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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于子女的发展至关重要。父母对于孩子的学业和生活有多种参与方式，

本文主要探讨其中基于家庭的卷入方式之一即家庭作业。近些年来关于家庭作业的话题十分热门，往往

许多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时遇到了许多困扰，如不知道如何辅导，对于孩子的表现感到担忧和对学校教

授的教学了解不足。本文根据以往家庭作业中家长参与的研究，首先简要介绍家长参与的概念，接着对

父母参与家庭作业的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与归纳，探讨有效的家庭作业家长参与的方式，并且简要说明

了当下父母参与家庭作业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与对未来研究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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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irst teachers of children, parent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ir children’s development. 
Parents have a variety of ways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children’s study and lif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one of the ways based on family involvement, namely homework. In recent years, the 
topic of homework is very popular. Many parents often encounter many problems when tutoring 
their children’s homework. For example, they don’t know how to tutor their children, they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children’s performance, and they do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teaching of 
school professor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homework,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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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then makes a simple summary 
and indu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homework, explores the effective ways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homework, and briefly explain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parents’ par-
ticipation in homework at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it puts forwar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
rent research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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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儿童需要在学校接受系统的学习，但父母是孩子的首要监护人，在对于子

女的教育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我国就对教育十分重视，流传出“教先从家始”、“正

家而天下定矣”、“苟家人之居正，则天下之无邪”等名句。古代的教育思想主张主要有：及早施教、

一视同仁、严慈相济、注重道德品质修养、甚至主张可以体罚，而这些教育思想也主要以父母作为主体。

西方国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实行了系列儿童发展补偿计划以帮助父母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之中。1979
年，布朗芬布伦纳(U Bronfenbrenner)提出发展心理学中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强调

发展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其中，环境层次的最里层微观系统，如家庭、学校和

同伴；中间系统，如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外层系统，如社会、父母的工作环境等，都直接或间接与家

长参与有关。该理论为家长参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近几十年来，许多研究者从家长参与的

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如家庭教养方式与类型、家长参与的结构、影响因素、与学业的关系及影响

机制等。 

2. 家长参与概述 

2.1. 家长参与的概念 

家长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又可以被翻译为父母卷入，根据 Seginer (2006)的定义，家长参与指父

母对于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期望，以及在学校或家庭中为了孩子的学业成就和心理发展所作出的一系列行

为[1]。可以说，家长参与即为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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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家长参与的结构 

有关家长参与的结构，从教师的角度有 Epstein (1995)提出的六种父母教育卷入类型：养育(Parenting)、
交流(Communicating)、志愿者活动(Volunteering)、家庭学习(Learning at home)、决策(Decision Making)、
与社区合作(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munity) [2]。其中养育、家庭学习和与社区合作可以划分为基于家

庭的参与(Home-based involvement)，交流、决策和志愿者活动可以划分为基于学校的参与(School-based 
involvement)。从父母的角度，Fan (2001)在对以往研究进行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家长参与的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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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儿童之间的交流(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家庭监控(home supervision)、对孩子的教育渴望

(educational aspiration for children)、家校联系与参与(school contact and participation) [3]。Grolnick 将家长

参与分为三个维度：行为参与(behavior involvement)、亲身参与(personal involvement)、认知/智力参与

(cognitive/intellectual involvement) [4]。此外，还有人提出父母教育参与的结构并不稳固，会随着儿童的

成长不断发生变化[5]。 

2.3. 家长参与的影响因素与作用发挥 

针对家长参与的影响因素和发挥作用的机制，Hoover-Dempsey 提出了父母教育卷入的多水平模型[6] 
[7]。该模型由 5 个连续的水平所构成，第一层由影响父母参与的 3 个因素构成：1) 父母的动机和信念即

父母关于他们在孩子教育中应该做什么的信念，以及父母对帮助孩子在学校中取得成功的效能感。2) 父
母对来自学校、儿童和教师邀请参与的知觉、父母感知的生活情境，包括自我感知到的知识和技巧、自

我感知到的时间和精力。第二层为父母卷入的行为，其形式包括基于家庭的卷入和基于学校的卷入，具

体的行为有鼓励、示范、引导、强化等。第三层是孩子对父母卷入行为的知觉，包括知觉到的鼓励、示

范、强化、指导。它受到父母参与行为的调节。第四层是与学习成绩有关以及与学业成绩结果接近的儿

童特征，包括学业自我效能感、学习的内在动机、自我调节策略的使用、与教师关系的社会效能感。儿

童的这些特征受到孩子感知到父母卷入行为的影响。第五层是学生的学业成绩。第一级水平的三个心理

因素影响着父母卷入的行为，父母的参与行为调节着孩子对父母卷入行为的知觉，从而影响着他们与学

习成绩有关的心理特征，而这些心理特征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绩。 

3. 家庭作业中的家长参与概述 

之前已有的研究表明家长参与主要包括基于学校和基于家庭，其中，家庭作业作为一种基于家庭的

家长参与方式，是最常见也是当下较为热门的家长参与方式。 
Harris Cooper 对于家庭作业的定义为学校教师布置给学生的，让他们在非学校时间完成的任务。设

置家庭作业的目标在于：1、提升学业成就；2、增强学生动机和自我管理；3、建立学校与家长之间的积

极联系[8]。家庭作业在世界上所有的教育系统中都是学生学习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研究发现，每

天完成合理数量的作业有助于学生养成有利于学习的学习习惯，并最终提高学习成绩。父母对儿童家庭

作业的参与被认为是儿童生活中最直接的、面对面的参与形式[9]。 

3.1. 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方式与影响因素 

国内外对于家庭作业家长参与的方式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不同的研究者对家庭作业家长参

与的概念的理解不一样，那么相应的家庭作业家长参与方式也不一致。Nunez 指出家长的作业参与方式

可分为两大类：控制与支持[10]；顾应凤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到，家长指导家庭作业的方式和内容主要以家

庭为本，更倾向于实施提供持、常规监督、直接指导、参与互动和作业反馈而很少实施教师沟通、作业

归类和培养自主性[11]。另外，也有研究者从父母参与家庭作业的不同维度进行研究，如 Pomerantz 指出

父母参与家庭作业的四个性质不同但动态相关的方面：1) 自主支持和控制；2) 过程与对人的关注(即对

孩子采用掌握目标或表现目标)；3) 积极与消极的影响；4) 对孩子积极和消极的信念[12]。Lorenz Wild
得出父母参与家庭作业的四个维度：1) 自主支持与实践；2) 控制；3) 架构(指导家庭作业的环境)；4) 情
感参与(父母了解孩子在作业中的感受) [13]。Cunha 等人(2018b)根据 2118 个亲子二元样本的回答，验证

了小学和初中儿童(9~13 岁)家长在数学领域的家庭作业管理量表(PHMS)。PHMS 量表最初是用来测量四

种常见的父母参与类型：1) 环境；2) 时间；3) 动机；4) 情绪管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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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家长自己的动机：如家长对于孩

子心理需求的支持程度；2、家长的社会地位：有研究表明，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家长参与的可能

性就越大，而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父母则不太可能参与孩子的家庭作业。阎艳通过研究发现在指导家庭

作业时间方面，双职工家庭家长的辅导能力优于非双职工家庭的家长，独生子女家庭的家长表现优于非

独生子女家庭的家长；3、孩子的学业成就：家长的参与是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当孩子的学业成绩

较差时家长更倾向于参加到作业辅导当中。 

3.2. 父母对家庭作业的参与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 

前人的研究总结指出家长在家庭作业中的作用有：提高作业效率、提高学业成绩、增进交流(亲子交

流与家长老师之间的交流)、培养孩子的态度和兴趣、改善孩子表现、促进孩子自身发展等。在对于家庭

作业中的家长参与研究中，许多研究关注父母的参与对于孩子学业成绩的影响。之前国外的研究表明：

如果家庭与学生一起参与阅读相关的家庭的家庭作业活动，那学生的阅读技能会更好。许多研究表明，

父母对家庭作业的参与被认为与学业成绩显著相关，Patall 等人(2008 年)发现，在学生对家庭作业的态度

等变量中，父母参与家庭作业对学生成绩有积极影响[15]，Pomerantz 等人(2007 年)发现，父母行为参与

提高了学生成绩，因为它促进了学生的动机，鼓励了学生的承诺行为[12]；J. C. Núñez (2015)的其中一项

研究表明父母在家庭作业中的行为(控制与支持)通过学生作业行为(如完成作业数量、作业管理或质量)来
影响学生成绩。然而，家长参与家庭作业同样可能出现负面作用：父母过度的干预会阻碍孩子的学习、

会加大高低学业成就者之间的差距、产生亲子冲突、学业疲劳等[16]。如 Eleftheria N. Gonida (2014)的研

究表明，父母采用直接干预的方式来介入家庭作业会对孩子的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17]。 

3.3. 父母参与家庭作业对孩子的影响机制 

通过 Hoover-Dempsey 提出了父母教育卷入的多水平模型可以看出父母参与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影响

孩子，在家庭作业上，目前的研究表明出多种父母参与家庭作业对孩子的影响机制。如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自主动机、父母自主支持、儿童的自我效能感、教育期望、不同类型的作业参与方式等。相关的理

论如期望价值理论、目标导向理论等也用于父母参与或教师参与对学生家庭作业的影响的研究。动机性

家庭作业模型表明，父母参与家庭作业有助于促进动机资源，提高儿童的家庭作业参与度[18]。封晓伟

(2017)等人通过对初中生数学家庭作业的研究指出家长参与、家长自主支持能通过影响家庭作业自主动机

进而影响家庭作业努力[19]。有研究表明自主动机在感知的教师作业管理和感知的家长作业内容导向支持

与学生作业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当孩子感知到父母对自己的学业提供支持，那么他们的参与兴趣会

随着能力的提升和自主性的增加而增长[20]。以上研究都表明：家长自主支持、孩子的自主动机都是父母

参与家庭作业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3.4. 父母参与家庭作业存在的问题 

父母在家庭作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当下也因此出现了令父母、老师和孩子十分难堪的情况，

如前一段时间出现的孩子家长退出班级微信群等，反映出来家长参与家庭作业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

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地位不对等，家校沟通不畅。有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获取家长对于数学作业辅

导的看法，结果表明教师缺乏对家长的指导，家长不知道自己的指导是否适当。如果家长希望在孩子的

作业过程中得到帮助，就必须从老师那里获得相关的信息[21]。Tim Jay (2018)通过邀请小学儿童父母进

行小组焦点访谈的方法，从中了解到父母很难支持孩子数学学习，主要原因在于以学校为中心的父母参

与(如由教师、学校设置的作业)方式让家长很难支持下去，父母表示自己不知道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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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技巧，许多知识已经淡忘。不同的数学水平和不同的教学方法的结合在家庭作业中造成了父母和孩

子的不和谐。此外还受到父母自身时间精力、孩子的能力和态度的影响[22]。Ana Patrícia de Oliveira 
Fernandez (2014)通过量表和小组焦点访谈的方法收集父母对于孩子家庭作业和参与学校生活的看法，家

长表明家庭作业是一项促进学生在学校所学知识的训练和保留活动，是学业成功的条件之一，但对此也

表现出负面情绪，如家长表示家庭作业远不是学生们喜欢的活动，他们在面对任务时会有一种逃避策略

(如报告家长说没有作业)。在对完成家庭作业的感受中，不少父母表示自己的自身时间和精力不足，对子

女获得自主权抱有很大希望，另外一些家长认为学校的任务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从而反对学校布

置家庭作业。由此可知，鼓励家长参与家庭作业，要考虑到学校教师的学术能力、学生的自主性、自律

以及家长自身的时间、精力问题[23]。 

4. 未来研究的启示 

目前对于家长参与的研究越来越全面也越来越深入，但依然缺少对于家长对家庭作业的具体指导方

式的研究。Dumont 等人(2012 年)发现，父母参与家庭作业积极和消极结果的关系取决于父母参与的质量

和教育结果的不同衡量标准(成就、自我概念和态度) [24]。一方面，应继续探究父母参与家庭作业对于孩

子影响的具体机制。作为家长，应该更加关注家庭作业参与的形式而并非数量。 
另一方面，应注意父母参与的动态性以及孩子的发展。如孩子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父母卷入程度的

要求不同。与小学生相比，中学生可能更有内在动力做作业，小学生可能更依赖外在动力做作业。这表

明，年龄较大的学生比年龄较小的学生更容易理解和内化作业的内在价值，从而导致年龄较大的学生的

作业完成(和其他作业行为)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更强。有研究分析了中国学生(7 年级和 11 年级)报告的

做作业的行为，并得出结论，年龄较大的学生比年龄较小的学生更少参与、更少坚持、更少表达做作业

的乐趣。一些大龄学生在完成作业时贬低学业，表现出较少的努力和坚持的模式。许多研究报告称，随

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家长参与家庭作业的频率越来越低。此外，以往研究多为横断研究，在以后的研究

中可以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来获取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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