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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大学生考研焦虑问题频发，不仅影响到学生自身健康，还导致考研焦躁风气盛行。文章借助扎

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对8名考研学生的深度访谈基础上，通过收集数据，归纳整理，三级编码和分析，

探讨家庭影响下的考研焦虑，从34个概念中梳理出12个主范畴，通过进一步比较归纳，整理出家庭软环

境和家庭硬环境2大类属，并由此构建了家庭影响下的考研焦虑模型，为缓解学生考研焦虑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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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problem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which not only af-
fects the students’ own health, but also leads to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in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s. With the help of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8 postgraduate student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anxiety of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
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inductive arrangement, three-level 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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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alysis, and sorts out 12 concepts from 34 concepts. In the main category, through further 
comparison and induction, two major categories are sorted out, and the anxiety model of post-
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is constructed from this, which pro-
vides support for relieving students’ anxiety about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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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全国考研报名人数迅速增长，考研热度越来越高，考研内卷等词语频繁登上热搜。2022 年

的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了 457 万，而 2022 年研究生预招生人数 110 万左右，粗略估计考研落榜人数远超

300 万[1]。突如其来且持续了三年的疫情，更增大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使得考研成了大学生的重要选

项。由于国外疫情严重，原本计划出国读书的学生也都选择了国内考研，就更增加了考研学生的考试压

力。与此同时，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和投资，与其他孩子的不断比较，极易使学生产生竞争压力，从而更

容易产生情绪问题。焦虑、烦躁、抑郁接踵而来，大部分考研学生却仍需要伴着这样的情绪问题日复一

日的学习。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考研学生都存在焦虑现象，并且这种焦虑会从考试前、中一直持续到

考试结束[2]。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考研焦虑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既有针对个人、家庭、院校等大类的分析，也有

与情绪调节的相关性分析[3]、与心理健康及人格的相关研究[4]。其中，较典型的研究是东北师范大学教

授杨磊和硕士生申鲁军(2009) [5]共同编制的信度、效度较高的大学生考研焦虑量表及其进行的师范类大

学生考研焦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6]。 
国外关于家庭因素对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研究开始得较早，科尔曼(1966) [7]的研究指出，学生学业

成绩与家庭背景有很强的相关性。我国关于家庭因素对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研究虽然没有国外开始得早，

但发展也较为迅速，研究范围也相对全面。丁瑜(1985) [8]对南京市多个学生家庭进行了研究，其中涉及

的家庭背景因素包括多方面，比如家长的职业、文化程度等。多数教育研究已表明家庭教育对学生的性

格、行为、人生选择、意志品质等方面有影响[9]，也指出原生家庭对学生的影响是永久性的[10]。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中的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由家庭因素引起的考研焦虑心理，根据研

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使考研学生能调整自己学习状态，为减少其受家庭影响而过度焦虑的现象提

供参考，同时也为家长如何与考研学生交流提供依据，为进一步促进考研生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具有积极

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两位美国社会学家 Glaser 和 Strauss (1987) [11]所创造的进行质性研究的重要数据分析

方法之一，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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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

论[12]。 
本文研究的是家庭影响下的考研焦虑心理，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原始信息，提炼出

反映家庭影响下的考研焦虑的因素，构建理论框架，最终来指导考研学生改善因家庭引起焦虑心理的具

体实践。 

2.2. 研究过程 

2.2.1. 访谈对象 
本研究对象选取分为两步。 
第一步采用申鲁军教授的考前焦虑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面向普通本科学生发放，按照问卷得分顺序

从高到低排序。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68 份，回收有效问卷 59 份。男生 20 人，女生 39 人。 
第二步是选取得分较高的不同类型的 8 名考研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按照受访顺序分别把样本编号为

01~08。受访者的基本情况信息分布表，见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respondents 
表 1. 受访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受访对象 年龄 性别 是否跨专业 考研身份 专业 报考学校类型 家庭情况 焦虑总分 

1 23 男 跨专业 往届生 英语 985 大学 非独生 60 

2 22 女 本专业 往届生 应用心理 普通本科 独生 59 

3 23 女 跨专业 往届生 英语 985 大学 独生 58 

4 22 女 跨专业 往届生 日语 普通本科 独生 57 

5 23 男 本专业 往届生 农林经济管理 985 大学 非独生 56 

6 22 男 本专业 往届生 环境科学与工程 普通本科 非独生 53 

7 21 女 跨专业 应届生 日语 普通本科 非独生 52 

8 22 女 本专业 往届生 数字媒体艺术 普通本科 非独生 51 

2.2.2. 访谈提纲 
出于获得影响考研焦虑的家庭因素的研究目的，以及扎根理论对之前研究假设和已有研究理论淡化

的思想，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形式，受访对象在相对放松的状态下进行，从而可以使受访者完全

按照个人思路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也使研究者能更全面地收集丰富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访谈研究针

对影响考研焦虑的家庭因素展开，设计如下访谈提纲： 
1) 在测量问卷中你的焦虑水平处于较高状态，你觉得是什么影响了你状态？ 
2) 想想你的考研焦虑表现在哪些方面，又可能来自哪方面？ 
3) 简答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情况，家庭情况有没有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2.2.3. 访谈过程 
鉴于地域差异以及疫情带来的访谈工作的难度，本研究主要采用线上腾讯会议的形式对 8 位考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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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深入访谈。在访谈开始前就要向被访者解释，在征得其同意的条件下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每位

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大约为 40 分钟。研究小组在访谈表格里简要记录被访者的回答并对关键部分进行标注，

包括语言回答和非语言反应，之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问题的调整。 
整个访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 2 名考研学生进行预防谈，根据预访谈收集到的信息对访谈

提纲进行修改。第二阶段包括了两次访谈。对在转录受访者正式的访谈录音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二次访

谈，得到了更为丰富的一手资料，同时对转录文件进行了修改。 

2.2.4. 访谈资料的整理 
访谈全部结束后，将 8 位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访谈笔记和录音文件进行整理，转录的文字存于 Word

文档中，形成逐字稿文本，便于随时查看。本次研究最终整理有效访谈文本 8 份，总计八万字左右。然

后，对其中 6 个访谈文本数据导入 Nvivo12 质性分析软件，通过贴标点，备忘录等形式结合人工进行编

码。剩余 2 个访谈文本资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2.3. 数据编码过程 

2.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研究者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初步的整理分析，同时使用研究对象本土语言进行概念

归类[13]。经过对原始信息的贴标签和筛选分析，共获得 149 个概念和 34 个范畴。对原始数据进行编码，

形成概念的过程见表 2。开放式编码范畴化的结果见表 3。 

2.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形成类属，发展并检验各类属之间的因果、相似、过程、策略

等关系[14] [15]。通过比较分析，在开放性编码的基础上，将 34 个初始范畴概括为 12 个主范畴并将其划

分至 2 个类属之中，见表 4。 
 

Table 2.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表 2. 开放性编码举例 

概念 原始资料 

疑问句 你最近学的怎么样？你有学吗？怎么能玩手机？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二战了， 
爸爸你对做出这个考研决定已经是非常的支持，你放松一下子就完了。 

当成孩子 他们会把我当成孩子，会认为我说的思虑不周到，都要听他们的。 

冷漠 我觉得这样的教育不是很好，并不完善。说好听点叫做独立，说的难听点 
就是冷漠的家庭氛围，我自己很少在家庭当中感受到所谓的很温暖。 

相互攀比 家长之间相互攀比，我儿子考上了，你儿子在干什么？会让我感觉很不自在。 

思想灌输久 平时会渗透给我这种东西，让我感觉学历第一，就是希望我越考越好。 

自我消化 因为他们没办法依赖，所以从小到大我习惯了一个人去消化一些情绪。 

自卑 别人会说你好像挺好，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怎么样，就有自卑的成分在里面。 

焦虑型人格 在每一次期末考试之前，我都会像这样特别焦虑，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容易焦虑的体质，属于这种焦虑型人格。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8422


冀星蓉 等 
 

 

DOI: 10.12677/ae.2022.128422 2793 教育进展 
 

Table 3. Example of an open coding categorization process 
表 3.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过程示例 

初始范畴 概念 

说话方式不当 父亲只表达，不倾听、父亲说话态度强硬、疑问句、胜利者视角说教、延伸话题 

家庭氛围 感情普通、冷漠、融洽、姐姐充当母亲角色 

与父母关系 保持距离、避免见面、避免交流、龃龉和摩擦、不希望父母担心、只会跟母亲交流、 
希望有能力照顾父母、类似人际关系 

溺爱型 放纵、不树立规则、妈妈帮我写作业、不合理请求也会被接受 

权威型 父亲性格望子成龙、态度强硬、固执己见、家长说什么孩子都得听 

期望高 
想法强加、不考研没有未来、拿我跟别人比较、父母对我计划高于自身能力、要求严格、

提建议、催促、第一个研究生、期望参加其他考试、只重结果不重过程、 
期望有好成绩、期望深造、一直支持我读书、经常探望 

未达到期望后果 情绪反扑、家里否定、精神惩罚、物质惩罚、自我怀疑、亲子冲突 

神经质人格 自卑、内向、焦虑、讨好型 

 
Table 4. Axis coding system 
表 4. 轴心编码系统 

类属 主范畴 初始范畴 

家庭软环境 

榜样 
父母榜样 

兄弟姐妹榜样 

沟通质量 

说话方式不当 

沟通无效 

聊天方式 

聊天效果 

沟通时关系对等与否 

家庭关系 

夫妻间关系 

家庭氛围 

与父母关系 

家庭教养方式 

民主型 

溺爱型 

权威型 

家庭教育观念 

教育观念变化 

是否会鼓励 

思想传统 

习惯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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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教育期望 
期望高 

未达到期望后果 

教育上心程度 
不太上心 

比较上心 

人格养成 

独立人格 

神经质人格 

外倾型人格 

自我高要求 

家庭硬环境 

父母自身条件 
父母学历 

父母职业 

家庭学习环境 
环境嘈杂 

环境优越 

家庭条件 

教育资源 

金钱支持 

物质满足 

家庭结构 
独生 

非独生 

2.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指的是经过对已有概念类属、核心类属的系统分析，将各个范畴连结成一个整体的过程。

经过深入分析 12 个轴心编码的关系分类，提炼出了 2 个核心类属，见表 3，分别是家庭软环境和家庭硬

环境。基于 2 个核心类属和 12 个关系类别，以及各范畴之间影响关系，试着构建了考研焦虑受家庭因素

影响的模型，见图 1。 
 

 
Figure 1. A model of anxiety affected by family factors 
图 1. 考研焦虑受家庭因素影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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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饱和度检验 
借助预留的 2 份访谈资料再次进行编码完成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除已有的 2 大类属、

12 个主范畴会对考研学生的焦虑有影响外，并未发现新概念。基于此，影响考研焦虑的家庭因素已被充

分挖掘，该理论模型已达到了饱和。 

3. 结果与分析 

3.1. 家庭软环境对学生考研焦虑的影响 

家庭软环境对考研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榜样塑造、沟通的质与量、家庭关系、家庭教养方式、家

庭教育观念、教育期望、人格养成方面。 

3.1.1. 榜样塑造 
多数受访者表示，家庭榜样是影响自己焦虑的因素之一，集中表现在父母榜样和兄弟姐妹榜样两个

方面。在父母榜样方面，有两种影响焦虑的原因。一种是父母没有做好榜样，自制力不强也同样影响着

孩子的自制力，影响学生良好习惯的形成。比如父母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总是放弃，就会让孩子也

养成逃避的习惯。另一种是父母对自己要求高，相应的孩子也会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种学生的考研焦虑水平要明显高于第二种。同时，50%的受访者表示，家中的兄弟姐妹有好成绩会

对给目前没有成绩的自己造成压力。 

3.1.2. 沟通的质与量 
家庭因素中的沟通问题是产生焦虑心理的主要因素。几乎每位受访者都表明了沟通的重要性。50%

的考研学生认为父母说话方式不当，且与父母的沟通是无效的，会引发无畏的争吵，无形中会给自己带

来压力。37.5%的考研学生认为通过与父母的吐槽缓解了部分学习时的压力，62.5%的考研学生认为自己

压力的一部分就来源于与家人日常的聊天，比如在饭桌上家长就总会提起别人家的孩子，就业困难等话

题。访谈还发现，多数焦虑的考研学生与家长沟通时的地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这样的冲突会明显增加

他们的焦虑心理。 

3.1.3. 家庭关系 
家庭氛围、夫妻间关系和学生与父母间关系对考研学生焦虑状况有一定的影响。50%的考研学生强

调，家庭氛围淡漠导致自己更加焦虑，想要摆脱家庭。这也可能是因为它会减少学生焦虑的情绪宣泄口，

家庭不和睦学生也没办法全身心投入考研学习当中。在夫妻关系上，37.5%的考研学生认为父母关系和睦

与教育密不可分。此外，父母和父母之间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对孩子性格的养成有很大关系。在与父母

关系方面，37.5%的考研学生不希望与父母有过多交集，想要有自身的话语权，也希望通过考研能改变自

己在家里的现状。 

3.1.4. 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教养方式也是影响考研学生焦虑心理的主要原因。民主型家庭的学生焦虑水平低于溺爱型和权

威型，这可能是因为溺爱型的教养方式会养成学生懒散的性格和习惯，在重大事件前会带来焦虑。62.5%
的考研学生表示，父亲态度强硬，固执己见都会加剧自身焦虑状态。 

3.1.5. 家庭教育观念和家庭教育期望 
研究结果表明，每位考研学生都认为家庭的教育观念对自己焦虑水平有重大影响。75%的学生认为

在父母的教育观念影响下养成了自我消化情绪的习惯，认为困难不需要跟家里人说。50%的学生认为父

母传统思想的灌输导致自己已经形成思维定势，认为只有考研上岸者才是成功者。87.5%的学生认为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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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用孩子相互比较的观念是很讨厌的。同时 62.5%的学生也提到从小到大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在不断变

化的，但是变化较小且晚，对现在的自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并且在教育过程中，50%的学生表示家里

很少对自己鼓励，也很少对自己有精神支持。 
研究表明，家庭的高期望影响学生考研焦虑水平，父母言语和行为表达出来的高期望更会增加学生

焦虑状态[16]。75%的考研学生表示自己的压力还来自于不希望承担未达到父母期望的后果，比如可能受

到的来自父母的物质惩罚、精神惩罚、情绪反扑。 

3.1.6. 教育上心程度和人格养成 
父母的教育上心程度也会引发学生的焦虑心理。父母比较上心的学生焦虑水平低于不太上心的学生，

原因是父母上心意味着父母能帮自己解决部分问题，而对于不管不问的父母，学生需要自己完成大部分

与学习无关的事情。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因素影响人格的养成，而人格又会对学生考研焦虑心理产生影响。87.5%的学生

认为自己的性格受家庭影响变得独立，并习惯自己消化不良情绪。50%的学生或多或少会在访谈中提到

自己是比较自卑的人，而自卑来源于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与父母性格的相似。自卑学生的焦虑水平要明

显高于其他人，他们急于向别人证明自己，有些时候反而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3.2. 家庭硬环境对学生考研焦虑的影响 

父母自身条件、家庭学习环境、家庭条件和家庭结构等硬环境也会或多或少对考研学生的焦虑心理

产生影响。 

3.2.1. 父母自身条件 
多数人认为父母的学历对自己帮助甚少，影响也较少。但 87.5%的学生认为很多父母会在自身条件

不够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希望强加给孩子身上。通过日常的沟通，家庭教育等形式传授给孩子只重视结

果的观念。同时，父母的性格也会受个人职业的影响，比如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还未转化，回家后依然

像是在工作中的领导一样，态度强硬。 

3.2.2. 家庭学习环境 
50%的学生表示在家里学习会增加自己的焦虑感，因为不论是家庭环境优越还是环境嘈杂都不适合

备考，家庭环境优越会产生懈怠感，变得懒惰。比如父母时不时送水果，送吃的，也会打断学习思路。

而环境嘈杂又会导致无法全身心投入学习。综上，在家里学习反而会加重负担。 

3.2.3. 家庭条件 
研究结果指出，家庭提供的教育资源支持、金钱支持、物质满足都会给学生带来压力。87.5%的学生

认为，家里一直无条件付出金钱和物质资源，但如果自己没有取得好成绩，没有带来回报，会觉得对不

起家里的支持。 

3.2.4. 家庭结构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的焦虑水平都比较高，这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焦

虑大多来自于对未来的恐惧和想要摆脱父母的管教而非独生子女的焦虑则来源于兄弟姐妹的比较。 

4. 结论与建议 

4.1. 做好学生的榜样，培养学生的好习惯养成 

习惯的养成多数时候都来源于家庭教育，父母的榜样作用。如果父母能从小以身作则，用好习惯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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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学生学习，那么学生在成长之后的学习习惯很可能会帮助自己更上一层楼，反过来，假如父母对自己

懒懒散散，学生也就会养成这样的性格和不良的习惯，当他自身的坏习惯与自己高目标间出现冲突时，

就很容易引发压力和焦虑情绪。父母可以通过习惯培养，思想传授等方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尽

可能多的用自己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的影响。 

4.2. 注意沟通表述方式，与孩子平等交流 

沟通不当是家庭中问题产生的主要来源。家庭中父母说话的态度、交流方式的不当导致学生在与父

母沟通过程中产生冲突，从而引发双方情绪的爆发与碰撞，尤其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更是“一把杀人于无

行的利器”，其结果就是使考研中的学生过度焦虑，学习效率下滑，兴趣减弱，自信降低，成绩下降，

然后继续焦虑，陷入恶性循环。 
同时，沟通过程中孩子与父母地位的不平等也是产生焦虑的重要原因。传统的中国式教育观念认为

孩子就必须得听父母的。但面临考研的学生已经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完整的人，如果父母依旧对其多方面

干预，甚至都不愿意倾听孩子真实的想法，那么对于考研甚至其他方面矛盾就会愈演愈烈。在孩子心中，

摆脱父母的方式之一就是考研，而当他想要摆脱，想要独立的想法愈演愈烈，其焦虑水平也会越来越高。

在考研的敏感时期，父母应及时修正说教式的沟通方式，站在平等的地位与孩子交流，经常倾听孩子的

想法，尽可能的了解孩子现状，给出指导性建议。 

4.3. 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采用民主式的教养方式 

当家庭是考研学生的栖息地时，学生才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才会更愿意与亲密关系近的人交流，那

些需要消化的情绪才能找到合适的排泄口，但当家庭无法给自己提供宣泄的渠道而压力过剩且自我消化不

完全时，学生就会产生严重的焦虑心理，引发情绪和生理上的反应。权威型教养方式会加剧学生的焦虑水

平，所以，家庭应提供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情绪支撑点，用民主式的教养方式来主动帮助考研学生缓解压力。 

4.4. 改变现有的教育观念，降低高水平的教育期望 

根据研究结果，多数学生认为家庭教育观念带给自己的压力更多，不论是家长间的相互攀比，只重

结果不重过程的老旧思维方式，还是不会鼓励的教育观念都会在无形中给学生带来压力。比起高期望本

身带来的痛苦，未达到家长教育期望时学生需承受的后果所带来的焦虑更为显著，会产生深深的自我怀

疑。本研究中几乎每位访谈者都提到了认为自己是废物，怀疑自己的想法，而这个观点的形成恰恰来自

于家长教育观念的传授。家长应改变固有的思维，多采用鼓励式的教育策略，减少与其他家庭的攀比，

改变成绩高于一切的思维观念，降低期望水平，更重要的是要与孩子一起承担失败的后果，肯定学生的

付出并不断给与信任，从而减轻学生的自我怀疑，提高自信心。 

4.5. 教育要更加上心，培养学生外向型人格 

父母对学生教育的帮助会给学生带来前进的力量，使学生对于考研这一未知领域的恐惧降低，一定

的精神支持也会让学生感到后盾的力量，从而降低焦虑。家长要在平时的教育中就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

的性格，但同时也要给学生灌输向父母、同伴求助的理念，谨防学生闭门造车，独立不等于孤独。同时，

也要注意学生人格的培养，尽量避免神经质人格的培养，减少学生考研期间因自身人格问题引发的焦虑、

压抑、抑郁、自卑、敏感等情绪。 

4.6. 注意工作角色与父母的角色转换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不应该将自己的工作带入到家庭当中，在家庭教育中应该以父母角色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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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而不是一味的用领导思维。同时，付出金钱支持与教育资源后，尽可能避免在孩子面前继续谈及，

便于学生心无杂念的学习，更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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