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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婚姻和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除了传统的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和重

组家庭。探讨核心家庭中父母缺位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直系家庭中祖父母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单亲家庭中缺少父母其中一方对

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以及重组家庭中继父或继母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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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迁移等诸多原因,

中国的婚姻和家庭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其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家庭结构或居

住安排模式的多元化趋势。首先,离婚率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其次,由于

代际关系模式,居住习惯和家庭经济需要等原因,隔代抚育孩子的现象在

中国非常普遍,有相当一部分夫妇长时间将孩子送到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家

照顾,此类“隔代家庭”的比例逐年升高；再次,受到户籍管理制度和自身

经济条件的双重限制,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将子女留在农村,从而产生了大

量的“留守儿童”。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社会,传统的核心家庭也

在发生变化。家庭作为代际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等传递的主要媒介,
[1]
其本

身的家庭结构对青少年的学业能力的影响也值得认真探讨。 

1 结果与分析 

1.1核心家庭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 

一般,我们认为核心家庭是 有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但是,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产生一大批“留守儿童”,另一方面,随

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城市生活压力的加大,工作压力也随之加大,在

城市中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也缺少父母的陪伴,形成了一大批“城市

留守儿童”,这两种情况形成了一定程度上母亲的缺位、父亲的缺位和双

亲的缺位。 

首先,母亲的缺位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越来越注重寻找自己的职业

生涯,而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也使得女性需要外出工作一起支撑家庭,中

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却依然深入人心,使得很多既要工作又要

兼顾家庭的女性感到力不从心。但是既有研究都发现母亲的角色对孩子学

业能力影响的重要性,Downey(1994)研究指出母亲能够提供更多的人际关

系资源,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理解为母亲能够对青少年提供更多的

情感支持与呵护,以促进其学业能力的发展。 

父亲的缺位原因比母亲的缺位原因更加复杂,第一,受传统父亲角

色的影响,也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男主外”的影响,使得很多父亲在今天

因为工作或是其他种种借口推卸了教育孩子的责任,“丧偶式育儿”随

处可见。第二,父亲与孩子的沟通很少,父子之间存在隔阂。第三,即使

部分父亲参与了孩子的教育,但教育方式不科学。父亲是家庭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智力、人格、情感、社会性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既有研究发现,父亲对孩子教育的参与会影响孩子的自信心与

人际交往能力。 

就餐、居住和行程安全等问题进行解决。5.借助随机生成教育法对风景背

后的人文内涵进行挖掘,确保事前预习和随机教育不断进行补充和渗透,

发挥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6]
。6.加强对学生现场体验式学习感悟的关注,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举办相关的文艺活动,从而做到教育宣传的目的。 

2.4加强对研学旅行特色的发挥 

当前很多学校都认识到了研学旅行的重要意义,甚至在教育工作中已

经形成了较为完善和成熟的工作流程,具备较为显著的发展特点。对目前

学校开展的研学旅行中,可以将教育特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距离作为旅行圈的界定原则。以一个二线城市为例,以开车一

天内可以往返为半径,可以组件学校研学旅行圈。在特殊假期阶段,可以适

当进行范围的拓展,确保在教育工作中实现远近结合,书本内外的有效结

合。其次,对教育内容的资源价值进行分析。将研学旅行圈作为主体环节,

可以进一步研究和发觉更多有教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研学旅行地点,保证

教育工作在每个区域的教育工作都是有效的,这对于整体教学质量和效果

的提升将起到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
[7]
。 后,优化准备过程,实现对教育质

量的全面提升。在出行前需要进行有效的调研工作,确保学生的衣食住行

得到稳定保障。在这一工作中,学校研学旅行处还应该加强和旅行社之间

的交流,对活动的主题进行明确,从而帮助旅行社针对性提升安全意识和

手段,这样教师在实际教育过程中更好的发挥教育性和人文性特点。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教育工作稳定开展背景下,我国研学旅行工作的开

展也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所以为了进一步实现中小学生教育教学水平

的提升,我们更需要加强对这一教学方式的探究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更

准确的认识到教育中的不足和问题,并针对问题制定更符合学生发展的教

育理念和手段,实现中小学教学质量的切实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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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双亲的缺位是由于双亲都工作,那些白天能到学校的青少年,放学

后也只好一个人呆在家里。目前,有许多研究表明,这些“挂钥匙的孩子”

正处于危险之中,没有安全感,更没有指导。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家长的教育

参与对儿童学习行为和学业成就的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参与程度和参

与的质量,都会影响子女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进而影响子女的学业成

就。
[2]
 

所以,很多看起来完整的家庭,因为父母对孩子学习教育的参与度低,

不同程度的缺位,都会影响青少年学业能力。 

1.2单亲家庭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单亲家庭儿童中,学习属于中下等者占全体单亲家庭

儿童的43.52%(而完整家庭儿童仅占14.55%)。
[3]
 

单亲家庭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单亲家庭会影响青少年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既有研究表明,无

论是认知测验还是推理测验,单亲家庭的孩子都显然不如核心家庭儿童,

而影响学业能力的学习态度、学习情绪、学习意志力等重要非智力因素,

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表现出缺乏独立性、脆弱,不能自制、放荡不羁,胆小、

疑虑；缺乏坚持性。 

其次,单亲家庭的青少年家庭学习环境差。单亲家庭中父母离异是矛

盾冲突激化的结果,在她们的矛盾冲突产生—激化—离婚的过程中,子女

经受着甚至比其父母更加痛苦的折磨。她们不仅常处于父母无原则的吵

闹、怄气、争斗甚至 后不欢而散的紧张气氛中；而且,激愤的父母还把

他们的矛盾转嫁到无辜的孩子身上。因而,经受了父母离异闹剧全过程的

青少年,心理的变态是十分明显的,表现为恐惧、愤怒、羞愧、烦躁。 

第三,单亲家庭的青少年家庭教育水平较低。没有双亲紧密配合、协

力教育、共同关怀儿童成长,已是单亲家庭教育的一大缺陷。而更可悲的

是,单亲家庭中仅有的一位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也不能令人满意。以青少年

与父母交往情况,如和父母谈话、吃饭、合作,单亲家庭的亲子关系显然不

如完整家庭。 

后,单亲家庭与老师的配合相对较低。有一部分单亲父母可能会把

婚姻的不幸转嫁到孩子身上,对孩子的学习活动参与较低,对孩子的学习

期望也不高,与老师的沟通交流则更少。 

所以,造成单亲家庭儿童学习活动问题的客观因素是复杂的、多维的。

单亲家庭儿童身处不良客观环境中,不时地反映其中的消极因素,逐渐形

成不良的主观状态。而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消除的不良客观因素又不断通

过他们内在的消极心理状态,对他们学习活动及心理发展产生恶性影响,

从而导致这些儿童的学习和心理水平低于核心家庭儿童的趋向。 

1.3重组家庭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 

重组家庭看似是一个完整的核心家庭,但是因为重组家庭中的其中一

方不是青少年的亲生父亲或母亲,在教育上会受到很多限制。若是太严格,

在其他人眼中就会有因为不是自己的孩子,因此对孩子特别严格的印象,

所以,一般重组家庭的继父或继母宁愿采取纵容或溺爱的方式,这使得本

就意志力不强的青少年在学习上放松。另一方面,青少年面对继父或继母

的教育时,往往也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使得之后双方对于孩子教育都

较为消极。再者,青少年还可能会把对继父或继母的不满转嫁到亲生父母

身上,觉得正是因为他们使得原本完整的家庭破碎。所以我们发现,重组家

庭的孩子也比核心家庭的孩子更为敏感,带有自卑感,所以,重组家庭对青

少年学业能力也有显著的影响。 

1.4直系家庭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直系 

直系家庭也就是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家庭对青少年学业能力的影响

众说纷纭,刘精明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中有祖父母对孩子教育机会有积极影

响,即传统的中国代际互惠所带来的积极效用。
[4]
曹谦的研究则表明青少

年是否与祖父母共同生活对他们的学业能力没有显著性影响。
[5]
 

我们则认为,与祖父母生活对青少年的学业能力是否有影响取决于祖

父母对待青少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的态度和干预上。祖父母对青少年父母

对孩子的教育干预过强,会对青少年学业能力带来消极影响。因为基本祖

父母对孩子采取的态度是溺爱的,所以当青少年的父母对孩子教育过于严

苛时,他们会出面帮青少年,久而久之,孩子知道了“靠山”在那,一旦父母

再对他们严厉教育时,他们会向祖父母求助,这对孩子学业和身心的成长

都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祖父母对青少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采取

配合的态度,那么与祖父母生活会对青少年学业能力带来积极的影响,这

种模式也发挥了中国传统的代际互惠,降低了青少年父母生活的压力,也

营造了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无论是学

业能力还是性格,都会较一般青少年更加优秀。 

2 结论 

家庭结构对青少年学业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是我们看起来健

康的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结构,还是残缺的单亲家庭抑或重组家庭,健

全的双亲、适时高质量的陪伴、正确的家庭教育会给青少年学业带来积

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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