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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CEPS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2013~2014年基线调查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

分析方法，探讨父母学业参与对初中生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1) 父母“检查学生作业”、“指

导学生功课”、“对学生学业要求严格程度”，均会对初中生学业成绩产生显著影响；2) 父母“对学生

学业要求严格程度”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是正向的；3) 父母“检查学生作业”和“指导学生功课”

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是负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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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3~2014 baseline survey of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We use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to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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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re the impact of parents’ academic participation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children. It was found that: 1) parents “checking student homework”, “guiding student 
homework”, and “strict degrees of academic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
pacts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2) the impact of parents “strict 
degrees of academic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
mance is positive; 3) the impact of parents “checking student homework” and “guiding student 
homework”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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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发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

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1 年 10 月 23 日，我国公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2022 年 1 月 1 日，该法正式实施[1]。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生

活的基本载体、学生学习的最初场所，越来越成为学者研究学生成绩时关注的领域[2] [3]。本研究聚焦家

庭层面，研究父母学业参与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2.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围绕父母学业参与的三个方面：“检查学生作业”、“指导学生功课”以及“学业要求

严格程度”，研究父母学业参与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0 1 2 3Average score= + check+ tutor+ strict+ Z+ Hβ β β β α γ µ=  

其中，Average score 是学生学业成绩，check 是检查学生作业，tutor 是指导学生功课，strict 是学业要求

严格程度，Z 是学生个体特征变量(性别、是否独生子女)，H 是家庭特征变量(父母的教育水平、家庭经

济条件、家里的书多少、家里是否有电脑和网络)，μ为误差项。 

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ese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以下简称 CEPS)基线数据库进行研

究。CEPS 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与实施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旨在揭示家

庭、学校、社区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对于个人教育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教育产出在个人生命历程中

发生作用的过程。该调查以 2013~2014 学年为基线，在全国随机抽取的 28 个县级单位中随机抽取了 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的 19,487 名七年级(初一)和九年级(初三)学生。CEPS 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手段，对全

体被调查学生及其家长或监护人、班主任教师、主课任课教师以及学校负责人进行问卷调查。 

3.2. 样本描述 

本研究采用的是 CEPS 2013~2014 年的学生问卷数据，在剔除缺失值之后，获得的有效样本数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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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71 个。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户籍与流动、成长经历、身心健康、亲子互动、在校

学习、课外活动、与老师/同学的关系、社会行为发展、教育期望以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等。 
在 16,971 个样本中，男生占 50.3%，女生占 49.7%，男女比例相差不大；独生子女占 43.9%，非独

生子女占 56.1%，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比例相差不大；家庭经济条件中等的学生占 75.7%，说明多数学

生的家庭经济处于中等水平；从未指导过学生功课的家长比例高达 44.1%，这有可能与父母的受教育水

平有关；母亲的教育水平有 4 成是初中，父亲的教育水平也有 4 成是初中，总体上学历水平不高(表 1)。 
 

Table 1.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变量 类型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占比(%) 

学生学业成绩  70.35 8.46 20.27 97.98  

检查学生作业 

从未 

2.40 1.18 1 4 

29.6 

一到二天 29.2 

三到四天 13.1 

几乎每天 28.1 

指导学生功课 

从未 

2.01 1.11 1 4 

44.1 

一到二天 27.1 

三到四天 12.0 

几乎每天 16.8 

学业要求严格程度 

不管 

2.47 0.55 1 3 

2.9 

管但不严 47.4 

管得很严 49.7 

性别 
男     50.3 

女     49.7 

是否独生子女 
是     43.9 

否     56.1 

母亲的教育水平 

没受过任何教育 

3.83 1.98 1 9 

3.6 

小学 20.8 

初中 41.2 

中专/技校 5.9 

职业高中 1.8 

高中 13.6 

大学专科 5.5 

大学本科 6.7 

研究生及以上 1.0 

父亲的教育水平 

没受过任何教育 

4.21 1.99 1 9 

0.6 

小学 14.5 

初中 44.0 

中专/技校 5.7 

职业高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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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高中 

    

17.5 

大学专科 5.9 

大学本科 8.3 

研究生及以上 1.5 

家庭经济条件 

非常困难 

2.99 0.55 1 5 

1.5 

比较困难 10.7 

中等 75.7 

比较富裕 11.4 

很富裕 0.6 

家里的书多少 

很少 

3.18 1.21 1 5 

12.4 

比较少 13.1 

一般 34.7 

比较多 24.5 

很多 15.4 

是否有电脑和网络 

都没有 

1.31 0.91 0 2 

30.5 

有电脑无网络 8.5 

有电脑和网络 61.1 

4. 变量说明 

4.1. 因变量 

因变量为“学生学业成绩”，由学生的语数英三科标准化分数的平均值来测量，是数据中学生语数

英三科的期中成绩标准化之后的加总平均。 

4.2. 自变量 

研究旨在探讨父母学业参与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因此选取数据库中关于父母学业参与的变量

作为自变量，具体如下： 
检查学生作业。这一变量是根据学生问卷中 B 部分的第 22 题的第 1 个小题“上个星期，你的父母有

没有督促过你的学习：检查你的作业？”作为测量的题目，赋值 1~4 分，分数越高，说明父母检查学生

作业的频率越高。 
指导学生功课。这一变量是根据学生问卷中 B 部分的第 22 题的第 2 个小题“上个星期，你的父母有

没有督促过你的学习：指导你的功课？”作为测量的题目，赋值 1~4 分，分数越高，说明父母指导学生

功课的频率越高。 
学业要求严格程度。这一变量是根据学生问卷中 B 部分的第 23 题的第 1 个小题“你的父母在以下事

情管你严不严——作业、考试”作为测量的题目，赋值 1~3 分，分数越高，说明父母对学生的学业要求

越严格。 

4.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母亲的教育水平、父亲的教育水平、家庭经济条件、家里的书

多少、家里是否有电脑和网络(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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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Variable assignment 
表 2. 变量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 类型 赋值 

因变量 学生学业成绩 连续 标准化分数 

自变量 

检查学生作业 定序 
1 = 从未，2 = 一到二天，3 = 三到四天，4 = 几乎每天 

指导学生功课 定序 

学业要求严格程度 定序 1 = 不管，2 = 管但不严，3 = 管得很严 

控制变量 

性别 二元 0 = 女，1 = 男 

是否独生子女 二元 0 = 不是，1 = 是 

母亲的教育水平 定序 1 = 没受过任何教育，2 = 小学，3 = 初中，4 = 中专/技校，5 = 职业

高中，6 = 高中，7 = 大学专科，8 = 大学本科，9 = 研究生及以上 父亲的教育水平 定序 

家庭经济条件 定序 1 = 非常困难，2 = 比较困难，3 = 中等，4 = 比较富裕，5 = 很富裕 

家里的书多少 定序 1 = 很少，2 = 比较少，3 一般，4 = 比较多，5 = 很多 

是否有电脑和网络 定序 0 = 都没有，1 = 有电脑无网络，2 = 有电脑和网络 

5. 数据分析方法 

5.1. 描述性分析 

表 1 报告了样本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5.2. 多元回归分析 

如表 3 所示，模型 1 是不加控制变量的总体父母学业参与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模型 2 是加入

了学生个体特征变量(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模型 3 是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results 
表 3.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检查学生作业 −0.075*** −0.067*** −0.07*** 

指导学生功课 −0.05*** −0.053*** −0.078*** 

学业要求严格程度 0.094*** 0.094*** 0.086*** 

性别  0.242*** 0.233*** 

是否独生子女  −0.044*** 0.001 

母亲的教育水平   0.031*** 

父亲的教育水平   0.071*** 

家庭经济条件   −0.005 

家里的书多少   0.09*** 

是否有电脑和网络   −0.047*** 

R2 0.014 0.073 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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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析结果与解读 

在 3 个模型中，自变量“检查学生作业”、“指导学生功课”、“学业要求严格程度”的系数大小

略有变化，但方向保持一致，且 3 个自变量的系数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 1 是无控制变量的总体情况。父母学业参与的三个要素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其中，父母的“学业要求严格程度”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是正向的，即父母对学生的学业要求越严

格，学生的学业成绩越好，反之则成绩越差，可能是因为父母对学生的学业要求越严格，学生会感到学

习压力，进而产生学习动力，学业成绩也就越好，但是父母对学生的要求不可以过分严格，因为这样会

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有的学生会失去自己独特的个性，只知道如何满足父母对

人生成就的要求，而有的学生会产生逆反心理，对学习越来越不感兴趣；父母“检查学生作业”和“指

导学生功课”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是负向的，这种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家长在检查学生作业和指导

学生功课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当，致使学生产生过度依赖心理或产生思维混乱现象。 
模型 2 是加入了学生个体特征变量(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性别”以及“是否是独生子女”两个变

量的系数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R2 由 0.014 增加到 0.073，说明“性别”以及“是否是独生子女”两个

变量对初中生学业成绩有影响。 
模型 3 是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R2 由 0.073 增加到 0.089，说明家庭特征变量对初中生学业成绩有一

定影响。在加入了家庭特征变量之后，“是否是独生子女”这一变量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不显著了。

“母亲的教育水平”、“父亲的教育水平”、“家里的书多少”以及“是否有电脑和网络”这几个变量

的系数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母亲的教育水平”、“父亲的教育水平”以及“家里的书多少”

3 个变量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是正向的，可能是因为父母的教育水平会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对学生

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业成绩，高学历的父母由于见识更多，知识更广，

容易培养出成绩较好的学生，变量“是否有电脑和网络”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是负向的，可能是因

为初中生年龄尚小，自制能力还不够强，利用网络开展辅助学习的活动不多，而利用网络进行娱乐活动

比较多，影响到学业成绩的提高。 

7. 结论与建议 

基于 CEPS 2013~2014 年的学生问卷数据，探讨父母在以下 3 个方面的学业参与：检查学生作业、指

导学生功课、学业要求严格程度，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检查学生作业、指导学生

功课、对学生学业要求严格程度，均会对初中生学业成绩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父母的“学业要求严

格程度”对初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是正向的，父母“检查学生作业”和“指导学生功课”对初中生学业

成绩的影响是负向的。“性别”以及“是否是独生子女”两个变量会对初中生学业成绩产生影响。家庭

对初中生学业成绩会产生影响。 
据此，提出如下建议。首先，父母要对学生的学业严格要求，给学生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初中生

年龄不大，可能还不清楚也不完全理解学习的意义，需要家长的严格要求和正确引导，但是不能过于严

格，要把握好严格要求的度，否则学生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削弱学生的学习兴趣，父母还要严格控制学

生网络娱乐的时间，初中生自制能力还不够强，容易沉迷网络，影响到学业成绩。其次，父母在检查学

生作业和指导学生功课的时候，要注意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当检查出错题时，不要立刻帮学生指出错

误，要先让学生自己找到错误，学会自己检查，指导学生功课不要强行控制学生的思路，要给学生一些

独立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最后，重视家庭环境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多给学生买一些

有益的书籍，多陪学生一起读书，在家庭中营造良好的书香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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