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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和学生自控力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本文采用了学生自填式

问卷——《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量表》(S-EMBU-C)、《英语学习投入问卷》以及《自我控制问卷》对西藏

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进行调查，共获得429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

生英语学习投入有显性积极影响，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有显性消极影响，

学生个体的自控力对其英语学习投入也有显著影响，父母教养方式还能通过自控力的中介作用影响学生

的英语学习投入。这一结果有助于加深理解父母教养方式，深入认识影响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

的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为改善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提供理论基础，实践上有利于帮助非英语专业学

生了解个体的自控力状况，便于自省改进，提升自身的自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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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students’ self-control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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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nglish majors’ English learning engagement,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such as simpli-
fied Parenting style scale (S-EMBU-C), English Learning engagement questionnaire and self-control 
questionnaire, were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non-English majors in Tibet Un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English learning in-
put, while the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exert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English learning 
engagement. Individual students’ self-control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English learn-
ing engagement, and parenting styles also affect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engagement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self-control. This resul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parenting styles deeply,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non-English majors’ English learning engage-
ment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arents to improve their child-
ren’s rearing styles. In practice, it helps non-English majors better kn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ividual self-control. It also facilitates self-examination and improvement and improves their 
self-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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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学习投入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知识点的思考、获取和掌握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一项具有教

育目的的活动[1]。学习投入与学习持续性、学习满足感和学业完成状况密切相关，是影响学业成就高低

的关键因素[2]。英语学习投入具有学科特性，是学习投入研究领域下的一个分支。英语学习投入的定义

并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只有少数学者明确了英语投入的概念。英语学习投入是指学习者在英语学习

中的行为投入、情感经验品质和学习策略运用的水平[3]。英语语言学习是个体学会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

一个过程，是一个多角度的、丰富的和非静态的过程，影响这一过程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外语学习动机、

投入及其动机的持久性、学习投入度都是影响英语学习的重要因素。所以，关注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是

促进学生英语成绩进步、提升英语教育质量的重要基础和保障[4]。近年来，英语学习投入影响机制日益

引起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的注意和重视。研究发现，影响英语学习投入的主要因素有教学方法[5]、英语

学习动机[6]、自我概念[7]、心理资本和正念学习[8]。 
目前研究较少地探讨和关注父母教养方式对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根据美国心理学家

Bronfenbrenner 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可知，家庭是与学生发展息息相关的微观系统[9]，父母教养方式作

为家庭因素的一部分，是父母展示给孩子的态度或给予孩子的养育方式，包括父母创造的语言、非语言

行为或情感氛围[10]。对个体的学习与成长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所以从父母教养方式的角度出发研究

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的作用机制是非常有价值的。此外，学生作为学习过程的主体，其自控力的差异也

会导致学生英语学习投入度的差异，学习投入度高的学生大多都有着极强的自控能力[11]。总结前人研究

发现，对于父母教养方式和个体自控力的研究已比较深入，而对父母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

习投入影响的研究还未见相关文献，父母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还不明确。同

时也未见把个体自控力作为父母教养方式与英语学习投入的中介变量来探讨的相关文献。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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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是西藏大学 429 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调查父母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

以及个体自控力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家庭是由一定范围内亲属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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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家庭系统理论也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成

员之间相互影响、联结[13]，家庭成员个体性格的塑造、价值观的形成、自我意识的培养以及人际交往等

方面都与原生家庭密切相关[14]。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系统的重要内容，是指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所

反映的观念、态度、情感和其他一切言语和行为的集合[15]，在个体的发展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父母

教养方式会影响家庭的氛围，形成不同类型的家庭教育场域。在布迪厄看来，良好的场域是良好惯习塑

造与形成的物理环境。学生的惯习形成于长期的实践活动，与其所处的生活场域息息相关。不同教养环

境对中学生人格、行为态度、学习习惯等有重要影响。在充满尊重、民主、温暖与爱交织的积极生活场

域中，父母更可能给予子女理解与支持，学生遭遇困境时更可能得到父母的帮助，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

的、正向的人格特质，这些优秀的特质可为学生英语学习带去积极影响[16]。有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

和学习投入显著相关，具体来说，父母情感温暖正向影响学习投入，父母拒绝负面影响学习投入[17]。也

有研究表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可使学生更自信，减少学业倦怠，而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如父母的惩罚

和拒绝)更容易使学生感到倦怠[18]。大学生羞怯、自我同一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19]。已有研究发现，

总体而言，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发展良好；消极教养方式会增加学生陷入学习困境的可能；教养

方式的差异性表现为子女性别差异、父母间差异[1]。初中生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20]。
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表明，积极和消极教养方式分别与高中生的学习投入呈正相

关和负相关，并分别正向和负向预测高中生的学习投入[21]父母的积极教养行为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

亲社会行为，父母的消极教养行为则可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的亲社会行为[22]；综合上述分析，前人在父母

教养方式对中小学生学习投入研究较多，为查阅到父母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

这类学科细致化、指向性强的研究。因此，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自我控制是通过调节自身思想、行为和情感而抑制和克服原有反应的能力[23]，即抵制诱惑。通常表

现为是否善于克制自己与外在合理要求相反的愿望、情感以及冲动行为。其影响着个体社会适应[24]和心

理健康[25]和学习投入。自制力高低能够决定人的心理品位、健康状况、智能发挥程度。自制力差的人往

往冲动，无法约束自己，知过不改等；自制力强的人往往意志力更强，能够耐心等待，比别人更善于控

制冲动和忍受挫折。其中客观生理因素、家庭教养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都是影响自制力水平的因素。自

我控制理论认为，父母的自我控制可通过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自我控制产生影响[26]。作为青少年自我

控制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27]，有效教养方式能够帮助青少年内化外部规则等，从而促进青少年建立自我

控制[28]，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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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心理学概念，几乎可泛指一切目标导向行为。具体讲，

自我控制是个人控制或改变行为反应以达到既定标准的能力[29]。在自控力研究中，个体实现自我调控的

重要前提是自我控制[30]。自我控制能力越强的个体更倾向于为目标分配更多资源[31]。除此之外，自我

控制的双成分理论认为，在追求目标过程中，激励个体采取更多行动来实现目标属于启动性自我控制，

而激励个体抵制长期目标的诱惑和竞争属于抑制性自我控制[32]。因此，自制力强的人可能会经历更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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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冲突[33]。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个体自控力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有显著影响。 
H4：个体自控力是父母教养方式与英语学习投入的中介变量。 

3. 研究方法 

3.1. 抽样对象 

本研究通过网络平台向西藏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发放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 500 份，剔除回答时间

少于 90 秒的被试，429 名被试的数据进入正式分析，有效率为 85.8％。其中 225 名学生来自西藏，29 名

学生来自四川，27 名学生来自陕西，25 名学生来自山东，21 名学生来自河南，19 名学生来自甘肃，18
名学生来自河北，15 名学生来自重庆，9 名学生来自贵州，来自湖南和广东的学生各 8 名，6 名学生来

自云南，5 名学生来自山西，4 名学生来自青海，3 名学生来自湖北，来自江西、浙江、辽宁、江苏、北

京、上海、天津的学生各 1 名。 

3.2. 问卷设计 

1)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本研究采用蒋奖等人编制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量表》简称 S-EMBU-C，并对其进行适当修改，主

要删除部分语义重复的问题，如删除：我在家往往被当作替罪羊或害群之马、父亲总试图鼓励我，使我

成为佼佼者、我觉得父母对我可能出事的担心是夸大的、过分的等。该问卷为四点量表，计分方法从“1
从不”到“4 总是”，共包括 14 个题目，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s α系数为 0.74。 

2) 英语学习投入量表 
本研究对卢映雪编制的《英语学习投入量表》进行删减，最终剩下 8 道题。采用 6 点正向记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6 代表完全符合。该量表的信度系数是 0.92，达到统计学的标准。 
3) 自控力量表 
本研究采用于斌(2014)修订的《自我控制力问卷》简表测量自控力，对其删减后，共 9 个题目，采用

6 点记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6 代表完全符合。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s α系数为 0.77。 

3.3. 研究实施 

使用问卷星编排量表，2022 年 12 月 26 日开始，任课教师通过班级学习群(微信群、QQ 群)向西藏大学

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发放问卷，2022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 月 7 日十三天的时间，共收到答卷 500 份。 

3.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27.0 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统计分析，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3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项拟合指标。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了三个自我报告的量表进行测量，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所以在正式统计分析

前，利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检验问卷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35]。对研究中所有量表题目进行探索性因

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6 个，且第一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 25.81%，低于临界标准

40%，这说明本研究的数据结果可以排除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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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与父母教养方式、自控力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Table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1、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1.65 0.70 ——    

2、父母消极教养方式 2.70 0.91 −0.28** ——   

3、英语学习投入 3.87 1.23 0.37** −0.12** ——  

4、自控力 3.59 1.19 0.22** −0.17** 0.41** —— 

注：n = 429，**p < 0.01，***p < 0.001，下同。 
 

从表 1 可见，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与父母教养方式显著相关，p < 0.01，其中非英语专业学

生英语学习投入与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接受了父母积极教养的学生，其对英语学习

的投入也就越多；英语学习投入与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p < 0.01，这说明接受了父母消极教

养的学生，其对英语学习的投入越少。同时，个体的自控力与英语学习投入也显著相关，p < 0.01，自控

力与英语学习投入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自控力越强的学生，其对英语学习的投入越多。 

4.3. 自控力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从表 1 结果分析可知，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与父母教养方式、自控力三者之间的相关都显

著，满足了中介作用检验的要求。本研究中，将父母教养方式和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作为潜变

量，自控力作为显变量，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其中父母教养方式分为积极教养方式和

消极教养方式两个潜变量分别分析。首先分析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直接

效应，结构方程模型直接效应分析结果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X2/df = 2.00；RMSEA (95% CI) = 0.55 (0.52 
- 0.99)；t = 6.12，LLCI = 0.23，ULCI = 0.45。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标准，结构方程模型的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较理想的拟合状态，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显

著(β = 0.34; p < 0.01)，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显著(β = 
−0.16; p < 0.01)。 

 

 
Figure 1. Path coefficient 
图 1. 路径系数 

 
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之间加入中介变量自控力，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图

1。图 1 中结构方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x²/df = 1.00；RMSEA (95% CI) = 0.15 (0.14 - 1.21)；t =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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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I = −0.36，ULCI = −0.04。这说明图 1 中的结构方程模型各项拟合指标达到理想状态，模型成立。从

图 1 可知，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和自控力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14, p < 0.01)，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和自

控力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β = 0.43, p < 0.01)，自控力与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之间的路径系数显

著(β = 0.49, p < 0.01)。这说明自控力是父母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中介变量，起到

部分中介效应。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法调查，分析了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现状，考察父母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

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通过对西藏大学 429 名非英语专业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现

状进行解释，发现被调查对象家庭采用积极教养方式的可能性大于消极教养方式。父母双方在父母教养

方式各维度的得分差距不大，说明父亲、母亲采用的父母教养方式无较大差异。其次，分析非英语专业

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对其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发现，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

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假设 1 得到验证。总体而言，相比于消极的教养方式，非英语专业学生父母更倾向

于采用积极的教养方式，这与何香青的研究结果一致，且子女的良好发展有赖于积极的教养方式。父母

积极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黄仕伍的研究结果一致，同时，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投入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假设 2 得到验证；父母消极教

养方式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呈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以往研究没有提出的；以上结果支持了

生态系统理论，即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家庭微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对子女学习投入、学业成就产生影响。

此外，学生自控力与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也存在正相关关系，自控力越强，其对英语学习投入

越多，自控力越弱，其对英语学习的投入越少，假设 3 得到验证；本研究还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不仅可

直接影响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还可通过提高个体自控力间接促进其英语学习投入，基本需求

理论认为这是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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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的兴趣也会越大，更加能够抵制诱惑并增强个体自控力投入到英语学习中。

所以，父母教养方式能通过自控力的中介作用来影响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假设 4 得到验证。 

5.2. 建议 

针对如何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主要从父母和学生自身两个角度给出建议： 
第一，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子女英语学习投入的显性正向影响，表明父母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应采

用积极教养方式。父母接受–拒绝理论认为父母的接受和拒绝共同构成了教养子女的温暖维度。该理论

将父母教养方式与个体社会信息处理联系起来，并指出孩子心理适应能力与父母对他们的接受程度直接

相关，而敌意是孩子对父母拒绝这一消极教养方式的主要反应之一[36]。所以，父母要努力为子女营造一

个积极的、温暖的、和谐的、充满理解与爱的生活场域，减少专制的、溺爱的等消极因素； 
其次，父母要学会引导子女英语学习情绪，采用积极的方式让子女主动学习英语，依照成就目标理

论的相关观点来看，子女学业成绩取决于其想要达成的目标，这种目标很大程度上是在父母激发或引导

下产生的[37]。由此，在孩子接受第二言语甚至是第三语言学习时，家长也应该给孩子多营造一些活跃的

气氛；同时，家长要树立正确的观念，改变传统的英语学习观念，正确地引导子女增强其自控力投入英

语学习。 
第二，学生自身的自控力对其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显而易见，因此，学生要培养较强的自控力。自

主决定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培养个体有自我控制感，一个人的动机越自主，就越有可能对自己从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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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越努力坚持和维护既定目标[38]，所以个体增强自身自控力可从“他人控制”转变为“自我控制”

开始，在培养自控力初期可请求他人监督，一段时间之后慢慢脱离他人，形成自身控制，这样不断监督

与促进，便能很好的坚持下来从而形成良好的自制力；其次，自我控制的双系统理论认为，个体行为由

冲动加工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决定，冲动加工系统推动个体追求奖赏而产生冲动行为，认知控制系统限

制冲动而产生自我控制[39]，由此个体可以利用一些必要的克制技巧，比如：积极补偿法，对自己实施一

些奖励来补偿自己，采取适当的奖励来鼓励自己已经形成的自制力；此外，还可采用注意力转移法、回

避刺激法等加强自我控制。 

6.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对于父母教养方式和个体自控力促进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具有重要启示，但是也存

在某些研究缺陷：第一，未考察与性别有关的英语学习投入。但是前人研究认为，性别也是影响非英语

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这一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二，自控力并不能起到单

一中介作用，未来可进一步探究其与其他变量的内部作用关系。第三，调查的对象是西藏大学非英语专

业学生，但未把汉族和藏族同学分开分析，未考察民族不同是否会影响其英语学习投入。第四，非英语

专业学生英语学习投入受诸多因素影响，本研究仅从父母教养方式和学生个体自控力两个方面探讨了英

语学习投入的影响机制，未来还可以纳入同伴关系、教师等变量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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