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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心理学界过去已经对初中生的学业成绩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深入

全面的研究。已有研究分别明确了父母教养方式、人际关系能力、自尊对学业成

绩的影响作用，但上述变量对成绩的协同作用机制仍需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主

要考察父母教养方式这一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学生的自尊和人际关系能力这两个

内部特征对学业成绩的协同作用。 

本研究选取 450 名初中生被试，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探讨在父母方式教养

方式和学业成绩之间的人际关系能力和自尊的特点，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是

否存在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如下： 

（1）在父母教养方式上，父亲拒绝、母亲拒绝和过度保护存在显著的性别

和年级差异，另外，父母过度保护的性别差异显著；在生源地上，父母情感温暖

得分差异显著。在人际关系能力方面，男生的冲突解决能力显著低于女生，并且

在年级、生源地和是否独生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自尊上，城市初中生的得分显

著低于农村初中生。 

（2）自尊与人际关系能力，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温暖具有显著正相关，

与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都具有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能力与父亲情感温暖、母亲

情感温暖以及母亲过度保护具有显著正相关。成绩则与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具有

显著负相关，与自尊、人际关系能力、父亲情感温暖以及母亲情感温暖具有显著

正相关。 

（3）人际关系能力和自尊在父母情感温暖与学业成绩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显著。 

 

关键词：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人际关系能力；自尊；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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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psychology circle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It has been made clear 

separately parenting styles, interpersonal skills, self-esteem influence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but these variables on achievement of synergy 

mechanism still needs further discussion. This study therefore investigated 

the parenting styles synergy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student 

self-esteem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both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is study, 450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to take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explore their interpersonal and self-esteem 

characteristic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chain-mediated effects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father's refusal, 

mother's refusal, and over-protection in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In additi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are significant; in the place 

of birth, parents' emotional warmth score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interpersonal skills, boys’ ability to resolve conflict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irl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rade, source, and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only one child. In terms of self-esteem, the scores 

of urb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esteem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fa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emotional warmth of 

mothers,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ther’s 

refusal and mother’s refusa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father’s emotional warmth,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mother’s overprotection. The results were 



 

III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ther's refusal and mother's refusal, 

and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elf-esteem, interpersonal 

ability, fa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m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3) 

Positive factors of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ir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bil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elf-esteem, and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and 

self-esteem have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Performance. 

(3) Chain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self-esteem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arental warmth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enting styles;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Self-esteem;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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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理所当然地，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乃至一个人一

生的成长都有着深入骨髓，不可磨灭的作用。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观

念、生活管理、习惯养成的总和，因其来自于父母自身生活教育经验的缘故，不同父

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往往大相径庭。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能增近父母与子女间的沟

通，拉近彼此的关系，培养孩子外向开朗的性格与坚定诚实的品格，而良好家庭教养

方式所营造的积极家庭氛围也有助于让孩子克服学习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获得

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个人成就。但是，以疏离、偏执、拒绝等消极因子构成的负向

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成长有着十分不利的作用，不单单会养成孩子边缘化的性格，

也不利于优良品质的培养，长此以往对其个人成长和社会适应十分不利。 

在我国，影响亲子关系，并且对教养方式有着重要作用的因素首当其冲就是孩子

的学业成绩。在初中阶段，追求更好的学业成绩是青少年的首要任务，优秀的学业成

绩可以提升孩子的自尊水平，发展与周围同伴的良好关系。而与此同时，更高的自尊

水平和较强的人际关系能力也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

说，父母教养方式、青少年的自尊和人际关系能力与他们的学业成绩有着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关系，并且都对青少年自我概念的形成，未来价值观的确立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通过研究影响青少年成绩的父母教养方式、自尊和人际关系能力以

及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潜在联系，有利于更进一步探究青少年的发展特性极其相关因

素，而以往的研究也已从多个层面、不同维度对青少年的个性发展与环境、个人因素

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从生态系统理论、环境互动等多种系统化、整体性思维入手，

对青少年的个人成长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在前人的导向和铺垫之下，本研究从影响青

少年学业成绩的外部因素（父母教养方式）和内部因素（自尊和人际关系能力）的思

路入手，用实证研究的方式，试图建立起可预测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多变量统合模型，

以期为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新视角，完善关于青少年成长的理论

架构，为实现科学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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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父母教养方式概念及分类 

1.1.1 父母教养方式的界定 

对教养方式的研究起源于欧洲 19 世纪，当时宗教和世俗文化普遍认为孩子生而

为罪人，应该采取严苛且不人道的教养方式，人们并不重视孩子的教养。随着时代的

进步和发展，洛克，卢梭以及弗洛伊德等人认为并倡导孩子同样享有人权并且应该得

到成人的善待和尽心抚养。人们在先贤的引领下逐渐改变了过去对孩子陈旧愚昧的

看法。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儿童的发展和需求，并且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养育子女活动对

他们后代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界也开始重视起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 

父母教养方式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国内外学者都对其有着纷繁复杂的解释

定义。西方学界较为权威的 Darling 和 Steinberg 将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

定义为: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子女情感的一种组合形式

[1]。国内研究人员关颖认为，父母养育是指家长在实施儿童教育时选用的方法和方

法[2]；张文新将父母养育定义为父母养育理念，养育行为和对儿童情绪表达和情绪

反思的结合[3]。 

虽然学者们对父母教养方式的解释各有出入，但基本上学者们一致认为父母教

养方式是一种父母这一角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采用的不同教育方式，可以囊括诸

多教养行为的特征，且具有较稳定的认知和行为倾向，是其教育观念和行为的集中

表现。不同父母在社会职业、文化修养、思想道德素质、人格特征和传统影响力方

面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对教养方式进行针对性地研究，这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十分

重要。 

1.1.2 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 

Baumrind 是最早开始研究教养方式类型的学者，他通过对不同家庭和他们孩子

的对比研究，总结并建立了通过剖析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实践教育活动的差异从而对

家庭教养方式做出划分[4]。他的方法更偏重分析家长的不同教养行为，且假设教养行

为配置可决定养育行为本身。Baumrind 认为父母管理子女主要从亲子交流、养育行

为、成熟度需求、管理四个方面构成，不同家庭的养育风格在这四个维度上有所不同。 

通过观察法，Baumrind 将之前所提出的 4 种维度提炼为 2 个主要维度：责任以

及要求。这两个维度结合之后产生了民主、宽容、冷漠和专制 4 种不同方式。Lam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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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在研究中对漠不关心型的父母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这种父母对儿童不关心，不

提要求、有时拒绝儿童，造成儿童各方面发展的混乱[5]。 

西蒙兹(RM.symonds)从母亲对孩子是否接受以及是否听取孩子的建议这两个方

面组成四个维度，将母亲的教养方式分成了过度冷酷、漠视、过度约束和放任自流[6]。

他认为，常被家长接受的孩子可以表现出社会所需要的诸如服从等行为，而相反，被

父母拒绝的孩子则更多表现出对环境的漠视、抗拒等社会不期望的行为。 

瑞典的 C.Penis 等人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吸纳总结，完善了父母教养方式所涉

及的要素，进而制订出可以全方位了解不同教养方式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EMBU) 

[7]。C. Penis 等人在一项关于精神疾病父母的比较研究中，进一步提高了该量表的信

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者才开始进行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国内研究在国外

对教养方式成果总结整理的基础上，根据国情进行相应的本土化处理。陶沙的教养方

式分类增添了父母教育不一、过度宠爱和惩罚 [8]。关颖则倾向于教育方式的分类，

如因材施教、不加管束等五种类型[9]。杨丽珠主要选择了母亲的教养方式，如溺爱等

四个方面[10]。林磊将陶沙的七种分类进行 “快速聚类”后，凝练为成就压力型、严厉

型等五种[11]。刘金花的研究将教养方式分为溺爱、民主、专制等五种[12]。 

陶沙、董奇通过对 3 到 6 岁儿童母亲的教养方式进行研究之后，表明母亲的教

养方式包括敏感性、正向情绪流露等 6 种类型[13]。通过众多学者的探索，我国岳东

梅修订了 EMBU，她分别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归纳为 6 种和 5 种。该量表共 66 个项

目，包含母亲 5 个因子: M1 温暖，M2 过度干涉、过度保护，M3 拒绝、否认，M4 惩

罚、严厉，M5 偏爱被试。包含父亲 6 个因子: F1 为情感温暖、理解， F2 为惩罚严

厉，F3 过分干涉， F4 偏爱被试， F5 拒绝、否认， F6 过度保护;该量表具有较高

的信度和效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0～ 0.86[14]。因为该量表具有的良好信效度的

得以被众多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者采用。  

1.1.3 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 

我国心理学者以及教育学者针对未成年人和大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调查工具的

选择大都采用由 C.Penis 编制后经岳冬梅修订的 EMBU。在这一点上，许多学者达成

了共识。EMBU 具有许多优越性，但仍存在 3 个缺点。首先，问题较多。虽然与英

文版相比，中文版 EMBU 的问卷题量较少，但这两部分共 115 道题目仍然过多，难

以保证被试作答的有效性。其次，父母亲两部分在维度上存在差异。父亲的过度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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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度干涉为 2 个维度，而母亲却合二为一，这使得比较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变得

较为困难。最后，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子女的情况下“偏好

主题”的维度失去研究价值[15]。 

标准 EMBU 长久以来都存在问题较多的难题，许多学者也一直未停下精简题目

数量的工作。上世纪末，Arrindell 等人从不同主题和测量指标出发，于 EMBU 中选

取了 46 道题目，编制了简易教养方式问卷(Short-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简称 s-EMBU) [16]。修订后的 s-EMBU 只存在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

s-EMBU 由于其可靠性和可靠性好，操作方便，已被修改为多种语言并被广泛使用。 

正是因为对 EMBU 不足的认识和 S-EMBU 的优越性，本研究使用了蒋奖，鲁峥

嵘等人修订后的 s-EMBU-c。 s-EMBU-C 仅收录原版 3 个核心维度——包含 6 道题

目的拒绝、7 道题目的情感温暖以及 8 道题目的过度保护维度，共 21 道试题。s-

EMBU-C 父亲和母亲的α系数在 0.74 和 0.84 之间。因此 s-EMBU-C 父母两部分问卷

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此外，父母两个版本十周后重测信度大于 0.7，表明 s-EMBU-

C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17]。因此，s-EMBU-C 可靠性较好。 

1.2 初中生的学业成绩及其影响因素 

学业成绩是体现学生在校期间综合素质和学习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对其当下

进行的学习进程是否有效的量化评估。亚裔学生在校期间的良好学业成绩会对今后

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具体来说，良好的学习成绩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自尊心，促进完

善自我概念体系。此外，初中阶段作为青少年面临的第一个关键抉择阶段，他们同时

面临来自成长和学业的压力，如何协调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诸多问题并让他们

获得满意的成绩，对青少年的个人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影响中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基本可归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学习动机、成就目

标、学习策略、学业投入和自尊水平都对学习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18]。除了青少年在

学习活动中所直接体现的自身因素外，学校和家庭中的许多因素都通过复杂的交互

作用影响着他们的学业成绩和行为。一项研究表明，母亲的温暖和理解、父亲的过度

干预、严厉和惩罚对学业成绩有显着的预测作用[19]。在人际关系能力和学习成绩方

面，维果茨基指出，社会交往在儿童和青少年的认知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也

有研究显示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与其学业成绩有着密切的关系。初中生通过与他人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学校内的同伴支持和良好心理状态保持，个体可以取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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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且较为稳定的学业成就。在自尊与学业成绩的研究方面，姜永志，张海忠的研究发

现，在相关分析和性别与年级差异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不三个年级初中学生自尊和人

际关系能力的差异，得出相关变量都对学业成绩有着显著影响 ，优秀学生的自尊水

平明显高于成绩良好和一般的学生[20]。 

通过上述的分析，初中生的学业成绩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是个体特质和

能力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1.3 人际关系能力的界定 

1.3.1 概念界定 

人际关系能力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有些语境中与社交能力等同。最早给出确切

定义的管理学学者将其定义为个体在组织内外关系的协调处理中所展现的广泛联系

周围环境的能力、吸收并转化外界信息的能力、正确处置与周围相关群体关系的能

力。Van Hasselt 将人际关系能力定义为个体完成社交时所呈现的与周围人协调好关

系并实现个人价值的具有长效性的能力[21]。王英春则认为人际关系能力是个体有主

动发起交往的认知和情感基础并且可以在交往情境中通过有益的交往方式与他人取

得良好关系的能力[22]。 

通过以上观点的陈述，人际关系能力可定义为个体为实现个人价值，通过良好的

人际关系以获取情感支持，在多种社交情景下都具有优秀适应能力并且很快与周围

人建立稳固良好关系的能力。受到来自主观和客观的多重影响，具有优秀人际关系能

力的个体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情感支持，进而在个人发展和社会竞争中获得优

势。 

1.3.2 人际关系能力的结构探索 

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领域具有难以统一且复杂的差异，研究者很难就人际关系

能力结构的探索和验证达成一致。Kelly&Chase 等人通过分析因素：同理心、责任感、

成就需要和效率，使用大学新生的四个心理成分作为参考进行验证[23]。Buhrmester 等

同样以相同被试群体验证了人际关系能力的五大维度，并且编制出具有普适性和良

好信效度的人际关系能力问卷（ICQ）[24]。日本学者则在针对本国的人际关系能力研

究中对上述结论有所驳斥，他们认为人际关系能力由行为自我约束和认知洞察两因

子构成 [25]。王英春等人在 2006 年对 Buhrmester（1988）编制的人际关系能力问卷进

行了修订，具体来说，人际关系能力问卷包括：三方面（交往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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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和 10 个维度（交往欲望、交往主动性、交往重要性认识、交往原则认识、交

往知识认识、沟通能力、提供支持能力、影响能力、情绪能力和适应能力）[26]。 

1.3.3 人际关系能力的价值 

初中生处在向成人迈进的第一步——青春期，身心都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独立

意识骤增。处在这个时间段的个体与父母之间不再是以往的顺从关系，而更多的是通

过发展独立社会生存技能（如人际关系能力）以求脱离父母的控制，他们的社会角色

开始逐渐建立并且寻求自己的社会价值[27]。人际关系能力的欠缺有可能导致青少年

心理发展失衡，表现出社会退缩或不恰当的社交行为。因而，帮助青少年发展其人际

关系能力可以实现他们社会性发展，也是促进身心平衡发展和社会适应的重要能力。 

1.4 自尊的概念界定 

自尊是用来评估自我价值的主观感受。 James 作为第一个提出自尊概念的人，

有关自尊的研究便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了众多心理学家和涉及个体

研究的社会学家。他们对自尊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和解释，长久以来未能达成共识。

从几个国内外主要学者对于自尊的定义上，也可以看到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表 1-1 国内外学者对自尊的不同观点 

学者 主要观点 

James 个体对自我的评价即自尊，它是外界实际情况与自我理想认知的

比值，即自尊=成功/抱负水平。 

Robert White 自尊与人们对自己能否完成事物的评价——自我效能感紧密相

关，与其他外部因素无关，也与自己是否足够努力无关。他认为自

尊会随着个体的成长而逐渐加深自我效能感的关联。 

Stanley 

Coopersmith 

强调自尊对自身行为的调节反馈作用，自尊是个体对自身行为的

一贯认知，这种认知会指导个体采取更加合理的交往举措，从而

对自身形成一致性的主观感受。 

Morris 

Rosenberg 

自尊是自身的认识和评价，强调其主观性而非通过社会比较得出。 

ChristoPher 

J.Mruk 

自尊指的是个体不畏惧困难和失败，能让生活一直有价值地进行

下去的生活态度 

林崇德 外界的评价与理想自我的比即为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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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不同学者对自尊的定义中可以总结出，自尊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背景的

自我价值感的评价机制。 

1.5 家庭教养方式、自尊、人际关系能力的相关研究 

1.5.1 家庭教养方式与人际关系能力的相关研究 

Armistead 和 Forehand 的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对人际交往能力有重

要影响[28]。Keith 和 Amato 认为家庭背景下父母的婚姻质量会显著影响孩子的人际

关系能力。在婚姻关系中，父母会不自觉地在孩子面前展现双方的互动模式，一方面

这启蒙了孩子的人际交往方式，另一方面，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孩子所感受的来自父母

的情感温暖有所差异。童年时期不和谐的婚姻关系乃至离异都会对孩子成年后的社

会交际能力产生不良影响[29]。Salmah 在其研究中发现幼儿时期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

也会导致儿童人际关系能力的不同[30]。 

我国学者黄君研究指出，父母的情感温暖对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有显著的积极

预测作用。父母的温暖理解因子能够给予孩子更多的亲情体会，从而在将来面对更为

复杂的社会环境时不易产生孤独感[31]。张瑞在论文中提出，学生的社交退缩与其父

母的情感温暖呈现负相关。得到父亲更多偏爱的孩子在人际交往中的中的表现更加

活跃，人际退缩行为较少，呈现了显著负向相关；而在严厉、惩罚等消极因子得分与

社交中呈现的退缩总分以及在安静环境下的适应能力显示出显著正相关。在母亲这

一方，较为严厉的惩罚和个体的友谊忠诚度与去活跃场景下的退缩行为呈现显著正

相关[32] 。根据薛敏等人的研究，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与其父母的正向教养因子（如

情感温暖理解等）呈现正相关，而诸如严厉惩罚等消极因子与其人际关系能力表现为

负相关[33]。 

1.5.2 自尊和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Coopersmith 发现儿童自尊的形成发展有赖于正确的教养方式。通过统计检验，

他发现有着较高自尊水平的儿童家庭有着四种特征：（1）父母参与到孩子的活动中来

并表示支持和鼓励，对孩子的同伴表示接纳;（2）通过较为完善的家庭训练让孩子明

白明确的行为规范且必须遵守;（3）让孩子失去一些特权来换取与孩子沟通，进而让

他明白怎么做才是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4）让孩子有权利自己做出一些决定。从上

述四点能够得出，父母应该在尊重和肯定孩子的基础上给予他恰当的教导并且一定

严格执行，这有利于孩子培养良好的自尊水平[34]。Fujiwara T 等人还在研究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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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接受孩子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能够让其获得正向的自尊发展空间，事事替孩子决

定的做法会使得他们丧失发展自尊的机会[35]。 

张丽华等人在研究儿童年龄组成时，得出了父母教养方式会显著预测儿童自尊

发展水平的结论。研究通过问卷和观察等方式发现民主的父母其子女具有更加的自

尊发展水平，而不一致的教养方式和专制的方式对儿童自尊的发展有负面影响[36]。

张巧明和张美峰在研究中发现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自尊

发展，包含严厉、否定和惩罚等负面因子的教养方式则不利于青少年的自尊发展[37]。

彭莉和范兴华针对大学生的研究指出，自尊较高的大学生拥有更为和谐的亲子关系，

父母亲的情感温暖使其拥有更高的自尊水平；而与父母关系不良的大学生，在家庭生

活中更多被父母拒绝和惩罚，导致其的自尊水平较低[38]。 

1.5.3 自尊和人际关系能力的相关研究 

20 世纪早期，心理学家们就确定自尊与人际关系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James 和

Cooly 讨论了最早的自尊概念。Leary 认为人们的人际行为是为了最大化他们的自我

价值和自尊。鲍德温认为，那些认为自己被别人接受并被认为有价值的人有更高的自

尊心。 

Baumeister 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尊心较高的人对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受欢迎程度

比对自尊心较低的人更加自我评价，自尊心较高的人对自己的友谊的评价高于自尊

心较低的人。 低自尊者则与前者相反，他们在自我报告中陈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

缺少帮助的；他们遭遇了更多糟糕的事件，也让他们的压力更大。上述使用自我报告

法的案例中，有着更高自尊的人，他们的社交生活比自尊心低的人更好，更丰富，并

且更加令人满意。 

Glendinning & Ingis 根据自尊与人际交往的关系，通用自评的方式将参与调研的

学生分为四类，其中低自尊者认为自己属于在社会上不受欢迎的并且孤独的；而那些

高自尊群体则将自己归类为一般，或是受到大家欢迎[39]。 

另一些研究者质疑上述研究的结果。他们认为高自尊者对自我高估的特点会影

响研究结果。于是他们开始运用新颖的评估方法来探索自尊与人际交往能力之间的

关系。Buhrmester 等人通过研究学生对自己和室友分别进行的受欢迎度自评和他评，

得出了自尊高的人不一定被他人认为有着较强的人际关系能力。希瑟顿的研究表明，

高自尊的人是独立的，并强调自立。 自尊心较低的人强调人际交往能力，具有自我

牺牲精神[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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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与自尊水平低的人群相比，自尊水平较高的人对自

身人际交往能力和人际交往结果有较好的自我体验和感受，他们能从现有的交往中

获得更多乐趣，并且享受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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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 问题提出 

2.1.1 已有研究不足 

由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大都在分别讨论父母教养方式、自尊、人际关系能

力与学业成绩间的相关关系，而未曾将其置入一个系统的、有机的架构中进行探讨。

已有研究结论可知，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对青少年进行的教育方式与方法的集中体

现，通过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可以对其所处的家庭环境做出判断，而处在家庭背景

和学业成绩之间的人际关系能力与自尊则显著地受到来自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人

际关系能力作为一种体现个体在社会情境中认知、行为与情感能力的个体特征变量，

其发展水平既会受到来自成长环境的影响，也与其在校园环境下的表现与个人成就

息息相关。同时，作为与人际关系能力紧密联系的自尊，其水平会在学校情景下受到

来自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能力的双重影响，高自尊个体往往在面对学业压力时也更

加游刃有余，他们具有更高的学业成绩。而在自尊与人际关系能力的关系上，已有研

究结论并不一致，虽然二者的相关关系被学者们一致认同，但其因果关系却众说纷

纭。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自尊是影响人际交往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强调

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能力决定了个体自尊水平

的高低。因此，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1.2 研究设计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重点探讨环境因素（父母教养方式）和个体特征

（人际关系能力、自尊）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协同影响机制。 

首先，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三个维度，可将其分为积极

因子和消极因子。当父母采用情感温暖型的积极应对方式时，孩子会产生更多安全

感、支持感，体现出更加优秀的学业成绩。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父母教养方式

的积极因子与学业成绩显著正相关，而消极因子与学业成绩显著负相关。其次，鉴于

已有研究结论中自尊与人际关系能力的关系不一致，其中大多数学者赞同高人际关

系能量是导致个体高自尊水平的主要因素，本研究认为个体的自尊水平来源于其良

好的社会交往活动。他们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感到被接纳、认可和喜爱，这种成功的

交流体验会使他们对自我的评价更加积极，因而获得更高的自尊感。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 2：人际关系能力显著正向预测自尊水平。第三，从个体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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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初中生的学业成绩会受到环境因素与个体特征的共同作用。已有研究正论证了

父母教养方式这一环境因素对自尊、人际关系能力以及学业成绩的影响。同时也证明

了自尊、人际关系能力这两个个体特征与学业成绩的相关关系。因此，进一步考察各

变量之间的协同作用机制是可行的。本研究认为，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子女的人际关

系能力的习得，并改变个体的自尊水平，进而对学业成绩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设 3：人际关系能力和自尊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 

2.2 研究方法 

2.2.1 研究对象 

被试选自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某初中，在初一、初二、初三三个年级分别选取三

个班的学生 150 名，共计 450 名。分发问卷共 450 份，有效问卷 401 份，有效回收

率为 89%。结果见表 4-1 

表 2-1  被试基本信息 

项目 分类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200 49.9% 

 女 201 50.1% 

 

年级 

初一年级 131 32.7% 

初二年级 130 32.4% 

初三年级 140 34.9% 

生源地 城市 155 38.7% 

 农村 246 61.3% 

是否独生 独生 145 36.2% 

 非独生 256 63.8% 

 

2.2.2 研究工具 

研究过程中共需要三个量表以及各班的期中考试成绩。三个量表分别是：简式父

母教养方式量表、自尊量表和人际关系能力量表（初中生修订版）。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EMBU-C)  本文采用由蒋奖，鲁峥嵘等修订的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EMBU-C)。该问卷由 3 个核心维度，共 21 道题目组

成，其中拒绝维度 6 个题目，情感温暖维度 7 个题目，过度保护维度 8 个题目。在



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自尊和人际关系能力的作用 

12 

 

本研究中，父亲拒绝信度为 0.730，父亲情感温暖为 0.816，父亲过度保护为 0.754，

母亲拒绝为 0.742，母亲情感温暖为 0.826，母亲过度保护为 0.780，综上所述，s-EMBU-

C 具有良好的信度。 

人际关系能力问卷（ICQ）  本研究采用由 Buhrmester 编制，王英春、屈智勇、

郜涨等人进行本地化修订的人际关系能力问卷 ICQ（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该问卷共 35 题，由施加影响的能力、自我袒露能力、提供感情支持

能力、发起交往能力和冲突解决能力五个维度构成，问卷为 5 点计分，“1”表示完全

不符合，“2”表示不符合，“3”表示符合，“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其中，

采用克隆巴赫α系数作为信度指标，人际关系能力问卷的总信度为0.921，分维度中，

发起交往信度为 0.715，提供情感支持信度为 0.757，施加影响信度为 0.741，自我袒

露信度为 0.793，冲突解决信度为 0.830。    

自尊量表（SES）  本研究采用的是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SES），该量表

10 共题，4 点计分，“1”表示很不符合，“2”表示不符合，“3”表示符合，“4”表示非常

符合。五道题目反向计分后，总分分值越高，自尊水平越高。自尊问卷的α系数0.819，

具有良好的信度。 

学业成绩  将被试上学期期中考试的语文、数学及英语单科成绩在班级内标准

化后合成总分并再次进行班级内标准化处理作为学绩指标。 

2.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运用 SPSS 22 和 Amos 21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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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 差异检验 

3.1.1 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 

为了解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对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和生源地进行

了差异分析。 

在性别水平上，结果显示，男生在父亲拒绝，父亲过度保护，母亲拒绝及母亲过

度保护四个维度上的得分均要显著高于女生（结果见表 3-1）。 

表 3-1 父母教养方式的性别差异（M±SD） 

变量 男生（N=200） 女生（N=201） t 

父亲拒绝 1.71±0.58 1.51±0.50 3.650*** 

父亲情感温暖 2.61±0.69 2.70±0.69 -1.383 

父亲过度保护 2.19±0.49 2.06±0.46 2.761** 

母亲拒绝 1.72±0.59 1.57±0.54 2.689** 

母亲情感温暖 2.66±0.69 2.78±0.70 -1.741 

母亲过度保护 2.26±0.51 2.15±0.47 2.189* 

注：*P＜0.05   **P＜0.01   ***P＜0.001，下同。 

对年级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有三个维度在年级上具有显著差异，

经事后多重比较发现，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两个维度的差异具体都体现在初一年级

要显著高于初二、初三两个年级，母亲过度保护的差异具体体现在初二年级显著小于

初一和初三年级，其他三个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3-2）。 

表 3-2 父母教养方式的年级差异（M±SD） 

变量 初一（N=131） 初二（N=130） 初三（N=140） F 多重比较 

父亲拒绝 1.74±0.60 1.54±0.62 1.55±0.50 6.055** 初一＞初二初三 

父亲情感温暖 2.56±0.72 2.73±0.70 2.68±0.65 2.139  

父亲过度保护 2.15±0.48 2.05±0.47 2.17±0.47 2.688  

母亲拒绝 1.77±0.63 1.54±0.51 1.62±0.55 5.421** 初一＞初二初三 

母亲情感温暖 2.64±0.72 2.75±0.72 2.75±0.65 1.140  

母亲过度保护 2.23±0.51 2.10±0.51 2.27±0.46 4.433* 初二＜初一初三 

对生源的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有两个维度在生源上具有显著差异，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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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多重比较发现，在父亲情感温暖维度和母亲情感温暖维度上均为城市学生的分值

要显著高于农村学生（P＜0.05），在其他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3-3）。 

表 3-3 父母教养方式的生源差异（M±SD） 

变量 城市（N=155） 农村（N=246） t 

父亲拒绝 1.58±0.54 1.62±0.55 -0.670 

父亲情感温暖 2.76±0.75 2.59±0.65 2.377* 

父亲过度保护 2.15±0.49 2.11±0.47 0.730 

母亲拒绝 1.61±0.57 1.67±0.57 -1.121 

母亲情感温暖 2.82±0.74 2.66±0.66 2.239* 

母亲过度保护 2.19±0.45 2.21±0.52 -0.353 

对是否独生的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六个维度均没有显著差异。 

3.1.2 人际关系能力的特点 

为了解初中生人际关系能力的特点，对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和生源地进行

了差异分析。 

在性别水平上，男生在冲突解决维度上的得分要显著低于女生，在其他维度上，

男女生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3-4）. 

表 3-4 人际关系能力的性别差异（M±SD） 

变量 男生（N=200） 女生（N=201） t 

人际关系能力 3.06±0.60 3.13±0.67 -1.196 

发起交往 2.84±0.78 2.87±0.81 -0.365 

提供情感支持 3.04±0.71 3.02±0.76 0.308 

施加影响 2.81±0.68 2.91±0.69 -1.504 

自我袒露 3.20±0.75 3.27±0.82 -0.886 

冲突解决 3.40±0.77 3.61±0.88 -2.470* 

对年级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能力总分及四个维度在年级上均具有显

著差异。在人际关系能力总分上，初三年级要显著高于初一初二年级，在提供情感支

持维度上，初三年级要显著高于初一年级，在施加影响、自我袒露和冲突解决三个维

度上，均是初三年级要显著高于初一初二两个年级，在发起交往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

（结果见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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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人际关系能力的年级差异（M±SD） 

变量 初一（N=131） 初二（N=130） 初三（N=140） F 多重比较 

人际关系能力 3.00±0.66 3.04±0.70 3.23±0.54 5.085** 初三＞初一初二 

发起交往 2.80±0.78 2.80±0.84 2.95±0.76 1.553  

提供情感支持 2.91±0.72 3.03±0.79 3.14±0.67 3.484* 初三＞初一 

施加影响 2.80±0.72 2.78±0.71 2.98±0.61 3.583* 初三＞初一初二 

自我袒露 3.12±0.78 3.18±0.87 3.39±0.68 4.686* 初三＞初一初二 

冲突解决 3.38±0.90 3.42±0.87 3.69±0.68 5.761** 初三＞初一初二 

对生源的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能力总分及四个维度在生源上均具有显著差异。

在人际关系能力总分上，城市学生总分要显著高于农村学生，在发起交往、提供情感

支持、自我袒露和冲突解决四个维度上，均为城市学生的分值要显著高于农村学生，

在施加影响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3-6）。 

表 3-6 人际关系能力的生源差异（M±SD） 

变量 城市（N=155） 农村（N=246） t 

人际关系能力 3.21±0.66 3.62±0.62 2.918** 

发起交往 2.98±0.79 2.77±0.79 2.587* 

提供情感支持 3.16±0.75 2.94±0.71 2.967** 

施加影响 2.93±0.72 2.81±0.66 1.591 

自我袒露 3.36±0.78 3.16±0.78 2.468* 

冲突解决 3.63±0.84 3.42±0.82 2.485* 

对是否独生的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能力总分及三个维度在是否独生上均具有

显著差异。在人际关系能力总分上，独生子女总分要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发起交

往、提供情感支持和施加影响三个维度上，均为独生子女学生的分值要显著高于非独

生子女的学生，在自我袒露和冲突解决两个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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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人际关系能力的是否独生差异（M±SD） 

变量 是（N=145） 否（N=256） t 

人际关系能力 3.20±0.67 3.04±0.62 2.430* 

发起交往 2.97±0.83 2.79±0.77 2.224* 

提供情感支持 3.15±0.74 2.96±0.72 2.502* 

施加影响 2.95±0.69 2.80±0.68 2.141* 

自我袒露 3.31±0.79 3.19±0.78 1.541 

冲突解决 3.60±0.84 3.45±0.82 1.795 

3.1.3 初中生自尊的特点 

为了解初中生自尊的特点，对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和生源地进行了差异分

析。结果表明，在性别、年级和是否独生子女三个水平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而在生源

的水平上表现出了显著差异，表现为来自城市的学生自尊水平要显著低于来自农村

的学生（结果见表 3-8）。 

表 3-8 初中生自尊的生源差异（M±SD） 

变量 城市（N=155） 农村（N=246） t 

自尊 18.02±4.12 19.51±3.71 -3.669*** 

3.1.4 初中生自尊、人际关系能力和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对初中生自尊水平、人际关系能力以及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下： 

表 3-9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其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        

2 .326*** -       

3 -.188*** -.009 -      

4 .374*** .227*** -.378*** -     

5 -.018 .087 .440*** .162** -    

6 -.233*** .013 .800*** -.358*** .394*** -   

7 .396*** .239*** -.342*** .898*** .116* -.400*** -  

8 -.043 .109* .442*** .118* .810*** .452*** .135** - 

9 .279*** .293*** -.185*** .267*** .083 -.158** .272***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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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9.22 3.06 1.54 2.72 2.05 1.55 2.76 2.10 

SD 4.01 0.70 0.52 0.70 0.48 0.51 0.72 0.51 

 注：1 自尊 2:人际关系 3:父亲拒绝 4 父亲情感温暖 5 父亲过度保护 6 母亲拒绝 

7 母亲情感温暖 8 母亲过度保护 9 标准成绩 

分析表明，自尊与人际关系能力，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温暖具有显著正相关，

与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都具有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能力与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

温暖以及母亲过度保护具有显著正相关。成绩则与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具有显著负

相关，与自尊、人际关系能力、父亲情感温暖以及母亲情感温暖具有显著正相关。 

3.1.5 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相关分析结果，人际关系能力、自尊均与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温暖

及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因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检验人际关系能

力、自尊在父亲（母亲）情感温暖与学业成绩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检验自尊与人际关系能力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以父

亲情感温暖为自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其观测数据与假设模型拟合指数( X2=659.096，

dF=249，X2／dF =2.65， RMSEA=0．060，CFI=0.891， IFI=0．892，NFI=0.830）。 

结果表明：父亲情感温暖维度对学生自尊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γ= 

0.378，t=5.838，P<0.001)，对学生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γ= 0.173，t=2.606，

P<0.01)，对人际关系能力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γ= 0.245，t=4.145，P<0.001）。

人际关系能力水平对自尊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 γ= 0.277，t=4.757，

P<0.001)，对个人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γ=0.191，t=3.153，P<0.001)。学

生自尊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γ=0.170，t=2.425，P<0.05）。本中介

模型中，父亲情感温暖对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为 17.3%，间接效应为 13.05%，总效

应为 30.35%，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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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人际关系能力、自尊在父亲温暖与学业成绩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以母亲情感温暖为自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其观测数据与假设模型拟合指数

( X2=690.617，dF=249，X2／dF =2.77， RMSEA=0．063，CFI=0.885， IFI=0．886，

NFI=0.826）。结果表明：母亲情感温暖维度对学生自尊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 γ= 0.373，t=5.701，P<0.001)，对学生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γ= 0.163，

t=2.451，P<0.05)，对人际关系能力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γ= 0.271，t=4.548，

P<0.001）。人际关系能力水平对自尊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γ= 0.268，

t=4.594，P<0.001)，对个人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γ= 0.188，t=3.090，P<0.01)。

学生自尊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γ=0.176，t=2.513，P<0.05）。本中

介模型中，母亲情感温暖对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为 16.3%，间接效应为 12.94%，总

效应为 29.24%，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 44.25%。 

 

 

 

 

 

 

 

 

图 3-2 人际关系能力、自尊在母亲情感温暖与学业成绩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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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人际关系能力、自尊的特点 

4.1.1 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 

研究表明，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性别上的差异，初中男生比女生在主观上对

父亲给予的负性教养方式（拒绝、过度保护等）感受性更强，更加深刻地受到父亲教

养方式的影响。首先，这一结果反应出当地家庭相较于女孩而言，对男孩采取更加严

格激进的教养方式，这与我国广泛存在的对男孩存在更高期望的家庭文化氛围不无

关系。 

此外，本研究中城市学生的感受的父母情感温暖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学生，这

与当地的教育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城市就读学生的父母多为当地县城的上班族，他

们与孩子有着更多交流接触的空间，因而能够维持较为和谐的亲子关系。相较于城市

学生，农村学生多为县里各个村落到县城的住校生，他们只有在节假日才能回到家中

与父母团聚，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更难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温暖，这是教育改革之后县城

存在的普遍现象，值得教育主管部门关注。 

4.1.2 初中生人际关系能力的发展现状及其差异 

本研究中，初中男生的人际关系能力中冲突解决能力发展总体水平低于女生。在

人际交往中，女孩相较于男孩更加擅长于他人进行沟通，通过与他人进行良性互动，

女孩的人际冲突解决能力会显著高于男孩，这是性别使然，也与固有的性别角色认同

有关。在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女孩普遍被赋予了感性的性格符号和人际关系成

就，她们被期待可以与周围的人和谐相处，并且能够更加细腻地体察他人的情绪；男

孩则被更多赋予的是更为具体的社会使命和理性的性格符号，他们更多地被期待获

得受人认同的具体化的社会成就，因而其人际关系能力的发展往往处在被自己和他

人可以忽视的境地。同时，不同的性别也是他们满足各自社会角色期望的重要原因—

—女孩倾向于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男孩则更关注自己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 

初中生人际关系能力同时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初三学生的人际关系能力明显

高于初二学生，而发起交往的水平也高于其他年级。在提供情感支持维度上，初三年

级要显著高于初一年级，在施加影响、自我袒露和冲突解决三个维度上，均是初三年

级要显著高于初一初二两个年级，在发起交往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随着年龄

的增长，初中生在人际关系能力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相比较初一初二更为繁重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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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负担和升学压力使初三学生更关注内心感受而不是集中于发起交往。通过更加深

入的交流合作，初三学生乐于取得同伴支持，从而更好地完成学业。 

4.1.3 初中生自尊水平发展现状及其差异 

    初中生的自尊水平仅在生源地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农村户籍的学生自尊水平显

著高于城市户籍的学生。究其原因，城市学生拥有比农村学生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相对

优越的生活环境，但因其在早期成长过程中在城市高强度的学习竞争压力下承受更

多超出年龄的挫败感有关。城市学校相较于农村对成绩更加重视，充满功利性的学习

策略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自尊心的养成，因而会呈现出农村学生自尊水平

高于城市学生的现象。另外，农村学生长期住校也是其相较于城市学生更加独立，因

而对自身在处理更多情况上更加依靠自己而不是别人，这也是他们自尊水平高于城

市学生的原因之一。 

4.2 人际关系能力、自尊和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4.2.1 人际关系能力和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 

孩子们向父母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在父母养育方式中，父亲情感温暖维度与人际

关系能力呈现着正相关。换句话说，尊重和理解对父母教育子女的过程至关重要。心

理学家班杜拉认为，孩子通过对他人的模仿进行学习，而社交反馈可以他们的学习得

到增强。在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和日常相处之中，父母的每一次不经意的情绪和行

为都可能成为孩子模仿和学习的范本，而作为最早与孩子建立人际关系的对象，父母

对孩子的合理教育和引导对其成长之后的人际关系能力会产生过重要作用。有着较

为良好家庭关系的孩子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交往环境，其父母也能通过合理的教养

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人际交往倾向和意愿，最终达到正向影响孩子人际关系

能力的作用。 

4.2.2 人际关系能力和自尊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显示，人际关系与自尊各维度呈正相关。即人际关系能力得分越高的个体

具有更高的自尊水平。人际关系能力较好的个体更多具有高自尊者必定存在的高发

起交往意愿，他们乐于结识陌生人，并与更多的人建立亲密关系。同时，人际关系能

力较高的个体可以从他人获得更好的社会评价，这有利于他们建立自信，从而维持在

一个较高的自尊水平。同时，还应该认识到由于自尊属于自评问卷，难免出现对自我

评价较高的现象，这同样会使得这部分并不具备良好人际关系能力的个体获得“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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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人际关系能力”，而如何甄别个体是否拥有较高的人际关系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

探索与研究。 

4.2.3 家庭教养方式与自尊的关系 

自尊与父母亲情感温暖呈现显著正相关，与父母亲拒绝两个维度则为负相关。究

其原因，父母作为孩子一生的引路者与陪伴着，他们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往往具有十分

深远的作用。情感温暖的父母可以与孩子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而孩子在合理的需

求被满足的条件下能够感受到在家庭环境中具有的地位和权利，自身被尊重的感觉

可以帮助其在社会环境下树立自信，通过自尊自信形象的建立，孩子往往也可以在学

校里获得高自尊；与之相反，对孩子采取拒绝抵触的家长让孩子在家庭中无所适从，

无法找到自身存在的所具有的权利和自我价值，这会让他更加倾向于对自我的无意

义认知和低评价，不利于孩子建立自信。 

4.2.4 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人际关系能力、自尊与学业成绩的相关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依赖于多层嵌套的复杂系统，通过系统各部分的

有机结合以及交互作用个体得以在系统中发展自我。本研究表明，初中生的人际关系

能力，学习成绩，自尊，父母教养方式存在显着相关。在研究当中，通过结构方程模

型也证明了初中生的家庭教养方式通过经由人际关系能力和自尊构成的链式中介模

型，最终影响到了成绩。人际关系能力较弱的个体学习成绩明显低于人际关系能力高

的个体，而自尊心高的个体的学业成绩也明显高于自尊心低的个体，这与以往的研究

结果一致。这就说明，尽管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习成绩作为两种要素分属于其发展背景

环境和个人成就，但它们仍然存在互通之处。二者可以通过个性发展、自尊水平、人

际关系能力、气质因素等建立联系。 

而人际关系能力与学业成绩都是不断与周围环境互动而发展变化的。通过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初中生可以在学生群体中获得更多的认同感和来自同伴的正面评

价，这有助于他们自尊的提升。因此，具有良好父母教养方式的青少年有着较好的人

际关系能力和自尊水平，他们可以迅速适应学习环境，这让他们在学业竞争中占得先

机。同时，通过父母教养方式建立的良好亲子关系可以为初中生提供家庭支持，使他

们在面对学习压力时更加从容，不易出现厌学等负面情绪。 

4.4 自尊和人际关系能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当中，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部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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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能力和自尊这两个中介变量实现。即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如对孩子提供情

感支持和情感温暖等，可以让初中生的人际关系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自尊水平也越

高，相应地在前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学业成就也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当中成立的两个链式中介模型中，父母亲情感温暖因子都

是成立的，但自尊对学业成绩的正向预测作用并不如前二者。究其原因，良好的学业

成绩不仅需要对自我的高度认同，更需要来自父母和外界的指导帮助、有着良好人际

关系能力和父母教养方式的青少年可以更好地得到外界的支持，改进学习办法，纠正

不良习惯，而只是单纯的高自尊并不能让个体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因此，自尊对学

业成绩的正向预测作用不如前二者显著。 

同时，在负性父母教养方式因子中，因为父母亲拒绝维度对人际关系能力的预测

不显著而链式中介不成立，这一点也值得探讨。消极因子对个体的自尊和学业成绩都

有负向预测作用，因为得不到家庭支持的青少年在情感个性发展上必然与幸福家庭

的同龄人存在差距，而来自家庭的压力使其难以在学业上获得更好发展。同时，父母

教育方式不当会使孩子转向学校乃至社会交际，因此其人际关系能力与教养方式消

极因子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但考虑到其现实意义，为保证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应该得

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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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在父母教养方式上，父亲拒绝、母亲拒绝和过度保护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

级差异，另外，父母过度保护的性别差异显著；在生源地上，父母情感温暖得分差异

显著。在人际关系能力方面，男生的冲突解决能力显著低于女生，并且在年级、生源

地和是否独生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自尊上，城市初中生的得分显著低于农村初中

生。 

（2）自尊与人际关系能力，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温暖具有显著正相关，与

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都具有显著负相关。人际关系能力与父亲情感温暖、母亲情感温

暖以及母亲过度保护具有显著正相关。成绩则与父亲拒绝和母亲拒绝具有显著负相

关，与自尊、人际关系能力、父亲情感温暖以及母亲情感温暖具有显著正相关。 

（3）人际关系能力和自尊在父母情感温暖与学业成绩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 

5.2 建议 

5.2.1 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是一种对青少年成长举足轻重的影响因素，正确的父母教养方式可

以在亲子之间建立亲密且具有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青少年，特别是处在青春期早期

的初中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本研究证明了积极教养方式对初中生的人际关系能力、自

尊水平、学业成绩均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在时间上，父母应该加重对子女

的陪伴和监护，让他们能够更多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温暖和关爱；在方式方法上，父母

应该采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平等与子女沟通，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责骂，让青少年感

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有助于建立成熟稳定的人际关系能力，提高自尊水平，并最终

对其学业成绩产生正向作用。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孩子学业成绩的提高也有

利于他的全面发展，从而与亲子关系建立良性的互动。 

5.2.2 重视初中生自尊水平的提高 

父母和教师更应认识到青少年自尊水平对个体情感和能力发展的重要性。长期的

低自尊不单会影响社会交往和学业成绩，其对家长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也有着

十分不利的影响。来自学校和家庭的评价会显著影响处在自我意识发展时期的青少

年对自己的认知，而自尊水平则在认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学校应该引

入更加多元化的学生评价机制，让学生获得更加丰富的成就体验，这也需要家长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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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认知，让孩子能够真正获得来自他人的认同感，并最终取得个体的健康成长。 

5.2.3 培养初中生的人际关系能力 

初中生正处在人生中的关键期——青春期。在身体心理各方面飞速成长的同时也

面临有关自身和周围环境变化带来的诸多挑战。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力可以让此

阶段的青少年更加充分地获得同龄人、教师以及家长的关心和支持，从而更好地面对

来自学业上的压力，为升学和将来步入社会做好准备。因此，一方面，初中生群体的

家长应该增进与子女的沟通，及时与校方了解他们在学校的学习以及生活情况，对初

中生面临的人际关系问题及时地给出解决办法并坚定支持他们；另一方面，学校可以

开设以增进沟通、促进了解为主题的，多元化的活动和课程，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到和

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还要让他们学习交往技巧，并给与试错的机会，切实提升初

中生的人际关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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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当我打下这第一个字时，我就知道，过去的近两年的时光就要过去了，并且永远

不会再回来了。感谢过去两年中帮助的我的家人，老师，同学和朋友们，陪我度过去

两年快乐的时光。 

首先需要感谢的是我的老师，高玲老师。生活中老师给予所能给的照顾，使得我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能够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学术上老师的孜孜探索和求学的精

神将会是我今后一直学习的榜样。老师的自然洒脱代表一种别样的生活态度。拥有一

个乐观的精神，善良的品质和求学的态度是我从老师那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这些将

指引着我今后生活，为人处世。其次，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同门范宇鹏，李艳，景夏

慧，正是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我无私的帮助，才使得我的学习生活更加畅通，平

凡的生活更添许多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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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  

姓名：张行健 

性别：男 

籍贯：山西晋中 

个人简历: 

2012年 9 月至 2016年 6月，于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攻读应用心理学学士学位; 

2016年 9 月至 2018年 6月，于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攻读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硕士学

位。 

工作去向： 

联系方式： 

电话：18636092848 

电子信箱：182492838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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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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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

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

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

编学位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

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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