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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成绩的提高不仅需要学生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努力&本文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对
B

所中

学共计
#L%

位学生的问卷调查$对初中生感知教师期望'感知家长期望'学习成绩进行测量$并对它们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

果发现%!

#

"学生感知教师期望对学习成绩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

"感知家长期望对感知教师期望和学习成绩的关系起到显著

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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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界定

教师期望是指教师在对学生认识的基础上产生

的行为结果的某种预测性认知&国内对教师期望的

研究结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分析教师期望

的前因$探究什么因素引起教师期望的不同&如宋

广文'王立军!

#LL%

"以中小学教师为被试$对影响我

国中小学教师期望的因素做了分析$结果表明%影响

教师对学生产生高期望和低期望的因素基本相同$

即测验的结果!主要是学习成绩和能力"'性格特征

和品德特征&此外$外貌'性别'家庭状况等对教师

期望也产生一定的作用$但不如前三者明显&郑海

燕'刘晓明'莫雷!

!""B

"以初二学生为被试$对教师

期望'自我价值感及目标取向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



!

总
&!

卷 张品茹%初中生感知教师期望'感知家长期望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

性别'班级对教师期望'自我价值感'目标取向有影

响&第二个方向是探究教师期望的后果$探究教师

期望会对什么因素产生影响&刘丽红!

#LLH

"等人的

研究结果表明%教师期望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感'学业

成就动机的影响是显著的$随着教师期望值的增高$

学生的学习能力感'学业成就和学习成绩均有所提

高&廖伟梁等!

!"##

"提出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期望能

显著影响到学生的化学成绩&贾增荣!

!"#!

"也认为

教师的不同期望使学生知觉'感受并最终改变自我

期望以使教师期望效应最终在学生身上应验&本文

主要借鉴
F,Y,T

!

#LL"

"的关于教师行为感知的一份

成熟量表$将感知的教师期望分为三个维度%学习支

持#情感支持#能力支持&

家长期望一般是指家长对子女前途的希望和期

待&吴孟?!

!""&

"将家长期望定义为家长依据在其

心目中的形象$及日常生活中与子女互动的经验$而

对子女学习表现及日后发展所寄予的期望与评价#

宋保忠等!

!""H

"认为家长期望是反映家长价值取向

的家庭环境中的一项主观变量和心理定势$期望对

象为子女$是家长对子女未来的设想和预期$主要包

括对教育程度'能力'职业等的期望&研究者对家长

期望的定义多有不同$结合多位学者的研究$本文编

制了初中生感知到的家长期望问卷$把感知的家长

期望分为五个维度%学业表现#未来成就#品性表现#

人际交往#身心健康&有关家长期望和学习成绩的

研究也得到了大量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父母教育期

望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庞维国$徐晓波

等$

!"#&

"&鲁娟等也提出类似的结论%学生学习态

度和成绩与父母对其学习关心和期望程度基本成正

比!鲁娟$陆坚等$

!"#"

"&但是中国父母对孩子普

遍持有高教育期望$过高的家长期望会带来学生的

焦虑感!王丽$

!"#"

"$甚至有可能对学生带来负面影

响&我们认为家长期望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的作用是

不确定的&

家长期望和教师期望两者都会对学生成绩产生

影响$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交互&家长期望和教师

期望并不总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人感知到较高的教

师期望$他也有可能感知到较低的家长期望&我们

认为$当一个人感知到的家长期望比较高并且合理

时$学生就更愿意参与到学习中来$他所感知到的教

师期望就更能促进其学习成绩&所以$我们要考虑

到家长期望和教师期望的交互作用&

结合前人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

!初中生感知到的教师期望对学习成绩

有正向影响&

假设
!

!初中生感知到的家长期望对学习成绩

的影响不是正向的&

假设
&

!初中生感知到的家长期望对教师期望

和学习成绩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模型如下%

本论文的目的就是探讨家长期望和教师期望对

学习成绩的影响$合理的把握家长期望和教师期望$

对初中生学习成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实证研究

$一%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于西安市
B

所初中抽取的初

中生$所测的学生均为普通班学生$学生成绩无显著

差异&总共发放问卷
#L%

份$回收问卷
#L$

份$回收

率为
L%g

&被试情况如表
#

所示&

表
#

!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统计特征 频率!

+h#L$

" 百分比!

g

"

性别
男

#"# G#?G

女
LG B%?G

初一
HG &%?!

年级 初二
GG !%?#

初三
$$ &&?H

$二%量表

感知教师期望%本研究采用
F,Y,T

!

#LL"

"的关

于教师行为感知的一份成熟量表$共计
#!

道题$共

计三个维度%学习支持#情感支持#能力支持&其中

正向计分为
##

道题$反向计分为
#

道题&

感知家长期望%本研究借鉴多位学者关于家长

期望的量表$共计
##

道题$共计五个维度%学业表

现#未来成就#品性表现#人际交往#身心健康&其中

正向计分为道
%

题$反向计分为
&

道题&

学习成绩%采用期末统考成绩$即语文'数学'英

语的平均分&

控制变量包括%每周学习时间!单位为小时"#每

周上网时间!单位为小时"#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

度!

#

为高中及以下#

!

为大专#

&

为本科#

B

为硕士#

G

为博士及以上"#性别!

#

为女生#

!

为男生"#年级!

#

为初一#

!

为初二#

&

为初三"&

本研究应用
=Ca/

软件和
/O//

统计软件对

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了如下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

信度和效度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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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分析

对本研究中的变量进行信度分析$如表
#

所示&

/O//

分析的结果表明$教师期望'家长期望两个变

量的
(

系数均在
"?$

以上$这说明本研究中各个变

量具有一般的一致性$可以接受&

表
!

!

量表的信度分析$

6hL$

%

题项
一致性

系数

删除该题项后

一致性系数

家长

期望

学业表现
#

学业表现
!

未来成就
#

未来成就
!

品行表现
#

品行表现
!

人际交往
#

家

人际交往
!

家

人际交往
&

家

身心健康
#

身心健康
!

"?$HG

"?$$!

"?$B!

"?$BL

"?$L!

"?$BG

"?$B"

"?$BL

"?$$&

"?$G%

"?$&H

"?$BH

老师

期望

学习支持
#

学习支持
!

学习支持
&

学习支持
B

学习支持
G

学习支持
$

能力支持
#

能力支持
!

能力支持
&

能力支持
B

情感支持
#

情感支持
!

"?%B"

"?%!%

"?%&B

"?%!!

"?%!&

"?%!H

"?%!%

"?%!$

"?%!$

"?%!#

"?%!#

"?%!G

"?%BH

$四%探索性因子分析

对本次调查所获得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

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根大于等于
#

为因

子抽取的原则$不显示小于
"?B

的因子负荷$探索性

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
&

和表
B

&

表
&

!

家长期望因子分析

家长期望

# ! & B G

人际交往
!

家
"?%G&

人际交往
#

家
"?%&$

人际交往
&

家
"?$LB

学业表现
# "?%%&

学业表现
! "?HGH

品行表现
! "?HHH

品行表现
# "?$L&

身心健康
! "?%H$

身心健康
# "?%"L

未来成就
! "?L"$

未来成就
# "?H%&

表
B

!

教师期望因子分析

家长期望

# ! & B G

学习支持
! "?H&$

学习支持
# "?H!"

学习支持
& "?H"B

学习支持
$ "?$H#

学习支持
B "?$#!

学习支持
G "?G$&

能力支持
! "?%L%

能力支持
B "?HLH

能力支持
# "?HGL

能力支持
& "?$G!

情感支持
! "?%G#

情感支持
# "?BB#

$五%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采用皮尔逊!

Q

4,*:(+

"相关系数来表

示研究中自变量'调节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结果

如表
G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教师期望与学习成

绩正相关$相关性较强#教师期望与家长期望正相

关$相关性较强#家长期望与学习成绩之间无明显的

相关性$相关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本研究中所研究的

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性$这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和假设是一致的&

表
G

!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6hL$

%

变量
C4,+ /?J? # ! & B G $

#?

教师期望
B?"" "?$H

!?

家长期望
B?&! "?BB

"?B$H

##

&?

学习成绩
%&?$$ $?#G "?!!!

##

"?#&

B?

每周学习时间
#G?#" "?%G% "?#$H A"?"&H

"?!"G

##

G?

每周上网时间
#?%B "?L%! "?#&" "?#!B "?##L "?"BB

$?

父亲受教育程度
!?GG$ #?#G"

"?GG"

###

"?!BB

##

A"?"BH A"?"G# "?"%$

H?

母亲受教育程度
#?%"G #?"## "?$"$

###

"?&!H

##

"?&GB

##

"?!$!

##

"?#G% "?B##

###

%#



表
$

!

模型拟合优度

变量
)

!

(

T. cC/I= 6Pb bPb ZWb KPb dPb cPb =dPb

拟合指标
#?!## "?"BH "?%&" "?L$$ "?LB# "?L$! "?LB! "?H&& "?%%H

$六%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拟合优度

为了验证量表的结构效度$用
=Ca/H?"

分析

软件对测量变量进行验证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

$

1

!

(

T.

值小于
!

#

cC/I=

值均小于
"?#"

#

bPb

'

ZPb

'

KPb

'

dPb

的值均大于
"?L"

$可见上述指标符合模型

拟合评价标准$可认为拟合良好&

$七%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

以教师期望为自变量$以学习成绩为因变量$用

/O//

进行了回归分析$统计结果如表
H

所示&从中

可以看出$该线性模型是显著的&学生的教师期望

对学习成绩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假设
#

得到了验证&但是学生

的家长期望对学习成绩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假设
!

得到了验证$由此看来$家长期望过高并不一定带来

学习成绩的提高&

表
H

!

家长期望和教师期望的分步回归

模型和变量进入

方程
#

方程
!

方程
&

常量

每周学习时间
#?$HH

#

#?B&# #?G&B

#

每周上网时间
"?L&& "?%G$ "?%!#

父亲受教育程度
A#?$"" A#?&B! A#?#GH

母亲受教育程度
!?#

#

#?H#& #?BLH

性别
!?!##

#

#?G$" #?H#G

年级
A!?"#H

###

A!?"%"

###

A!?#!!

###

教师期望
#?BH!

##

#?&$"

#

家长期望
#?#%%

c

!

"?#BH "?#$% "?#HB

P

&?%!&

###

&?L$&

###

B?"BL

###

!!

根据调节效应的检验方法$当自变量和调节变

量都是连续变量时$用带有乘积项的回归模型进行

多层回归分析%!

#

"做
E

对
3

和
C

的回归$得测定

系数
c

!

#

#!

!

"做
E

对
3

'

C

和
3

#

C

的回归得
c

!

!

$

若
c

!

!

显著高于
c

!

#

$即
c

!的变化量!

$

c

!

"是显著

的$则说明调节效应显著!温忠麟$

!""B

"&本研究采

用多层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家长期望在教师期望与

学习成绩之间的调节作用&首先将自变量'调节变

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且相乘得到了自变量与调节

变量的交互项!见表
%

"&

为了更加直观的观察这种调节作用$本文按照

家长期望的高低程度不同$以
&&g

$

$Hg

的百分位

数为依据将样本划分为家长期望低'家长期望中和

家长期望高$绘制了教师期望与家长期望的交互作

用图$如图
#

所示&

表
%

!

调节作用的分层回归

模型和变量进入 学习成绩

方程
#

方程
!

第一步

每周学习时间
#?G&B

#

"?LGG

每周上网时间
"?%!# "?%&$

父亲受教育程度
A#?GHB A#?B$&

母亲受教育程度
#?BLH #?$#G

性别
#?H#G #?%!"

年级
A!?#!!

###

A!?##%

###

教师期望!中心化"

#?$$"

##

#?GG%

#

家长期望!中心化"

!?#%% !?$"!

第二步

教师期望乘家长期望
!?#%&

##

常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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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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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作用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教师期望的主效应显著$当家

长期望低和家长期望高时$教师期望对学习成绩有

正向影响#当家长期望中时$教师期望对学习成绩有

微弱负向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家长期望低时$教

师期望的增长可能会给孩子巨大的鼓励$激发孩子

潜能$带动成绩增长$所以直线较陡#家长期望高时$

家长对孩子的关注度很高$与老师的沟通交流也很

多$此时教师期望与家长期望应该是互相促进$更加

促进孩子的学习动力等#但是当家长期望中等时$说

明孩子感觉不到家长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望$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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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当做打击乐器以供幼儿进行音乐表演游戏#松球

可以作为幼儿彩绘的原材料等&大自然'大社会赋

予了我们无穷的宝藏$幼儿教师要做的就是带着一

颗童心和一双智慧的眼睛$与孩子们一起在这个的

充满宝藏的'神奇的环境中愉悦地'尽情地.挖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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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的漠然可能会让孩子对教师期望形成无所谓甚

至抵触的情绪$进而影响学习成绩&所以$综上所

述$孩子感知到的家长期望非常重要$一定要让孩子

了解到家长对他身心健康的关心$以及人际交往的

关心$还有对他未来的一个规划成长的关心$只有这

样$才能与学校更好配合$促进孩子的发展&

三"启示和讨论

本论文从家长期望的角度$探讨教师期望对学

习成绩的影响$通过以上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结

论%学生感知教师期望对学习成绩有显著地正向影

响$感知家长期望对感知教师期望和学习成绩的关

系起到显著地调节作用&

这些研究结论对于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

意义&

首先$将家长期望和教师期望同时放进模型中$

结果验证了一个共识%.家长的期望越高$学生的学

习成绩不一定越高/$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地线性关

系&在家长期望较低的情况下$学生往往会感觉轻

松$学习也积极&在家长的期望适中的情况下$学生

对家长的期望态度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评价&在

家长的期望比较高的情况下$学生的消极态度反而

比较明显&这也给我们家长一个启示$要合理把握

对子女期望的度$有时候家长的期望对于学生来说

更多的是压力而非动力&

同时$教师期望对学习成绩有显著的预测关系&

在教师期望适中的状态下$学生会有一些压力$但总

体还是表现出积极的情绪反应$这可能与学生比较

信任老师$听老师的话有关$有一部分心理传导机制

在里面$所以教师要把握好期望值$教师期望在适中

的期望值的时候对学生的帮助最大&

其次$从家长期望对教师期望和学习成绩的影

响来看$在教师期望较低时$比如刚刚进入新学校$

与老师同学不太熟悉时$家长期望应该中等$不要给

孩子太多压力期望$也不能但放纵&当教师期望较

高时$如与老师同学很熟悉$能力也得到充分发挥的

时候$家长要给与孩子很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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