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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研究采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学习

投入量表和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问卷对2
 

683名中职生进行调查.
 

结果表明:
 

①父母积极教养方式正向预测社会适

应;
 

②
 

学习投入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③
 

性别调节了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社会适应的

直接路径和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
 

这启示家长和教育者,
 

不仅应重视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影响,
 

还可以通过增强中职生的学习投入提高其社会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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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urvey
 

research
 

was
 

conducted
 

among
 

2
 

683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parenting
 

styles
 

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mediation
 

mechanism.
 

The
 

inst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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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s
 

included
 

Short-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Academic
 

Engagement
 

Scale,
 

an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Social
 

Adaptation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social
 

adaptation
 

positively.
 

②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indirectly
 

pre-
dicted

 

the
 

social
 

adaptation
 

through
 

study
 

engagement.
 

③
 

The
 

direct
 

effect
 

of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the
 

path
 

from
 

study
 

engagement
 

to
 

social
 

adaptation
 

were
 

moderated
 

by
 

gender.
 

This
 

enlightens
 

parents
 

and
 

educators
 

that
 

they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positive
 

parenting
 

on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but
 

also
 

improve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level
 

by
 

enhancing
 

their
 

study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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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教育部聚焦职业教育“提高质量和改善形象”两项主要任务的提出,
 

中职生的学习发展和

社会适应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1].
 

中职生是我国普通教育中的特殊群体,
 

是情绪和行为社会

适应不良的高发群体[2].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周围的人、
 

事、
 

物保持和谐平衡的状

态[3].
 

中职生的社会适应水平对其学业发展、
 

身心健康、
 

顺利度过青春期、
 

迈入成年早期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4].
 

对于大部分中职生而言,
 

毕业即意味着从学校走向社会,
 

良好的社会适应意味着中职生能够更好

地遵守社会价值观和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5],
 

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重大挑战.
 

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讨影响

中职生社会适应的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从而为促进中职生社会适应提供有效建议和对策.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

 

家庭是个体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
 

在个体社会适应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6].
 

研究表明,
 

个体的社会适应除了与个体遗传、
 

周围环境、
 

个人发展阶段有关以外,
 

与个体的家庭系统

也密切相关[7].
 

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中父母对子女教养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风格,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孩

子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状况[8].
 

积极教养方式是指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的一种温暖和支持的积极关系,
 

是个体发展过程中良好的保护性和支持性因素,
 

主要包括民主性、
 

情感温暖和关注帮助等[9-10].
 

在父母的

积极教养方式下,
 

孩子拥有较高的生涯规划、
 

亲社会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
 

会表现出较高的社会适应能

力[11-12].
 

但是,
 

关于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影响的研究较少,
 

尚待进一步探讨.
 

由此,
 

本研究

提出假设1: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学习投入是个体对学习保持一种持续、

 

积极而又饱满的认知和情感状态,
 

包括活力、
 

奉献和专注3个

方面,
 

是衡量学生学业表现的重要指标之一[13-15].
 

近年来,
 

有研究者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对学生学习投入

的影响.
 

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
 

如接纳、
 

宽容,
 

民主等会营造一种轻松的家庭氛围,
 

更可能激发孩子的学习

兴趣和强化孩子的学习动机,
 

从而提升其学习投入水平[16-17].
 

基本心理需要理论也指出心理需要的满足是

个体行为的基本动力,
 

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会给孩子更多的正面评价,
 

更能够让孩子了解和发现自我价

值,
 

从而促使个体集中精力投入学习[18-19].
 

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普通中学生、
 

大学生学习投入对其心理健

康和社会适应的影响,
 

对职业学校的学生,
 

特别是中职生的学习投入的关注较少.
 

但是无论是普通高中还

是职业高中的学生,
 

学业发展仍然是其重要的发展任务之一.
 

对于中职生而言,
 

随着学习内容的不断加深

和各类技能比赛逐渐增加,
 

学习对他们来说依然非常重要[20],
 

学习投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中职生形成良好

的自我同一性,
 

发展良好的自我概念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21-22].
 

有研究表明,
 

个体的学习投入可以正向

预测其学校适应,
 

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
 

其社会适应水平会更高[18,
 

23].
 

由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2:
 

学习投

入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中职生的社会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社会适应的发展和影响在不同性别的青少年中具有差异[24].

 

在个体成长过程中,
 

社会文化环境对不同

性别的个体存在不同的角色期望,
 

从而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性行为[25].
 

相较于男生,
 

女生由于青春期在月经周期时分泌的黄体酮和雌激素增多,
 

会对周围环境更加敏感[26],
 

更容易受到父母教

养方式的影响.
 

但也有研究发现,
 

相比女生,
 

父母的教养方式等家庭因素对男生的作用更为明显[27].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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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拟对上述不一致的结论在中职生中的表现进行进一步探讨.
 

另外,
 

有研究表明,
 

不同性别的青少年

在学习投入与社会适应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女生的学习参与度会比男生高[28],
 

且女生更加愿意遵从老师的

期望,
 

其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状况更好[29].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3:
 

性别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

的社会适应的直接路径和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起调节作用.
综上,

 

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1),
 

探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影响及

其中介与调节机制.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模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
 

选取重庆某职业高中的2
 

864名学生作为被试.
 

剔除规律作答、
 

部分问卷关键变量

回答不完整等虚假问卷,
 

得到有效问卷2
 

683份(有效率为93.68%).
 

被试年龄范围为14~20岁(M=
16.04,

 

SD=0.81
 

),
 

其中男生1
 

542人(占比57.5%),
 

女生1
 

141人(占比42.5%);
 

成长环境农村834人

(占比31.1%),
 

城镇1
 

849人(68.9%);
 

独生子女318人(占比11.9%),
 

非独生子女2
 

365人(88.1%).
1.2 工具

1.2.1 社会适应

采用缪华灵等[24]修订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量表,
 

包含学习自主、
 

生活独立、
 

环境认同、
 

人际和谐和

集体融入4个维度.
 

问卷共34题,
 

其中2个测谎题不纳入计分,
 

采用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点计

分,
 

均分越高说明社会适应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的α系数为0.95.
1.2.2 积极教养方式

采用蒋奖等[30]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中文版的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包括父亲情感温

暖和母亲情感温暖两个维度,
 

共14个题目,
 

采用1(从不)~4(总是)点计分,
 

两个维度的Cronbach的α系

数分别为0.88和0.88.
1.2.3 学习投入

采用Schaufeli等[13]编制,
 

方来坛[31]等修订的学习投入量表.
 

量表共17个项目,
 

包含3个维度:
 

活

力、
 

奉献、
 

专注.
 

采用1(从来没有)~7(总是)点计分,
 

总均分越高代表学习投入越多.
 

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Cronbach的α系数为0.97.
1.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2.0和 Hayes开发的PROCESS宏程序进行数据分析,
 

选择 Hayes提供的 Model
 

4和

Model
 

15进行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
 

将所有变量的全部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结果发现,
 

未旋转状况下

共有9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
 

并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35.99%,
 

小于40%的临界值标准.
 

由此可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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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影响不大.

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描述及相关分析表明(表1):
 

人口学变量中的成长环境和独生与否与研究变量之间均无显著相关,
 

在

后续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中不再考虑这两个变量.
 

而年龄、
 

家庭经济地位与研究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因此在后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同时,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学习投

入与社会适应两两之间均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2

 

683)

变量 M±SD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 1

2.
 

年龄 - 0.01 1

3.
 

成长环境 - -0.02 0.08** 1

4.
 

独生与否 - 0.12** 0.09** 0.20** 1

5.
 

家庭经济地位 - -0.02 -0.04* -0.16** -0.06** 1

6.
 

积极教养方式 2.57±0.64 -0.02 0.04* -0.01 0.01 0.14** 1

7.
 

学习投入 4.61±1.19 -0.01 0.07** 0.02 0.01 0.11** 0.43** 1

8.
 

社会适应 3.76±0.57 -0.04 0.05** 0.01 0.01 0.19** 0.46** 0.62** 1

  注:
 

***p<0.001,
 

**p<0.01,
 

*p<0.05.

2.3 学习投入在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程序中的 Model
 

4检验学习投入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中职生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

应.
 

结果表明(表2),
 

在控制性别、
 

年龄、
 

家庭经济地位的情况下,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显著预测社会适应.
 

加入中介变量学习投入后,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依然显著正向预测社会适应,
 

且正向预测学习投入.
 

学习投

入显著预测社会适应.
 

通过采用基于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
 

进一步发现:
 

学习投入在父母积极教

养方式与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ab=0.19,
 

SE 为0.01,
 

95%的置信区间为[0.00,
 

0.17].
 

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0.39)的48.75%.
表2 学习投入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社会适应之间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标

R R2 F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t
社会适应 性别 0.48 0.23 199.82 -0.03 -1.39

年龄 0.03 2.28

家庭经济地位 0.05 7.41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0.39 25.76

学习投入 性别 0.44 0.19 158.89 -0.01 -0.05

年龄 0.08 3.19

家庭经济地位 0.04 2.88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0.78 24.09

社会适应 性别 0.66 0.44 419.87 -0.03 -1.59

年龄 0.01 0.73

家庭经济地位 0.04 6.92

学习投入 0.24 31.65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0.20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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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性别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性别因素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直接效应的调节作用和通过学习投入影响社

会适应后半段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使用PROCESS的 Model
 

15对数据加以处理.
 

结果显示:
 

父母积极教养

方式与性别的交互项对中职生的社会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5,
 

p<0.001);
 

同时,
 

学习投入与

性别的交互项对中职生的社会适应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07,
 

p<0.05).
通过进一步的简单斜率检验来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

 

图1表明:
 

相比女生群体(β=0.16,
 

p<0.001),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在男生群体中更加显著(β=0.23,
 

p<0.001).
 

此外,
 

图2
 

表明,
 

性别也可以调节学习投入对社会适应的影响,
 

相比男生(β=0.22,
 

p<0.001),
 

女生的学习投入

水平对中职生社会适应正向预测更加明显(β=0.27,
 

p<0.001).

图2 性别在积极教养方式对

中职生社会适应的调节效应

图3 性别在学习投入对

中职生社会适应的调节效应

3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职生社会适应的影响

机制———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及性别的调节作用,
 

为促进中职生的学业发展和社会适应提供了实证依据.
3.1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直接作用

研究发现,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假设1得到验证.
 

这一结果支持

了生态系统理论,
 

即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微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会对孩子的社会适应产生影响,
 

也与以

往的研究结果一致[6,
 

32].
 

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下养育的孩子,
 

能够感受到来自父母较多的温暖与支持[7],
 

更容易拥有乐观的心态,
 

在面对压力时能够更加有效的利用身边和自身资源,
 

其社会适应水平会更

高[7,
 

33].
 

尤其是对于大部分中职生而言,
 

他们由于中考成绩不理想不得不就读于职业学校,
 

容易产生强烈

的自卑感,
 

常常担心外界异样的眼光[20],
 

更加在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
 

而积极的教养方式会让他们

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有利于他们重拾信心,
 

减少由中考失利产生的对现实

的不满,
 

从而克制自己的不良情绪和问题行为,
 

其社会适应会更高.
3.2 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
 

积极教养方式不仅可以直接促进中职生的社会适应,
 

还可以通过提高学习投入间接促

进其社会适应的提高,
 

假设2得到验证.
 

这是由于与普通高中生相比,
 

中职生几乎都在初中学习过程及中

考中遭受过学习的打击,
 

因此更容易产生自己不如别人的自卑心理,
 

其学习积极性也会下降[34].
 

而生活在

积极教养家庭环境中的中职生在进入职校后,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挫折更有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支

持和鼓励,
 

由此会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学业上的困难与挫折[17],
 

进而促进其更好的社会适应.
 

当子

女感知到来自父母的情感温暖越多,
 

其心理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
 

其更容易形成较高的学业自我概念[35],
 

对学习的兴趣也会越大,
 

更可能投入到学业中,
 

也符合基本需求理论[36].
 

同时,
 

学业发展作为青少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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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重要发展任务,
 

与个体的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密切相关[14,
 

37].
 

中职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遇到困难,
 

而学习投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激发学习的兴趣与动机,
 

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学业自我,
 

减少学习过程中消

极情绪和不良行为,
 

进而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37].

3.3 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检验了性别是否调节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直接路径以及通过学习投入影响

中职生社会适应的中介路径,
 

研究3得到验证.
 

首先,
 

性别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中职生社会适应之间起

调节作用,
 

即男生的社会适应更容易受到父母积极教养方式的影响.
 

原因可能在于,
 

男生与女生的生理、
 

人格、
 

认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在青春期逐渐扩大,
 

女生大脑和认知发展比男生更加成熟[38],
 

男生的控制能

力相对较弱,
 

所以男生的社会适应性行为会更容易受到父母积极教养方式的影响.
 

同时,
 

在青春期阶段,
 

女生会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发展,
 

除了父母,
 

他们可以从同伴和老师那里获得陪伴和情感支持[39],
 

进而父

母积极的教养方式对女生社会适应的影响逐渐减弱.
 

其次,
 

本研究发现性别还调节了学习投入对中职生社

会适应的影响.
 

与中职男生相比,
 

女生的社会适应更容易受到学习投入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
 

中职女生更

容易感到自卑[34],
 

而当女生增加学习投入时会获得来自老师、
 

同学以及社会的认可,
 

从而提高自我效能

感,
 

其社会适应水平会更高.
 

同时,
 

这也与我国家长传统培养观念有关[40],
 

当家庭愿意让女生去职业学校

读书而不是辍学,
 

本身传递着来自家庭对女生群体更强的教育期望,
 

并且由于认知的发展,
 

女生会更加关

注自己的预期教育和职业目标,
 

这就导致女生的学习投入与社会适应的联系更加紧密.

3.4 研究启示与局限

一直以来,
 

中职生作为我国教育体制中较为特殊的群体,
 

被认为是普通教育的“失败者”,
 

常常承受

着来自社会的污名化[2].
 

再加上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转型,
 

中等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2],
 

如

何帮助中职生减少心理健康问题,
 

提高其社会适应水平是新时期中等职业教育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
 

本研究结果发现,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能够直接影响中职生的社会适应.
 

在父母教养方式上,
 

本研

究启示中职生的父母应多采取温暖接纳的方式与孩子进行互动,
 

积极主动地去赞赏孩子的优点和能力.
 

在亲子沟通过程中,
 

采取民主、
 

平等的态度会让子女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教导,
 

一方面需重视孩子的意

见,
 

另一方面应避免对孩子的行为做出坚决的控制.
 

其次,
 

本研究发现,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还能够通过

学习投入间接影响中职生的社会适应水平.
 

对于中职生而言,
 

学习仍然是其重要的发展任务之一,
 

提高

学习投入水平可以激发中职生向上的内在动力[20,
 

34],
 

提高社会适应水平.
 

因此,
 

这启示家长和教师需注

重给予中职生学习上的鼓励,
 

增强其学习自信心,
 

这有利于中职生形成积极的学业自我评价,
 

从而激发

其学习的内在学习动力.
 

同时,
 

教师可以通过增加课堂交互活动,
 

比如说提问、
 

讨论、
 

反馈等方式激发

中职生的课堂参与度.
 

最后,
 

本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中职生在社会适应的发展和影响上有不同的表现.
 

这启示在中职生的教育和培养过程中,
 

应针对不同性别个体制定个性化的社会适应干预方案.
 

对于男

生,
 

要更加注重来自父母的积极教养方式,
 

父母要更加注意他们的教养行为对孩子社会适应行为的影

响;
 

对于女生,
 

则需要多关注她们在学习上的表现,
 

及时给予学习投入上的强化与关注,
 

这样才能更加

有效地提高中职生的社会适应水平.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角度进一步完善:
 

第一,
 

由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本

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
 

无法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或实验研究来进一步验

证;
 

第二,
 

虽然本研究的样本相对较大,
 

但还只是收取了重庆市的部分中职生的样本,
 

对于更大地域范围

样本的情况如何,
 

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中职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习投入和

社会适应水平不够全面和客观,
 

未来可多群体报告,
 

全面评估中职生的社会适应状况.

4 结论

1)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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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习投入在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与社会适应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性别调节了积极教养方式对社会适应的直接作用和通过学习投入对社会适应中介效应的后半段,
 

即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生社会适应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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