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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580位大一至大四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探讨大学生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

对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以及失败能力归因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大学生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通过失

败能力归因的中介作用对一般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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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580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su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parent-child 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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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expectation difference on self-efficac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ilure ability attribu-
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n impact on self-efficac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ilure ability at-
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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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中国父母向来怀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夙愿，希望子女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已成为中国社会

各阶层父母的共同期待[1]。同样的，在这“不卷不行”、节奏快、竞争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学生自身

也抱着未来自己能够“学有所成”的期待，这是教育期望的体现。教育期望(Education Exception)是指某

一个体对未来所获得的教育成果(如最终受教育程度)的愿望和期许[2]。关于教育期望这一概念需考虑两

个不同的对象：期望输出者与期望接受者，当期望接受者与期望输出者为同一对象时，即为自我教育期

望；当期望输出者为父母而期望接受者为其儿女时，即为父母教育期望[2]。而以往多数研究集中关注教

育期望单方向的影响，对于父母教育期望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的差异(简称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即对双方

差异的影响少有研究聚焦讨论。事实上，儿女自我的教育期望与父母教育期望并非总是完全相同，彼此

就未来所达到的最高教育成就上往往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种差异被称之为亲子间的教育期望差异，具有

广泛性和常见性[2]。此外，以往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的研究群体通常以儿童和青少年为主[3] [4]。一方

面，可能是因为青少年面临着中考和高考的升学压力，考上一所好的高中或大学成了教育期望是否达

成的主要标准。另一方面，父母认为儿童与青少年的年龄较小，教育期望的可塑性、发展空间更大。

而且，随着子女长大进入青春期，他们的认知能力和对环境的理解会变得更加复杂，子女不会简单地

接受父母的期望[5]，亲子间的教育期望差异逐渐形成。研究发现，亲子教育期望差异对中小学生的学

业成绩[6]、学业自我效能感[7]和情绪水平[4]都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随着时代竞争压力和就业难度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考研升学，教育期望已不仅

限于考上一所好的大学。但是受到认知差异、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是就业还是升学成了大学生面临

的重要抉择，大学生与父母之间仍有可能存在教育期望差异。研究发现当大学生认为自己没有达到父母

的期望时，他们报告了更多的痛苦以及学业和社交的不适应。这说明，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对大学生同

样具有影响[8]。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也发现有不少的大学生为自己“无法达到父母期望的水平”以及“自

己并没有父母想得那么好”而感到烦恼，从而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因此，本研究拟探讨亲子间教育

期望差异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首次于 1977 年出现在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中。他

将自我效能感定义为：“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实现某项任务或活动的一种主观认识，而不是自己所拥有

的技术和能力本身，即对自己是否能够恰当地使用已经掌握的技能去实现活动或任务的自信心大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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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班杜拉自我效能理论并结合相关核心期刊的查阅，可以分别从外部环境与内部自身两个维度出发来

探讨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主要因素。其中，内部自身的要素主要涉及：能力和人格特点、动机水平、归因

风格等。其中，归因作为重要的认知过程对一般自我效能感具有基础性的影响，这一观念已经成为该范

畴学者的共同认识。归因(Casual Attribution)即主体对行为表现或任务结果的原因归属，简而言之，可以

理解为“原因的归属”。归因风格(Attributional Style)也可谓之归因方法，是指人们根据已有的认知经验

和在当下期望的基础上，对个人经历或行为表现以一种习惯化的方法说明原因的倾向性。1974 年韦纳

(Weiner)提出了归因理论，该理论较为体系地阐述了对成败事件的原因归属是成就活动过程的关键要素，

个体解释自己行为表现时的原因是复杂的、多维的。韦纳将原因归纳为内部性–外部性、稳定性–不稳

定性、可控性–不可控性三个维度。总结确定了个人成败归因涉及的六个因素：能力、努力、任务难度、

运气好坏、环境、身体状态。并分别归属于上述三个维度[10]。对成败事件的不同归因方式对自我效能感

有着重要的影响。刘永芳(1998)在《归因理论及其应用》一书中谈到：“当一个人将成功归于自己的能力

突出这一内部的稳定性因素时，会产生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当一个人将失败归于能力缺乏这一内部的稳

定性因素时，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会遭到破坏[11]。”在本研究中，将失败事件定义为事件或任务的结果不

符合个体原有的主观期待和目标，例如常见的失败事件有高考失利、失去一位重要的朋友等。失败能力

归因则是指个体面对失败事件时，倾向于将失败的原因解释为自身能力不足。自我效能感还受到外部因

素的影响，包括父母教养方式、生活经历、社会支持等。自我效能感还可细分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社

交自我效能感。已有研究发现，当子女觉知到的父母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长久存在差异而且他们认

为在现实中自己很难改变这一现状时，就有可能会质疑自己的学业能力，进而降低学业自我效能感[7]。
而当父母与子女的教育期望一致时，其数学与阅读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较高[12]。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是

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一般化。 
虽然目前尚无研究考察失败能力归因与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的关系，不过许多家庭因素与归因风格

息息相关，包括家庭教养方式、家庭资源、家庭氛围、家庭结构、父母受教育程度等等。父母亲的温暖，

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和过度保护的归因主效应显著，这表明这种没有太大意义的教养方式与不利的归因

方式存在着密切联系[13]。若子女在长大的过程中受到上述教养方式的强烈影响，那么他们极可能习得不

良的归因方式，即往往把失败和挫折归于普遍的、长久的、自我的原因。相较于倾向于积极归因的青少

年，倾向于消极归因的青少年容易回想出父母较少的温暖，较多母亲的拒绝、否认和父亲的惩罚；倾向

于消极归因的女生比男生回想出更多母亲的惩罚[14]。据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对归因风格与亲子间教育期

望差异的关系进行研究。 
综上做出研究假设：大学生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对一般自我效能感存在影响，并且对失败事件的能

力归因起到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使用问卷星编制问卷，通过纸质填写、机房测量、互联网传播 3 种方法相结

合分发并回收问卷。线上收集 461 份，线下纸质收集 150 份，线下机房收集 14 份。共招募 625 名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剔除完成的内容不完全、不认真作答的问卷后，剩余有效的研究对象为 580 人，问卷有效

率为 92.8%。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 20 岁(SD = 20.75，范围 = 17~26)，其中男生 208 名，女生 372 名，独

生子 203 名，非独生子 377 名；大一 80 名，大二 78 名，大三 181 名，大四 241 名；农村生源 299 名，

城镇生源 28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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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 
参考 Wang 和 Benner 用于测量小学生自我教育期望与觉知到的父母教育期望的差异的问卷来测量大

学生的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将题项中的“小学生”替换为大学生。问卷题目为：采用“你希望你自己

的学业将来达到什么水平？”测量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采用“你认为你的父母希望你的未来学业达

到什么水平？”测量大学生觉知的父母教育期望。将问卷的反应项从原有的：1 = 初中生毕业及以下，2 
= 高中生毕业，3 = 专科生毕业，4 = 大学生毕业，5 = 研究生及以上，改变为 1 = 大专毕业，2 = 普通

大学本科毕业，3 = 985/211 大学本科毕业，4 = 普通大学硕士毕业，5 = 985/211 大学硕士毕业，6 = 博
士毕业。 

2.2.2. 失败事件能力归因 
采用由 Lecourt 等人于 1979 年编制的《多维–多向归因方式量表》(The Multidutional-Multiattributional 

Causality Scale, MMCS)测量归因风格。MMCS 编写了两种事件：积极事件用于测量个体对成功的归因风

格、消极事件用于测量个体对失败的归因风格。每种事件又设有两种情景：学习和人际交往。每种情景

都有对应的四个维度，能力、努力、背景(环境)、运气。共计 48 个题目，每个情境下的各个维度分别设

置 6 个题目。 
本研究选取 MMCS 中的消极事件中能力维度的题目测量个体对失败事件的能力归因，主要包括学习

和人际交往上的失败，共计 6 个条目，如“要是我得了低分，会使我怀疑自己的学业能力”。被试对每

一条项目答案的选择都有相应的分值，问卷采取 Likert 5 点计分法测量被试失败能力归因的分数，分数范

围是 6~30 分，平均分是 3 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在面对失败事件时越倾向于归因为能力因素。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8。 

2.2.3. 一般自我效能感 
采用最先由张建新和 Schwarzer 编制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测量大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GSES 包括 10 个题目用于测量人们面对挫折或遭遇困境时的自信程

度。该量表使用 Likert 4 点量表记分法。计算 10 个项目的平均分数即为总量表的最终得分，分数越高表

示被试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0。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 Harman 单因子方法查验本次调查研究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探索性因素对 3 个量表问

卷的所有项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未旋转的条件下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共有 9 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 17.18%，小于 40%的临界标准。据此可以推测在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 研究结果 

采用 SPSS26.0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人口统计学差异性检验及相关分析，并采用

process 检验假设的中介模型是否显著。 
由表 1 可知，失败能力归因、一般自我效能、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下：亲子间教

育期望差异、一般自我效能感、失败能力归因之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失败能力归因与亲子间教育

期望差异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一般自我效能存在显著负相关；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与一般自我效能存在

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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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attributing styles of failure ability, general self-efficacy 
and parent-chil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表 1. 失败能力归因风格、一般自我效能、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之间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M SD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 一般自我效能感 

失败能力归因 17.68 3.82 0.359*** −0.200***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 −0.17 1.48 1 −0.341*** 

一般自我效能感 2.53 0.59 - 1 

注：***表示 p < 0.001。 
 

使用 SPSS26.0 插件 process，选用 Hayes (2021)编写的 process 模型图中的 Model 4 (简单中介模型)，
在控制性别、是否独生、生源地的情况下分别对失败能力归因在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与一般自我效能感

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Table 2. Mediating model testing of failure ability attribution 
表 2. 失败能力归因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 = 580)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df) β t p 

一般自我效能感  0.39 0.15 25.90***    

 性别    −0.16 −3.43*** 0.0006 

 独生    0.19 3.54*** 0.0004 

 生源地    −0.15 −3.03** 0.0026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    −0.14 −9.12*** 0.000 

失败能力归因  0.36 0.13 21.86***    

 性别    −0.28 −0.90 0.369 

 独生    −0.34 −0.96 0.339 

 户口    0.20 0.61 0.543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    0.92 9.08*** 0.000 

一般自我效能感  0.40 0.16 21.77***    

 性别    −0.17 −3.52*** 0.0005 

 独生    0.19 3.46*** 0.0006 

 户口    −0.15 −2.98** 0.003 

 失败能力归因    −0.01 −2.15* 0.032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    −0.13 −7.80*** 0.000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采用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重复取样 1000 次)对努力维度影响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的中介效应进

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总效应(Total Effect)为−0.14，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为−0.13，占总效应的 92.9%，

即对总效应的贡献率达 92.9%。中介效应(Indirect Effect)为−0.012，占效应的 7.1%，对应贡献了 7.1%，

其 Bootstrap95%CI (−0.0254, −0.0004)，区间不包含 0，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此中介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不仅能够直接预测一般自我效能感，而且能够通过失败事件能力归因的中介作用预

测一般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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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ignificance test of mediation effect Bootstrap analysis 
表 3. 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Bootstrap 分析 

 效应值 Boot SE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1405 0.0154 −0.1707 −0.1102  

直接效应 −0.128 0.0164 −0.1602 −0.0958 92.9% 

失败能力归因的中介效应 −0.0125 0.0068 −0.0254 −0.0004 7.1% 
 

结果表明，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对一般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0.14, p < 0.001)，且

当引入中介变量失败能力归因后，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对一般自我效能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13, p < 0.001)。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对失败能力归因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92, p < 0.001)，失

败能力归因对一般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01, p < 0.05)，如图 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parent-chil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dif-
ference affecting general self-efficacy 
图 1.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与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且具有显著的负向预

测作用，即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越大，一般自我效能感越低。 
首先，当亲子间教育期望存在差异，且自我教育期望低于个体觉知到的父母教育期望时，意味着父

母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子女的学业能力，此时父母若依旧向子女传递“我希望你一定取得高学历”

的想法，希望通过提高教育期望鼓励和引导子女追求更高的学历，激发个体的动机水平进而获得成功的

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很有可能适得其反，使父母失去威信，使期望失去积极的激励作用，导致个体对自

我效能产生怀疑。 
其次，当个体觉知到的父母教育期望低于自我教育期望时，意味着父母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子

女的学业能力，此时父母可能会向子女传递“学业不重要”或者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并且孩子在教育

目标的奋斗上得不到家长的充分支持和关注，从而导致自我效能感降低。 
最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指出，除了个体自身经历事件的成败经验、替代性(他人)经历事件的成

败经验会对个体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言语说服(社会劝导)，即他人的反馈与评价尤其是权威人士如教师、

家长的反馈评价也是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高低的重要信息源。因此，当父母的反馈和评价总是与个体内心

的想法或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时，个体会产生“父母并不真正了解我”、“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压力”等想法，

从而导致自我效能感降低。贴合实际情况的言语说服(社会劝导)对于提高个体动机水平从而提高自我效能

有一定的作用，而与实际情况差异较大甚至是毫无关联的言语说服反而会挫伤自我效能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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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失败事件的归因风格中的能力维度对一般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结

合韦纳的归因理论与赛里格(Seligman)的习得性无助理论进行分析，若将失败归因于能力容易让个体产生

失控感、无力感等负性情绪，导致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降低，对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完成任务持有猜疑

的心态，那么往后再遇到之前失败过或是类似的事情时就会产生失败预期，认为自己技不如人，难以成功，

一般自我效能感降低。 
以往对于失败能力归因与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鉴于本研究结果分析显示，亲

子间教育期望差异与失败能力归因存在显著相关，且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亲子间的教育期望差

异越大，个体越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于能力维度，认为是自身能力不足导致失败。此外，失败能力归因在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与一般自我效能感能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可以通过影响失败

能力归因进而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 
自尊理论认为当认知存在差异时会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当认知存在差异则意味着个体尝试改变他

人描述评价的行为失败[16]。若个体发现外界因素难以改变时，为降低内心痛苦，个体往往会选择向内反

省、思考，寻求内部原因以解释失败。因此，当亲子间教育期望存在差异时，大学生可能会感到难以改

变父母的教育期望时，为了降低差异所带来的痛苦，这时个体会倾向于将这种失败归因于自身能力原因，

从而导致一般自我效能感降低。 
认同控制理论(Identity Control Theory)的主要观点是：个体倾向于追求外部环境输入的要求与自身认

同标准相符合。父母教育期望是一种具有极强影响力的外部社会环境信息输入；自我教育期望则可看作

主体对“学生”这一社会性角色完成学习任务时所形成的认同标准；两者的差异即外部环境输入的要求

与自身认同标准之间的距离[2]。那么当亲子间教育期望存在差异时，意味着个体接收的外部反馈性评价

和自我的认同标准存在不同，个体会产生较低的自我效能感。若将这不一致看作是一种失败，继而倾向

于将这种失败归因为自身能力不足时，内部的自我认同循环系统的运作可能会遭到破坏，个体认为自己

没能力改变外部环境输入的要求，从而导致一般自我效能感降低。 

5.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转化了研究视角，探讨了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对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失败能力归因起到

的中介作用。扩大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的研究群体，强调了缩小教育期望差异的意义。启示大学生应培

养良好的归因风格，客观看待亲子间存在的教育期望差异，一方面，亲子之间可以通过加强沟通了解彼

此，缩小差异。对于父母而言，应及时了解子女自身对个人未来学业发展甚至是职业发展的想法与意愿，

减少过度的干涉和控制。对于子女而言，应该主动表达自我的想法，承担责任，减少对父母的依赖。另

一方面，大学生应该培养良好的归因风格，学会用认知行为疗法中提到的可能性区域技术，在面对失败

时分析多种原因，减少对自我的怀疑，将怀疑转变为行动，提高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对于教育期望差异缺少他评的数据，只考虑了归因风格中对于失败事件能力

归因的维度。对大学生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现状探讨不够深入。因此，未来可以通过访谈法和实验设计研

究，测量并对比父母真实教育期望和自我教育期望，结合时代背景了解大学生教育期望差异的现状，探讨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的预测因素，完善归因风格在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对自我效能感影响中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1] 尹霞, 刘永存, 张和平, 涂文婷. 家长期望偏差与教育焦虑[J]. 青年研究, 2022(1): 40-48+95. 

[2] 罗良, 郭筱琳.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 概念框架、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30-4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870


张元珺 
 

 

DOI: 10.12677/ass.2023.1211870 6361 社会科学前沿 
 

[3] Wang, Y. and Benner, A.D. (2014) Parent-Child Discrepancies i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ctual versus Perceived Discrepancies. Child Development, 85, 891-900. https://doi.org/10.1111/cdev.12171 

[4] Rutherford, T. (2015)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Discrepancies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Aspirations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20, 69-85.  
https://doi.org/10.1080/02673843.2013.767742 

[5] Nurmi, J.E. (2004) Socializa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Channeling Selection, Adjustment, and Reflection. In: Lerner, 
R.M. and Steinberg, L., eds.,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 John Wiley & Sons, Inc., Hoboken, 85-124.  
https://doi.org/10.1002/9780471726746.ch4 

[6] 蔺秀云, 王硕, 张曼云, 周冀. 流动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因素——从教育期望、教育投入和学习投入角度分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5): 41-47. 

[7] 郭筱琳, 何苏日那, 秦欢, 等.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对小学生情感幸福感的影响: 学业成绩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

中介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4): 467-477. 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9.04.10  
[8] Agliata, A.K. and Renk, K. (2008) College Students’ Adjustment: The Role of Parent—College Student Expectation 

Discrepancies and Communication Reciprocit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7, 967-982.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07-9200-8 

[9]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191-215.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84.2.191  

[10] Weiner, B., Frieze, I., Kukla, A., Reed, L., Rest, S. and Rosenbaum, R.M. (1987) Perceiving the Cause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In: Jones, E.E., Kanouse, D.E., Kelley, H.H., Nisbett, R.E., Valins, S. and Weiner, B., eds., Attribution: Per-
ceiving the Causes of Behavior,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Mahwah, 95-120. 

[11] 刘永芳. 归因理论及其应用[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12] Lewis, C. (1986) Early Sex-Role Socialization. In Hargreaves, D.J. and McCalley, A., eds., The Psychology of Sex 

Roles, Harper & Row, New York, 95-117. 

[13] 王燕, 马宁. 大学生归因方式与父母教养方式关系的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8(5): 505-507.  
https://doi.org/10.13342/j.cnki.cjhp.2008.05.029  

[14] 李旭, 钱铭怡. 青少年归因方式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0(2): 83-85.  
https://doi.org/10.16128/j.cnki.1005-3611.2000.02.005  

[15] 高申春. 自我效能理论评述[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0(1): 60-63.  
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00.01.011  

[16] Cast, A.D. and Burke, P.J. (2002) A Theory of Self-Esteem Social Forces. Social Forces, 80, 1041-1068.  
https://doi.org/10.1353/sof.2002.000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870
https://doi.org/10.1111/cdev.12171
https://doi.org/10.1080/02673843.2013.767742
https://doi.org/10.1002/9780471726746.ch4
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19.04.10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07-9200-8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84.2.191
https://doi.org/10.13342/j.cnki.cjhp.2008.05.029
https://doi.org/10.16128/j.cnki.1005-3611.2000.02.005
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00.01.011
https://doi.org/10.1353/sof.2002.0003

	大学生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对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失败能力归因的中介作用
	摘  要
	关键词
	The Effect of Parent-Chil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Difference on General Self-Efficacy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ttribution of Failure Ability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提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间教育期望差异
	2.2.2. 失败事件能力归因
	2.2.3. 一般自我效能感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3. 研究结果
	4. 讨论
	5. 研究意义与不足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