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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农村与城市之

间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了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

留守儿童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性问题，而留守初中生正处于青

春发育以及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父母外

出打工，与孩子不能及时沟通，作为留守初中生的监护人，远远达不到其角色要求，

导致留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性格等方面出现偏差，学习受到影响。 

留守初中生的学习倦怠是学校教育中较为棘手的问题，同时也是受到社会关注

的热点问题。本研究以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为例，通过《学习倦怠量表》及《父母

教养方式评价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在娄烦县收集了 282名留守初中生的相关数据，

探究了其学习倦怠与其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 

1、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中，身心耗竭程度和学业疏离程度较为突出。 

2、留守初中生家庭中，父亲外出打工占了大多数；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排列第

二；而父亲不外出打工，母亲单独外出打工的比例最少。 

3、在学习倦怠上，不同性别的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情况基本无差异。 

4、父亲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在初三和初一间有显著差异；父亲过多干涉的教

养方式在初三和初一间有显著差异；而学习倦怠方面，在身心耗竭、低成就感这两

个维度上，初三和初一间有显著差异，且初一的情况较初三更严重。 

5、学习倦怠中的身心耗竭与母亲严厉和惩罚、父母亲过分干涉、父母亲拒绝否

认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 

6、在学习倦怠中，其中一个维度学业疏离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情感温暖和

理解、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这些变量之间有较明显的负相关；与母亲惩罚严厉、父

亲拒绝否认、母亲拒绝否认这三个变量有较显著的正相关；与父亲偏爱有显著的正

相关。 

7、学习倦怠中的低成就感与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有较为

显著的负相关；与母亲过多的干涉有明显的正相关。 

8、父母亲过分干涉对留守初中生身心耗竭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情感温暖

对学业疏离、低成就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关键词：留守初中生；父母教养；学习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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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hange of market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in China, a large-scale population flow has emerged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this era, the special group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has been created. The problem of left-behind children has become a 
social problem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The left-behind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youth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s parents go 
out to work, they 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ir children in time. As 
guardians of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y are far from 
meeting their role requirements, resulting in deviations in mental health, 
personality and other aspects of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ffecting their learning. 

Learning burnout of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a more 
difficult problem in school education, but also a hot issue of social concern. 
Taking Loufan County, Taiyuan City,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collects 282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relevant data in 
Loufan Count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such as Learning Burnout Scale and 
Parental Rearing Style Assessment Scale,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learning burnout and their family rearing style.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1.students' learning burnout, physical and mental exhaustion and 
academic alienation is more prominent. 

2. In the families of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majority 
of them are fathers who go out to work; the second place is for both parents 
who go out to work; while fathers who do not go out to work, mothers who 
go out to work alone have the least proportion. 

3. In terms of learning burnou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family rearing 
patterns and learning burnout between different s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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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ather's punishment and strict parenting style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junior three and junior one; Father's excessive 
interference in parenting style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junior three 
and junior one; and learning burnout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junior three and junior one in terms of physical exhaustion and low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the situation of junior one is more serious than junior 
three. . 

5. Physical and mental exhaustion in learning burnou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ther's severity and punishment, parents'excessive 
interference and parents' refusal to deny. 

6. In learning burnout, one dimension of academic alienatio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in parenting styl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ther's severe punishment, father's refusal to 
deny and mother's refusal to deny. Prefer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7. The low sense of achievement in learning burnou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mother's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other's 
excessive interference. 

8. Parents'excessive interfer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physical and mental exhaustion of left-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emotional warmth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academic alienation and low achievement. 
 
Keywords： left behi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ental rearing; 
learning burnout. 
 





引  言

1 

引  言 

如今，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步调加快，不同区域经济水平发展不平衡，农村大量

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了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远离他乡、外出打工，这种现象十分普遍，

他们用辛勤劳动获得家庭收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由于

入学政策以及户籍制度等诸多原因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及能力将孩子带到城市，只能

将孩子留在农村，交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来抚养。由此，产生了留守儿童这样一个

特殊而又庞大的社会群体。 

2016 年 3 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对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进行摸底排查，数据为 902

万人，截止到 2018 年 9 月，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 697 万余人，与 2016 年相比，

总体数量下降了 22.7%。尽管总体数量上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不能否认的是，我

国留守儿童的数量仍然十分庞大。 

因此留守儿童的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媒体也竞相报道[1]。随着留守儿童

的热议增多，以及其所带来的多方面的社会、教育等问题，“留守儿童”也吸引了越

来越多研究者的眼球。 

作为中国的未来栋梁，孩子的问题就是中国未来的问题。不仅在当下，留守儿

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了普遍的教育和社会问题，而在成长的道路上，如果没

有正确、有效的引导，也是后患无穷，对社会，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治安不稳等问

题，而对于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来说，他们的个性会变得孤僻，难以融入社会，家庭

冷漠甚至产生矛盾与不和。 

然而，留守初中生的心理问题比小学生、高中生更严重，因为初中生的心理发

展正处于人生发展的转折期，呈现出不平衡性的身心发展特点，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会遭遇到各种心理难题，他们更需要父母的理解与支持，而亲子教育机会的缺失

会对留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在现阶段，这些孩子们在学习上

可能面临着种种困难与挫折，这些挫折可能使孩子陷入学习倦怠的困境。本文探究

的是，留守初中生的学习倦怠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各个维度有何关系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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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留守初中生学习倦怠 

1.1.1留守初中生的定义 

“留守儿童”是由上官子木在 1993年首次提出来的，该研究者认为，所谓“留

守”儿童就是指基本上被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的，父母都在国外工作、生活的

儿童[2]。在本研究中，笔者将留守儿童的涵义定为：父母两人或其中一人长期不在家

乡，出外打工，留守时间长达六个月甚至更多的儿童。留守初中生即为留守儿童的

其中一种。 

留守儿童问题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Yeoh认为，“留守儿童”是指那些

在移民过程中的人(包括国内和国际移民)错过了移民的机会，没有离开，甚至在家

乡被遗弃的孩子，被亲戚或认识的人的照顾。受移民父母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这

样的孩子数量很多[3].国外有研究发现，在高强度高水平的应激状态下的人，如果他

的社会支持不够好，以及没有适当的应对方法时，其心理损害的危险度会非常高[4]。

留守初中生即为留守儿童的其中一种。 

1.1.2学习倦怠的国内研究综述 

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在其学习上，当学习过于紧张时，其认知、行为和情绪会出

现衰竭的状态，其实质上是一种当学生面对学习的挫折情境时而选择的一种消极的

应对方法[5]。张治遥对学习倦怠的定义为：学生在学业生活中，面对学业压力和挫折

时，或者遭受到心理上的不良影响时所体验到的消极情绪，人性化缺乏，以及低成

就感的情形[6]。 

本研究采用吴艳、戴春阳[7]等人对学习倦怠的定义，即“学习倦怠是学生的一种

长期存在的、负面的心理状态。它的具体表现：①精力消耗过多、感到没有活力，

身体无力；②对学习或者与学习相关的其他活动的兴趣，不想学习也不愿意学习，

对学习态度消极；③在学业方面，学生感觉不到应有的学习的价值，感到学习无意

义。学习的负面状态必然带来留守初中生在学习上的负面影响，譬如学习成绩不高，

厌学等。而在初中时期，对于学生的主要价值评价即为学习，学习上的失败可能会

让学生感到个人价值的丧失，进而影响他们的其他方面，譬如人际、社会评价等方

面，而这些方面都对儿童的个性塑造、能力提高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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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学习倦怠的国外研究综述 

1974年，美国临床医学家 FreubergerG.(1974）对服务人员进行压力方面的研

究，在研究中，其创新性地将倦怠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来使用，用来表示因为长期遭

受职业压力而导致的身体、情绪、精神等方面的负面体验[8]。 

19世纪 80年代，Pins和 Krieg（1980）等人在研究中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学习倦

怠的这一概念，引起了研究者们极大的兴趣[9]。Schaufeli等人将学习倦怠定义为，

“学生由于过度的学习要求而产生的情绪上的消耗殆尽与衰竭匮乏、学业上的疏离

感、以及无价值感”[10]。 

因此，了解农村留守初中生学习倦怠背后的原因，有利于一线的教育者和学校

的管理者们提高对留守初中生学习倦怠问题的认识，并结合实际，为留守初中生学

习倦怠的干预提供必要指导。 

1.2父母教养方式 

1.2.1父母教养方式的国内研究综述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培养理念，即“对

孩子的态度及其行为”[11]。进入 90年代,由于研究脚步的加快,在发展心理学研究进

程中，出现了一些理论、模式上的创新。而研究者不仅仅是照搬国外的研究与理论，

而是通过结合我国基本情况,我国研究者们逐渐将拓宽了家庭教养研究研究领域的

思路,将研究的角度进行发散与创新，使研究紧跟目前的发展态势。目前互联网时代

飞速发展，社会与教育等多个领域也面临着众多机遇与挑战。不难发现，互联网我

们提供更多元的选择，降低了大量成本，譬如钱财、人力。同时，互联网也使人们

方便联系，沟通成本变低，只需要手指头点一点，就能和亲人、朋友聊天，节省了

时间，但同时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关感情沟通，我们发现，聚餐时往往有这种情

况，即使人们面对面，但还是忍不住会玩弄手中的手机，而不去进行人际上的交流，

似乎形成了人在眼前而远在天边的问题。 

因此，互联网的沟通可能质量不高，无法传递情绪，延迟面对面的机会，也产

生了明显的不安全感。当然，互联网也使人快速掌握与实践更多的知识、经验与技

能，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即使有没有记住的只是，点开搜索引擎就能查询得到。

但同时，它也让人分散精力，很难高效完成单一任务。互联网也改变了年青一代的

思考方式：不难发现，互联网总是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和亮点，也能召集更多的

人，更快速地搜集到各方面各角度的观点，从而对某一种现象一个问题更加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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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同时，它也具有难以磨灭的危害，会让人们下意识地省略证实过程和忽略深

度思考的过程，例如鸡汤式的理论给予人改变的可能性，从而带来飘渺和盲目的乐

观，一旦在现实生活中受挫会对鸡汤式思想更加依赖，如此恶性循环。因为都是普

通人，生活有很多不如意和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承认和接受自己的局限才是较为

健康的思维模式。但难以否认的是，互联网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发现和体验更多

不可能。借着互联网东风，应该用互联网的思维，对留守初中生的教育和其父母教

养方式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从而使留守初中生问题打开新的思路和视角，产生

新的突破口。 

1.2.2父母教养方式的国外研究综述 

父母教养方式包含了父母的教育培养理念、言行举止及其对儿女的情感表现[12]。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者的保姆令得(D.Bauumrind)[13]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

为：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这几种类型。 

权威型的教养方式是最能体现效果的一种，但也是最花时间和父母力气的[14]。

在这种成长过程中长大的孩子会有更好的社会和认知能力，孩子会更有信心，较为

自控等等；专制型父母通常要求孩子表现出较好的成熟行为，但是对于儿童的反应

是冷漠的，强调孩子遵从其意愿，提倡权威和传统等等，这种成长过程中成长的孩

子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焦虑和退缩，经历更多的负面情绪，孩子的适应社会的能力会

很差;自由放任的父母可能会宠坏他们的孩子，或者走向另一个忽视孩子的阶段，孩

子的管教是不统一的，或散漫或严格。这种教养方式下的儿童难以表现出成熟，自

我控制能力比较弱。 

后来研究者麦蔻布和马丁(Macobv&Matin, 1983[15])在保姆令得的分类基础上，将

放任型的这一类型，按要求和反应两个维度，分为沉溺型和忽视型两种，对儿童行

为水平规范较为低、应答较多的叫沉溺型，而对儿童规范和应答都较少的叫做忽视

型。这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儿童很可能出现适应不良的现象，学习和自控能力也会

较差。 

1.3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倦怠的关系研究综述 

很多关于学习倦怠的研究显示,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父母双方的学习文化程度、

原生家庭的经济水平高低、以及来自农村或城市等等各种因素都对学习倦怠有一定

影响,而这些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的与学生父母双方的教养方式有关[16]。无论父母是

自知的，还是不自知的，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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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吵架也好，是恩爱也好，是抠门也好，是大方也好，都会投射到孩子身上。不

仅仅是父母，从小到大遇到的同学、老师和朋友，这些都在无形中塑造孩子未来的

性格以及它的多面性。 

李敏和甘怡群等研究者对初中生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于学习的倦怠水平较低

的学生,当学生处于较高的学习的倦怠水平时，其父母亲在惩罚严苛、拒绝与否认、

过度爱护等方面得分较高,而在父母的情感温暖、共情等方面得分则比较低[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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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设计 

2.1研究目的 

综合以往研究结论，本研究旨在了解留守初中生的学习倦怠情况，探讨留守初

中生家庭教养方式与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从而对留守初中生父母如何教育子女的

问题上提供实践指导，促进留守初中生的学业进步[18]。 

2.2研究假设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父、母亲的积极教养方式（情感温暖和理解）与留守初中生的学习倦怠呈

显著负相关。 

H2：父、母亲的消极教养方式与留守初中生的学习倦怠呈显著正相关。 

2.3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法，在娄烦县两所乡镇初中抽取 450 名学生发放问卷。本研究采

用集体施测方式，在学生作答前，向学生说明指导语，完成后在现场进行问卷的回

收。剔除无效问卷后，最后收回有效问卷 282份，回收率为 63.5%。其中男生 114名，

女生 168名。具体被试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的性别和年级分布 

年级 性别 合计 

 男生 女生  

初一 64 58 122 

初二 44 48 92 

初三 16 52 68 

合计 124 158 282 
 

2.4研究工具 

2.4.1学习倦怠量表 

采用吴艳，戴晓阳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学习倦怠量表。量表共 16个项目，包括身

心耗竭、学业疏离和低成就感三个维度，身心耗竭分量表反映的是个体在学习之后

的感觉，身体和精力的损耗程度，以及因为其从而引发的耗竭、疲劳状态。学业疏离

分量表：反映了学生对学习的一种消极情绪与评价。而低成就感分量表：反映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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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上价值感较低，觉得自己的学习没有成果。所得分数越高，代表学习倦怠情

况越严重。所有题目均为五点计分，即 1代表“非常符合”，2代表“有点符合”，3

代表“不太确定”，4代表“不太符合”，5代表“很不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 Alpha指数为 0.749。 

2.4.2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简称 EMBU）17是 1980由是瑞典 Umea大学 C.perris等

人（1999）编制的，原量表有 81个项目。后经我国学者岳冬梅等人于 1993年翻译

并修订，最后的中文版 EMBU共有 66个题目。问卷采用李克特 4点计分，即 1代表“从

不”，2代表“偶尔”，3代表“经常”，4代表“总是”。 父亲教养方式包含为

六个维度，即“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惩罚、严厉”、“拒绝、否

认”、“过度保护”、“偏爱被试”；母亲教养方式包含五个维度，“情感温暖、

理解”、“过分干涉”、“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偏爱被试”。即。

由于本研究所得数据中非独生子女（19名）和幼时父母不全（4名）的被试均较少，

因此这些被试的数据不予分析。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Alpha系数为 0.874。 

2.5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4.0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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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 

3.1留守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各维度的描述统计 

对各变量进行简单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2。 
 

表 2 留守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各维度的描述统计结果 

 N 范围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 274 3.47 1.47 4.95 2.5978 .51944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 270 3.47 1.63 5.11 2.7661 .54684 

父亲惩罚严厉 272 3.83 1.00 4.83 1.5551 .61109 

母亲惩罚严厉 272 2.81 0.56 3.38 .8194 .32754 

父亲过分干涉 276 2.60 1.10 3.70 1.9304 .43108 

母亲过分干涉 270 2.19 1.25 3.44 2.2278 .39752 

父亲偏爱 266 3.00 1.00 4.00 1.8992 .63156 

母亲偏爱 262 2.60 1.00 3.60 1.8763 .59084 

父亲拒绝否认 274 2.50 1.00 3.50 1.4550 .39918 

母亲拒绝否认 272 7.25 1.00 8.25 1.6737 .75920 

父亲过度保护 276 3.40 1.20 4.60 2.2594 .54867 

身心耗竭 282 4.00 1.00 5.00 3.0284 .91259 

学业疏离 282 4.00 1.00 5.00 3.6965 .87953 

低成就感 282 2.71 1.57 4.29 3.1449 .56478 
 
从这些数据可知，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不容乐观。父母的教养方式一方面能给

予温暖和理解，另一方面，母亲的过多干涉和父亲的过度保护的消极教养方式较为

突出。 

结果表明，在 282名留守初中生被试中，身心耗竭维度的平均分大于 4的个体

有 58人，占比 20.57%。学业疏离维度的平均分大于 4的个体有 134人，占比

47.51%；低成就感维度的平均分大于 4的个体有 22人，占比 7.80%。留守初中生学

习倦怠量表得分前四项的描述统计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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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留守初中生学习倦怠量表得分前四项的描述统计 

项目 M        SD 

我觉得学习对我没有意义 4.18       1.08 

我觉得自己反正不懂，学不学都无所谓 3.97       1.27 

我学习太差了，真想放弃。 3.62       1.32 

我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学习。 3.54       1.21 
 

3.2留守初中生父母外出打工的现状分析 

留守初中生父母外出打工的情况见表 4和图 1。 
 

表 4 留守初中生父母外出打工的情况 

 频率 百分比 

父亲在外打工 222 78.7 

母亲在外打工 18 6.4 

父母均在外打工 42 14.9 

总计 282 100.0 
 

 

图 1 初中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情况 
 
留守初中生家庭中，父亲外出打工的百分比为 78.7%，占了大多数。父母双方均

外出打工的百分比为 14.9%，排列第二。而父亲不外出打工，母亲单独外出打工的比

例最少，仅占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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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不同性别的留守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通过独立 t检验，对不同性别的留守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各维度进

行比较，结果如表 5。 
 

表 5 不同性别的留守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各维度的差异比较结果 

 性别 N 平均值 标准差 t 

男生 110 2.5981 .47839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 

女生 164 2.5976 .54668 
.008 

男生 110 2.7847 .62537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 

女生 160 2.7533 .48723 
.442 

男生 106 1.5597 .54564 父亲惩罚严厉 

 女生 166 1.5522 .65104 
.099 

男生 110 .8091 .39245 
母亲惩罚严厉 

女生 162 .8264 .27601 
-.427 

男生 110 1.9273 .38383 父亲过分干涉 

 女生 166 1.9325 .46086 
-.099 

男生 108 2.2350 .37944 
母亲过分干涉 

女生 162 2.2230 .41022 
.242 

男生 102 1.9725 .68595 父亲偏爱 

 女生 164 1.8537 .59284 

. 

1.446 

男生 102 1.9569 .68282 
母亲偏爱 

女生 160 1.8250 .51968 
1.667 

男生 110 1.4030 .30572 父亲拒绝否认 

 女生 164 1.4898 .44870 
-1.905 

男生 110 1.5636 .47038 
母亲拒绝否认 

女生 162 1.7485 .89804 
-2.211* 

男生 110 2.2800 .52055 父亲过度保护 

 女生 166 2.2458 .56767 
.507 

男生 114 3.1009 .98984 
身心耗竭 

女生 168 2.9792 .85577 
1.100 

男生 114 3.6386 .88202 
学业疏离 

女生 168 3.7357 .87830 
-.910 

男生 114 3.1679 .62926 
低成就感 

女生 168 3.1293 .51786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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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结果表明，在母亲拒绝、否认的教养方式上，男女生在“母亲拒绝否认”的教

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女生较多受到这种教养方式。而在其他维度上

男女无明显差异。 

3.4不同年级的留守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各维度的差异比较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年级的留守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各

维度的差异，结果如表 6。 
 

表 6 不同年级的留守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各维度的方差分析 

 N 平均数 标准差 F 事后比较 

初一 120 2.6000 .56052 .862  

初二 90 2.5497 .54200   父亲情感温暖理解 

初三 64 2.6612 .39161   

初一 114 2.7507 .60732 .659  

初二 90 2.7368 .57036   母亲情感温暖理解 

初三 66 2.8325 .38053   

初一 116 1.6379 .64896 3.062* 初一>初三 

初二 90 1.5574 .69415   父亲惩罚严厉 

初三 66 1.4066 .34266   

初一 116 .8319 .20330 .221  

初二 90 .8014 .29872   母亲惩罚严厉 

初三 66 .8220 .50123   

初一 120 1.8600 .40881 3.232* 初一<初三 

初二 90 1.9600 .39171   父亲过分干涉 

初三 66 2.0182 .50197   

初一 116 2.2338 .41777 .023  

初二 88 2.2230 .41769   母亲过分干涉 

初三 66 2.2235 .33398   

初一 114 1.9719 .72521 1.662  

初二 88 1.8091 .60184   父亲偏爱 

初三 64 1.8938 .46184   

初一 110 1.8800 .65312 .526  
母亲偏爱 

初二 88 1.8318 .5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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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 64 1.9313 .51049   

初一 118 1.4718 .34337 1.209  

初二 90 1.4815 .48475   父亲拒绝否认 

初三 66 1.3889 .35965   

初一 116 1.7198 .98447 2.116  

初二 90 1.7361 .58733   母亲拒绝否认 

初三 66 1.5076 .42283   

初一 120 2.3500 .63998 2.972  

初二 90 2.2000 .47215   父亲过度保护 

初三 66 2.1758 .43750   

初一 122 3.1844 .89754 3.739* 初一>初三 

初二 92 2.9728 .98230   身心耗竭 

初三 68 2.8235 .79769   

初一 122 3.8066 .76792 1.969  

初二 92 3.6565 1.00955   学业疏离 

初三 68 3.5529 .86602   

初一 122 3.2412 .53581 3.753 初一>初三 

初二 92 3.1118 .64162   低成就感 

初三 68 3.0168 .47446   

*P＜0.05 
 

父亲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在初三和初一间有显著差异（P＜0.05），并通过事

后比较 Scheffe 法，得出与初三的留守初中生相比，父亲对初一的孩子要更严厉，

施与更多惩罚。父亲过多干涉的教养方式在初三和初一间有显著差异（P＜0.05），

说明与初一的留守初中生相比，父亲对初三的孩子会有更多的干涉。而学习倦怠方

面，在身心耗竭、低成就感这两个维度上，初三和初一间有显著差异（P＜0.05），

且初一的情况较初三更严重。 

3.5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的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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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的相关分析结果 

 F1 M1 F2 M2 F3 M3 F4 M4 F5 M5 F6 S1 S2 S3 

F1 1              

M1 0.78** 1             

F2 0.10 0.10 1            

M2 -0.00 -0.04 0.38*** 1           

F3 0.21** 0.21** 0.31*** 0.30** 1          

M3 0.38** 0.40** 0.27** 0.33** 0.52** 1         

F4 0.13* 0.10 0.18** 0.09 0.06 0.02 1        

M4 0.14* 0.21** 0.24** 0.04 0.08 0.14* 0.86** 1       

F5 -0.15* -0.18** 0.37** 0.39** 0.47** 0.27** 0.15* 0.15* 1      

M5 -0.45 -0.13* 0.30** 0.48** 0.38** 0.43** 0.08 -0.01 0.61** 1     

F6 0.42 0.36** 0.42** 0.26** 0.29** 0.54* 0.14* 0.16** 0.27** 0.36** 1    

S1 0.04 0.08 -0.96 0.19** 0.26** 0.21** -0.01 -0.02 0.23** 0.30** -0.06 1   

S2 -0.26** -0.34** -0.05 0.16** -0.10 0.08 -0.12* -0.04 0.16** 0.15** 0.10 0.34** 1  

S3 -0.28** -0.30** -0.03 0．00 0.05 0.15* 0.03 0.05 -0.10 -0.00 0.15* 0.07 0.47** 1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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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学习倦怠中的身心耗竭与母亲严厉和惩罚（r = 0.19，p＜0.01）、父亲

过分干涉（r = 0.26，p＜0.01）、母亲过分干涉（r = 0.21，p＜0.01）、父亲拒绝

否认（r = 0.23，p＜0.01）、母亲拒绝否认（r = 0.30，p＜0.01）有较为显著的正

相关。 

其次，学习倦怠中的学业疏离与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r = 0.26，p＜0.01）、

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r = 0.34，p＜0.01）有较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母亲惩罚严厉（r 

= 0.16，p＜0.01）、父亲拒绝否认（r = 0.16，p＜0.01）、母亲拒绝否认（r = 

0.15，p＜0.01）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与父亲偏爱有显著负相关（r = -0.12，p＜

0.05）。 

最后，学习倦怠中的低成就感与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r = 0.28，p＜0.01）、

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r = 0.30，p＜0.01）有较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母亲过多的干

涉有显著的正相关（r = 0.15，p＜0.05）。 

3.6父母教养方式对留守初中生学习倦怠的预测性 

对父母教养方式与留守儿童的学习倦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为使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的结果具有可靠性，避免父母教养方式在同个回归模型中出现共线性，先

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8。 
 

表 8 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结果 

父亲 
母亲 

情感温暖 惩罚严厉 过分干涉 偏爱 拒绝否认 过度保护 

情感温暖 0.78*** -0.11* 0.21** 0.11* -0.18** 0.36*** 

惩罚严厉 -0.02** 0.39*** 0.30*** 0.09* 0.39*** 0.27*** 

过分干涉 0.39*** 0.27*** 0.53*** 0.22*** 0.27*** 0.54*** 

偏爱 0.14* 0.25*** 0.18** 0.87*** 0.07 0.17** 

拒绝否认 -0.35* 0.31*** 0.30*** 0.08** 0.61*** 0.36*** 
 

表 8显示，除父亲拒绝否认和母亲偏爱之间不具有相关关系外，其余各因子之

间相关系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本次调查中被试的父母教养方式一致，因此只需

选父亲或母亲其一进行回归分析。因此对父亲教养方式与学习倦怠的三个维度使用

进入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分别见表 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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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父亲教养方式在留守初中生身心耗竭变量上的逐步回归 

进入步骤 自变量 β t R2 △R2 F △F 

第一步 F1 0.038 0.610 0.001 -0.002 0.372 0.372 

第二步 F1 0.045 0.730 0.008 0.001 1.076 1.780 

 F2 -0.083 -1.334     

第三步 F1 0.088 1.439 0.066 0.055 6.081** 15.966** 

 F2 -0.013 -0.215     

 F3 -0.255 -3.996***     

第四步 F1 0.087 1.412 0.066 0.052 4.547** 0.015** 

 F2 -0.015 -0.232     

 F3 -0.255 -3.987***     

 F4 0.008 0.124     

第五步 F1 0.025 0.387 0.095 0.077 5.374*** 8.175*** 

 F2 0.038 0.577     

 F3 -0.155 -2.158*     

 F4 0.032 0.525     

 F5 -0.216 -2.859     

第六步 F1 0.005 0.069 0.096 0.075 4.533*** 0.389*** 

 F2 0.025 0.363     

 F3 -0.152 -2.104*     

 F4 0.032 0.523     

 F5 -0.229 -2.919     

 F6 0.046 0.624     
 

表 10 父亲教养方式在留守初中生学业疏离变量上的逐步回归 

进入步骤 自变量 β t R2 △R2 F △F 

第一步 F1 -0.430 -4.276*** 0.066 0.062 18.285*** 18.285*** 

第二步 F1 -0.439 -4.353*** 0.070 0.062 9.681*** 1.072*** 

 F2 0.088 1.035     

第三步 F1 -0.481 -4.733*** 0.089 0.078 8.389*** 5.485*** 

 F2 0.031 0.357     

 F3 0.300 2.342*     

第四步 F1 -0.511 -5.046*** 0.112 0.098 8.078*** 6.585*** 

 F2 0.009 0.097     

 F3 0.303 2.390*     

 F4 0.210 2.566*     

第五步 F1 -0.485 -4.512*** 0.113 0.096 6.548*** 0.489*** 

 F2 0.027 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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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 0.254 1.753     

 F4 0.202 2.440*     

 F5 0.112 0.699     

第六步 F1 -0.422 -3.517** 0.118 0.098 5.700*** 1.412*** 

 F2 0.008 0.080     

 F3 0.241 1.662     

 F4 0.203 2.445*     

 F5 0.163 0.988     

 F6 0.140 1.188     

 
表 11 父亲教养方式在留守初中生低成就感变量上的逐步回归 

进入步骤 自变量 β t R2 △R2 F △F 

第一步 F1 -0.263 -4.400*** 0.069 0.066 19.358*** 19.358** 

第二步 F1 -0.270 -4.494*** 0.074 0.067 10.409*** 1.427*** 

 F2 0.072 1.195     

第三步 F1 -0.270 -4.426*** 0.074 0.064 6.914*** 0.003*** 

 F2 0.071 1.130     

 F3 0.004 0.057     

第四步 F1 -0.269 -4.368*** 0.075 0.060 5.174** 0.033** 

 F2 0.073 1.142     

 F3 0.004 0.056     

 F4 0.011 0.182     

第五步 F1 -0.257 -3.923*** 0.076 0.058 4.188** 0.302** 

 F2 0.062 0.940     

 F3 0.016 0.217     

 F4 0.016 0.257     

 F5 0.042 0.550     

第六步 F1 -0.223 -3.045** 0.080 0.058 3.679** 1.120** 

 F2 0.085 1.215     

 F3 0.021 0.294     

 F4 0.016 0.254     

 F5 0.064 0.809     

 F6 0.079 1.058     
 

将学习倦怠的三个维度作为因变量，将父亲教养方式的六个维度，即“情感温

暖、理解”（F1）、“惩罚、严厉”（F2）、“过分干涉”（F3）、 “偏爱被试”（F4）、“拒绝、

否认”（F5）、“过度保护”（F6）、逐个输入，得到以上结果（见表8、表9、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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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过分干涉对留守初中生身心耗竭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情感温暖对

学业疏离、低成就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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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留守初中生的学习倦怠情况及父母教养特点 

由结果可知，在 282名留守初中生被试中，身心耗竭维度的平均分大于 4的个

体有 58人，占比 20.57%。学业疏离维度的平均分大于 4的个体有 134人，占比

47.51%；低成就感维度的平均分大于 4的个体有 22人，占比 7.80%。可见，对于学

生的学习倦怠情况，身心耗竭程度和学业疏离程度较为突出，尤其是学业疏离，学

生占比接近一半。再结合学业疏离问卷中平均分较高的前四项题目为：“我觉得学

习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觉得自己反正不懂，学不学都无所谓”、“我学习太

差了，真想放弃”、“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学习”，从这四项可以看出，学生看不

到学习的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学习的意义在哪里，学习上碰到挫折，感到无能为力，

没有希望。这也是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并不能给孩子学习榜样和模范的缘故。也由

于缺乏必要的学习指导和监督，在学习上感到挫败而绝望，因此父母经常性地与孩

子沟通学习上的情况与问题，了解孩子目前学习上的难处，并能即使做到理解、鼓

励孩子，为孩子的学习鼓劲打气，是非常重要的。如今独生子女众多，父母都将孩

子视作掌中宝，甚至不放心孩子出远门，陪读陪学的现象已不是新闻，但对于留守

初中生父母又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父母打工在外，不常与父母有直接的沟通

交流，但其对孩子的教养方式总体上仍是积极的，可以给予孩子一定的温暖和理解，

适当地关注于保护[19]。处于青春期的初一学生一方面开始学习如何独立，把自己当

成一个可自己做决定的成年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与其他同学作比较，意识到

留守和非留守学生的家庭关系的差异，依然是很需要父母的关注的，缺少温暖和理

解，会让孩子感到对父母的疏离感和不安。而且，面对高中升学压力的新挑战，基

于父母的温暖和理解能成为学生的主要力量来源[20]。另一方面，母亲较易过度干涉，

父亲较易过度管教。如同一般观念中，母亲是爱唠叨的，而父亲是较为严厉的。母

亲会侵入孩子的界限中，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界限的概念会更加明晰，会强调自

己的私人空间，而母亲可能由于对孩子的爱护，过度的侵入孩子的私人世界，这会

引起孩子的不满。而父亲对孩子会过度强调标准和规范，让孩子感到不自在，加之

初中学生的逆反心理，管得过严会让孩子产生反抗心理[21]。在初中阶段，孩子会认

为自己有决定的能力，试图去根据自己的标准和规则行事，而不受所谓大人的控制

和干涉。他们会追求“酷”的东西，像个大人一样自己决定自己的事，而父亲的严

格的管理和管教会让自己颜面尽失，这也似乎在提醒着学生自己，自己还是个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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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小孩[22]。家庭教育，是每个人的第一次学习，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孩子学习

看待这个世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父母的行为是孩子最重要的指引，我们总是

不自觉地学习父母的一言一行，父母的态度、行为等等方面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

子[23]。而如果父母没有在身边，或者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榜样，孩子则失去了最好、

最直接的教育者，因此留守初中生其父母不在身边，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而如

今，不稳定的家庭在今天的乡村比比皆是，直接结果就是乡村儿童的家庭教育严重

缺失[24]。 

从父母对待教育的态度，到留守初中生的心理影响。我们能看到孩子们身上的

差异，家庭完整且重视教育的家庭，孩子学习可能都不差，只是这样的家庭越来越

少，城市化的大潮中，许多家长对教育孩子不够积极，这也会对孩子产生负面的危

害，在他们的眼中，辍学并非一件影响人生的大事，而只是人生众多选择中的一种

[25]。每一年，乡村的优秀学生都会走出去，有考出去的，有勤奋的出去打工，渐渐

出现了新的情况——社区，成了乡村教育的一大影响因素[26]。今天的乡村，我们能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而这背后的原因是需要大家来重视而不能忽视的是，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被撕开来的农村。现实是，最优秀的孩子离开了乡村，最勤奋

的愿意闯荡的也走入了城市，剩下的，就成了未来的乡村。这样的情形已经存在了

十几年，年老的乡村居民的直接观感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如今的乡村中，只剩下

衰老而朴实的老人，年幼的孩子，和闲散懒惰的中青年。这样的环境，不难想到学

生会得到怎样的社区影响，学校的影响，更显得微弱[27]。 

4.2留守初中生父母亲的外出打工特点 

对于家长来说，可能不愿意你的孩子成为留守初中生，但是，小孩跟随家长来

到城市以后，家长发现根本没有时间照看他们，读书的学校也很差，什么都需要小

孩自己去独立去完成。而因为由于身边带有一个小孩，消费水平会大幅度提高，比

如说要租更大的房子，添置很多以前不需要的设备。为小孩找更好的学校，有时候

想换一个工作，但是考虑到小孩的读书，家长又因此放弃了，错过了一些好的机会。

理想情况是一开始父母可能只身外出打工，而后在城市站稳脚跟后带着孩子，接着

条件允许再将老人接来一起居住。但大多数的外出打工者无法承担这样做的压力。

由于带着孩子，他们大都希望尽可能住得便宜些，有可能的话住在公司宿舍，有的

甚至住在建筑工地的简易房中，以便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家。即使他们有钱把

孩子带出来，也没有财力让孩子的祖母一起过来。研究人员称，随着在城市中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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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工作的父母一起生活的流动儿童受忽视的程度往往与被留在农村老家的儿童相同，

或者更甚。 

大量的农村家长也认为必须出外打工。他们要供孩子上大学，要为新房还贷，

还要赡养老人。他们愿意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牺牲传统的家庭生

活。中国劳动力迁徙奇迹或许正在走向尽头，但这仍是农村人触摸中国梦的最佳途

径——不论是否带着自己的孩子。留守初中生缺的是父母的关爱，是除了父母之外

没人能补偿的。在外的父母不能给予孩子温暖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上的不允许，

每个外出的父母几乎都是生活所迫；另一方面是观念上的淡薄，不管是出于有意或

者无心。父亲通常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因此外出打工者通常是家里的父亲，而母

亲留在家乡照顾孩子[28]。也有部分家庭是父母双方都离开孩子在外打工，父母和孩

子的接触时间较少。最不常见的情况是父亲留在家乡，母亲出外打工。从这看出，

抚养孩子的任务最有可能全部落在了母亲身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亲由于外

出打工，其角色通常是缺少的。父亲身上的男性独特的品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

因此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日益被大众所认可。而那些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的家庭，

孩子通常由老一辈进行隔代抚养，也可能是寄人篱下，送去亲戚家生活[29]。这对于

孩子的人格发展和学业进步是不利的。孩子在亲戚熟人家里，即使被良好对待，但

也因为可能有大人其自己的孩子的对比，而让孩子显得自己是多余的，也提醒着自

己，父母不在身边。而寄放在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家，也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隔代教育也现象也非常普遍，在学术界，研究者也讨论得热烈。 

隔代教养的探讨近年来尤为火热，而现实是，老一辈由于活动能力和精力大大

减退，对孩子的抚养的所能做的付出及其有限。而寄人篱下会让孩子产生不安全感，

特别是敏感的青春期学生，可能会产生出于周围格格不入的感觉。由于父母外出打

工，留守初中生往往跟着老一辈的监护者生活，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爷爷奶奶在

教育方式上可能有所欠缺，或者因为精力不足难以完全照顾到孩子的学习[30]。随着

青春期少年身体的高速发展，其身体能力已经远超其爷爷奶奶，因此爷爷奶奶难以

做到足够的监护和管理，且因为爷爷奶奶知识水平十分有限，因此一方面孩子可能

出现行为和学习方面的问题，或者与到问题难以得到适当的指导和纠正，因此孩子

可能会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学习倦怠，进而进入学习行为上的死循环，即感

到倦怠后更加不能投入精力学习，而学习挫折进一步加大。即使有其他亲戚，也有

可能由于责任心不足而形成教育和管理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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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不同性别的留守初中生的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的差异 

通过上述结果可知，除了在母亲的拒绝、否认上，不同性别的家庭教养方式和

学习倦怠情况基本无差异。这可以说明，在学习倦怠上，留守的男女生的水平是相

同的。不同于我们以往认为的，女生乖巧、懂事的刻板印象导致大众提到学习倦怠，

首先联想到的是男生，但结果证明，留守的男女生的学习倦怠水平并不显著差异，

女生也会像男生一样对学业感到厌倦，产生一些消极的外显行为，且水平相当。因

此大众要在学习倦怠上对男女生有相同的关注。结果也表明，男女生在“母亲拒绝

否认”的教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31]。出现这种现象

的可能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学时期，家长对于孩子的学业成绩有了新的

要求，而大多数留守初中生受到的直接管教较多来源于母亲。一旦孩子学业上出现

不如意，譬如某次考试考砸了，母亲的态度可能会过于严厉，而女生的敏感性可能

会认知成是对其的否认和拒绝。二是由于本研究以娄烦县为例，乡镇重男轻女的态

度仍然存在，家里生个女孩在某些眼里并不是光彩的事情，母亲可能会因此受到周

围人的风言风语。“重男轻女”在我国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

如江苏、浙江等地情况较少，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该现象

仍然普遍。很多家庭觉得家中有男孩而父亲由于俄狄浦斯情节存在，对女儿的而态

度可能较为温和，这也可能是母亲对女生存在否认和拒绝的态度的原因之一[32]。 

4.4不同年级的留守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各维度的差异 

根据上述结果，父亲对初一的孩子要比初三的更严厉，可能是因为初一是初中

的伊始，同时也是青春期开始的阶段，父亲会对孩子有更多的要求和期望。初中生

不想小学时期那么轻松，需要背负升学的压力，社会对其也有了新的要求。而青春

期时期，学生的身体进入第二个快速发育期，从小学的孩童的模样渐渐长大，也会

面临一些新的诱惑，父亲往往采取加大管教的力度，加强对孩子的约束来进行教育[33]。

而父亲对初一的孩子会比初三的有更多的干涉，可能由于初三是升学的关键时期，

父亲会干涉孩子的学习、生活，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去。虽然

初三的压力会较大，但初一留守儿童的学习倦怠水平却比初三的要高，表现为身心

耗竭和低成就感两方面。初中的知识水平与小学时期有一个较大的跨越式提升，突

如其来的学习挑战容易会让初一的学生感到倦怠。初一学生会发现，他们所学的课

堂知识与小学时期的有很大的不同，知识的难度会有较大的提高，因此在一开始会

面临学业上的一些挫折，他们会发现中学的知识学习需要更多的学习策略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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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一味的埋头苦干并不是学习成绩提高的唯一前提。学生可能会因此感到身心耗

竭以及失望[34]。 

4.5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的相关关系 

首先，学习倦怠中的身心耗竭与母亲严厉和惩罚、父亲过分干涉、母亲过分干

涉、父亲拒绝否认、母亲拒绝否认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说明一方面，当母亲的教

养方式是严厉和惩罚时，孩子的学习倦怠水平较高。母亲的严厉和惩罚，尽管出发

点可能是为了孩子，但是孩子由于处于青春期的逆反时期，会与母亲形成对抗，母

亲的强硬会使得孩子感到没有得到理解，会对母亲产生惧怕甚至抵抗心理，反而使

得孩子无法集中精力与学业上，感到“心累”，觉得难以忍受，甚至以放弃学业作

为对抗的武器。另一方面，而当父母对孩子的教养出现过分干涉、拒绝否认时，孩

子的学习倦怠水平则会较高。在这一时期，学生通常希望父母能够尊重自己的私人

空间，能够给自己留有余地，而母亲的过度干涉孩子的生活也会让孩子感到身心耗

竭[35]。而对孩子拒绝和否认，会使得孩子丧失对学习的兴趣，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作

为学生的价值，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学习搞好。 

其次，当父母的教养方式为情感温暖和理解，或者父亲偏爱被试时，留守初中

生的学业疏离感较低；说明父母如果能给予孩子情感上的关怀和温暖并理解孩子内

心世界，帮助孩子解决学业或生活上的难处时，学生的学业疏离感水平较低，他们

会认为学习成绩提高并不是那么难以企及、恐怖的事情，即使学习上有困难，即使

成绩上有挫败，但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之克服[36]。父亲的偏爱使得孩子获得了更

多的关注，另一方面，结果也显示，当母亲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而父亲拒绝否认，

留守初中生的学业疏离感较高。父母本意是通过使孩子感到内心上的痛苦，使之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发奋读书，但由于留守初中生的自卑和孤独，以及青春期的

反叛，这些教养方式往往适得其反，使孩子变得不想学习，不能体会到学习的意义。 

最后，当父母的教养方式为情感温暖和理解，留守初中生的学业成就感较高。

父母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对孩子做出的努力及学习的良好态度给予肯定，即使

孩子的学习成绩未能如愿，但父母也可以通过鼓励孩子找出其他不足，并鼓励其探

索更好地学习方法来解决学习上的挫败，从而使孩子的学业成就感在一个较高的水

平[37]。当孩子在学校犯了错误，或者是学习上不能令人满意了，即使会担心父母有

不好的反应，比如生气、伤心，但孩子知道，父母仍然都是因为出于对孩子的关爱，

而且父母会在乎并理解孩子的难处与挫折，也会用温暖的一面来对待，而不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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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激的责骂甚至殴打的方式，抑或是父母漠不关心。孩子会知道自己是重要的，自

己的学习是重要的，因此会认真对待自己学习上的成功或失败。另一方面，在母亲

进行过多的干涉时，学业成就感较低。母亲对孩子干涉过多，使孩子没有自己的生

活空间，让孩子没有自己的主见，会使留守初中生感到自己的学习生活不受自己的

控制，在学习上缺乏成就感。当自己的生活被他人所掌控时，自己的意见变得不再

重要，自己的想法变得无足轻重，仿佛像木偶般被牵着鼻子走。而初中学生却希望

自己能掌控自己的时间、学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此，产生对父母的反抗，甚

至用学习上的消极表现来进行对抗的情况就会出现[38]。 

4.6父母教养方式对留守初中生学习倦怠的预测 

随着社会竞争的逐渐激烈，社会对学生的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发提高。在留守

初中生的生活中，学习成为其主要的压力来源。影响留守初中生产生学习倦怠的因

素是复杂多样的。本研究结果显示，过分干涉对留守初中生身心耗竭具有显著地正

向预测作用，情感温暖对学业疏离、低成就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父母过分干

涉儿童的学习、生活，会导致儿童学习上身心耗竭。父母关心自己的孩子，即使父

母的情感表现，也是其职责所在，但关心也应掌握一个“度”，不可过度[39]。本研

究选用的被试均为初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阶段，这一时期的孩子由于身体的发育

而开始有了成人的模样，他们可能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来看待，而其实其知识水

平、心理成熟度都远远不及成人[40]。一方面孩子会需要更多的个人空间，需要自己

做主的余地，但父母感到孩子的不成熟，仍希望为他们做主，甚至更加紧密管控孩

子，最终适得其反，反而会加剧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矛盾、冲突，孩子的敌对、反抗，

耗竭了孩子的精力、时间，因此孩子在学业上感到身心耗竭，也不足为怪了。而对

于学习倦怠的其他两个维度——学业疏离、低成就感，是由情感温暖的缺乏导致的[41]。

留守初中生的父或母，甚至是父母双亲均因外出打工不能陪在孩子身边，长期的分

离导致了父母无法及时地给予孩子足够的情感支持和温暖关怀 34。在孩子碰到学业

上的挫折时，孩子缺少了父母这一宣泄的对象，也缺少了一种必要的支持。在一个

人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鼓励、支持和指导甚至是批评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留守初

中生却难以获得这一切。尽管家里有隔代长辈的陪伴，隔代长辈一方面难以对初中

知识的问题提供解答，另一方面也因为身体原因难以给予孩子足够的陪伴和支持。

隔代教育代沟深。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新知识、新观念、新潮流不断涌现，不要说

爷爷、奶奶们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就是父母也会和孩子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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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教育让他们之间难以找到共同的语言，让许多留守初中生不接受爷爷奶奶的教育，

也不愿意和爷爷奶奶交流，从而使留守初中生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化解，越积越多。

因此当孩子在学业上遭遇挫败后，他没有及时得到支持和理解，因此选择逃避学习，

远离学习，使得产生恶性循环，逃避学习之后成绩变得更加糟糕，进一步地由加剧

孩子对学习的疏离。而差劲的成绩会使学生的成就感降低，没有父母的鼓舞，孩子

会对自己的学习感到没有希望，觉得自己难以改变这种现状，因此感觉到学习似乎

是个黑色的无底洞，在这里面他们只能获得痛苦和折磨，没有快乐。2015年六月份

贵州省毕节四名留守儿童服毒自杀事件，震惊全国。其实，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

2014年的 1月 20日，安徽省一九岁留守儿童因父母又不回家过年而上吊自杀的事件，

这个事件也曾引起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大讨论。但遗憾的是，一年之隔，一起又

一起惨案上演，毕节四名留守儿童服毒自杀所掀起的讨论热潮也正在恢复平静。悲

剧接二连三，不能不让人痛心。最可怕的不是悲剧的发生，而是悲剧被遗忘。国家

和社会倡导教育为本，科教兴国，可是农村的教育却始终没有得到最有力的改善。

我们给农村孩子盖学校，却忘了给他们建造一座牢固的精神家园。很多人在留守儿

童自杀的惨剧发生时愤愤不平、唾沫横飞，却在说教完之后心安理得地坐在电脑前

品着茶看看报。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国家和社会时刻地关注，而不是一

个惨剧发生时，就往前走一步。对于农村留守初中生问题，亡羊补牢的做法是不人

道的，因为生命不可重来。党和国家要更加注重农村师资的管理与建设，加大资金

投入，从而能够改善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环境，让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知

识能改变愚昧，充实留守初中生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唯教育能改变人，

对留守初中生的心灵教育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跋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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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本文研究分析了留守初中生学习倦怠情况、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留守初中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深入分析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结论如下： 

（1）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中，身心耗竭程度和学业疏离程度较为突出。 

（2）留守初中生家庭中，父亲外出打工占了大多数；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排列

第二；而父亲不外出打工，母亲单独外出打工的比例最少。 

（3）在学习倦怠上，不同性别的家庭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情况基本无差异。 

（4）父亲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在初三和初一间有显著差异；父亲过多干涉的

教养方式在初三和初一间有显著差异；而学习倦怠方面，在身心耗竭、低成就感这

两个维度上，初三和初一间有显著差异，且初一的情况较初三更严重。 

（5）学习倦怠中的身心耗竭与母亲严厉和惩罚、父母亲过分干涉、父母亲拒绝

否认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 

（6）在学习倦怠中，其中一个维度学业疏离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父亲情感温暖

和理解、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这些变量之间有较明显的负相关；与母亲惩罚严厉、

父亲拒绝否认、母亲拒绝否认这三个变量有较显著的正相关；与父亲偏爱有显著的

正相关。 

（7）学习倦怠中的低成就感与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有较

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母亲过多的干涉有明显的正相关。 

（8）父母亲过分干涉对留守初中生身心耗竭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情感温

暖对学业疏离、低成就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5.2建议 

（1）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对改善留守初中生的学习倦怠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孩子对学习感到厌倦、无心学习时，家长若是对孩子过度严厉、惩罚孩子，

反而会使学习倦怠的问题更加严重，有害无益。面对孩子的学习倦怠问题，家长首

先应放下姿态，将心比心，理解孩子学习倦怠背后的原因与所面临的处境，鼓励孩

子，给予孩子情感温暖。当孩子遇到学习的挫折时，不应惩罚、拒绝或打骂孩子，

应给予孩子信心与关怀，使孩子知道学习上遇到困难并不是大难临头的事情，无论

如何孩子背后永远有父母的鼓舞，让孩子能够对自己说：“我能行”，从而克服学

业上的困难。提前学习家庭教育，或者说把家庭教育当做一门课程。应该让父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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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育孩子，不仅要养育其成长，更要教导其成人，为了生计是客观经济需要，但

是不管不顾孩子也是失职的表现。除了要重视对孩子的教导，也要明白教导的方式。

教育方法需要因材施教，但本质都是给予孩子爱护和安全感，让孩子知道自己背后

永远有家长的支持，孩子才能勇敢地去尝试，不怕去犯错，勇敢去面对学业挫折。 

（2）留守初中生的父母要加强与孩子之间的亲子沟通 

即使留守初中生面临的情况是，父母单方或双方不再身边，但父母也应尽可能

让孩子知道自己对孩子的关心和惦念，让孩子感到远方父母的温暖。正确的沟通方

式在留守初中生与父母之间是非常关键的。不仅仅是在节日期间，在平时，父母就

应该多给孩子打电话，即使工作繁忙，并且应该在电话中多加关心，而不是询问某

几个问题草草了事。当父母假期回到家时，应在精神方面多多补偿孩子，不仅要关

心孩子，还要认真地关爱孩子，以适当的教养方式教育孩子，督促其努力学习，摒

弃不良行为，而不仅仅是在物质上给予补偿；除此之外，父母应该及时掌握孩子的

学习生活情况，多与其监护人、老师、学校进行沟通，保持信息畅通，了解孩子的

学校表现，而不应该认为管理孩子是学校的责任，可以放任不管。可以的方式是外

出打工的家长多多通过电话、网络等途径与孩子沟通，加强与孩子的交流，使得孩

子知道父母的牵挂与关爱，并能对孩子学业、生活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解和指导，弥

补留守初中生因父母不在身边所带来的伤害。如今移动网络通讯十分发达，家长大

可使用语音聊天和视频聊天来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家长外出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亲子

中的情感交流，但随着媒介越来越便利，情感交流也越来越方便了。家人应增加彼

此的沟通的频率。 

（3）父母要给留守初中生爱、呵护和自由 

留守初中生处于青春期伊始，身体的发展让其有成人感，需要自己的空间，有

了更多的想法，若父母过度干涉孩子的想法和做法，也对改善学习倦怠有害无益，

应对孩子有关注有管教的同时，给孩子留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另外青春期的留守初

中生也试图建立对自己的评价，开始在意别人的看法，而父母对其拒绝和否认，会

让留守初中生感到身心耗竭，对学习感到倦怠。缺乏理解，带有成见地看待他们只

会让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因为父母的离开使小孩子在内心可能会产生“父母不要

我”的心态，再加上父母各顾各的，更使留守初中生得不到足够的爱护和保护。没

有社会关注和强调，也许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留守儿童”这个标签下的一人，

但总会在某个契机下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孩子不同之处。或许是因为某此家长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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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因为某此打架找不到家长，或许是因为某此写关于父母的作文无事可写。社会

上的关注只是其中一个契机。 

（4）要注重留守初中生的个别差异性 

每个留守初中生的家庭情况及其所面临的困境都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个案

进行干预是常见的一种方法，对于留守初中生服务成效也最为明显，但缺点是耗时

耗力。另一方面，小组社区等团体工作具有普遍性，省时省力，可以对多个个体进

行工作，但成效一般。所以，解决留守初中生问题还要看能专注于留守初中生问题

多久，想要达到的目的为何。从学生们的选择情况可知，很多留守的孩子并不希望

自己被视作需要他人帮助的人，比起获得实际的优惠和照顾，他们更希望被人平等

相待。此外，回家后的他们又是孤独的，所以孩子们渴望参加一些集体活动来排遣

寂寞、寻求理解和友谊、鼓励和关心。为了减少家人的负担，留守学生们希望学校

给予他们更多的资金援助等实际照顾。孩子们还渴望关爱，他们希望自己的老师可

以稍稍代替一下父母，给予他们关怀和温暖。另外，学生们关于“学校方面多同家

长沟通”的愿望，校方可以开设校方、老师、家长互相交流联络的平台或渠道，对

学生的表现和成绩进行及时沟通，学校有可以通过这一渠道向家长发送有关如何教

育孩子的知识，同时也能向家长了解孩子的成长情况。最后，留守的孩子们也希望

老师们到家里坐坐，以便了解更多的情况。在学校层面来说，可以学生阅读活动。

因县乡学校的学生除学习之外少有适宜的活动，孩子们生活无乐趣，精神很空虚，

而学校的图书馆和多媒体资源又几乎不向学生开放，故而学生很容易受到不良风气

的影响，不少学生抽烟、打架、收保护费，现状着实令人担忧。鉴于这些情况，为

了使学生的认知能够有所发展，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学校可以建立班级图书角的项

目，让孩子们通过阅读进入一片诗意的天地，即便很多孩子念完初中就走向社会，

但至少他们获得了阅读的习惯。学校方面亦可将留守初中生组织起来（可在课余时

间），开展一些能助长身心发展和学习提高的活动，比如读读书、唱唱歌、打打球、

友校学生交流等。虽说让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绘画唱歌、读课外书看似不会直接提

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这些课外活动（尤其是阅读）却能对学生的长期发展大有裨

益。当然，最最重要的是，若要开展这些活动，所需资金、人员以及图书器材等必

须先到位，而且学校方面还得配合，这些就是教育主管部门需要考虑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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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不足与展望 

（1）样本数量可进一步增加，从而提高结果的可信度。本研究由于地域范围所

限，发放及回收的数量有限。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努力提高问卷的发放数及回收率。

并且可联合多个学校、多个市县进行问卷调查，以增加被试的涵盖范围，使结果更

有普遍性和推广性。并且，在学生填写问卷之前，应提高学生对问卷的认真度。因

为在本研究问卷收集整理中，我们发现了部分学生对问卷进行随意填写、多次涂改、

未填写完全等情况，这些问题都降低了问卷的回收率。 

（2）研究内容可进一步深化。本研究主要着眼于留守初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和

学习倦怠的关系问题，以后的研究应着重深入了解其导致学习倦怠的深层次的作用

机制。使得对留守初中生的问题有着更本质的理解和思考。 

（3）研究手段多样化。本研究使用问卷法进行调查，未来可通过访谈、个案等

方法获得更多资料，丰富数据的获得渠道，从而多角度地了解留守初中生的父母教

养及其学习倦怠情况，从而获得新思考与新发现。 

（4）可增加与普通初中学生的对比研究。本研究仅选取了娄烦县的留守初中生，

缺少对比，因此获得的结果是平面而不立体的。今后可对普通学生和留守初中生进

行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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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亲爱的同学： 

您好！为了了解初中学生的学习情况，本研究采用问卷进行调查。本问卷不记

名，答案无对错之分，完全保密，仅作研究用途，请放心填写。请您按照您的真实

情况，在最符合自己的选项下打“√️”，每题只能有一个选项。做完请您仔细检

查，不要有任何遗漏。谢谢您的支持！ 
 

首先，请您先填写您的基本情况： 

1、性别：男女 

2、年级：初一初二初三 

3、是否独生子女：是否 

4、父母是否离异：是否 

5、父母是否外出打工：①父亲在外打工②母亲在外打工③父母均在外打工④父母不外出

打工 

6、父亲的文化程度：①小学②初中③高中（中专）④大学（含大专及以上） 

7、母亲的文化程度：①小学②初中③高中（中专）④大学（含大专及以上） 

以下问题，每个答案均有 1、2、3、4 四个等级，分别代表“从不”、“偶尔”、“经

常”、“总是”。请您分别在最适合您父亲和母亲情况的数字下打“√”。如果您幼小时父

母不全，可以只回答父或母其中一项；如果是独生子女，涉及兄弟姐妹的题目可不

答。 

题目 
父

母 

从

不 

偶

尔 

经

常 

总

是 

父 1 2 3 4 
1、我觉得父母干涉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母 1 2 3 4 

父 1 2 3 4 
2、通过父母的言谈、表情，能感受到他（她）很喜欢我。 

母 1 2 3 4 

父 1 2 3 4 
3、与我的兄弟姐妹相比，父母更宠爱我。 

母 1 2 3 4 

父 1 2 3 4 
4、我能感到父母对我的喜爱。 

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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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有点激动但更多的是不舍，回想在我工作四年

后顺利考上研究生满怀憧憬踏入校门时，那阵阵扑面而来的青春朝气和端庄严谨的

学习氛围，让我的内心有种极大的满足，在那时我就想感谢教育科学学院，感谢所

有教导我的老师，感谢所有和我一起努力的同学，感谢所有在这两年半时光里拥有

的一切。 

在这里我想郑重感谢导师杨继平教授，从选题，到开题，再到论文定稿，一遍

遍的指导，一次次的教导，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我很庆幸能够遇

到杨老师，因为他教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像朋友一样教给我治学的态度

和做人的道理，感谢他对我的关心、鼓励还有教导，感谢您杨老师！ 

再次感谢教导过我的所有老师，在教育科学学院就读的时光里他们传授我扎实

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渊博的知识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深深地影响

了我，令我受益匪浅，特向各位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最亲爱的父亲、母亲和丈夫，你们不求回报的关爱和奉献

是我最温暖宁静的港湾，你们默默无私的鼓励和支持是我积极备战，坚定向前的动

力源泉，你们一如既往的帮助和包容是我完成学业，实现梦想的前提，感谢你们出

现在我的生命里，你们是最令我值得骄傲的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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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张旭姣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娄烦县 

个人简历： 

2005.03—2018.10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18.03—  娄烦县文化局 

2015.09—2018.01 娄烦县第四实验学校 

2010.09—2015.07 娄烦县八一小学 

电话：13546369798 

电子信箱：28757185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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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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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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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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