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１０－２８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 科 学“十 一 五”规 划 教 育 部 青 年 专 项 课 题 “父 母 参 与 教 育 与 儿 童 认 知 能 力 发 展 的 关 系 研 究”

（ＥＢＡ１００３６２）。

［通讯作者］　罗良，Ｅｍａｉｌ：Ｌｕｏｌｉａｎｇ＠ｂｎｕ．ｅｄｕ．ｃｎ．

高质量父母教育卷入的特征

罗　良，吴艺方，韦　唯

（北京师范大学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近些年来，围绕父母教育卷入，大量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卷入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
学业、社会性和认知发展。但父母教育卷入并不是越多越好，低质量的父母教育卷入，不仅无法
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还可能引发很多严重问题。因此，父母教育卷入的质量成为研究者、教
育工作者、家长非常关注的问题，并成为父母教育卷入研究的新趋势。研究表明，高质量父母教
育卷入的六个特征：结构化、自主性支持、关注过程、投入积极情感、父母一致共同卷入以及让孩
子感知并且愿意接受。为进一步丰富与完善父母教育卷入质量相关研究，亟需在编制父母教育
卷入质量相关测量工具、开展父母教育卷入质量的发展研究以及加强开展父母教育卷入方式对
比研究等三方面下更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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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一起构成了影

响儿童青 少 年 发 展 的 完 整 教 育 体 系。１９６６年，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科尔曼（Ｊａｍｅｓ　Ｓａｍｕｅｌ　Ｃｏｌｅ－
ｍａｎ）向美国国会提交了著名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

性 的 报 告》（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６８），该报告基于对４０００个学校６０万

儿童青少年数据的分析指出，家庭是影响儿童青少

年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该报告在美国和全世界产

生了重要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美国和欧洲

在实施的系列儿童发展补偿计划中，均将鼓励低收

入家庭和少数种族的父母积极卷入孩子的教育作

为重要手段，这些计划促进了受干预儿童的学业成

功，并预防了部分危险儿童出现教育迟滞（Ｂｒｏｏｋｓ－
Ｇｕｎｎ，Ｂｅｒｌｉｎ，＆Ｆｕｌｉｇｎｉ，２０００）。在科尔曼报告以

及这些计划的推动下，父母教育卷入实证研究日益

受到重视。所 谓 父 母 教 育 卷 入（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ｅｎｔ）即“父母卷入子女的教育与学习活动”，主要

指父母对孩子教育的理念与发展的期望，以及在家

庭和学校中做出的促进孩子取得更好学业成就和

心理发展的多种行为（Ｓｅｇｉｎｅｒ，２００６）。

５０多年来，研究者围绕父母教育卷入的结构、
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和学业成绩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影响因素以 及 有 效 干 预 方 案 开 展 了 大 量 研 究（罗

良，２０１１；孙 百 才，黄 俊，２０１０；吴 艺 方，韩 秀 华，韦

唯，罗 良，２０１３；Ｇｒｏｌｎｉｃｋ，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ｌｌａｓ，

２００９；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　＆ Ｍｏｏｒｍａｎ，２０１０）。深 入 分 析

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对父母教育卷入进行测量时，
主要是依据特定父母教育卷入行为出现的频次，其
基本假设是这些行为出现频次越高，父母教育卷入

就越好。但这种测量方式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即它

并没有明确区分哪些父母教育卷入行为对儿童青

少年发展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哪些父母教育

卷入是高质量的，哪些是低质量的。因此Ｐｏｍｅｒａ－
ｎｔｚ，Ｍｏｏｒｍａｎ和 Ｌｉｔｗａｃｋ（２００７）与 Ｓｉｌｉｎｓｋａｓ等

（２０１３）提出，父母教育卷入也许并非越多越好，不

正确的 教 育 卷 入 可 能 起 到 相 反 的 作 用。Ｈｉｌｌ和

Ｔｙｓｏｎ（２００９）发 现 父 母 帮 助 孩 子 完 成 作 业 对 学 习

成绩存在消极的影响，Ｆｒｏｉｌａｎｄ和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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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父母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对学习成绩产生

负面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父母教育卷入质量开始

受到研究者 关 注，成 为 父 母 教 育 卷 入 研 究 的 新 趋

势。本文基于以往研究，分析了关注质量的原因、
概括了高质量父母教育卷入的６个特征，提出了未

来相关研究的建议。

一、父母教育卷入研究关注质量的原因

父母教育卷入研究之所以越来越关注质量，是
因为它既是父母教育卷入研究自身的内在要求，也
反映了父母教育卷入干预项目以及当前社会发展

的迫切需要。
（一）关注质量是父母教育卷入研究自身的内

在要求

父母教育卷入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它对促进儿童青少年发展有重要意义，但
过去的研究在父母教育卷入究竟对儿童青少年发

展是否具 有 正 向 促 进 作 用 上 仍 然 存 在 较 大 争 论。

Ｓｅｇｉｎｅｒ（２００６）对６０项 关 于 父 母 教 育 卷 入 研 究 做

了综述，得到了父母教育卷入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

正相关 的 结 论。但 是 Ａｌｖａｒｅｚ－Ｖａｌｄｉｖｉａ等（２０１２）
与Ｔａｍ和Ｃｈａｎ（２００９）等的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卷

入与学业成绩之间不相关，Ｈｉｌｌ和Ｔｙｓｏｎ（２００９）甚

至发现父母教育卷入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负相关。

Ｐａｔａｌｌ，Ｃｏｏｐｅｒ和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８）对父母参与家庭

作业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后提出，尽管同样是参与

孩子的家庭作业，不同的参与形式对学业成绩产生

不同 的 影 响。刘 丽 莎、李 燕 芳、吕 莹 和 李 艳 玮

（２０１３）等人研究发现，父亲教育卷入的质和量对学

前儿童社 会 技 能 发 展 均 具 有 预 测 作 用。Ｓｉｌｉｎｓｋａｓ
等（２０１３）则更明确提出，不正确的父母教育卷入可

能会适得其反，对儿童发展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如何 解 决 这 种 争 论？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Ｋｉｍ 和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１２）提出，结束这种争论，关注父母教育卷入的

质量是有效途径。因此，将父母教育卷入区分为高

质量卷入和低质量卷入行为，分别考察他们对儿童

青少年（学业、社会性、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成为

推动父母教育卷入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内在要求。
（二）众多父母教育卷入干预项目亟需质量角

度相关研究的证据支持

为了让家长、教师、学校、社会、政 府 等 在 实 践

过程中更有策略地开展家庭参与教育工作，提高父

母的家庭教育水平，相关机构与研究者实施了众多

的父母教育卷入干预项目，例如，已经有３０多年历

史、在世界上２０多个国家进行推广的积极教养项

目（又 称３Ｐ 项 目，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ａｎｄｅｒｓ，２０１２）以 及 哈 佛 家 庭 研 究 项 目（Ｈａｒｖａｒ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等。这 些 干 预 项 目 的 一

个共同特征是，通过基于证据的干预活动，提高父

母教育卷入的质量。而提高质量，一个前提是必须

明确什么是高质量的父母教育卷入。到目前为止，
父母教育卷入相关研究还不能在此方面提供更充

分的证据支撑。这些项目主要根据对已有研究的

理论分析与相关经验，总结出相关规律，但这些规

律并不能 满 足 研 究 者 和 家 长 对 有 效 卷 入 的 需 求。
因此，这些项目的顺利开展亟需知晓具体化的高质

量父母教育卷入行为。
（三）快速的生活节奏要求父母掌握更高效的

教育卷入方式

中国自古重视家庭教育，“子孙贤则家道昌盛，
子孙不贤则家道消败”，“苟家人之居正，则天下之

无邪”等警训世代流传，孟母三迁、断织劝学、曾子

杀猪教子等故事更是脍炙人口。随着社会节奏的

加快，家长们参与到孩子教育中的时间正在不断被

缩减，家庭教育在促进孩子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正在

被削弱。一些调查显示，三成父母报告其每天陪孩

子的时间少于１小时，７０％的中小学生报告爸爸每

天“几乎没时间”以及“偶尔有时间”陪自己玩耍，而

６２％的孩子声 称 爸 爸 陪 伴 自 己 平 均 每 天 不 超 过１
小时。但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父母的“教育焦虑症”
越来越流行，并呈现普遍趋势。在这种教育焦虑情

绪越来越浓，参与孩子教育时间却越来越少的情况

下，大部分父母把报各种辅导班作为了教育卷入的

主要方式。我们课题组对１４００多名父母的调查表

明，过去一年 中，有 近８１％的 父 母，带 自 己 孩 子 上

过外语、计 算 机 等 各 类 辅 导 班。很 多 父 母 甚 至 认

为，父母教育卷入就是上辅导班。很显然，上辅导

班并不等同于父母教育卷入。研究表明，父母教育

卷入的核心是亲子交流，通过亲子互动，促进孩子

情感、动 机、社 会 性 等 得 到 良 好 发 展（ＭｃＮｅａｌ，

２００１）。因 此，将 孩 子 生 活 完 全 变 成“学 校＋辅 导

班”，将对孩子全面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何在父

母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做好教育卷入，提高质量是

关键，掌握高质量的父母卷入教育方式则是有效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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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这也对父母教育卷入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高质量父母教育卷入的六个特征

高质量父母教育卷入包含哪些特征？Ｇｒｏｌｎｉｃｋ
和Ｒｙａｎ（１９８９）从自主性支持、结构化、参与等三个

方面对高质量的父母卷入进行了界定。在 此 基 础

上，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等（２０１２）认为高质量的父母教育卷入

应该包括结构化、自主性支持、关注过程和投 入 积

极情感四个方面。Ｇｒｏｌｎｉｃｋ和Ｒｙａｎ（１９８９）及Ｐｏ－
ｍｅｒａｎｔｚ等（２０１２）对 高 质 量 的 父 母 教 育 卷 入 的 界

定更多聚焦于父母教育卷入本身，事实上，做到这

些，父母教育卷入仍有可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已

有研究表明，父母相互合作尤其是父亲的参与至关

重要（Ｃａｒｌｓｏｎ，２００６；Ｋａｒｒｅｍａｎ，ｖａｎ　Ｔｕｉｊｌ，ｖａｎ　Ａｋ－
ｅｎ，＆Ｄｅｋｏｖｉｃ，２００８；Ｓｏｌｍｅｙｅｒ，Ｋｉｌｌｏｒｅｎ，ＭｃＨａｌｅ，

＆ Ｕｐｄｅｇｒａｆｆ，２０１１），此 外，高 质 量 的 父 母 教 育 卷

入一定是孩子能够充分感知到并且情感上愿意接

受 的 （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Ｖｙｖｅｒｍａｎ　＆
Ｖｅｔｔｅｎｂｕｒｇ，２００９）。因 此，我 们 在 以 往 研 究 基 础

上，概括了高质量父母教育卷入的六大特征。
（一）结构化

结构化是指父母卷入孩子的教育时，可以提供

清晰、一致的指导，父母期望与学业方面的规定保

持一致。结构化也包括父母应该与孩子交流其行

为的可能后果（如，如果睡觉前未完成家庭作业，则
取消孩子看电视的权利）。同时，父母教育卷入的

结构化需要考虑孩子的能力范围（如，向孩子解释

某件事情时不能超出其理解范围）。常见的结构化

教育卷入形式包括：家长制定清晰一致的规则并且

不会随意改动；家长会明确告知孩子不遵守规则的

后 果；家 长 在 惩 罚 孩 子 时 一 定 会 告 知 其 详 细 原

因等。
多项研究证据表明父母教育卷入时的结构化程

度越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就越好（Ｇｒａｙ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１９９９；Ｓｋｉｎｎｅｒ，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ｎｙｄｅｒ，２００５；Ｗａｎｇ，

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Ｃｈｅｎ，２００７）。例如，Ｇｒｏｌｎｉｃｋ和Ｒｙａｎ
（１９８９）采用访谈法测查家长的结构化水平，要求家

长从两个方面进行描述———在特定行为中 确 立 的

规则和期望，在 特 定 情 境 下 的 亲 子 冲 突 和 解 决 方

式。最终 形 成 信 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 一 致 性（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两个维度，信息维度即父母针对特定行为

明确规定的规则、期望和指南，并告知不符合预期

时的后果；一致性维度即规则和期望是否一致，规

则和期望与实际应用情况是否一致。结果发现，家
长的结构化水平越高，孩子越可能形成良好的控制

观。此外，Ｐｉａｎｔａ，Ｎｉｍｅｔｚ和Ｂｅｎｎｅｔｔ（１９９７）研究显

示，母亲对学前儿童的教学指导（包括初始的定向

指导和及时的提示）越多，孩子随时间发展而来的

认知能力越强，而且孩子会产生更好的学习习惯和

更少的行为问题。
（二）自主性支持

自主性支持指父母参与孩子教育时，给孩子提

供在学习过程中以积极主动的角色自主解决问题

的机会，家长允许、甚至鼓励孩子的独立性和主动

性等。例如，当孩子在学校遇到困难时，家长可以

通过发起 孩 子 自 行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式 来 提 供 帮 助。
自主性支持教育卷入形式主要包括：家长鼓励孩子

表达自己的感受，并努力理解孩子的感受；家长即

使不同意孩子的观点，也会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意

见；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家长鼓励孩子自行解决困

难或问题等。
研究发现，父母持自主性支持观念，孩 子 在 小

学和初中 时 的 学 业 成 绩、认 知 能 力 更 好（Ｃｏｏｐｅｒ，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Ｎｙｅ，２０００）。例 如，Ｈａｍｍｏｎｄ，Ｍｕｅｌ－
ｌｅｒ，Ｃａｒｐｅｎｄａｌｅ，Ｂｉｂｏｋ 和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Ｆｉｎｅｓｔｏｎｅ
（２０１２）以６０对孩子及其母亲为实验对象，通过实

验室观察法比较了母亲的自主性支持和非自主性

支持的帮助行为对孩子后期执行控制能力的影响。
研究者让母亲和２岁孩子一起完成拼图任务，观察

孩子在遇到困难时，母亲所采取的帮助方式。自主

性支持的帮助是在孩子遇到困难和疑惑时，母亲提

供适当的指引。例如，当孩子放错拼图不知该如何

继续时，母亲分步骤启发孩子：先问孩子这块拼图

是否放在其他地方更合适，如果孩子仍不能找到正

确位置，再问是否可以尝试放在某处，若孩子还不

能完成，母 亲 才 会 帮 助 孩 子 把 拼 图 放 入 合 适 的 位

置，并且在孩子能够继续自己完成拼图时，母亲不

再帮助以保证孩子独立完成。而非自主性支持的

帮助则是母 亲 在 看 到 孩 子 做 错 后，未 采 取 其 他 办

法，便越徂代庖，自己动手直接把拼图放入正确的

位置。结果发现，采用自主性支持较多的母亲，他

们的孩子在两年后（４岁）有较高的执行控制能力，
这种预测关系通过影响孩子３岁时的语言能力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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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注过程

“关注过程”是与“关注结果”相对的概念，它强

调努力和学习过 程 的 重 要 性 及 愉 悦 感（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Ｍａｒｃｏｕｌｉｄｅｓ，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０９；Ｍｕｅｌｌｅｒ
＆Ｄｗｅｃｋ，１９９８；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Ｎｇ，＆ Ｗａｎｇ，２００６），
而关注结果则更强调稳定特质（如智力）的重要性，
以及强调成果（如成绩）的重要性。例如面对学业

成绩，关注过程的父母会更加强调孩子在考试中所

付出的努力，而关注结果的父母当孩子在考试中表

现不错时可能会更加强调孩子的聪明而非努力程

度。典型的关注学习过程的父母教育卷入方式包

括：家长鼓励孩子享受过程；家长鼓励孩子在遇到

困难时能够 坚 持 不 懈；家 长 对 孩 子 的 努 力 给 予 肯

定；家长鼓励孩子以掌握知识为目标等。
已有研究证实，关注过程的父母教育卷入能够

更好地促进孩子动机、情绪情感和学业发展（Ｇｏｔｔ－
ｆｒｉｅｄ，Ｆｌｅｍｉｎｇ，＆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１９９４；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例 如，Ｋｅｍｐｎｅｒ和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２００３）
对小学生家长采取日记法研究发现，当母亲避免使

用关注个体特质的表扬方式（如，你很聪明）时，学

生随后会将能力视为可塑的，而且会乐意接受更富

有挑战 的 任 务。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和 Ｋｅｍｐｎｅｒ（２０１３）采

用每日电话访谈的方式，要求母亲在两周内每天报

告孩子在一天中是否获得成功（如考试考得好，作

业做得好等）以 及 孩 子 成 功 时 母 亲 表 扬 孩 子 的 方

式，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采用关注个人特质

表扬方式（例如表扬孩子很聪明，或者表扬是个好

孩子）的母亲，她们的孩子在六个月后持有较强的

智力实体观（即智力是不能改变的），并且更害怕困

难的任务。
（四）投入积极情感

投入积极情感指在父母卷入教育时，以积极情

感（温情、信任、鼓励、肯定等）来回应孩子，同时注

意保持这种积极情感。教养行为是一种天生的情

感努力（Ｄｉｘ，１９９１），尤 其 在 父 母 教 育 卷 入 中（Ｐｏ－
ｍｅｒａｎｔｚ，Ｗａｎｇ，＆Ｎｇ，２００５；Ｒｅａｙ，２０００）。这里的

积极情感应该是无条件的，而不是仅仅在孩子达到

家长要求时表现出积极情感。当家长的积极情感

建立在孩子满足家长要求的想法、感受或行为等条

件之上时，他 们 将 会 使 孩 子 感 受 到 取 悦 父 母 的 压

力———如，孩子学习的动机可能源于害怕家长失望

（Ｒｏｔｈ，Ａｓｓｏｒ，Ｎｉｅｍｉｅｃ，Ｄｅｃｉ，＆Ｒｙａｎ，２００９）。

研究发现，投入积极情感的父母教育卷入对学

业成绩、学 习 动 机 和 情 绪 功 能 等 有 积 极 作 用。例

如，Ｈｏｋｏｄａ和Ｆｉｎｃｈａｍ（１９９５）的研究发现，当母亲

对问题情境（尤其是对孩子而言的难题）持有积极

情感，孩子会展示出 较 少 的 无 助 倾 向。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
等人（２００５）通过纵向研究方法对作业情境下母亲

的积极情感进行研究，要求母亲报告辅导孩子作业

时的情绪感受（辅导过程中的愉悦感、温情感等），
结果发现，母亲在辅导孩子学习的过程中，积极情感

与消极情感并存，并且消极情感逐渐增高，但当母亲

的积极情感水平较低时，消极情感会对孩子的动机

产生抑制作用，而母亲的积极情感水平较高，则能够

有效缓 冲 其 消 极 情 感 对 学 生 动 机 和 情 感 的 不 良

影响。
（五）父母一致共同卷入

父母一致共同卷入主要指父母均积极参与孩

子的教育，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合作与支持，保

持较高程度的一致性。日常生活中，母亲常常被认

为是参与孩子教育的主导者，而父亲则成了站在孩

子教育“观众席”上的“隐形爸爸”。事实上，父亲和

母亲一样，在儿童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研究发现父亲的卷入行为对儿童的认知、情感

和社会化等方面均有积极影响。父亲高度参与教

育的家庭中，儿童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更有同情

心，较少存在性别刻板观念，更为内控（赵娜，２００７；

Ｐｌｅｃｋ，１９９７）。Ｌａｍｂ（２０１０）曾总结到，父亲的敏感

性教养（如回应、交谈、教导以及鼓励学习等）能预

测儿童社会情绪方面的发展。而父亲缺失则会对

儿童青少年产生显著的不良影响，如与父亲分开居

住的孩子会出现更高的辍学率（Ｄａｗｓｏｎ，１９９１）、更

多的抑郁或焦虑问题（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２；Ｔｈｏｍ－
ｓｏｎ，Ｈａｎｓｏｎ，＆ ＭｃＬａｎａｈａｎ，１９９４）以 及 更 多 的 行

为问题（Ｃａｒｌｓｏｎ　＆Ｃｏｒｃｏｒａｎ，２００１）。伴随着父亲

教育卷入研究的深入，父母共同养育行为成为研究

热点。１９９５年，ＭｃＨａｌｅ提 出 父 母 共 同 教 养（ｃｏ－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并 将 其 定 义 为 在 抚 养 孩 子 的 过 程 中，
父母之间相互支持程度的表现。研究发现父母一

致性的共 同 养 育 与 儿 童 的 自 律（Ａｂｉｄｉｎ　＆ Ｂｒｕｎ－
ｎｅｒ，１９９５）、努力控制能力（Ｋａｒｒ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
和学业成绩及行为表现（Ａｍａｔｏ　＆Ｇｉｌｂｒｅｔｈ，１９９９）
相联系。与此相反，父母不一致的共同养育（如：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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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竞争和家长的差异）与幼儿注意力不集中、具体

化（ＭｃＨａｌｅ，Ｒａｏ，＆ Ｋｒａｓｎｏｗ，２０００；ＭｃＨａｌｅ　＆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１９９８）、内 化 （ＭｃＨａ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

ＭｃＨａｌｅ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１９９８）、行为问题及同伴关

系（ＭｃＢｒｉｄｅ，Ｓｃｈｏｐｐｅ，＆ Ｒａｎｅ，２００２；ＭｃＨａｌｅ　＆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１９９８）相联系。

（六）让孩子感知并且愿意接受

高质量的 父 母 教 育 卷 入，不 仅 应 该 是 结 构 化

的、自主性支持的、关注过程的、投入积极情感的以

及父母一致共同卷入的，同时还应该是能让儿童充

分感知到，并让儿童喜欢和接受的。父母教育卷入

主要目的是促进儿童青少年发展，因此，儿童能否

感知到并愿意接受父母的教育卷入成为决定成功

的关键。研究发现，儿童所感知到的父母卷入有时

与父母本人做出的教育卷入行为并不一致。例如，

Ｐａｕｌｓｏｎ和Ｓｐｕｔａ（１９９６）发 现，无 论 是 父 亲 还 是 母

亲，他们所报告的在作业和学校方面的卷入水平均

高于孩子所感知到的父母卷入水平。这种不一致

意味着，父母所做出的一些卷入行为，孩子并没有

充分感知到。
此外，高质量的父母教育卷入不仅要让儿童感

知到，更重要的是能让儿童接受和喜爱。儿童在父

母卷入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对于父

母如何卷入，什 么 时 候 应 该 卷 入 拥 有 自 己 的 看 法

（Ｅｄｗａｒｄｓ　＆ Ｄａｖｉｄ，１９９７；Ｅｄｗａｒｄｓ　＆ Ａｌｌｄｒｅｄ，

１９９９；Ｍａｒｋｓｔｒｍ，２０１３）。Ｖｙｖｅｒｍａｎ 和 Ｖｅｔｔｅｎ－
ｂｕｒｇ（２００９）提出，孩子对父母教育卷入所持有的态

度非常重要，这决定了父母做出的行为是否能够影

响儿童。他 们 通 过 划 分 情 感、认 知 和 行 为 三 个 部

分，测量了１０岁儿童对父母教养、沟通、参加学校

志愿活动、家庭学习指导、参与学校决策和社区合

作六种父母卷入行为的喜好、看法和行为反应。结

果发现，父母卷入行为水平与孩子对父母卷入的喜

爱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孩子更喜欢发生在家庭

里的父母卷入行为，例如和父母一起游戏，家庭作

业辅导等。这表明，儿童对不同方式的父母卷入的

喜爱程度不同。并且，随着年龄的变化，孩子所需

要和喜爱 的 父 母 卷 入 类 型 和 频 率 都 会 发 生 变 化。
例如，小学阶段的孩子可能更需要父母积极的参与

到教育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初中阶段的孩子对

于自主性的要求不断提高，父母过多的卷入反而会

造成孩子的 厌 恶 情 绪，诱 发 亲 子 间 的 冲 突 和 矛 盾

（Ｄｅｓｌａｎｄｅｓ　＆ Ｃｌｏｕｔｉｅｒ，２００２）。这 就 要 求 父 母 必

须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喜好，及时调整自己的卷入方

式和频率，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三、未来研究建议

由于从质量角度开展父母教育卷入研究才刚刚

开始，高质量父母教育卷入特征需要大量研究检验

与拓展，未来研究应该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编制父母教育卷入质量相关测量工具

高质量父母教育卷入的６个特征，主要实证依

据来自于实验与观察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只考察了

６个特征中的某一个，目前还没有整体考察这６个

特征的研究与工具。只有Ｔａｍ和Ｃｈａｎ（２００９）依

据Ｇｒｏｌｎｉｃｋ和 Ｒｙａｎ（１９８９）的 观 点，从 自 主 性 支

持、结构化和参与３个维度编制了《父母教育卷入

行为问卷（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但该

问卷包含的３个维度不能全面反映父母教育卷入

质量的主要特征，限制了该问卷的应用。因此，当

前开展父母教育卷入质量相关研究，亟需依据６个

特征编制出信效度较高的测量工具。
（二）开展父母教育卷入质量的发展研究

Ｐａｔａｌｌ（２００８）分析父母卷入孩子家庭作业研究

时发现，同样一种卷入方式，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

产生积极效果，但对于高年龄段的孩子却是消极结

果，这说明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高质量父母教

育卷入的具体形式可能存在差异。那么，６个特征

在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父母身上是否具有稳定性，
还是随着孩子年龄变化，父母教育卷入质量的结构

也在发生变化，亟需开展父母教育卷入质量的横断

和纵向追踪研究来验证。
（三）开展多种父母教育卷入方式的对比研究

前面已经提到，Ｐａｔａｌｌ等人（２００８）综述已有研

究时曾发现，同样是参与孩子的家庭作业，不同的

参与形式对学业成绩产生不同的影响。这说明，父
母卷入孩子教育中的同一个事情，存在多种卷入方

式，不同方式质量不同。因此，未来研究中，可以通

过开展大量聚焦孩子教育中同一个事情的多种卷

入方式效果大小的对比研究，具体揭示哪些行为是

高质量父母教育卷入，哪些行为是低质量甚至对儿

童发展产生重要消极影响的父母教育卷入，这对父

母教育卷入干预项目和开展科普性的父母教育卷

入培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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