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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to test whether learning engagemen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
twee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Methods: A sample of total 400 
pupils of Grade 5 and 6 in Guangzhou was assessed on measures of their parent-child communica-
tio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al 
software SPSS19.0. Results: 1)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upils’ 
academic achievements. 2) Learning engagement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upils’ academic 
achievements.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4) Variable of learning engagement is introduced to parent-child communi-
cation; its prediction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had lower level of significance. Conclusions: 
Learning engagement of pupil partially plays a meditation role between their parent-child com-
munic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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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小学生的亲子沟通、学业成就以及学习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检验学习投入是否在小学

生的亲子沟通与学业成就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方法：对广州400名小学5，6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数据用SPSS19.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结果：1) 亲子沟通的质量影响小学生的学习投入，并且两者间的

相关达到显著水平。2) 小学生的学习投入影响其学业成就，并且两者间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3) 亲子

沟通的质量影响小学生的学业成就，并且两者间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4) 引入学习投入这一变量后，亲

子沟通对学业成就预测的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即学业投入在小学生的亲子沟通和学业成就之间存在部

分中介作用。结论：亲子沟通通过小学生的学习投入最终影响其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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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郑日昌等指出：学业成就指个体的知识以及技能水平达到教育要求的标准。学业成就的获得通过成

就测验而来[1]。对于小学生而言，衡量其学业成就比较科学以及客观的标准就是其学习成绩。因此本研

究中的学业成就指学习成绩。此外，众所周知 21 世纪是一个重视培养具备综合素质人才的时代，教育的

改革以及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针的制定都表明人才是当今社会所紧缺的。然而，尽管目前有很多的呼声要

求给学生减负，也有相关的政策要求给学生进行减压，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学生依然无法摆脱学业带来的压力。因为当今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而作为一名学生，主要任务是好好

学习，充实自己，稳打稳扎，为未来更好地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如此一来，学业成就依然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影响小学生学业成就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亲子沟通以及学习投入。Cheryll S Sharone P 指出亲子

沟通即家庭中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相处时相互交换信息、观点、情感以及态度，以便达到共

同了解、信任、互相合作的过程[2]。研究发现，良好的沟通跟个体的学业成就之间存在正相关，也就是

提高中小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有亲子沟通中关于学习的内容、积极的亲子沟通方式等[3]。辛自强发现，

当家庭中成员之间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彼此之间能够得到平等交流的机会也比较多。而那些

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跟他们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以及对孩子的了解不够，父母也不知道自

己孩子的交友情况[4]。 
此外，学习投入是指个体的一种与学习相关的积极、充实的精神状态，是学业倦怠的对立面。Schaufeli

认为学习投入一般来说包括活力、奉献以及专注三个维度。其中，活力指学生在学习上的精力；奉献指

学生对于学习的意义的理解；专注则指学生投入到学习中的精神集中程度[5]。目前有研究证明学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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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其中 Andrew 和 Ronald 的研究发现，一个学生的学习投入能够提高其学习成绩，降

低辍学率，并且指出学习投入跟学习成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学习投入的程度越高，学生的学业

成就也越高[6]。 
至于亲子沟通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亲子沟通的研究有很多，学习投入的研究比较少，而将两者

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研究更少。其中，秦佳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指出：亲子沟通跟中小学生的学习投入

之间存在相关性，即亲子沟通能够对中小学生学习投入进行预测，亲子沟通对中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形成

有影响[7]。 
根据前人的研究，本文对亲子沟通，学习投入以及学业成就进行综合的测量。其中对亲子沟通的测

查包括良好沟通以及问题沟通两个方面，对学习投入的测查包括专注，奉献以及活力三个维度，而学业

成就则以小学生最近的一次期末考试的语数英三科总分为测查的分数。通过问卷调查小学生的这些特点，

希望能藉此全面探究学习投入在亲子关系和学业成就间的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因为考虑到小学生从高年级(四年级)开始成绩越来越被受到重视并且成绩分层的现象变得更明显，所

以本研究以小学五、六年级两个年级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采用整体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广州市两

所小学，并从两所小学中各随机抽取五、六年级两个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共发放问卷 400 份，

每所学校 200 份，因为某些学生不认真作答而产生无效问卷，因此共收回有效问卷 380 份，回收率为 95%，

其中 5 年级 184 份，6 年级 196 份。所有学生均来自完整家庭，男生 202 人，女生 178 人。所有被试年

龄处在 10 岁~12 岁之间，平均年龄 11.07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亲子沟通量表 
Barnes 和 Olson 在 1980 年编制了亲子沟通量表，其后安伯欣等人在此量表基础上对其进行翻译以及

修订，本研究使用该版本的亲子沟通量表[8]。量表共包括 20 个题目，分为良好沟通以及有问题的沟通，

要求小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作答。反应以 5 点记分，1 = 非常不同意，2 = 有些不同意，3 = 一般，4 =
有些同意，5 = 非常同意。计分时，问题性沟通题目反向计分，全部总分越高，表示亲子沟通质量越高，

亲子关系越好。本研究对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检验，所得 Cronbach a 值为 0.816。 

2.2.2. 学习投入量表 
Schaufeli 等研究者根据工作投入量表(UWES)并通过调查学生最终编制了学习投入量表(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Student)，该量表具有稳定的三维度结构[5]。 
因此本研究中所用的学习投入量表为方来坛、时勘、张风华根据 Schaufeli 的学习量表而翻译并且编制

修订的中文版学习投入量表[9]。该量表一共有 17 个题目分 3 个维度：活力、奉献和专注。各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在 0.70~0.80 之间，相关系数显著，并在 0.45~0.75 之间。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83。量表采用李克特 7 点评分制，从“从来不是这样”到“总是如此”，“从来不是这样”计 0 分，“总

是如此”计 6 分。将所有题目的分数加起来作为学习投入的总分数，分数越高表明学习投入水平越高。 

2.2.3. 学业成就测量 
笔者认为，在目前教育背景下，对小学生来说，能客观、公平、科学地反映其学业成就的指标，最

具代表性的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因此，在参考同类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选择调查小学生最近一个学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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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考的语数英三科成绩总分作为评价其学业成就水平的依据。 
在测量小学生学业成就时，从学生的班主任处得到该生最近一次期末考试三科的总分，将他们的分

数按照自己所在的学校以及所在的班级进行标准化，得到 Z 分数，来表示学生的学习成绩。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的全部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系统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小学生亲子沟通的结果分析 

对小学生亲子沟通的两个维度进行人口学变量统计，从表 1 可以看出，小学生的良好沟通在年龄上

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分析比较发现 10 岁学生的良好沟通得分显著高于 11 和 12 岁的学生，其他得分在性

别、年龄以及年级的维度上均不存在差异。具体数值见表 1。 

3.2. 小学生学习投入的结果分析 

对小学生学习投入的各个维度进行人口学变量的统计，从表 2 可以看出，小学 6 年级学生的活力以

及奉献两个维度和总学习投入显著高于 5 年级学生；小学生的活力，专注两个维度和总学习投入在年龄

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发现，12 岁的学生的活力，专注两个维度和总学习投入显著高于 11 岁

以及 10 岁的学生，并且其在奉献维度上的得分与 11 岁，10 岁学生的得分达到边缘显著水平。除上所述

外，其他方面在统计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数值见表 2。 

3.3. 小学生亲子沟通、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的相关分析 

小学生亲子沟通、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之间的相关见表 3。由表 3 可以知道，小学生亲子沟通的两

个维度和学习投入的三个维度之间均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亲子沟通的两个维度和学业成就之间均呈现

出正相关的关系；学习投入的三个维度和学业成就之间均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3.4. 小学生亲子沟通、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的多层回归分析 

众多研究者认为在检验中介变量时，一般的做法是依次检验回归系数[10]。有学者提出中介效应的成

立必须基于四个条件：前面三个条件为自变量、因变量以及中介变量之间存在两两显著相关关系，最后

一个条件是控制了中介变量作用之后，预测变量跟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减弱或变得不显著[11]。由表 3 中的

相关分析矩阵可知前三个条件已满足，接下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将性别、年级、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建立回归方程。在分析过程中，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见表 4。 
从表 4 可见，亲子沟通对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很强，对总学习投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时发现，引入

总学习投入后，亲子沟通对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有所下降。所以，总学习投入在亲子沟通和学业成就之

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0.2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50%，也就是说亲子沟通对学业成就依

然存在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值为 0.27。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图 1 所示的中介模型。 

4. 讨论 

4.1. 小学生亲子沟通的现状与特征 

小学生的亲子沟通是本研究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探讨目前小学生的亲子沟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

平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本研究结果显示，小学生在与其家长沟通的过程中，亲子沟通的得分普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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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of the pupils 
表 1. 小学生亲子沟通描述性统计 

变量  良好沟通 问题沟通 事后多重比较 

性别 
男 3.89 ± 0.25 3.59 ± 0.17  

女 3.42 ± 0.18 3.45 ± 0.16  

 t 值 1.72 0.61  

年级 
5 年级 3.83 ± 0.24 3.45 ± 0.21  

6 年级 3.46 ± 0.18 3.50 ± 0.14  

 t 值 1.25 −0.22  

年龄 

1. 10 岁 4.18 ± 0.25 3.86 ± 0.25 1 > 2, p < 0.05 

2. 11 岁 3.62 ± 0.20 3.52 ± 0.16 1 > 3, p < 0.05 

3. 12 岁 3.27 ± 0.25 3.27 ± 0.20 2 > 3, p > 0.05 

 F 值 3.08* 1.88  

注：***p < 0.001，**p < 0.05，*p < 0.01。 
 
Table 2. The description of learning engagement of the pupils 
表 2. 小学生学业投入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活力 奉献 专注 总投入 

性别 
男 3.77 ± 0.28 4.13 ± 0.35 3.74 ± 0.31 3.86 ± 0.32 

女 3.45 ± 0.26 3.66 ± 0.32 3.33 ± 0.31 3.47 ± 0.28 

 t 值 −0.83 1.00 0.93 0.96 

年级 
5 年级 3.40 ± 0.39 3.52 ± 0.41 3.37 ± 0.41 3.43 ± 0.39 

6 年级 3.67 ± 0.21 4.03 ± 0.31 3.53 ± 0.28 3.73 ± 0.25 

 t 值 −0.67* −1.00* −0.326 −0.68* 

年龄 

1. 12 岁 4.42 ± 0.28 4.83 ± 0.22 4.65 ± 0.28 4.62 ± 0.22 

2. 11 岁 3.29 ± 0.25 3.44 ± 0.33 3.26 ± 0.34 3.32 ± 0.30 

3. 10 岁 3.43 ± 0.39 3.8 ± 0.50 3.13 ± 0.37 3.42 ± 0.40 

 F 值 2.99* 2.74 4.39* 3.64* 

注：***p < 0.001，**p < 0.05，*p < 0.01。 
 
Table 3. The correlation matrix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表 3. 小学生亲子沟通、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的相关矩阵 

变量 活力 奉献 专注 学业成就 

良好沟通 0.42** 0.43** 0.42** 0.55* 

问题沟通 0.54** 0.42** 0.46** 0.43** 

学业成就 0.60** 0.69** 0.65** 1.00 

注：***p < 0.001，**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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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engagement betwee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表 4. 学习投入在亲子沟通和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效应 

步骤 预测变量 因变量 R R2 F B t 

第一步 亲子沟通 学业成就 0.54 0.29 17.94 0.54 4.24*** 

第二步 亲子沟通 总学业投入 0.51 0.26 15.14 0.51 3.89*** 

第三步 亲子沟通  
0.72 0.51 21.95 

0.27 2.12* 

 总学业投入 学业成就 0.54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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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rning engagement between parent- 
child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图 1. 学习投入在小学生亲子沟通与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作用 

 
高，表明目前所测量的小学生与其家长的亲子沟通上绝大多数都是比较好的。此外，除了 10 岁学生的良

好沟通得分显著高于 11 岁以及 12 岁的学生外，其他得分在性别、年龄以及年级的维度上均不存在差异。 
该研究结果与张干群的研究结果一致，其研究指出，10 岁是个体人生自我意识发展第二个高峰期的

初期阶段，其后个体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性发展也随之变化，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行为中，表现为自我中

心、叛逆、兴趣分化、强烈表现和执行自己的愿望[12]。因此随着年龄的增大，孩子与父母的沟通效果会

逐渐发生变化变得不如以前，亲子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此外，陈敏丽，凌霄的研究指出小学生的亲子沟通方式与中学生相比表现出更加理想的结果，因为

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会将父母作为求助的重要对象，也因为还没有十分强的自立能力，小学

生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需要依赖其父母，因此大部分人会将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跟自己的父母一

起分享沟通，所以年龄比较小的小学生较之较大的小学生而言与其父母的亲子沟通得分会比较高，也即

亲子关系更好。现代的父母较之以往而言比较民主，也更加重视家庭教育，明白到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与孩子进行良好沟通的重要性，并且逐渐懂得尊重自己的孩子，特别是明白到从小就要跟孩子建立良好

的亲子沟通，才能更有利于孩子今后各方面的身心发展，因此小学生的亲子沟通绝大部分得分比较高，

即与其父母的关系比较好[13]。 

4.2. 小学生学业投入的现状与特征 

本研究结果表明：小学 6 年级学生的活力，奉献两个维度和总学习投入显著高于 5 年级学生；12 岁

活力投入

奉献投入

专注投入

学习投入

0.51***

亲子沟通 学业成就
0.27*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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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活力，专注两个维度和总学习投入显著高于 11 岁以及 10 岁的学生，并且其在奉献维度上的得分

与 11 岁，10 岁学生的得分达到边缘显著水平。 
此外，研究结果指出小学生的学习投入在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与 Manzano & Guadalupe 的研究

发现一致，该研究发现学习投入跟年龄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当学生的年龄越大，学习的

投入水平越高[14]。而本研究中不同性别的学生的学习投入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水平，这与倪士光和伍新

春的观点一致：性别对学习投入不存在显著的影响[15]。 
小学生的学业投入水平总体上适中，对于这一点笔者给出的解释是：对于小学生而言，小学阶段是

他们迈入人生学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好奇，小学生的求学之心比较强，因此普

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以及精力到学习中，即表现出比较高分数的学习投入。此外，小学生在学习中愿意

为学业付出努力而不易疲倦，面对困难时坚持不懈，这与他们刚刚步入学业生涯，学习的精力比较旺盛，

不会轻易厌倦有关；而奉献投入较高表明小学生对于学习的意义还是比较明确，有比较清晰的学习目标

或者说对于学习带给他们的意义比较明确，这也许与他们感受到学习对它们的重要性有关；专注水平最

低表明小学生学习时还不能够很好地做到以一种全身心投入的愉悦状态来学习，并不能够很好地将精力

集中于学习中并体验到愉悦感受，这与他们的注意力比较难以长时间地集中有关。 

4.3. 学习投入在小学生亲子沟通与学业成就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学习投入在亲子沟通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具体说，亲子沟通的两个

维度是小学生与其父母日常交往的主观体验，而主观体验只能起到内在动机的作用，这种内在动机如果

要对小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则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心理活动以及借助外在行为和中介作用来实现。

而学习投入作为学生学习的卷入，在亲子沟通的影响下，使得亲子沟通间接作用在小学生具体的学习生

活中，最终影响了小学生的学习成绩。 
这种中介作用也是合理的。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亲子沟通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和学业成绩的提

高都是有利的[16]。具体来说，小学生跟父母的关系好的时候，会想让自己的父母开心，而父母比较在意

而且关心的便是他们的成绩，而且作为一名小学生，能够作为报答父母以及表达对父母爱意的形式就是

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可以让自己的父母开心，所以小学生就会通过提高投入到学习中的水平最终提高

其学习成绩。如此一来此中介效应就容易理解了，即当小学生与父母的沟通质量比较高时，小学生与其

父母的关系也会比较好，这种好的亲子关系会让其学习投入更多，从而最终间接小学生的学习成绩。由

此可见，高质量的亲子沟通不仅对小学生本身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益，还能够提高其学习成绩，一举两得。

所以家长跟小学生之间取得高质量的亲子沟通尤其重要。 

5. 结论 

通过对小学生的亲子沟通、学习投入以及学业成就的考察，本研究得出如下结果： 
1) 亲子沟通的质量影响小学生的学习投入，并且两者间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 
2) 小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影响其学业成就，并且两者间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 
3) 亲子沟通的质量影响小学生的学业成就，并且两者间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 
4) 引入学习投入这一变量后，亲子沟通对学业成就预测的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 
因此，学习投入在小学生的亲子沟通和学业成就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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