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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研究】

父母教养方式、心理资本
与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关系研究

李　 婷

　 　 【摘　 要】为了解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心理资本与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关系,以
江苏省苏州市某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5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84 份,数据分析结果

发现,除父母过度保护与专注维度没有相关性外,其他各变量之间两两相关,且相关显著;父母情感温暖的教

养方式对心理资本、学习投入的回归效应显著,而且心理资本部分中介了父母情感温暖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关键词】父母教养方式;心理资本;学习投入

　 　 一、引言

学习投入是学生学习过程的重要观测指标之

一,是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对学习的一种持续的、充
满积极情感的状态。 研究表明,学习投入越高,学业

成就越好[1]。
学习投入必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心理资

本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人

能够相信自己,勇于挑战,遇到困难不退缩,身处逆

境依然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2]。 小学中高年级的学

业压力在不断增加,良好的心理资本水平可以帮助

小学生积极地应对压力。 研究表明,心理资本能够

积极促进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3]、提高小学生学

习成绩等。 父母对小学生的影响是最深远的,小学

生的学习也必然会受到父母的影响。 以往研究中,
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习投入、学习状态等隐性因素的

研究较少,且对小学生群体研究较少。
本研究旨在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心理资本与小

学生学习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理资本的中介

作用,为提升小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促进学习投入

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以江苏省苏州市某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为调

查对象,共发放 500 份问卷,回收 500 份,有效问卷

484 份,有效率为 96. 8% 。

(二)研究工具

1. 采用自编问卷测量人口学变量,主要包括年

级、性别、是否独生、是否担任班干部、父母文化程

度、自感家庭收入水平等。
2. 父母教养方式:考虑到小学生答题的精力以

及准确性,采用蒋奖、鲁峥嵘、蒋苾菁等[4] 修订的 S-
EMBU-C,共 42 题。 分为父、母亲版,题目相同,共三

个维度。 研究表明本量表的信效度良好,符合心理

测量学指标要求。
3. 心理资本:采用彭华军等[2]编制的“中小学心

理资本问卷”,共 16 题,分为自信和韧性两个维度。
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4. 学习投入:采用李西营、黄荣[5] 翻译修订的国

外 Schaufeli 的学习投入量表,共 17 题,该量表在总

体上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
三、结果分析

(一)父母教养方式、心理资本、学习投入的基本

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父、母情感温暖维度的平均分最

高;心理资本总平均分为 70. 79,高于一般平均值;学
习投入总平均分为 74. 24,高于一般平均值。

(二)人口学变量对各变量的差异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父亲拒绝、母亲情感温暖、父母

过度保护、学习投入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父亲拒

绝、心理资本、学习投入在是否班干部上存在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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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父母情感温暖、学习投入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

异,经事后检验,父亲、母亲情感温暖,四年级与五年

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六年级与五年级学生存在显

著差异;学习投入,四年级学生分别与五、六年级学

生存在显著差异。 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心理资本、
学习投入在自感家庭收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经事

后检验,父亲拒绝,自感家庭收入低与中等学生存在

显著差异;母亲拒绝,自感家庭收入低与中等、高学

生都存在显著差异;父、母亲情感温暖,自感家庭收

入中等、高与低学生都存在显著差异;父亲过度保

护,自感家庭收入低与中等学生存在显著差异,母亲

过度保护,自感家庭收入低与中等、高学生都存在显

著差异;心理资本,自感家庭收入中等、高与低学生

存在显著差异;学习投入,自感家庭收入高与低学生

存在显著差异。
(三)相关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研究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结
果见表 1。

(四)中介作用分析

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对学习投入的回归效

应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 0. 346 和 0. 362;对心理资

本的回归效应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 0. 392 和

0. 412;在第三部加入心理资本后,父母的情感温暖

对学习投入的回归效应依然显著,但回归系数有所

降低,这说明心理资本有部分中介效应。
四、讨论

(一)总体差异分析

1. 对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分析

从结果可以看出,父母情感温暖维度得分最高,
父母拒绝维度得分最低,说明小学生的父母多采用

积极的教养方式。
父亲拒绝、母亲情感温暖、父母过度保护在性别

上存在显著差异。 男生感受到的父亲拒绝要高于女

生,可能是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提出更多的要求,所
以感受到的拒绝也会更多;男生感受到的母亲情感

温暖、父母过度保护略高于女生。 父亲拒绝维度在

子女是否为班干部上存在显著差异,当子女不是班

干部时,感受到的父亲拒绝更多。 父母教养方式在

子女是否独生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以前研究结

果不一致[6-7]。 可能是由于本次样本中独生子女只

占 25. 8% ,非独生子女占 74. 2% ,数据相差较大,所
以未见显著差异。

从年级上来看,四、六年级学生的父母情感温暖

维度得分高于五年级的,这可能是因为在小学四年

级,学业难度开始加大,学生处于分水岭,六年级更

接近升学毕业,父母会给予更多的积极关注与关怀。
　 　 表 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父亲拒绝 1

2.母亲拒绝 0. 666∗∗ 1

3.父亲情感温暖 -0. 435∗∗ -0. 284∗∗ 1

4.母亲情感温暖 -0. 338∗∗ -0. 425∗∗ 0. 729∗∗ 1

5.父亲过度保护 0. 585∗∗ 0. 427∗∗ -0. 210∗∗ -0. 192∗∗ 1

6.母亲过度保护 0. 456∗∗ 0. 626∗∗ -0. 172∗∗ -0. 230∗∗ 0. 714∗∗ 1

7.自信 -0. 242∗∗ -0. 211∗∗ 0. 361∗∗ 0. 375∗∗ -0. 127∗∗ -0. 093∗ 1

8.韧性 -0. 289∗∗ -0. 273∗∗ 0. 375∗∗ 0. 398∗∗ -0. 152∗∗ -0. 113∗ 0. 760∗∗ 1

9.心理资本 -0. 283∗∗ -0. 258∗∗ 0. 392∗∗ 0. 412∗∗ -0. 149∗∗ -0. 110∗ 0. 940∗∗ 0. 936∗∗ 1

10.动机 -0. 250∗∗ -0. 198∗∗ 0. 346∗∗ 0. 357∗∗ -0. 180∗∗ -0. 148∗∗ 0. 649∗∗ 0. 643∗∗ 0. 689∗∗ 1

11.精力 -0. 187∗∗ -0. 176∗∗ 0. 330∗∗ 0. 355∗∗ -0. 102∗ -0. 108∗ 0. 659∗∗ 0. 621∗∗ 0. 682∗∗ 0. 861∗∗ 1

12.专注 -0. 165∗∗ -0. 112∗ 0. 309∗∗ 0. 322∗∗ -0. 058 -0. 049 0. 615∗∗ 0. 577∗∗ 0. 636∗∗ 0. 840∗∗ 0. 894∗∗ 1

13.学习投入 -0. 211∗∗ -0. 171∗∗ 0. 346∗∗ 0. 362∗∗ -0. 122∗∗ -0. 110∗ 0. 674∗∗ 0. 647∗∗ 0. 704∗∗ 0. 947∗∗ 0. 964∗∗ 0.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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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教养方式在父母不同文化程度上不存在显

著差异,这与之前研究结果不一致[8]。 或许是互联

网的迅速发展,让父母更加便利地获取信息,随时随

地可以学习到先进的育儿理念与方法,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由文化程度导致的差异。
在收入方面,自感家庭收入为中高学生的父母

情感温暖维度得分高于自感家庭收入低的,这与学

者刘丹丹[9]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自感中

高收入学生的父母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陪伴子女,
更加有耐心。 自感家庭收入低学生的父亲过度保护

与自感收入中等的存在显著差异,自感家庭收入低

学生的母亲过度保护与自感收入中、高等的都存在

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自感家庭收入低的家庭,更
加经不起意外的打击,父母又无法时常陪伴子女,为
了安全,会对子女有很多限制和保护。

2. 对小学生心理资本的分析

从结果可以看出该样本的总体心理资本水平

较高。
从差异分析来看,心理资本在性别上不存在显

著差异,在是否为班干部上存在显著差异。 这可能

是因为能成为班干部,学生一定是在某方面特别优

秀,成就感、荣誉感会很强。
心理资本在学生年级、父母文化程度上均不存

在显著差异;在自感家庭收入上存在差异,中、高等

收入家庭的学生的心理资本与低收入的存在显著差

异,这可能是因为中高水平收入的父母,会给予子女

更多的耐心,更善于引导子女,也倾向于给子女更多

的鼓励与表扬,培养子女积极乐观的态度。
3. 对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分析

从结果可以看出该样本的学习投入总体较好。
学习投入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胡聪[10]

的研究结果一致。 一般而言,女生的心智发展早于

男生,能更早地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学习中去;学习投入在是否为班干部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能当选班干部的学生,很大可能是因为有

良好的学习状态,作为班干部又需要起到榜样带头

作用,这会促进班干部有更好的学习投入。
学习投入在不同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四年级

与五、六年级存在显著差异。 也许是由于四年级的

学业难度加大,很多学生需要在学习上投入更多才

能应对。 学习投入在自感家庭收入上存在显著差

异,自感家庭收入高与收入低的学生存在显著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自感家庭收入高的家庭与学生更能意

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有更强烈的动机投入学习中。
(二)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心理资本与学习投

入的关系分析

1. 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习投入的相关分析

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均与学习投入存在显著相

关关系,这与李永占[11] 的研究结果一致。 父母拒绝、
过度保护为消极的教养方式,与学习投入呈显著负相

关,且能明显负向预测学习投入,其中父母过度保护

与专注维度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这说明如果父母经

常拒绝子女、过度保护或过度干涉子女的生活和想

法,子女就容易失去学习的动力和兴趣,降低对学习

的投入。 父母情感温暖为积极的教养方式,与学习投

入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且能明显正向预测学习投

入,说明如果父母给予子女关心和温暖,子女会更加

愿意学习。 父母是子女坚强的后盾,要多给予子女尊

重、关怀、支持,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行动上给予指导

和帮助。 很多研究结果证明,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
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学习投入的关系非常密切[7,12-13]。

2. 父母教养方式对心理资本的相关分析

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与小学生心理资本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 其中父母拒绝、过度保护与心理资本

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且明显负向预测心理资本。
父母情感温暖与心理资本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且
能明显正向预测心理资本,这与刘相英[14] 的研究结

果一致。 这说明父母越是采取积极正向的教养方

式,子女越是有更高的心理资本水平,面对困难、挫
折,越积极乐观。

3. 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的相关分析

心理资本各维度与学习投入各维度均呈现显著

正相关关系,心理资本对学习投入有显著正向预测作

用,这与胡聪的研究结果一致[10]。 这说明小学生的心

理资本水平越高,他们越愿意为学习投入;相反,心理

资本水平越低,他们越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学习,久
而久之,获得的成就感就会越少,学习结果也越差,不
良的学习结果又会降低心理资本水平。 小学生的主

要任务是学习,如果无法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成就感,
那将会大大影响他们在学校的生活以及后续的学业

发展。 良好的心理资本水平可以提升小学生的自信,
帮助小学生积极面对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4. 心理资本的中介分析

心理资本在父母情感温暖教养方式与学习投入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这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一

致。 在中介作用中发现,加入心理资本后,父母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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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会减弱,心理资本对学习投

入的作用更显著。
本研究认为,父母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对学习

投入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能够调动小学生的学习兴

趣,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 小学中高年级的学习难

度上升,需要不断地重复、练习,持续地努力、付出,
这就需要小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状态。 心理资本水

平高的小学生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相信自己遇到

困难时,身边的同学、老师、父母都会来帮助他;他们

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哪怕学习结果不理想,也能勇

敢面对,仔细分析原因;他们会有很强的动力,认真

专注地学习,从中找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 而且

心理资本是可开发可提升的一种心理状态,根据研

究结果,建议着力提升小学生的心理资本水平。
五、教育建议

(一)改善教养教育方式

小学生无论是在物质上还心理上,都需要父母

的帮助与引导,所以要尽量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多
给予关怀和支持,当他们向父母求助时,父母要放下

手中正在忙的事情,耐心倾听,不批评、不评价,引导

他们解决问题;当发现他们情绪异常时,要多关注他

们的举动,关注他们的内在感受。 日常沟通中,要多

发现子女的优点以及进步点,哪怕是细微的进步,也
要及时表达赞赏,确保“每日一夸”。 对于学习,父母

要关注小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状态,不要只盯住结果,
更不要做横向比较。 要积极关注,引导他们感受学习

的乐趣,提高学习兴趣。 教师在小学生心中是权威的

化身,更要多关注学生的小进步,多说鼓励性话语,不
要吝啬自己的表扬。 对待学困生、调皮学生,一定要

管理好情绪,确保每一次对话都是相对平静的状态。
(二)多方位提升自信

当小学生有畏难情绪时,父母要引导孩子分步

骤完成任务,在过程中传递“我们相信你、陪伴你、有
困难随时求助”的信念,让他们内心充满安全感、获
得成就感,逐步提升自信。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期望

效应”,向学生传递“你很棒、你可以做得很好”的信

念,让小学生相信自己的能力、实力。 同时引导学生

要善于发现他人的积极品质。 当遇到困难挫折时,
父母、教师要引导小学生换个角度思考,合理归因,
正确看待挫折,挖掘他们的积极能量,鼓励他们勇于

挑战、敢于拼搏,帮助小学生形成富足的心理资本。
(三)着力开发心理资本

学校要重视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配备专兼职

心理教师,并充分发挥心理教师的作用。 开设规范的

心理健康教育课,定期组织丰富的团体辅导活动,开
展一对一个案咨询,利用广播、橱窗、班会等途径宣传

心理健康知识,让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各学科中,通
过多途径、多方式、全方位关注,提升小学生心理资本

水平。 同时加强家校沟通,共同助力小学生快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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