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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研究了家长教育参与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机制，考虑了不同的定义、理论模型以及国内外研

究现状。家长教育参与的定义涵盖了多个维度，包括家长与学校互动和家庭内部互动，旨在支持学生的

学术成就和整体发展。本文介绍了Hoover-Dempsey和Sandler的家长参与模型以及Grolnick和

Slowiaczek的多维度家长教育参与模型，强调了家长的知觉、动机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文献综述表

明，积极的家长教育参与与学生学业表现存在正相关，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中，家长的期望对学生的学术

表现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文献揭示了某些局限性，例如研究方法的不一致，与学生年龄和文化背景相

关的变化，以及家庭和学校之间合作的探索不足。未来的研究可以致力于建立更一致的测量工具、考虑

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需求、开展跨文化研究以及深入研究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这将有助于更深入

地理解家长教育参与的影响，为改进学生的学术表现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和实践建议，为教育决策提

供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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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stu-
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various definition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at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The concep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encompasse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schools, as well as within the family,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supporting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holist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parental involvement models 
proposed by Hoover-Dempsey and Sandler, as well as the multidimensional parental involvement 
model by Grolnick and Slowiaczek, emphas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parental perceptions, mo-
tivations, and actual behaviors.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dicate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oactive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particularly notabl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where parental expectations wiel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students’ 
scholastic achievements. Nevertheless, the literature reveals certain limitations, such as inconsis-
tencies in research methodologies, variations related to students’ ag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an inadequately explored domain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schools. Future re-
search endeavors should focus on establishing more standardized measurement tools, consider-
ing the distinct needs of students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conducting cross-cultural studies, 
and delving deeper into the dynamics of family-school cooperation. These efforts will contribute 
to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ffering targeted policy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ing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roviding 
guidance to educational decision-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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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家长教育参与在教育领域备受瞩目，因为它在学生学业表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家长教育参

与可被定义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旨在支持学生的学术和社会发展。这种互动可以包括参与

家庭作业、参加家长教师会议、提供学术指导以及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积极的家长教育参与对学生的学业表现和整体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领域的

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跨学科的领域，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家庭研究。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深入探

讨家长教育参与的重要性和影响。 
家长教育参与的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逐渐演变，并成为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早期的研究主要强调

了家长的行为性参与，例如家长参加学校活动和会议。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家长

教育参与的多维度性质，它不仅包括行为性家长教育参与，还包括认知性和情感性家长教育参与。 
认知性家长教育参与强调了家长与学生的学术互动，包括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讨论学术问题以及

提供学术支持。这种形式的家长教育参与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成就。情感性家长教育参与

则着重于家长对孩子的情感支持和鼓励，以促进他们的学术表现和社会发展。家长的情感支持可以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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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的学术动力，有助于克服学术困难。 

1.1. 家长教育参与的多维度理解 

家长教育参与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可以包括多种方式的互动。例如，有研究强调了行为性家长教

育参与，包括家长在学校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如出席家长教师会议或志愿者活动。另一方面，认知性家

长教育参与强调了家长与学生学业相关的对话和互动，如帮助孩子解决学术问题(Grolnick & Slowiaczek, 
1994)。此外，还有个人性家长教育参与，它强调了家长对孩子的情感支持和鼓励，以促进他们的学业表现

(Hill & Tyson, 2009)。因此，家长教育参与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各种方式的参与都对学生的发展产生影响。 

1.2. 学生年龄和文化背景的重要性 

家长教育参与在学生学业表现中的作用在不同年龄段和文化背景下可能有所不同。在初中和高中，

学生的需求和挑战与小学生有所不同，因此家长的参与方式和效果可能会有变化。此外，文化背景也会

影响家长教育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因为不同文化对于家长在学校中的角色和期望存在差异(Wang & 
Sheikh-Khalil, 2014)。 

1.3. 家长教育参与与学生学业表现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积极的家长教育参与对学生学业表现产生积极影响(Grolnick & Slowiaczek, 
1994; Fan & Chen, 2001; Wong, 2008; Cheung & Pomerantz, 2012; Mcquiggan & Megra, 2017)。这包括提高

学术成绩、学校适应和心理健康。研究还表明，家长的支持和鼓励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

的学术动力，有助于克服学术困难(Grolnick & Slowiaczek, 1994)。因此，了解家长教育参与对学生学业表

现的影响对于改进教育体系和家庭互动至关重要。 
在这个研究综述中，将进一步探讨不同维度的家长教育参与、学生年龄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家

长教育参与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还将分析当前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改进

的思路，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促进积极的家长教育参与。 

2. 研究现状 

2.1. 家长教育参与的定义 

家长教育参与的概念在国内外学者之间有多种定义，这反映了其多维度性质。例如，Deslandes 和

Bertrand (2005)定义家长教育参与为“家长投入到孩子的学校生活中，以帮助他们获得学术和社会技能的

过程。”Hill 和 Tyson (2009)将其概括为“家长教育参与学校和教育活动，以支持孩子的学业发展”。这

些定义强调了家长与学校互动的性质，旨在支持学生的学术成就和整体发展。一般来说，父母的参与是

指父母在教育孩子(Al-Alwan, 2014)中的作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家庭作业，与学校相关的讨论，访

问学校与老师(Lavenda, 2011)交谈。它也被定义为“父母与学校和他们的孩子的互动，以促进教育的成

功”(Hill et al., 2004)，而且通常还涉及到父母在儿童生活的学术领域的投资(Hill et al., 2004)。因此，父

母的参与包括父母的教育目标和期望，以及父母如何鼓励在家里、在学校和在亲子关系中取得成就(Hill & 
Tyson, 2009)。因此，父母的参与已被分类成几个子类型。例如，以学校为基础的参与(例如，参加家长会，

参与学校管理等)、家庭参与(例如，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参观博物馆，或给孩子读书)和学术社会化(例
如，父母为孩子设定教育目标和对孩子保持期望，以及与孩子沟通父母的期望) (Hill & Tyson, 2009)。也

有学者将父母的参与分为三种父母的关系和参与结构：父母参与学校、亲子关系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愿望(Mo & Singh, 2008)。被国内普遍运用的概念是由 Rachel Seginer 提出的：家长教育参与指的是家长

在家或者在学校，基于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成就期望，为了提升学生的教育成就而产生的各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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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iner, 2006)。(罗良，2011；罗良，吴艺方，韦唯，2014；韦唯，吴艺方，任萍，罗良，2015；郭筱琳，

周寰，窦刚，刘春晖，罗良，2017)等人在教育卷入研究中都是采用的这一概念，其中的教育主要指的是

学习，是一种狭义的教育。 

2.2. 家长教育参与的理论模型 

2.2.1. Hoover-Dempsey 和 Sandler 的家长参与模型 
为了更好地理解家长参与的影响机制，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框架。Hoover-Dempsey 和

Sandler (1995)提出的家长参与模型突出了家长的知觉、家长的动机以及实际家长参与之间的关系

(Lavenda, 2011)。根据这一模型，家长的知觉，如家长是否认为他们的参与对孩子的学业有帮助，将影响

家长的动机(Cheung & Pomerantz, 2012)。家长的动机又会影响家长的实际行为，从而对学生的学业表现

产生影响(Grolnick & Slowiaczek, 1994)。这一模型强调了家长的参与不仅仅取决于他们的行为，还与他们

的态度和信念密切相关。 

2.2.2. Grolnick 和 Slowiaczek 的多维度家长教育参与模型 
Grolnick 和 Slowiaczek (1994)提出的多维度家长教育参与模型(Grolnick & Slowiaczek, 1994)。这一模

型将家长教育参与分为三个维度：行为、智力或认知以及个人三个维度。行为维度主要包括家长在学校

中的实际行为，如参加家长会、与老师面对面交流和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等。智力/认知维度强调了家长

与学生学术相关的对话和互动，如对于学生的教育期望。个人维度关注了家长对学生情感支持和鼓励的

程度。这一模型强调了不同方式的家长教育参与，以及它们对学生学业表现的不同影响。 

2.3. 家长教育参与的模式 

(1) Epstein 的家庭学校社区合作模式：Joyce L. Epstein 提出了家庭学校社区合作的六个关键领域，包

括家庭参与学校决策、家庭协助学校活动、家庭支持学校政策、家庭参与学习活动、家庭与学校的沟通、

家庭提供学术支持。该模式强调了学校与家庭、社区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Epstein, 2010)。 
(2) 洛克伍德计划(Lockwood Plan)：洛克伍德计划是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个家校合作项目，通过

家庭访问、家长培训和学校活动等方式，促进了家长的积极参与。该计划在改善学生学术表现和学校氛

围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单文顶，2020)。 
(3) 卡内基家庭学校合作计划：卡内基家庭学校合作计划旨在通过家长培训、教育资源提供和社区活

动来促进家校合作。该计划强调了建立支持性家庭环境对于学生学术成功的重要性(夏立新，杨宗凯，黄

荣怀，顾建军，刘三(女牙)，2023)。 
家长教育参与对学生的学术表现和整体发展至关重要。Joyce L. Epstein 提出的家庭学校社区合作模

式强调了六个关键领域，包括家庭参与学校决策、协助学校活动、支持学校政策、参与学习活动、与学

校沟通以及提供学术支持。这些领域凸显了家长在学生教育中的多方面作用，从参与学校决策到提供学

术支持，都对学生的学术成功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家校合作计划如洛克伍德计划和卡内基家庭学校合

作计划通过家访、培训和社区活动等方式促进了家长的积极参与，进而改善了学生的学术表现和学校氛

围。总体而言，家长教育参与不仅加强了学校与家庭、社区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而且在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学业成就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对于创造积极的学术环境、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积极的家长教育参与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例如，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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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hen (2001)的元分析研究发现，家长教育参与与学生的学术成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关系(Fan & Chen, 
2001)。类似地，Hill 和 Tyson (2009)的研究通过对家长教育参与策略的元分析，得出了家长教育参与

对学生学业表现的积极影响。这些国际研究支持了家长教育参与对学生学业表现的重要性(Hill & Ty-
son, 2009)。 

一些研究表明，当父母积极参与孩子的家庭作业时，学生的学术表现通常更好。父母可以提供学习

支持，解答问题，并鼓励孩子建立积极的学习习惯。有关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活动的研究发现，这种参与

形式有助于加强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术支持。这包括参加家长会议、家庭

访问日以及学校的文化和艺术活动。 
在国内，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了家长教育参与对学生的影响。例如，Wang 和 Sheikh-Khalil (2014)的研

究发现，积极的家长教育参与与学生的学术成绩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积极的关联。此外，有研究关注了

中国家长的教育参与特点，如 Cui 等人(2023)的研究，他们探讨了中国家长的情感社会化实践与青少年心

理适应之间的双向影响(Cui et al., 2023)。 

3.1. 家长教育参与对于学生的影响 

家长教育参与对于学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其中涵盖了学生在学业、情感和社会方面的综合发展。 

3.1.1. 学业成功 
通过家庭与学校合作，学生通常表现出更高的学业成绩。这可能是因为家长的参与促进了学习的积

极氛围，为学生提供了额外的学术支持和资源。家长与学校的合作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兴趣和天赋，

从而可以为他们提供更个性化的学科支持和引导，推动学科兴趣的发展(黄松涛，姜永志，2023)。 

3.1.2. 情感健康 
家庭与学校的积极合作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可，有助于塑造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种

情感支持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挫折和困难。家长在学生的学业规划和目标设定中发挥积极作用，有

助于减轻学业压力，使学生更加平衡地面对学术挑战(李维，2021；代文武，李兆岚，贾宁，2022)。 

3.1.3. 社会发展 
家庭与学校的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

对学生的社交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家庭与学校的合作可以共同强调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通过参与社区服务、义工活动等形式，培养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责任心(吕慈仙，杨沛锦，孙佳，

明月胧，n.d.)。 

3.1.4. 学业规划与生涯发展 
家长与学校共同关注学生的学业规划，帮助学生更明确地设定学业目标。这有助于学生更早地思考

自己的兴趣和职业方向，为未来的生涯发展奠定基础。家庭与学校的合作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经验

和职业指导，帮助他们培养与职场相关的技能和素养(刘丽，2019)。 

3.1.5. 学业自主性 
家长的支持和参与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业动机，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培养学业自主性。

家庭与学校合作可以共同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定期复习、自主学习等，从而提高他们的学

习效果(郭筱琳，周寰，窦刚，刘春晖，罗良，2017)。 
综上所述，家庭与学校的紧密合作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和引导，助力他们更成

功地应对学业和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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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家长教育参与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在家长教育参与方面存在一些显著的不同，这些差异在教育哲学、家庭期望和

家庭角色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3.2.1. 教育哲学的不同 
西方文化普遍强调学生的个体发展和自我表达。家长在西方文化中通常被鼓励积极参与学生的教育，

但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参与可能表现为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目标，促进他们的

决策制定和问题解决能力。Cui et al. (2023)中提到，中国文化中家长的教育方式可能更加指导和传统，着

重于尊重权威和遵循家庭传统。 

3.2.2. 家庭期望的差异 
中国和其他东方文化的家庭通常对学业成绩寄予极高的期望。在中国文化中，取得出色的学术成绩

被视为孝顺和家庭荣誉的象征。这可能导致家长在学生的学习方面更加直接的干预，包括监督和辅导。

在西方文化中，家长通常鼓励子女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激发创造性思维。他们可能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

性和自我表达。 
Fan 和 Chen (2001)研究了家长参与与学术成绩之间的关系，尤其在中国文化中，家长的期望被认为

对学生的学术表现产生重大影响。 

3.2.3. 家庭权威差异 
在中国文化中，家庭中的长辈通常具有更高的权威，他们的教育方式通常更为指导和传统。家长在

东方文化中可能更多地扮演着权威和导师的角色，决策和控制学生的学术生涯。Grolnick 和 Slowiaczek 
(1994)中提到，中国文化中，父母的行为和认知参与通常更加强调家庭的集体价值观和家长的权威。在西

方文化中，家庭角色通常更加平等和民主。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和子女，通常享有较大的自主性和自由。

父母通常鼓励子女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激发创造性思维。相较之下，在中国文化中，家庭角色通常更加传

统和父权制。父母通常在家庭中拥有更大的权威，而子女则被期望遵循长辈的意愿和传统价值观(Lynch, 
La Guardia, & Ryan, 2009)。 

3.2.4. 家庭教养的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家庭通常更加平等，夫妻在决策和家庭管理中共享权力。父母更多地采取民主式的

教养方式，鼓励子女参与决策。而在中国文化中，父母通常在家庭中拥有更大的权威，尤其是在传统家

庭中。父母通常对子女的教育和未来规划有更大的控制(Chen & Gregory, 2009)。 

3.2.5. 家庭关系差异 
西方文化中的家庭关系通常更加独立。成年子女通常在成年后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反之，在中国

文化中，家庭关系通常更加紧密。多代同堂居住和亲情关系是常见的(Nota, Soresi, & Zimmerman, 2004)。 
总的来说，尽管西方和东方文化都强调家长的教育参与，但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在家长如何

参与和介入孩子的教育方面存在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影响教育策略、家庭期望和学生的发展方式。 

3.2.6. 文化背景对于家长教育参与的影响 
家长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因为不同文化对于家长在学校中的角色和期望存在差

异。例如，中国文化中，家长对孩子的学业有着较高的期望，家长的参与通常表现为认知性家长参与，

包括参与家庭作业和学术指导。在西方文化中，家长的参与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学校活动、志愿者工

作以及情感性参与。文化差异对家长参与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更好地理解不同背景下的家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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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式。 
综合而言，研究现状表明家长教育参与对学生的学业和社会适应具有积极影响。不同国家和文化背

景下的研究都支持了这一观点。家长教育参与的定义涵盖了多维度性质，Hoover-Dempsey 和 Sandler 的
模型和 Grolnick 和 Slowiaczek 的模型为其提供了理论框架。国际研究强调了家长教育参与的重要性，而

国内研究则强调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特点。 

4.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综合回顾家长教育参与与学生学业表现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

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改进的方向和思路。 
首先，现有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包括对家长教育参与的测量方法和学业表现的

测量方式。这种不一致性使得难以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一般性受到限制。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致力于建立更一致的测量工具和标准，以便更好地比较不同研究的结果。 
其次，现有文献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特定年龄段的学生，而较少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这限制

了对家长教育参与在不同年龄段的影响的理解。在不同的学龄段，学生的需求和挑战有所不同，因此家

长的参与方式和效果可能会有变化。在小学阶段，家长的参与通常包括学术指导和情感支持，而在初中

和高中，学生更需要独立性，家长的参与可能更侧重于鼓励和支持。因此，研究家长参与需要考虑学生

的年龄和发展阶段，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家长教育参与的效果，未来的研究可

以考虑开展更多的长期研究，跟踪学生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或大学的整个学业生涯。 
此外，尽管已有一些跨文化研究，但大部分文献集中在西方文化中的家长教育参与。为了更好地理解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长教育参与效果，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强跨文化研究，特别是在非西方文化中进行更多

的研究。一些研究忽视了学生年龄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这些因素。另外，一些

研究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来探讨家长教育参与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 
最后，现有文献中对于家庭和学校合作的关键性质以及实施家长教育参与策略的研究还相对不足。

这些方面的研究可以帮助家庭和学校更好地合作，以提高学生的学术和社会适应。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

关注这些方面，以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支持。 
综合来看，家长教育参与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研究领域。通过解决研究

方法的多样性和不足，以及开展更多的跨文化和长期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关系，为改进教育

体系和提高学生学术成就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5. 对策与建议 

(1) 主动沟通：家长应主动与学校保持沟通，积极了解学校的教育政策、课程安排和学生活动。参加

家长会议、教师家访或者定期与班主任交流，以便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校的最新动态。及时的

沟通有助于建立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信任和理解，使得双方更容易分享关于学生的信息和关切。有效的沟

通是建立家校合作的基石。通过主动沟通，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解决问题，与教师建

立更紧密的联系，共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如运动会、文艺汇演和社区活动。这有助于加深

家长对学校的了解，也为孩子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同时能够建立与其他家长的联系，形成更加紧密

的社区关系。参与学校活动可以增进家长对学校的了解，同时也提供了更多机会观察和了解学生在不同

环境中的表现。这有助于家长更全面地了解孩子的兴趣和能力，从而更好地支持他们的学习。 
(3) 关注孩子的学习进展：定期检查孩子的学业表现，与孩子一同讨论学习计划和目标。与教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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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弱点和优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提供额外辅导或参与学校组织的学科辅导活动。

家长的关注和参与是孩子学业成功的关键。定期检查学业进展有助于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与教师

密切合作可为孩子提供更个性化的学习支持。 
(4) 建立家校合作平台：提倡学校建立家校合作的在线平台，方便家长和教师之间的沟通。这可以包

括电子邮件、在线论坛或专门的家校交流应用程序，以促进及时、高效的信息共享。利用现代科技建立

在线平台有助于提高信息共享的效率。家长和教师可以更迅速地互通信息，共同关心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形成更加紧密的家校关系。 
(5) 参与决策和规划：积极参与学校的家委会或其他家长代表组织，与学校管理层共同参与决策和规

划。通过这种方式，家长可以为学校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学校的发展和改进。家长的参

与能够确保学校政策更贴近家庭的实际需求。家长代表的存在使得决策更全面，更能够考虑到家庭层面

的因素，推动学校更好地服务学生和家庭。 

6. 结论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家长在学生学业表现中的作用。家长的参与备受教育领域重视，因为它对学生

的学术成功和综合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首先界定了家长参与的概念，该概念包括了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

动和合作，旨在支持学生的学术和社会发展。 
本文进行了一项全面的文献回顾，系统性地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探究了家长参与的多个维度，

包括行为、认知和情感层面的家长互动，并讨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此外，本研究引入了关键的

理论模型，例如 Hoover-Dempsey 和 Sandler 的家长参与模型，以及 Grolnick 和 Slowiaczek 的理论框架，

以提供理论支持。 
文章深入分析了研究的重点、方法和结论。强调了家长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学生学术表现和心理

健康方面，以及突出了家长支持和鼓励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动力的重要性。 
然而，文章也识别了一些研究中的局限，包括测量方法的不一致性、学生年龄和文化背景的差异，

以及家庭与学校协作领域的研究不足。最后，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思考，其中包括发展更一致

的测量工具、开展跨文化研究、进行更多的长期研究，以及深入研究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这将

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这一重要领域，为改进学生的学业表现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和实践建议，为教育

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和指导。 
综上所述，本综述提供了深入了解家长教育参与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的机制。了解这一影响对于

改善学生的学术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希望这篇综述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方向，以更好地理解和促

进家长教育参与，从而提高学生的学术表现和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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