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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test the effect of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arenting style on academic achieve-
ment, and to check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816 students were ad-
ministrated by the version of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revised by Yue Dongmei 
(EMBU) and the version of MORGAN-JINKS Student Efficacy Scale Revised Edition (MJSES) from two 
senior middle schools in Weinan city of Shaanxi province.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had a ful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arenting styl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MSS1 positively pre-
dicte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rough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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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和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修订版)对陕西省某高中共816名高中生进行调查，以考

察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并检验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高

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母亲情

感温暖理解(MSS1)维度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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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现行教育体制下，学业成绩依旧是社会最为关注的一项指标(张云齐，2010)。历年来，学生的学业成

绩都是作为升学、排名的重要考核标准，也是学生、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最为关注的教育结果(方芳，2009)。
尤其对高中生而言，学业成绩显得更为重要。以往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分别作为

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影响高中生的学业成绩(钱珍，2008；谷丹，2010；黄维利，2012；朱晓军，2012)。 
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指父母教养态度、行为和非言语表达的集合，它具有跨情境的稳定

性(Darling & Steinberg, 1993)。以往关于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思路(刘文婧，许志星等，2012)：
第一种思路重点考察不同教养行为的维度和特征，如 Becker 等(1965)从控制–自主、温情–敌意、焦虑

–平静这三个维度上，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民主型、权威型、骄纵型、保护型、专制型、控制型、过

敏型和忽视型等八种类型(Becker & Krug, 1965)，而 Baumrind (1971, 1991)则从要求性和反应性这两个维

度上，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和忽视型等四种类型(Baumrind, 1970; Baumrind, 
1991)；另一种思路重点考察更为具体的教养行为，如 Perris 等(1980)提出了惩罚、宽容、鼓励等十五种

教养行为(Perris, Jacobsson et al., 1980)，而 Leeuwen 等(2004)则提出了规则教养、给予自主、积极养育等

九种教养行为(Leeuwen & Vermulst, 2004)。 
学业自我效能感(Academic Self-efficacy)是指学习者对自己能否利用所拥有的能力或技能去完成学习

任务的自信程度的评价，由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构成(钱珍，2008)。其中，学习能

力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业、取得良好成绩和避免学业失败的评估；学习行为自

我效能感则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学习行为能否达到学习目标的评估(王凯荣，辛涛等，1999)。 
以往研究发现，不仅中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对学业成绩有直接影响(芦朝霞，2005；赵霞，2009；

黎肖霞，2013)，学业自我效能感也对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钱珍，2008；王艳侠，曹宇腾等，

2013)，并且，中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父母教养方式显著相关(岑萃，2005)。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学

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绩显著相关并对学业成绩有预测作用(黄维利，2012)。此外，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

显著预测学业自我效能感，而学业自我效能感显著预测学业成绩，且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可

以共同预测学业成绩(谷丹，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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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从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做了诸多探索，但已有研究多

是分别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绩的影响，鲜有将其整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这不仅

可能忽视多个自变量的共同作用而使单个变量的作用被高估；而且也可能难以揭示父母教养方式和学业

自我效能感影响学业成绩的路径关系，不利于学业成绩影响机制的探讨。因此，本研究假设：父母教养

方式影响高中生学业成绩，且学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对陕西省某中学共 816 名高中生施测《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
和《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MJSES 修订版)，其中男生 364 人，女生 452 人；高一 429 人，高二 387 人；

城市 175 人，农村 641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 
采用岳冬梅等(1993)修订的中文版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 (岳冬梅，李鸣杲等，1993)。该量表共

66 个题项，分为父亲教养方式分量表和母亲教养方式分量表。其中，父亲教养方式包括情感温暖理解

(FSS1)、惩罚严厉(FSS2)、过分干涉(FSS3)、偏爱被试(FSS4)、拒绝否认(FSS5)和过度保护(FSS6)等六个

维度；母亲教养方式包括情感温暖理解(MSS1)、过度干涉保护(MSS2)、拒绝否认(MSS3)、惩罚严厉(MSS4)
和偏爱被试(MSS5)等五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Likert 四点记分，分为 1，2，3，4 四个等级，依次表示“从

不”、“偶尔”、“经常”、“总是”四种情况。该量表同质性信度系数为 0.46~0.88，分半信度系数为

0.50~0.91，间隔三个月的重测信度系数为 0.58~0.82，期间无更多学习和训练；该量表实证效度较好。经

测试，EMBU 中文版各项指标满足测量学要求，并得到以往研究的广泛使用(李占江，王极盛，1999；白

新营，2014；闫彬，2014；赵爰珍，2014；陈超，2015)。 

2.2.2.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MJSES 修订版) 
采用岑萃修订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岑萃，2005)。该量表共 23 个题项，可分为学习行为能力自我

效能感、学习应对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发展能力自我三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Likert 五点记分，分为 1，2，3，
4，5 五个等级，依次表示“完全符合”、“比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五种

情况。以量表总分衡量被试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为 0.814；该量表内容

效度为 0.442~0.623，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较好。经测试，MJSES 修订版各项指标满足测量学要求。 

2.2.3. 学业成绩 
收集被试语文、数学和英语这三门主要学科的期中考试成绩，考虑到各学校和年级的考试成绩不对

等，本研究对被试的成绩按所在学校和年级进行标准分数转化，将所得 Z 分数相加，以此衡量被试的学

业成绩。 

2.3. 施测方式 

采取以班为单位的团体测验。由事先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担任主试，在课堂上发放问卷并

统一宣读指导语，进行不记名填答，完成后在班主任协助下现场统一回收。 

2.4. 统计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9.0 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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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各量表实际测量信度分析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实际测量信度为 0.935；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实际测量信度为 0.847。满足测量学

要求。 

3. 结果分析 

3.1.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从表 1 可得，父亲拒绝否认(FSS5)和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SS1)与学业成绩呈显著相关，学业自我效

能感总分与学业成绩呈显著相关，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 

3.2.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学业成绩的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者采用 Baron 和 Kenny 所建议的方法来检验和评价中介作用(Baron & Kenny, 1986)。具体来说，

衡量中介效应存在的标准时：在第一个回归方程中，自变量显著影响中介变量；而在第二个回归方程中，

自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在第三个回归方程中，中介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同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减弱。在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如果在第三个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值 β 的减弱不

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如果显著则存在部分中介。根据以上相关分析的结果和中介效应检验的标准，

分别以家庭教养方式各维度为自变量，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以学业成绩为因变量，检验三个

自变量的中介关系模型。 
因为父亲情感温暖理解(FSS1)、惩罚严厉(FSS2)、过分干涉(FSS3)、偏爱被试(FSS4)、过度保护(FSS6)

和母亲过度干涉保护(MSS2)、拒绝否认(MSS3)、惩罚严厉(MSS4)和偏爱被试(MSS5)与学业成绩的相关不

显著，而父亲拒绝否认(FSS5)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不显著，这十个维度均不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前

提条件，所以只将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SS1)作为自变量。 
模型：以 MSS1 为自变量，以学业成绩为因变量，以学业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加入学业自我效

能感后，MSS1 的 β 值由 0.051 降到 0.026，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在 MSS1 与学业成绩

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从解释率的变化来看，MSS1 对学业成绩的直接解释率为 0.6%，中介模型对学业成

绩的解释率为 3.8%，解释率有所增加，说明中介模型能更好地解释 MSS1 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如表 2 所

示。 

4. 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SS1)与学业成绩呈显著相关，但联合解释

变异量只有 3.2%~3.8%。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

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母亲情感温暖理解(MSS1)这一维度是通过学业自我效能

感影响学业成绩。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一方面会直接影响学业成绩，另一方面会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来影响学业成绩，

这一结果与以往一些研究相符。然而，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对其学业成绩的预测程度为 0.6%，这一结果

表明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较小，这一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钱珍，2008)。 
虽然高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其学业成绩影响很小，但优化高中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发展其各项心

理机能具有重要意义。应鼓励和引导家长认识其自身的教养方式和其对子女各项心理机能的重要影响，

并促进良好教养方式和抵制不良的教养方式。 
此外，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学业成绩，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是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学业成绩。

这体现出自我效能感的重要作用，也验证了特殊领域的自我效能感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业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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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rrelation among parenting style,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表 1.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维度 FSS1 FSS2 FSS3 FSS4 FSS5 FSS6 MSS1 MSS2 MSS3 MSS4 MSS5 学业自我

效能感 
学业

成绩 

FSS1 1.000             

FSS2 −0.084* 1.000            

FSS3 0.328** 0.517** 1.000           

FSS4 0.078* 0.186** 0.107** 1.000          

FSS5 −0.012 0.671** 0.537** 0.142** 1.000         

FSS6 0.286** 0.460** 0.571** 0.131** 0.487** 1.000        

MSS1 0.718** −0.159** 0.148** 0.036 0.127** 0.117** 1.000       

MSS2 0.169** 0.356** 0.599** 0.067 0.436** 0.535** 0.293** 1.000      

MSS3 −0.156** 0.524** 0.341** 0.155** 0.634** 0.410** −0.132** 0.555** 1.000     

MSS4 −0.096** 0.646** 0.300** 0.086* 0.477** 0.320** −0.099** 0.476** 0.680** 1.000    

MSS5 0.118** 0.119** 0.054 0.821** 0.069* 0.068 0.192** 0.079* 0.071* 0.038 1.000   

学业自我 
效能感 

0.138** −0.037 0.064 0.043 −0.036 0.005 0.178** 0.083* −0.029 −0.056 0.061 1.000  

学业成绩 0.054 −0.049 0.047 0.045 −0.081* 0.001 0.075* 0.041 −0.038 −0.012 0.063 0.196** 1.000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1，下同。 
 
Table 2. Mediating effect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表 2.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通过学业自我效能感影响学业成绩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自变量 R2 F β t 

模

型 

学业自我效能感 MSS1 0.032 26.583*** 0.178 48.370*** 

学业成绩 MSS1 0.006 4.609* 0.051 1.446 

学业成绩 
MSS1   0.026 0.726 

学业自我效能感 0.038 32.471*** 0.196 5.698*** 

 
能感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更为直接，提高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对于促进学生的学业成绩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5. 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本研究采用了岳冬梅等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量表，虽然本研究证明其依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指标，但随着父母教养方式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问卷也在不断出现，如蒋奖等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

式问卷等(龚艺华，2005；蒋奖，许燕等，2009；蒋奖，鲁峥嵘等，2010)。未来研究有必要使用多个问卷

并比较其优劣，以发展出更为简便有效的测量问卷。 
其次，本研究选取的高中生样本容量还有待提高，大样本对于揭示变量间的相互联系非常必要。未

来研究也可以加入初中生、小学生等样本群体，以进行横向比较。当然，纵向追踪研究相信也能发现更

多有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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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研究使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技术比较简单。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更先进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如

MCMC 方法和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方杰，张敏强，2012；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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