将父母的学习要求视为一种外在的压力，对于其自身的学习也就

不倾向于主动去调节。仍需注意的是，以上推论只是一种可能性，由于父母的学

习要求和子女学习自我调节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关系，因此还需要今后的研究做进

一步的探索和验证。

4．4父母教养风格的调节作用

我们不仅考察了父母学业期望和父母期望行为与学习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

还考察了父母教养风格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以验证研究假设：父母教养风格

会在父母学业期望和子女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之间发挥调节作用；也会在父母期

望行为和子女学习的自我调节间起调节作用。换言之，父母学业期望与学习动机

的关系，以及父母期望行为和学习动机的关系，会因为父母的教养风格的不同而

不同，而本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些假设。

4．4．1在父母学业期望和学习自我调节间的调节作用

不管对于小学生还是高中生，父母的学业期望对于子女的学习自主性均有显

著预测作用。父母的教养风格对于其学习自主性也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然而，尽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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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父母学业期望对于小学生和高中生学习动机的作用大不相同，但是在两组被试

中，父母教养风格都没有在父母学业期望和子女学习自主性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这种结果说明，父母学业期望与子女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不会因为父母教养风格

的不同而不同。

十几年前，Darling和Steinberg(1993)就认为父母教养风格为父母教养行

为提供了背景，能调节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然而，很少有研究

证实父母教养风格确实起着这种调节作用。而且，本研究是首次考察父母教养风

格在父母学业期望和学习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的结果可能说明，父母学业

期望和子女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本就不受父母教养风格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

父母的教养风格怎样，父母的高学业期望就能预测子女更高的学习自主性，父母

的低学业期望就能预测子女的低学习自主性。实际上，小学生和高中生所表现出

的差异说明，不是父母的因素，而是子女自身的特征(如对自主的需求)影响了

子女对于父母学业期望的感知和内化。

父母教养风格对父母学业期望和学习自我调节之间的关系真的不产生影响

吗?下一个确定的结论需要持谨慎的态度。有研究者(Coplan,Hastings，

Lagac6．S69u毗&Moultort,2002)认为，父母教养风格的作用要受到养育情境的

调节影响。当子女表现出令父母讨厌的或者不期望的行为时，这种情境更需要父

母采取措施去改变儿童的行为。这样的要求会使父母感受到挑战和压力，导致父

母采取一种更自发的方式来反应，因而更容易表现出其主导的教养风格。而当子

女表现出父母所期望的行为或意义不明确的行为时，父母就不会感受到压力，从

而可以采取一种更为刻意的行为方式。Coplan等人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

点。他们发现，在子女的消极行为情境下，专制型教养风格的父母比权威型教养

风格的父母所具有的养育目标更不以子女的需求为中心；对子女的攻击性行为和

不端行为会做出更少的外部归因。

本研究考察的是父母的一般性学业期望，而不是父母过高的或者不符合子女

能力的学业期望。如果父母对于子女的学业期望过高或者过多地超出了子女的实

际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就可能更多地面对子女不符合自身期望或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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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厌恶的行为，比如子女不完成布置的课外作业，把周末的休息时间用来玩游戏。

这些情境就需要父母努力采取策略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如使子女认真地完成课外

练习，在周末仍然能够花时间来学习。这种要求会给父母造成压力，会使父母感

受到挑战，因而也更容易采取一种更为自发的教养风格来对待子女。而这种自发

的教养风格就能够显示出不同教养风格的父母在教养上的差异，从而会引起子女

的不同内在感受，也会使子女产生不同的应对行为，从而会影响子女的学习动机。

换句话说，本研究所测量的父母学业期望可能较为“温和”，比较容易为子女所

接受，父母的教养风格所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不容易表现出来，因而得到了研

究所示的结果。

4．4．2在父母期望行为和学习自我调节间的调节作用

Sisera(2006)的研究发现，父母教养风格不仅在父母对子女学习的家庭参与和

其学习成绩之间起着调节作用，而且对父母的监督和子女的学习成绩的关系也具

有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仅仅当父母的关爱较低时，父母对子女学习的家庭参与

才与其学习成绩相关；而在父母具有较高的关爱时，两者间的相关关系不存在了。

而且，当父母具有较高的关爱时，父母监督与子女的学习成绩正相关；而当父母

的教养风格具有低关爱的特征时，父母监督和子女的学习成绩没有相关关系。这

一结果似乎能够预示：父母教养风格也会在父母期望行为与子女的学习动机之间

起着调节作用。然而，研究结果推翻了这一假设。具体来说，父母教养风格不仅

对于父母学习支持与学习自主性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对于父母学习要求与学习

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发挥调节作用。

Darling和Steinberg(1993)认为，父母教养风格为父母教养行为提供了一个

情绪氛围，父母教养行为在这种情绪氛围中得以表达。然而，父母的教养风格不

会凭空创造一个情绪氛围，而只能通过实际的教养行为来创造。父母教养风格具

有跨情境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也只能表现在具体情境下的父母教养行为

中。可以说，父母教养风格为父母教养行为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这种色彩不

随具体的情境而改变。然而，这种色彩也只有在具体情境下的教养行为中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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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因此，父母教养行为必然能够体现父母的教养风格，两者很难被剥离开来。

在本研究中，父母学业期望和父母教养风格相关的绝对值在0．233至0．547之间，

且相关显著。这样，父母学习支持和父母要求本身就包含有父母的教养风格。因

此，父母学习支持和父母学习要求对于子女学习自主性的作用就可能会体现父母

教养风格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当考察父母教养风格的调节作用时，这种作用就

变得不显著了。

另一种可能是文化差异的影响。Spera(2006)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国白人学

生，而本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小学生和高中生，两者生长在中西不同的文化环境

中。Peng和Wright(1994)发现，亚裔美国父母与其他美国父母在子女的学习

参与上的表现有所不同：与欧裔父母和非裔父母相比，他们更少与子女讨论其学

校经历、也更少帮助子女进行学习；而且，亚裔美国父母比非裔美国父母、拉丁

裔美国父母和欧裔美国父母为子女提供了更多的课后学习机会，要求子女花更多

的时间来做家庭作业。不仅在参与行为的表现上有所不同，不同文化下的父母参

与行为对于子女学习的影响也有所不同。Sy和Schulenberg(2005)对幼儿园儿

童的研究发现，父母的学校参与和欧裔儿童的数学和阅读成绩显著正相关，但是

和亚裔儿童的数学和阅读成绩却没有显著的关系；对于亚裔和欧裔父母，其对儿

童读写方面的家庭参与和儿童的阅读成绩均显著相关；然而，这种读写参与只与

欧裔儿童的数学成绩显著相关，而与亚裔儿童的数学成绩没有显著性的关系。因

此，文化所带来的差异可能导致中国父母的学习支持行为和要求性行为与美国父

母的表现有所不同，而且它们对于子女学习动机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由于证

据的缺乏，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文化因素导致了这种不同，也不清楚本研究

的父母期望行为和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在西方文化下是否会受到父母教养风格

的调节影响，因此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探究和验证。

s研究结论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对小学生和高中生分别进行了调查，考察了多种父

母因素和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我们不仅探究了父母学业期望和子女学习调节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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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还探究了父母教养风格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我们还研究了父母期望行

为和子女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也验证了父母教养风格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研究得到以下结果：

小学生的父母学业期望能正向预测其学习调节的自主性；父母教养风格在小

学生的父母学业期望和学习自我调节之间不具有调节作用。而高中生的父母学业

期望能负向预测其学习调节的自主性，父母教养风格在高中生的父母学业期望和

学习自我调节之间不起调节作用。父母学业期望对高中生学习自主性的预测力小

于其对小学生学习自主性的预测力。父母学习支持能预测小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而父母教养风格在小学生的父母期望行为和学习自我调节之间没有调节作用。

6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最

本研究不仅尝试性地探究了父母学业期望、父母期望行为对子女学习自我调

节的作用，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而且，本研究还验证了父母教养风格在其中

发挥的调节作用，对父母教养风格的背景模型进行了验证。然而，本研究还存在

着很多缺陷。

首先，这是一个相关研究，没有对任何的变量加以操纵，而且所有的数据都

是一次性获得，既不是实验研究也不是纵向研究。因此，不能对各变量之间的关

系做出因果关系的推论，对于各变量之间关系的推论需持谨慎的态度。然而，对

于父母因素的操纵具有现实的困难，研究者可以考虑纵向地考察变量之间的变

化，从而也为透视变量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好的视角。

其次，变量的测量采用自陈式量表，全部由学生的自我报告来收集数据。这

样，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反映了共同方法性误差，而不是变量之间的实质关系。

实际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父母进行施测，以考察父母的学业期

望和父母的参与行为。这样就可以避免所有数据都是经由相同被试的自我报告而

获得，因此也可以避免共同方法性误差所可能造成的偏差。

再次，自编的测量工具没有得到效度的验证。为了获得更为本土化的量表，

本研究自编了父母学业期望问卷和父母期望行为问卷，而且问卷也获得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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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录

附录1：

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你好!

非常感谢你参与到我们的科．刀卜调查中来!我们正在做一项科学研究，你的数据对我们的

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问卷不记姓名，你的回答没有对错好坏之分；数据也．仅做研究之用，绝

对不会公开，请务必按真实情况作答!我们对你的热心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东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所

你的基本资料(请在口内打“~／”)：

性别：口l男D2女 出生年月：——
来自：口1农村 口2集镇D3城市 是否为独生子女：D1是D2否

一、从小到大，你的父母对你学习的态度和期望是怎样的?请你阅读下面的题项，并根据你

对父母的综合感受，在相符的数字上打“~／”．各数字的含义为：

1非常不符合2基本不符合3有点不符合4不确定5有点符合6基各符合7非常符合

蕤缈⋯。，撕j4施√蛳。磁，茹∥j，!。 非常不擀，+··—_．_=·曩—_—__一E常符锈
1父母力图让我知道，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2 3 4 5 6 7

毳父母常提醒我上课认真瞬译，做好家庭作避。磊。；魏。二一j隽。。‰羡：么锄轰，渤翰乞零。％，，暖；掳。。易篪
3父母常常告诉我要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 1 2 3 4 5 6 7

戮母鬻常给我薅些谍绋辅禺带籍，。巍磊躲镪。一。‰施掰愿。彩刎磊自磊巍巍兹砌j熟瓤。篼渤磊曩震
5父母支持我参加一些校外辅导班。 1 2 3 4 5 6 7

蕤熙氍我鲍黟哥麓望非鬻觑。：璇磐蚴施施。麓：；漱渤；：k渤毳删彩。‰磁纭之貉。纛，蒯￡廛磊么。孱庞
7父母请辅导老师来帮助我的学习。 1 2 3 4 5 6 7

簇当我的成绩零理想聪磐辑会帮哟啭采取攒女‰：=：矗+≥；硌，蕊，废磊锄。簸幺，，黪纛。篪鳜锄锄震。：鬟
9父母非常重视我的学习情况。 1 2 3 4 5 6 7

戮，翥冀暇得努成绩时r。暴零食表现褥鼍参常嵩獒霎锄。k燃：篪以：纛。铭羧瘟褫髦荔‰渤§曩‰赫移鬼锄知磊溺
11父母会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关注我的学习。 1 2 3 4 5 6 7

貔j譬爆彝我勰释学i贼绩鸯喻露绷到我的墨嘲瓿如&溢纛。‰燃磁≤泷熟锄锄纛。黝；貔兹
13父母会主动和老师沟通我的学习情况。 1 2 3 4 5 6 7

貔父麟望我孵嚣成绩惫瓣蘸麓勃；：毖绂纛渤绣黝瓿；曩眩嬲魏．瓿；毳l纛磁魅滋≤磊巍。勰；蕊铡锄荔磊瘸
15父母经常过问我的学习情况。 1 2 3 4 5 6 7

缈即 ，

‘’ 7亨落弹”p舻∥够躜垆翟势獬∥移擀8棼聋矿’彬彬缈缪擀妒臀缨翳澎警坳秽粥缪9瓒嚣“移缵形铲孝笏霪缓鹈燃藏雾黏朗砖蘑麴艄通褒羹魏i；五：复麓篪i；貔磊羧；么i毵篪。磊锄磊勉未包魏i奴觞磁磊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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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母教养

从出生到现在，你的父母亲对你的教养态度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请在下列描述中

选择合适的选项．

戮。耋j 多7蠢。雾≯Z罗罗曩曩纛簧翩绣瑟彤4 I黪》鬻符镌
1．父母用温和、友善的口气和我说话。 1 2 3 4缓灸母没槠我足够所需要的帮峨三2臻蕊。笼复惩纛I麓i纛溺
3．父母让我做我想做的事。 1 2 3 4

貉父母瓣我似乎很冷淡，7≯琴雾筏纛鬟纛瑟纛荔三霍薹i忑：鬣毳i薹娶象：之，，戛嚣麓淄
5．父母清楚地了解我的问题和困扰。 1 2 3 4

戮7灸母对我是关爱盼。，i磊纛；整垅菇；篡瑟乏磊黧蒌蓊篡嚣薹二薹纛：荔薹i墓薹鬟鬟纛纛荟i麓7溺
7．父母让我自己做决定。 1 2 3 4貉鬈翻鼬我蓑基?蓼≯鬟毳Z器缓罴蒌覆鬈：篡。乏雾薹莲。溺
9．父母想要控制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1 2 3 4

添，父母侵犯我的隐秘。乏纛象篡瑟至震篡鬣麓纛⋯三?鬣瑟X缨
11．父母乐于和我商量事情。 1 2 3 4睦姆常黼我微拳；ij，缀嚣霪滋戮篡嚣露鬟纛纛簇荔鬟震轰溺
13．父母对待我像婴儿一样。 l 2 3 4

№受母好像秘解我所需妻麓或貔想要嘭雾露鬟篓蒙i，叠瑟嚣黑：羹：瑟纛该
15．父母让我为自己的事做决定。 1 2 3 4

篓诧父母让莸觉褥邕避是多余的：_。呵罗黟纛毳薹纛Z篡ii曩：翰翼荔三羞74≯荔?薹篡：篇荔潺
17．当我沮丧时，父母能让我觉得好过些。 1 2 3 4

羹搋父母不常蹑我黼。 名勘％厶蠢二：纛囊震薹Z荔影≥蔓，荔鬣囊j麓鬟’秀≥，7二髫鬟缓
19．父母想让我非常依赖他们。 1 2

3～⋯4⋯一
警譬父母觉得除a参饱镌在我孝粤：否则野登璺熙警囊二。麓，≥，纛，菇，二。趸』0麓。麓
21．父母给我足够的自由。 1 2 3 4

踣父母让我詹盘姥避≤≤蒸蒌鬟薹黧纛笺焉荔薹荔瑟纛兰囊薹量，蔓二曩毳纛篡；瑟!蘧Y!薹翟囊哇荔戮
23．父母过度保护我。 1 2 3 4纽嬲镞瓤，；?“爹≯鬻翟瑟瑟弧鬣，趱鬣鬟黧逶磊溺
三、学习情况

以下是关于你从事学习活动原因的一些陈述，请根据每种原因近三个月来与你相符合的

程度在相应的序号上划“~／”．

爹’7，_j‘9挚。吖掣9。z霹琴蠛4节滞艄㈣钐㈣嘴燃嬲獭㈣‘；毪垒∥’基举7一⋯罐鹾_。’基笨j 7⋯’咒’完譬鬈

貔⋯；_妻， ，扩 ∥，彩貔锄锄；￡施磁施锄；。么；蹴施燃磊。歪缝一、孬德，磁。确窟％黔；，溉篓措嗡
A我为什么做家庭作业?戮』蔫视孝麟徽黔巍鹾≯瑟瑟缓滋夏露震既鬟霞

2因为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就会倒霉。 1 2 3 4 5

鬟黪匿建锨蒙庭维生饼民有趣乞0嚷。：)’鬟鬟霾覆夏霪瑟笺互纛霖纛鬟蘸荔荔疆纛乏毳缓至毳毳薹囊缓
4因为如果我不做的话我会觉得惭愧。 1 2 3 4 s

l霪》，臻揽我想舞匿逮船攀墨％’；羹磊纛霪嚣毳荔霪蓊麓瑟毳鬟?蓁磊薹嚣荔壤i霪薹囊}囊荔鬈毳篡毳!!ii缓
6因为那是别人期望我做的事情。 1 2 3 4 5

鍪露琢暾我喜欢傲家庭作弛；二％曩骂麓鬟荔麓霾覆耄霪簇嚣嚣蕤：囊嚣霪鬟麓霪霪荔囊夏霪鬟荔
8因为做家庭作生匕对我来说很重要。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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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嬲蔫让老师瓣我发震雾雾霉豸霪霞琵蚕纛覆麓毳覆纛爱纛毳鬟薹缓鬟震冀震霾i鬟愿i薹荔飘
10为了让老师觉得我是个好学生。 1 2 3 4 5

鬏通77医势我想学会新知诋；=弩分警荔囊麓纛霪薹夏纛纛磊》囊霪薹雾弦夏!薹鬃；琴Z：荔覆
12因为如果做不完我会感到羞耻。 1 2 3 4 5

戮诲鼢做课堂作业{嗍既，么鬟弱霰黧震溪嚣：鬟纛，攀7爱?聚譬缓
14因为这是规定。 1 2 3 4 5

缀，孓医秀我喜欢做课耋朔i耍良鼍缪甓鼍震夏嚣薹嚣纛i篡蒙。i翼了纛≥毳要琴器矽翼爱≥缓
16因为做课堂作业对我来说很重要。 1 2 3 4 5

C为什么在课堂上我努力回答难题?霪≯医荧答群≯难题箕他学生就会觉得我碴孵纛纛鬈乏瑟瑟纛震=纛荔篡嚣瑟j曩翼缓
18因为如果我不尽力的话我会感到羞耻。 1 2 3 4 5爨参霹隽貔毒欢回答难瓢，幺童：滋露鬣篡瑟7笺乏警。Z麓纛穰
20因为别人期望我那样做。 1 2 3 4 5戮i碜舰荔田雠是对觞蓐躐纛露霪震鬈蒸瑟熏黧套，薹㈡
22因为回答难题很有趣。 1 2 3 4 5戮蠢鼢在谖堂上努力鼹笞麟撅谶礁露鬻覆瑟瑟囊》纛?，笔纛黧蓊
24因为答对了难题老师就会表扬我。 1 2 3 4 5

D在学校里我为什么要努力学好功课?

蕤≯医努默期望我那黼一。≯c磊纛薹燮纛纛：’醪纛。鬟纛耋≯琶≥笺鬈蓬殇
26为了让老师觉得我是个好学生。 I 2 3 4 S荔纺医煅把做妊功课酩一橼髫鬟鬣震：《娶繁：爱』、篓。篡彩7鬣豢，霪
28因为得不到好成绩我就会倒霉。 1 2 3 4 s

霪游因为如果得不裂好成绩我确实会感到缀惭愧；。“_夏荔．，建纛荔毳鬈。笺囊纛，，嗲，篡之多’霪
30因为在学校里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对我来说很重要。 1 2 3 4 5

荔：影殿凳如果取褥髫妊成绩我会放渤瞄感猫白骞鬈。么差i薹蕊j篡麓瑟瑟纛：囊；纛墨，誓。鬣骧霪

请你检查整个问卷以确保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回答，再一次谢谢你!





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 父母因素与学习自我调节的关系

附录2：

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你好!

非常感谢你参与到我们的科研调查中来!我们正在做一项科学研究，你的数据对我们的

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问卷不记姓名，你的回答没有对错好坏之分；数据也杈做研究之用，绝

对不会公开，请务必按真实情况作答!我们对你的热心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东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所

你的基本资料(请在口内打“~／”)：

性别：口1男 口2女 出生年月：—— 班级——
来自：口1农村 口2集镇 口3城市 是否为独生子女：口1是口2否

父母学历：父亲——母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学5、硕士或博士)
一、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你的父母是如何对待你的学习的?请你阅读下面的题项，并根据

你的实际情况，在相符的数字上打“√”。各数字的含义为：

l从不如此2偶尔如此3有时如此4经常如此5总是如此
∥ 一从布 偶尔 有时 经常 总是，

1父母检查我的家庭作业。 1 2 3 4 5

2当我做错题目时，父母会帮我耐，厶讲解。 1 2 37 露 s’i

3当我向父母请教问题时，他们会耐心教我。 1 2 3 4 S

4／双休日时，父母给我安排了很多课外辅导班。 1 2二 零4 S”，

5父母买很多课外书让我阅读。 1 2 3 4 5

j辱父母不让我在空闲时玩电脑，看电视。 。
1 2 ，3 露 鬟+麓

7考试后，父母会把我的成绩和其他同学比较。 1 2 3 4 5

。8考试不好畦父母就会批评我。， ～，；二。j。-，等． 。z。。 誊：，：，芬一譬，墨
9父母教导我要努力学习。 1 2 3 4 S

lO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后，父母让我继续学’1 7．Z 3 4t。7 5攀

!霭· ⋯j。j 。：
，

。。
， i～ ?么

11父母买很多教辅材料让我阅读和练习。 1 2 3 4 5

：’趁父母在考试前会帮我复习功课。 ，，，

“

，，；一譬 ，： 2， 3： 露，，， s。臻

13父母在考试后会帮我分析讲解试卷。 1 2 3 4 5

》14父母让我看诿、数、英，不让我看课辩书_。i：，重力乙。，2；一新荔小。露，。j。s，缓
15当我考得好时，父母会表扬我。 1 2 3 4 5

，16为了让我多学习，父母不让我和同学朋友V l”伊z一‘：3-‘⋯4，，’|s‘鬻

毫琉t _。?、 一i砒一∽㈠≯，≈。，|一，。?‰。⋯矗。一。⋯．。鬣
17考试不好，父母就让我做更多的练习。 1 2 3 4 5

；≯8体息时游，父母让我做课外练骂。， 、誓∑二。l：7：篡，砻。。二薹3，_警．鼍、誓；。⋯；j荔
19当我考得不理想时，父母会表现得很失望。 1 2 3 4 5

；却双体日父母为我安排了很多学习活动；∥。：麓纛～；Z三，z≥乏I多鬟篓j参z：冀。∥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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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时生活中，你的父母亲对你的教养态度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请在下列描述中

选择合适的选项。

毽， 。。。 “肾⋯‘“。。硪?彬夥黝《⋯?∥％■“篓，“”。非常不符7不符符台非常符台§黪，7
。 一

”

⋯三“，：。。■i，习F昂1、何’ ／l、'可谓”酉 刁F瓜1q蹯霞

1．父母用温和、友善的口气和我说话。 1 2 3 4

缓父母没袁绘我足够所需鬟妗帮助兹纛三薹薹黧夏纛薹豢纛薹；重二篡襄：篡三i篡三篓荔纛麓溺
3．父母让我做我想做的事。 1 2 3 4

貔父母对我似乎很冷淡∥一?琴?虿纛纛黧纛噩纛瑟薹纛三薹三薹纛。耄薹曩4荔：纛：甄磊：囊薹溺
5．父母清楚地了解我的问题和困扰。 1 2 3 4

缓j父母怒我是哭爱散，：。‰矗纛纛纛瑟夏Z瑟譬翼雾毳i：鬣!瑟i嚣：i荔三纛薹i囊：溺
7．父母让我自己做决定。 1 2 3 4

豢7父母万希望我长兔。7，■零鬻≯譬纛瑟乏熏翟纛纛纛纛篡驻纛誓荔篡=纛篇三溺
9．父母想要控制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1 2 3 4灏‘父母侵犯我的隐私。7罗纛．鬟露麓嚣纛焉瑟x纛鬟氯缓
11．父母乐于和我商量事情。 1 2 3 4

黩父母常燃，傲笑¨i：磊篡鍪霪嚣纛纛夏纛篡笼。鬣器纛焉三夏，滋溺
13．父母对待我像婴儿一样。 1 2 3 4貉姆好像祝解我所需要盼鳜橛鹾瑟震蕊霪趸i§蕊渊
15．父母让我为自己的事做决定。 1 2 3 4

羚色父母让我觉得彦已是多余盼。—≯管窀爹甏i篙；荔薹Z；毳X‘乏雾≥7。麓i：荔；i篓Z麓蒌灞
17．当我沮丧时，父母能让我觉得好过些。 1 2 3 4

爹缎，父母不桊跟抛篼诱。 ．i如么一k纛纛焉夏篡篓瑟≥霉纛纛j。荔，曩：；薹乏麓蓉：黝
19．父母想让我非常依赖他们。 1 2 3 4

豪2。0。父母熬得除非他镌在我身警-零贝Ij我无法零厨擎盛≮：三三爱，≤篡，薹≯7萎2篓二纛《叠
21．父母给我足够的自由。 1 2 3 4

陲鸳鸯谜舶j献龇：墓黧瑟瑟瑟笼薹葚篡薹戮纛荔。豢瑟麓弱
23．父母过度保护我。 1 2 3 4戮笼母不期揍瓤。；了芦翟甏纛鬃霖磊罴鬟鍪嚣薹鬣一赢纛；蒹乏穰
25．父母让我依照自己的喜好打扮。 1 2 3 4

三、以下是关于你从事日常学习活动原因的一些陈述，请根据每种原因与你相符合的程度在

相应的序号上划“√”。

爹一t-。
／ 二哆谚～黟移谬彩孵影矿缈劈唧彬罗7尧簪⋯⋯篆誉”罐殴⋯塞本”舒稚骂

羧j。， ，： ～励。黝施黝溉；渤黝黝么※蹴施。。。否稳赫刁曼筏腑、碜定％i舞畲一，藿爹糍
A我为什么做家庭作业?

霪囊为彳让老麟觉褥我是个蠢譬垂Z嚣霪缓簇：霪菱纛薹瑟荔蘸菱薹囊蠹襄霪鬟焉霪黧墨毳：薹i溺
2因为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就会倒霉。 1 2 3 4 5

饕黍，医秀傲家庭俘业缀有撒≯。嚆，，，翼翼笺蒸磊蒸蒸霪纛瑟隧翟磊薹鬟骚蓬．纛渊
4因为如果我不做的话我会觉得惭愧。 1 2 3 4 S

戮≯鞠淹我想弄懂逮嬲学瓣：。磅鬈磊豢磊霪震霪荔黼麓纛嚣獭；纛蓊蒸滋蓁瑟：黧滚
6因为那是别人期望我做的事情。 1 2 3 4 5

戮≯毯》药我喜欢傲家庭作业；。≮鬟罨麓霪麓笼覆荔麓鬟≥；墨缓嚣滋懑纛瑟麟荔蔓溺
8因为做家庭作业对我来说很重要。 1 2 3 4 S

B我为什么做课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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戮琴碧瓣祧ji螽|囊隧麓谬雾覆荔缀荔麓荔毳荔乏滚囊毳蚕荔薹罴爹鬈瑟繁瑟潺
10为了让老师觉得我是个好学生。 1 2 3 4 5

髦!巍瞪炎我想学会瓶知谖。：；麓：孑ii嚣纛毳笺纛麓黧嚣麓纛薹露：麓篡嚣。麓；：薹瑟鬟，覆
12因为如果做不完我会感到羞耻。 1 2 3 4 5

鬏诲黜饿课堂作避缀镌麓幺叠2鬣露罂j墨纛夏磊露琴翌熏嚣弼
14因为这是规定。 1 2 3 4 5

缓15鼬我觏傲疲碰≯譬瑟夏篡瑟夏Z”荔，露8醪纛黟9譬骟
16因为做课堂作业对我来说很重要。 1 2 3 4 5

C为什么在课堂上我努力回答难题?缀旁黝辔聪了难题其他学生麟觉得撩囔磊翟簸琵罴娶囊翟鞠
18因为如果我不尽力的话我会感到羞耻。 1 2 3 4 5爹攮嗽我喜欢圆缎难题。盔厶磊；滋瑟溪霪善=j鬟夏：缓爱霪
20因为别人期望我那样做。 1 2 3 4 5

戮缆麦睦7孬爨岛我是对静逐是话酶羲至纛霾瑟鬟熏薹笺篓篡i霞≥蓉：蕉差謦‘墨≤纛兰彩荔鬟i薰霪
22因为回答难题很有趣。 1 2 3 4 5

缀23’鼢在课堂上黝圃答问戚积键礴羲磊滋囊黧：7麓瑟：囊蓉；篪乏鬟霪
24因为答对了难题老师就会表扬我。 1 2 3 4 5

D在学校里我为什么要努力学好功课?

簇；怂，瞪为掰炎期望我那样徽，一：?；萝?i蠢鬈蠢鬈：嚣翼瑟三≯：芎≯篓爱5趸ti’鼍。7：要j；一7了iii》霪
26为了让老师觉得我是个好学生。 1 2 3 4 5

蕤彤瞪为我把做好功课当份—种乐趣≥焉三纛纛荔篡嚣!乏，‘，，鬓；’纂：⋯李笔翼客。麓，髫蒙，“霎餮
28因为得不到好成绩我就会倒霉。 1 2 3 4 5

荔29医为如果得不到好成绩我确实会感到狠惭愧?。?Ij爱。襄三乏：，乏一。：。：毫7焉，肇，要√《鬻
30因为在学校里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对我来说很重要。 1 2 3 4 5

荔，31因为期果取得了好成续我会胰隗心感到售蠹磅坊纛羡：《i翼，，：琴，!篡“髫’磊：，熏7，纛：：囊霪

请你检查整个问卷以确保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回答，再一次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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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父母学业期望问卷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期望。当然，不同的父母对于我

们的学习期望也会是不同的。也许，你的父母期望你成绩优异，超过班级里的大多数同学；

也许，你的父母对你的期望并没有那么高，只要求你达到中上水平；也可能你的父母对于你

没什么特别的期望，对你的学习持无所谓的态度。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

活中。

那么，在你平常的学习生活中，你感到父母亲对你的学习期望是怎样的?请你按照自己

的综合感觉，做出一个总体的判断，然后从下列的选项中选择最符合的选项．

^父母对我的学习期望非常低

B父母对我的学习期望比较低

C父母对我的学习期望一般

D父母对我的学习期望比较高

E父母对我的学习期望非常高

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判断的，请列举生活中父母具体的语言或行为来说明，这样的例子

越多越好。

1．

2．

3

4．

S．

6．

7．

8．

9．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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