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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967名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小学生父母心理控制与社会兴趣的关系，及核心自我评价在

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生社会兴趣呈显著负相关，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

生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会兴趣呈显著正相关；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

理控制与小学生社会兴趣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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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967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ocial interes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me-
diating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 between th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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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ocial interes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of pri-
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re self-evaluation and social in-
teres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ore self-evalu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ocial interes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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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小学生时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心理发展状况对其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具有深远

影响。在这个阶段，小学生的认知能力、情感表达、自我意识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都在经历着快速的变

化和发展，良好的心理发展基础有助于他们积极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形成健康的人格和积极

的人生态度(Barber, 1996)。 
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个体对自身的总体评价和认知，反映了个体对自己能力、价值和未来发展的信心

与期望(Bonneville-Roussy, Bouffard, & Vezeau, 2017)。在小学阶段，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开始逐渐形成，

并对他们的学习动机、行为表现和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高核心自我评价的小学生往往更具自信心和

积极主动性，能够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展现出较高的学习动力和适应能力；而低核心自我

评价的学生则可能更容易出现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社交发展(李洪玉，崔英文，何

一粟等，2014)。 
父母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任老师，其教养方式尤其是心理控制对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有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黎建斌，聂衍刚，2010)。父母心理控制是指父母通过引发孩子的内疚、焦虑等负面情绪来控

制孩子的思想和行为，限制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发展。过度的父母心理控制可能会阻碍孩子自我意识

的健康发展，影响他们的情感表达和社会交往能力(张楠楠，2015)，进而对其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兴趣的

形成产生负面影响(陈巍，2007)。 
社会兴趣作为个体对他人和社会的关注、关心以及愿意与他人合作、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心理倾向，

是个体社会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吴杰，郭本禹，2015)。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社会兴趣，有助于他们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强团队合作意识，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社会兴趣的小学

生往往更愿意参与集体活动，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和满足感，

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未来的社会适应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核心自我评价、父母心理控制和社会兴趣在小学生的心理发展中都起着关键作用。深入

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小学生心理发展的内在机制，为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通过探究父母心理控制如何影响小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以及核心自我评

价与社会兴趣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教育建议和干预措施，帮助家长和教师优化教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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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教育方法，培养小学生积极的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兴趣，促进他们的全面健康成长。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目的： 
(1) 精准揭示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父母心理控制和社会兴趣的现状，详细了解小学生在这三个方面

的表现特点、发展水平以及存在的个体差异。 
(2) 深入剖析父母心理控制对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明确父母心理控制的不

同维度和方式如何影响小学生对自身的认知和评价，进而影响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 
(3) 系统探究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会兴趣之间的关联，分析核心自我评价如何影响小学生对他

人和社会的关注、关心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和能力。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为深入理

解小学生心理发展的内在机制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依据。通过探究核心自我评价、父母心理控制和社会

兴趣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完善小学生心理发展的理论体系，揭示家庭环境和个体心理因素在小学生

社会化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 
(2) 实践意义，本研究的成果能够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建议。对于家长而言，研

究结果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教养方式对孩子心理发展的重要影响，引导家长采取科学合理的教养方

式，减少心理控制行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促进孩子积极核心自我评价的形成和社

会兴趣的发展。对于学校教育工作者来说，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教师更好地理解学生的行为和心

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工作，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提高社会兴趣和人

际交往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3. 研究问题与假设 

针对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1) 父母心理控制对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父母的心理控制程度越高，小学生的核

心自我评价水平越低。 
(2) 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社会兴趣之间起中介作用。父母心理控制不仅直接影响

小学生的社会兴趣，还会通过降低小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间接对其社会兴趣产生负面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深圳市某两所公立小学的 3~6 年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 1050 名小学生发放问卷，回收 1050 份

问卷，问卷回收率 100%。剔除 83 份无效问卷，最终收集有效问卷 967 份，问卷有效率为 92.10%。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本研究采用 Daniel. T. L. Shek 编制的父亲心理控制量(CPPCS)和母亲心理控制量表(CMPCS)。两个量

表题目相同，评分标准相同。各量表均共有 10 个题项，5 个因子。5 个因子分别是：无效情感(1~2)、人

身攻击(4~5)、抑制言语表达(3)、过度控制(9、10)、取消爱抚(6、7、8)。量表采用 4 级评分，１分表示非

常不同意；2 分表示不同意；3 分表示同意；4 分表示非常同意。所有条目的总分代表父母对子女心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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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程度，分数越高表明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40，其

中 CMPCS 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912，CPPCS 的 Cronbach’s Alpha 值是 0.926。 

2.2.2.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本研究采用 Judge 等编制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简称 CSES)，用于测量个

体的核心自我评价的水平。国内的杜建政等学者于 2012 年修订了该量表的中文版，本量表适用于幼儿。

该量表是一个单维度的自评量表，由 10 个项目组成，采用五级计分法，从 1 到 5 分分别表示“完全不同

意”到“完全同意”。总分的范围为 10~50 分，分数越高说明被测者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833。 

2.2.3. 社会兴趣量表 
本研究采用台湾地区学者蒙光俊(2009)的中文版社会兴趣量表。该量表包括联结性、合作、同理心、

尊重、贡献 5 个维度，共 27 题，无反向计分题。采用“完全不符合”1 分、“很不符合”2 分、“普通”

3 分、“很符合”4 分、“完全符合”5 点计分。将各项题目的得分情形加总，即可测得社会兴趣的高低

状况，量表总分得分越高，则表示其社会兴趣越高，反之，量表总分越低则代表受试者社会兴趣程度越

低。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943。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3.1. 数据收集 

在数据收集阶段，本研究主要通过发放纸质问卷的方式进行。在发放问卷前，研究人员向学生详细

介绍了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填写要求，强调了问卷填写的匿名性和保密性，以消除他们的顾虑，确保问

卷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问卷发放过程中，研究人员积极协助学生解决填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于学生理解困难的题目，

进行耐心解释，确保他们能够准确理解题意并做出回答。问卷回收后，对问卷进行了初步筛选，剔除了

填写不完整、答案明显随意或存在逻辑错误的问卷，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3.2. 数据处理 

在数据分析方面，本研究运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并利用 process
模型 4 进行检验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社会兴趣的中介作用。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采用了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将三个研究变量父母心理控

制、核心自我评价、社会兴趣纳入探索性因子分析中。通过 SPSS 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共提取出 9 个

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 24.10%，远低于 40%的临界值。这表明在本研

究中，不存在一个主导性因子能够解释大部分变量的方差，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较小(周浩，

龙立荣，2004)。 

4.2. 变量人口学差异分析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中三项数据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父母心理控制和社会兴趣的现状进行形变差异

检验。结果显示，未发现明显性别差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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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st of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的性别差异检验 

 女 男 t p 

核心自我评价 34.41 ± 7.60 35.77 ± 7.49 2.806 0.005 

父心理控制 15.64 ± 7.21 17.38 ± 8.08 3.516 0.005 

母心理控制 15.41 ± 8.13 15.91 ± 7.95 0.973 0.330 

社会兴趣 105.77 ± 18.42 105.25 ± 19.28 −0.420 0.675 

4.3. 各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对全部样本的几个变量进行 person 相关分析。数据如下：(见表 2)。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research variables (n = 976) 
表 2. 各研究变量的相关关系(n = 976) 

 M ± SD 1 核心自我评价 2 父心理控制 3 母心理控制 4 社会兴趣 

1 核心自我评价 ± 1.000    

2 父心理控制 ± −0.372** 1.000 9  

3 母心理控制 ± −0.381** 0.617** 1.000  

4 社会兴趣 ± 0.404** −0.120** −0.116** 1.000 

注：**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根据表 2 的相关分析得出，核心自我评价、父心理控制、母心理控制和社会兴趣变量间相关性显著，

其中，父心理控制(r = −0.372)和母心理控制(r = −0.381)均与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相关，父心理控制(r = 
−0.120)和母心理控制(r = −0.116)均与社会兴趣显著负相关，社会兴趣(0.404)与核心自我评价间正相关。

综上所述，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父母心理控制和社会兴趣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父母心理控制对核

心自我评价和社会兴趣均有负面影响，而核心自我评价对社会兴趣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4.4. 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社会兴趣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了深入探究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社会兴趣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Hayes 开发的

SPSS 宏程序中的 Model 4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使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检验方法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进行验证，将样本量设置为 5000，置信区间设定为 95%。 
分别以父亲心理控制、母亲心理控制为自变量，核心自我评价为中介变量，社会兴趣为因变量进行

分析，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 
 

Table 3.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between fathers’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ocial interest 
表 3. 核心自我评价在父亲心理控制与社会兴趣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t 值 p 值 

父亲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 −0.364 0.029 −12.455 0.000 

核心自我评价→社会兴趣 1.040 0.029 13.148 0.000 

父亲心理控制→社会兴趣 −0.293 0.078 −3.759 0.000 

(中介效应)父亲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社会兴趣 −0.379 0.018 −20.66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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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re self-evaluation between mothers’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social interest 
表 4. 核心自我评价在母亲心理控制与社会兴趣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t 值 p 值 

母亲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 −0.359 0.028 −12.807 0.000 

核心自我评价→社会兴趣 1.050 0.079 13.231 0.000 

母亲心理控制→社会兴趣 −0.271 0.075 −3.612 0.000 

(中介效应)母亲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社会兴趣 −0.377 0.017 −21.629 0.000 

 
从表 3 和表 4 中可以看出，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对核心自我评价的效应值分别为−0.364 和−0.359，

且在 0.01 水平上显著，表明父母心理控制显著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即父母的心理控制程度越高，小

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低。核心自我评价对社会兴趣的效应值分别为 1.040 和 1.050，在 0.01 水平上

显著，说明核心自我评价显著正向预测社会兴趣，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越高，小学生的社会兴趣也越高。

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对社会兴趣的直接效应值为−0.293 和−0.217，在 0.01 水平上显著，表明父母心理控

制对社会兴趣存在显著的直接负向影响。 
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中介效应值为−0.379 和−0.377，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核心自

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社会兴趣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意味着父母心理控制不仅直接对小学生的社

会兴趣产生负面影响，还通过降低小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间接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兴趣。 

5. 分析和讨论 

5.1. 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父母心理控制和社会兴趣的现状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小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处于中等水平，部分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和未来发展持有积

极态度，但仍有部分学生存在信心不足的情况。父母心理控制方面，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孩子的心

理控制行为，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父母权威以及对孩子的严格要求有关。在许多家庭中，父母希望

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期望发展，往往会通过让孩子产生内疚感等方式来促使孩子遵守规则、努力学习 。
然而，过度的心理控制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小学生的社会兴趣也处于中等水平，小

学生虽然能够意识到他人的感受和需求，也愿意关心他人，但在实际行动中，可能受到自身能力、环境

等因素的限制，导致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5.2. 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讨论 

本研究证实了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心理控制与社会兴趣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心理控制不仅直

接对小学生的社会兴趣产生负面影响，还通过降低小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间接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兴趣。

父母的心理控制行为，如过度的批评指责、不合理的要求等，会让孩子对自己产生负面评价，认为自己

不够好，从而降低核心自我评价。而低核心自我评价的孩子在面对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时，会缺乏自信

和积极性，对他人和社会的关注与关心减少，进而表现出较低的社会兴趣。 
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父母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父母的心理控制行为会打

破孩子心理发展的平衡，影响孩子自我认知的形成。当孩子长期处于父母的高心理控制环境中，他们的

自主探索和自我表达受到限制，无法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导致核心自我评价降低。而核心自我评价作

为个体对自身的总体评价，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动机和社会交往态度。低核心自我评价的孩子会对自己的

社交能力产生怀疑，缺乏参与社会活动的动力，从而导致社会兴趣下降。在家庭中，父母总是对孩子的

行为进行严格控制，孩子可能会逐渐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在学校里也会变得不愿意参与集体活动，对同

https://doi.org/10.12677/ap.2025.153159


苟芍 
 

 

DOI: 10.12677/ap.2025.153159 325 心理学进展 
 

学的事情漠不关心，这就是父母心理控制通过影响核心自我评价，进而影响社会兴趣的具体表现。 

5.3. 研究结果的教育启示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为了促进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培养他们积极的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兴趣，

减少父母心理控制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从家庭和学校两个方面提出以下教育建议： 
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教养观念，认识到过度的心理控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家长要

尊重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给予孩子一定的自主决策空间。当孩子面临选择时，家长可以提供一些建

议和引导，但最终的决定权应交给孩子，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增强自信心。家长要注重与

孩子的沟通方式，避免使用引发内疚、收回关爱等心理控制手段。当孩子犯错时，家长应以平和的态度

与孩子沟通，了解事情的经过，帮助孩子分析问题，引导他们认识到错误并改正，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和

批评，让孩子产生内疚感。 
在培养孩子的核心自我评价方面，家长要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关注孩子的努力和进步，及

时发现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对孩子的积极行为和良好表现给予具体、真诚的赞扬，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

价值和能力，从而提升核心自我评价。家长也要帮助孩子正确面对挫折和失败，引导孩子将失败视为成

长的机会，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培养孩子的挫折承受能力和坚韧精神，使孩子在面对困难时能

够保持积极的心态，不轻易否定自己。 
对于提升孩子的社会兴趣，家长可以鼓励孩子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如社区志愿者活动、公益劳

动等，让孩子在实践中体验帮助他人的快乐，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家长自身也要树立良好的

榜样，展现出关心他人、乐于奉献的行为，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促进孩子社

会兴趣的发展。 

5.4. 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可从多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父母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与小学生社会兴趣关系的

认识。在研究对象方面，应扩大样本范围，不仅要涵盖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水平的小学生，还可将研究

对象扩展到其他年龄段，如幼儿、青少年等，以探究不同成长阶段三者关系的变化特点。通过纵向研究，

跟踪同一批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发展情况，深入了解父母心理控制对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兴趣的长期影

响，为个体的全生命周期发展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在研究方法上，可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除问卷调查法外，增加实验法，通过设置实验

组和对照组，人为操纵父母心理控制变量，观察小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兴趣的变化，更准确地验证

因果关系。运用观察法，在自然情境下观察父母与孩子的互动行为，以及小学生在社交场合中的表现，

获取更真实、客观的数据。结合脑电技术、眼动追踪等生理测量方法，从神经生理层面揭示父母心理控

制对小学生心理发展的影响机制，为研究提供更深入的生物学依据。 
在研究内容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除核心自我评价外，探索其他可能的中介变

量和调节变量，如情绪调节能力、同伴关系、学校氛围等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生社会兴趣之间的作用。

研究情绪调节能力强的小学生是否能够缓冲父母心理控制对社会兴趣的负面影响，以及同伴关系在其中

是否起到调节作用。构建更加完善的理论模型，全面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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