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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家长媒介素养与教养方式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影响，以603名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

家长媒介素养与幼儿学习品质、民主型教养方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专制型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且民主型教养方

式及专制型教养方式在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影响中起并行中介作用。幼儿学习品质的提高不仅需要家长提高

媒介素养，营造良性的家庭媒介生态环境，还要求家长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形成温暖的家庭互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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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reschool Children’s Parents’Media Literacy on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 The Parallel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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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media literacy and parenting style on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a question⁃
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603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ents’media litera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
tive correlation with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 and democratic parenting style，and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authori⁃
tarian parenting style. Meanwhile，democratic parenting style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play a paralle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
fluence of parents’media literacy on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 The improvement of children’s learning quality not only requires par⁃
ents to improve media literacy and create a benign family media ecological environment，but also requires parents to adopt democratic
parenting and form a warm family interaction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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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智能手机、电

脑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介以其便携性、智能化等特

点已渗透至幼儿生活学习的各个场景之中。新

兴媒介在延伸家长育儿工具的同时对其媒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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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幼儿作为特殊的媒介受

众群体，相比其它学段，知识、经验等明显处于劣

势，幼儿媒介使用的科学与否更多依赖于家长媒

介素养的高低［1］。学习品质作为儿童适应终身学

习、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如

何在复杂多变的媒介环境中培养幼儿良好的学

习品质，引导幼儿形成健康的学习心理机制，是

未来教育发展所应关注的重要议题。

学习品质指渗透在一切学习活动过程中所

表现出来的内在心理倾向和特征，主要包括好奇

心与兴趣、主动性、坚持与注意、创造与发明、反

思与解释等方面［3］。学习品质并非指向具体的知

识技能，而是指向幼儿如何获取并使用知识技

能［3］，与幼儿的入学准备和高质量的学业水平密

切相关［4-5］。学前期作为学习品质发展的重要时

期，学习品质的发展不仅受到内部因素（如幼儿

气质类型［6］、年龄［7］等）的影响，也会受到家长媒

介使用习惯［8］、家长教养方式［9］等外部因素的影

响。研究发现，幼儿及家长的媒介使用习惯直接

影响着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10］。人们生活在媒

介文化所制造的仪式和景观之中［11］426，家长和幼

儿需要提高媒介素养，正确读取媒介信息，形成

健康的媒介使用习惯。如何形成科学的媒介使

用习惯不仅对家长媒介素养提出了要求，对幼儿

学习品质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目前学界主要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12］、家长

教养方式［13］等方面探讨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而

尚未涉及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影

响。本研究试图探究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

品质的作用机制，探讨教养方式在家长媒介素养

对幼儿学习品质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为营造良好

的家庭媒介教养环境提供参考价值。

（一）媒介素养与学习品质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

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

发展所用的能力，包括对媒介信息的获取、分析、

评价、创造和参与能力［14］。在信息社会，媒介不

仅是帮助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认知工具，也是人

际互动的重要载体，信息已渐趋成为人类生存的

重要资源，为适应社会发展和需求，就必须具备

基本的媒介素养［15］。家庭作为幼儿接收信息的

主要场所，家长的媒介素养对幼儿媒介素养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社会学习理论［16］，儿童通

过直接观察和学习，模仿并内化父母的媒介行

为，从而直接形成和发展儿童的媒介素养。社会

关系理论也认为［17］234-291，个体的社会关系对其媒

介信息接受行为有显著影响。在儿童的成长过

程中，父母作为儿童的主要“意见领袖”，会将自

己接触和处理的媒体信息传播给儿童，影响儿童

媒介素养的发展［18］。因此，父母的媒介素养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儿童的媒介素养［15］。研究发现，

媒介素养与儿童的学业成绩［19］、创造性倾向［20］、

好奇心［21］、自主学习能力［22］、批判性思维［23］等与

学习品质相关的重要维度呈显著相关。高媒介

素养家长更善于营造优质的家庭媒介环境［24］，帮

助幼儿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进行独立思考并鼓励

其对接收的信息进行批判性学习［25］。在提高幼

儿媒介素养的同时帮助幼儿正确利用媒介信息

进行学习［26］，对幼儿学习品质具有促进作用。据

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家长媒介素养会显著

正向地预测幼儿学习品质。

（二）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教养方式是指在家庭环境中家长在教育、抚

养子女的日常活动中较为稳定的教养观念、教养

态度和长期习惯的教育行为［27］106。民主型教养方

式是指在家庭教育活动中，亲子之间处于一种相

对平等、和谐的关系，将严格要求与理解尊重相

结合的教养方式［28］。研究表明，媒介素养与民主

型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29］。媒介素养高的父

母多采用民主的教养方式［30］，科学引导孩子理解

和分析媒体信息［31］，理解和尊重孩子对媒体信息

的看法;帮助孩子养成正确的媒体使用习惯，积极

与孩子沟通，营造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媒体环

境［32］。学习品质作为与幼儿学习活动相关的基

本素质，是渗透于幼儿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内在心理倾向［33］51-52。学前期作为幼儿学习品质

形成的关键期，家长教养方式是影响幼儿学习品

质的重要环境因素［12］。根据布朗分布伦纳的生

态系统理论，个体成长发展离不开自身和外部环

境因素的交互作用［34］。家庭作为生态系统最内

层的微观系统，家庭中的各种因素（如教养方

式［12］、家庭支持［35］等）会对幼儿学习品质产生重

要影响。从教养方式和学习品质各个维度的研

究来看，民主型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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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36］。幼儿的主动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发展

离不开父母民主型教养方式［37］。民主型教养方

式的家长经常表现出尊重、理解和关怀幼儿的行

为倾向，并及时与孩子沟通交流，愿意站在孩子

的立场理解其想法，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具有

积极影响［12］。据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2：民主

型教养方式在媒介素养与学习品质之间起到中

介作用，即媒介素养能正向预测民主型教养方

式，且民主型教养方式正向预测幼儿学习品质。

专制型教养方式是指一种家长将自身的主

观愿望强加在儿童身上，对孩子进行严格的监督

和约束的教养方式，亲子之间缺少沟通交流，甚

至出现打骂孩子的行为［28］。研究表明，媒介素养

与专制型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29］。低媒介素

养家长对孩子的媒介接触行为易出现过于严格

限制的极端化倾向（如采用惩罚、训斥等专制型

教养方式）［32］，并对孩子所接收的信息进行限制

性干预，依照自身的意图对信息进行筛选，而不

考虑孩子的想法，难以与孩子形成一种互动性的

信息交流方式。研究发现，放任型、专制型教养

方式等消极的教养方式对幼儿学习品质具有显

著的负向作用［12，38］，尤其是以体罚和高度服从为

导向的专制型教养方式是幼儿学习品质发展中

的危险因素［12］。专制型教养方式下的儿童发展

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家长与孩子间缺乏有效

沟通，多以训斥、惩罚等方式对待儿童［39］，一定程

度上会压制孩子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展，进而对

儿童学习品质产生消极影响。据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假设3：专制型教养方式在媒介素养与学习

品质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媒介素养能负向预测

专制型教养方式，且专制型教养方式负向预测幼

儿学习品质。

综上，本研究拟考察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

品质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

习品质影响过程中民主型教养方式和专制型教养

方式的并行中介作用，以探讨家长媒介素养影响幼

儿学习品质的内部机制，为营造良好的家庭媒介教

养环境，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湖北省荆州市和

浙江省杭州市4所幼儿园的家长。共发放问卷

709 份，回收有效问卷 603 份，问卷回收率为

85.05%。其中公立幼儿园有424人（70.3%），私立

幼儿园有179人（29.7%）；园所地域为城市的有

440 人（73.0%），园所地域为县镇的有 131 人

（21.7%），园所地域为农村的有30人（5.0%），其他

的有2人（0.3%）；男孩302人（50.1%），女孩301人

（49.9%）；家长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学历 5 人

（0.8%），初中学历67人（11.1%），高中或中专学历

166人（27.5%），本科学历229人（38.0%），硕士及

以上学历136人（22.6%）；家长年龄为20-30岁的

有76人（12.6%），30-40岁的有412人（68.3%），

40-50岁的有103人（17.1%），50岁以上的有12人

（2.0%）。

（二）研究工具

1.媒介素养量表

采用屈梦莹编制的《媒介素养水平量表》对

幼儿家长进行施测［40］。该量表共32道题，采取

1～5五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说明媒介素养

水平越高。该量表共分为基本媒介素养、媒介素

养教育观念、媒介素养教育态度与方法、亲子媒

介互动能力四个维度。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

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5。

2.学习品质量表

采用蔡欣欣编制的《幼儿学习品质家长评价

量表》对幼儿家长进行施测［41］。该量表共41个项

目，采取1～4四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学习品质水

平越高。该量表共分为好奇心与兴趣、主动性、坚

持与注意、想象与创造、反思与解释五个维度。该

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7。

3.教养方式量表

采用杨丽珠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对

幼儿家长进行施测［28］。该量表共40个项目。采

用Likert五点量表形式评分，哪个维度分数高，表

明父母的这一教养类型比较突出。该量表共分

为溺爱型教养方式、民主型教养方式、放任型教

养方式、专制型教养方式、不一致型教养方式五

个维度。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

为0.86。其中，民主型教养方式维度是第8，10，

12，14，17，24，27，29，33，37题；专制型教养方式

维度是5，9，13，15，28，32，34，40题。民主型教养

方式维度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3；专制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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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式维度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65。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发放的形式进行数据

的收集，在研究前已向各园所负责人说明此次调

查的目的及内容，在征得园所同意后，进行了为

期3周的问卷收集过程。在后期数据的整理和分

析中，使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共同方法偏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

Bootstrap对并行中介模型进行检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进行共同方

法偏差检验，对家长媒介素养、教养方式、学习品

质3个变量的全部113个项目做探索性因素分

析，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22个，第一

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23.25%，低于40%的

临界标准，可认为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

方法偏差。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家长媒介素

养与幼儿学习品质呈显著正相关，与民主型教养

方式呈显著正相关，与专制型教养方式呈显著负

相关；民主型教养方式与幼儿学习品质呈显著正

相关，专制型教养方式与幼儿学习品质呈显著负

相关（见表1）。
表1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媒介素养

2学习品质

3民主型教养方式

4专制型教养方式

M

3.62

2.87

3.80

2.65

SD

.58

.44

.53

.47

1

1

.538**

.452**

-.113**

2

1

.463**

-.112**

3

1

.043

4

1

注：*p<.05，**p<.01，下同

（三）并行中介模型分析

前人的研究表明检验多重中介的更好方法

是Bootstrap［42］。在控制照料者、园所地域的条件

下，采用Hayes［43］编制的SPSS插件对民主型教养

方式、专制型教养方式在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

习品质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进行评

估计算（Bootstrap样本为5000）。

结果显示：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品质的

总效应显著（β=0.41，p<0.01），纳入中介变量后，

家长媒介素养不仅能正向预测民主型教养方式

（β=0.40，p<0.01），且能负向预测专制型教养方式

（β=-0.08，p<0.05）；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品

质的直接效应显著（β=0.31，p<0.01）。民主型教

养方式能正向预测幼儿学习品质（β=0.24，p<

0.01）；专制型教养方式能负向预测幼儿学习品质

（β=-0.08，p<0.05）（见表2）。
表2 并行中介模型分析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学习品质

民主型教养方式

专制型教养方式

预测变量

照料者

园所地域

媒介素养

照料者

园所地域

媒介素养

照料者

园所地域

媒介素养

整体拟合指数

R

.54

.45

.18

R2

.29

.21

.03

F

45.16**

28.50**

5.17**

回归系数显著性

B

.00

.02

.41

-.01

-.04

.40

-.08

.10

-.08

t

.03

.67

11.50**

-.24

-1.10

8.58**

-1.83

2.46**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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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品质

照料者

园所地域

民主型教养方式

专制型教养方式

媒介素养

.60 .36 56.59**

.00

.04

.24

-.08

.31

.10

1.30

6.34**

-1.97*

7.74**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为标准分

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民主型教养方式和专制

型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Bootstrap95%置信区间都

不包含0，表明民主型教养方式和专制型教养方

式是家长媒介素养影响幼儿学习品质的中介变

量，总的中介效应值为0.10。具体来看，民主型教

养方式在家长媒介素养与幼儿学习品质间的间

接效应为0.09，且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民主型

教养方式在家长媒介素养与幼儿学习品质间的

中介效应显著；专制型教养方式在家长媒介素养

与幼儿学习品质间的间接效应为0.01，且置信区

间不包括0，表明专制型教养方式在家长媒介素

养与幼儿学习品质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此外，民

主型教养方式和专制型教养方式中介效应的差

值为0.08，且其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在家长媒

介素养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影响中，民主型教养方

式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专制型教养方式（见图1

和表3）。

表3 并行中介效应检验

总间接效应

民主型教养方式

专制型教养方式

民主型教养方式-专制型教养方式

间接效应值

.10

.09

.01

.08

Boot标准误

.02

.02

.00

.02

Boot CI下限

.07

.07

.00

.06

Boot CI上限

.14

.13

.02

.13

相对中介效应（%）

33.82

31.76

2.06

29.70

民主型教养方式

媒介素养 学习品质

专制型教养方式

0.40** 0.24**

0.31**

-0.08** -0.08**

图1 并行中介作用示意图

四、讨论

研究结果验证了本研究假设1，家长媒介素

养对幼儿学习品质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家

长媒介素养越高，越能促进幼儿学习品质的发

展。也就是说，家长的媒介素养越高，越能促进

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根据社会关系理论和社

会学习理论［16-17］，在儿童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家

长作为“意见领袖”，他们的媒体使用行为和态度

对儿童起着榜样作用。家长媒介素养可以通过

代际传递直接影响儿童的媒介素养，直接决定儿

童的信息筛选、信息理解和信息运用能力，从而

对儿童的学习品质产生重要影响。面对各种媒

体信息，媒体素养高的家长拥有较丰富的媒介知

识及相对科学的媒介使用习惯，具有较高的解

读、辨别、批判和分析能力，能够及时准确地对家

庭中的媒介信息进行理性解读和分析，能够以适

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方式引导儿童的学习。这有

助于满足儿童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好奇心和兴

趣，增强儿童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儿童的创造性

和批判性思维，从而促进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

中介效应研究证实了假设2和假设3，教养方

式在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品质的预测中起

并行中介作用。即家长媒介素养能直接预测幼

儿学习品质，又通过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对学习

品质产生影响。其中家长媒介素养通过民主型

教养方式正向预测学习品质，相反地，家长媒介

素养通过专制型教养方式负向预测学习品质。

研究发现，媒介素养与民主型教养方式呈显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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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与专制型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

关［29，44］。家长媒介素养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教养方

式的使用倾向，媒介素养高的家长多采用民主型

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媒介信息接收过程进行干预，

表现较多的民主教养行为，科学引导幼儿理解和

分析媒体信息［30-32］，利用自身的媒介知识与幼儿

进行交流，尊重幼儿对接触和接收到的媒介信息

的想法，站在幼儿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经常与幼

儿沟通交流，进而对儿童学习品质的发展有积极

影响；而低媒介素养家长更倾向采取专制型教养

方式对幼儿接触到的媒介进行干预［32］，家长大多

按照自身对媒介信息的理解进行信息的筛选，而

忽视儿童对媒介信息的看法，使家长与儿童形成

难以逾越的信息交流壁垒，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

幼儿身上，陷入专制型教养方式的泥沼，这显然

不利于幼儿学习品质的良性发展。

根据布朗分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34］，儿童

成长发展离不开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家庭作

为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的微观系统，家长的媒介素

养、教养方式会对幼儿学习品质产生重要影响。

媒介素养高的家长倾向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经

常与幼儿对媒介信息进行沟通交流，站在幼儿的

立场思考问题，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具有积极

影响；媒介素养低的家长则较多采用专制型教养

方式，将自身的媒介认知和媒介使用习惯强加给

幼儿，忽视幼儿对媒介的认知及媒介使用习惯，

亲子之间缺乏对媒介信息的对话交流，一定程度

上会压制幼儿的独立性、自主性，不利于幼儿学

习品质的发展。

并行中介模型对探索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

学习品质的作用机制有一定促进作用。该模型

回应了家长媒介素养如何影响幼儿学习品质的

问题，揭示了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品质的直

接预测作用及教养方式的并行中介作用，对深

化、拓展家长媒介素养与幼儿学习品质之间的关

系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

足。首先，本研究主要以横断面设计为主，方法

较为单一，研究结果难以进行因果推论，以后研

究可加入纵向设计、质性研究等方法对家长媒介

素养与幼儿学习品质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探析。

其次，家长媒介素养与幼儿学习品质相关关系的

文献较为匮乏，两者关系的学理性仍需加强，未

来研究应深入探析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品

的影响，进一步挖掘媒介素养与学习品质之间关

系中的作用机制。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家长媒介素养与幼儿学习品质、民主型教养

方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专制型教养方式呈

显著负相关；且民主型教养方式及专制型教养方

式在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影响中起

并行中介作用。

（二）教育建议

家长应提高媒介素养，营造健康的家庭媒介

生态环境。家庭作为幼儿媒介信息接触的主要

场所，家长媒介素养直接影响幼儿的信息理解和

批判能力。如前所述，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

品质有直接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家长媒介素养

是影响幼儿学习品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家

长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媒介使用观念。家长应意

识到媒介对幼儿成长发展的影响和价值所在，了

解不同媒介在种类、特性、使用等方面的特点，选

择适合幼儿发展的媒介，而不是不加批判地与幼

儿共享新媒体所带来的短暂欢娱和便捷。其次，

家长应及时学习并更新媒介知识，养成良好的媒

介使用习惯。家长应掌握基本的媒介技能，养成

科学的媒介使用偏好，选择健康的媒介内容，正

确解读媒介信息，合理把握媒介使用时间，构建

和谐的家庭媒介互动情境，积极与幼儿进行媒介

信息的交流。

家长应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形成温暖的

家庭互动氛围。如前所述，在并行中介模型中，

民主型教养方式的相对中介效应为31.76%，专

制型教养方式的相对中介效应为2.06%。可见，

家长民主型教养方式相对专制型教养方式而

言，在家长媒介素养对幼儿学习品质的影响过

程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家长民主型教养方式能

显著正向预测幼儿学习品质，说明民主型教养

方式更有利于发展幼儿自主性、专注力、创造性

思维等与学习相关的学习品质。偏好民主型教

养方式的家长能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能

够在“严格要求”与“温暖支持”之间有一个理性

的把握。在对幼儿提出合理要求和适当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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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会积极与孩子进行沟通，力求站在幼儿的

视角进行思考问题。以往研究也发现，在民主

型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幼儿相对自信、独立、自主

性较强［45］。因此，家长应尊重幼儿的想法，保护

其好奇心，激发其想象力与创造力。其次，家长

要善于引导幼儿进行思考，当幼儿遇到问题时，

要帮助幼儿对问题进行分析，并与幼儿共同探

讨解决问题的方法等，培养幼儿的反思与解释

能力。最后，家长应学会理解幼儿，为幼儿创造

一个专注的物理与心理环境，培养幼儿的专注

力，促进幼儿学习品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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