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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教养方式对小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 
心理韧性和希望的链式中介作用

徐贝贝  张  坤  全莉娟  桑青松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芜湖

摘  要｜目的：为探究母亲教养方式对小学生学习倦怠的影响，以及心理韧性和希望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改善

小学生学业倦怠现状并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简式家庭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小学

生学习倦怠现状量表、儿童希望量表中文版、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通过整群抽样对安徽省两所小学的893名

小学生进行施测，采用PROCESS进行数据处理。结果：（1）母亲拒绝、母亲情感温暖、母亲过度保护、

学习倦怠、心理韧性和希望之间两两显著相关；（2）母亲拒绝教养方式、心理韧性、希望显著预测学习倦

怠，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心理韧性、希望特质显著预测学习倦怠，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心理韧性、

希望特质显著预测学习倦怠；（3）在控制了性别和是否留守因素后，母亲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均可

以通过心理韧性和希望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小学生学习倦怠。结论：母亲教养方式既可以直接预测小学生学

习倦怠，又可以通过心理韧性和希望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小学生学习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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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年中国家庭教育白皮书》就中国父母的教育分工、教育态度、教养方式、教育投入等维度开

展调查，结果显示，在亲子教育中，“教育孩子凭自己感觉，缺乏系统有效方法”是家长面临的最大问

题，“没时间陪孩子”紧随其后。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尤其对于小学生来说，孩子的性格养成

和组织性思维方式等都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又根据《白皮书》共同育儿调研显示：一线城市只有

30.10%夫妻共同育儿，在农村低至19.35%，夫妻不共同育儿的家庭大部分由母亲育儿，儿童跟母亲接触

更多；且由依恋理论可得，儿童对母亲的依恋程度在儿童早期更强，母亲是承担孩子的衣食住行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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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负责人，因此，母亲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更深刻。针对父母教育情况，国家高度重视，全

国妇联、教育部等部门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提出完善家庭教

育在2021—2025年间完成，可见积极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性。基于此，本研究从家庭、学校、心理韧性

等心理学视角出发，探索母亲教养方式、希望和心理韧性与小学生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以期为改善母亲教养方式、减少小学生学习倦怠水平和保持其身心健康提供重要启示。

母亲教养方式（Mother’s Upbringing Style）是父母教养方式的组成部分，是指母亲稳定、持久的育儿

态度和行为［1］。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影响个体发展的最大的微系统是家庭［2］。有研究显示，积极的父母

教养方式负向预测学业倦怠显著，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正向预测学业倦怠显著［3］；同时如果父母在拒

绝否认、过度保护两个维度得分较高，那么拥有这样父母的高中生的倦怠水平也高［4］。家庭进程三元

模型观点也表明，在影响孩子产生问题行为的家庭因素中，积极亲子关系异常重要。积极的亲子关系能

增强学生学习热情、持久性，从而有效抑制学习倦怠［5］。亲子关系较差的学生，学习倦怠程度较高，

学习水平较低［6］。当父母与子女间的互动质量上升时，学习倦怠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父母如果采用

拒绝的教养方式，初中生患抑郁症的概率越大，拒绝的程度越高，抑郁越严重，而抑郁是学习倦怠表现

之一［7，8］。虽然前人研究表明影响学业倦怠的因素有学校、家庭、社会等几个方面，其中家庭是最关键

的因素，但是目前小学生母亲教养方式对学业倦怠作用机制的关注不够深入，且小学3~6年级学生独自

应对学校适应和学校压力等的经验还不够，因此考察母亲教养方式对小学生学业倦怠的影响是很有必要

的。本研究提出假设：母亲积极教养方式能显著负向预测小学生学习倦怠，而消极教养方式能显著正向

预测小学生学习倦怠（H1）。

心理韧性（Resilience）是个人面对创伤、生活逆境、威胁、悲剧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

适应，是应对生活压力、挫折的“反弹能力”［9，10］和“内在素质”［11］。心理韧性受众多因素影 

响［12］，其中就有父母教养方式。风险与韧性的理论显示有两种因素会影响心理韧性，即风险性和保护

性因素［13］，而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和拒绝正是保护性因素和风险性因素，情感温暖能正向预测

心理韧性，这说明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能增强小学生的心理韧性；拒绝否认负向预测心理韧性，这一教

养方式对小学生心理韧性的培养十分不利，也不符合现今提倡的鼓励式教育［14］。有研究指出，心理韧

性是工作倦怠的有效保护因素［15］，所以心理韧性对学习倦怠也具有保护作用。心理韧性强的学生比心

理韧性较弱的学生更加乐观，在遇到压力和挑战时，能积极应对；相反心理韧性较弱的学生更容易产生

消极情绪，进而产生学习倦怠［15，16］。因此，在小学生学习生涯中，提高心理资本、加强心理韧性不可

忽视。本研究提出假设：心理韧性在母亲教养方式和学业倦怠间起中介作用（H2）。

希望（Hope）是由个体后天学习形成的一种个人思维和行为倾向，也是认知特征、动力状态和目

标导向的思维［17］。一项研究儿童进行攻击性行为障碍的潜在因素实验表明，家庭以及家长因素会给孩

子的希望感带来极大的影响，权威型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利于希望感的发展的，专制型父母的教养方式对

希望感的发展形成阻碍。根据工作需求-资源理论，长期超负荷的学业要求会让个体资源损耗，希望是

资源保护理论的重要成分［18］，个体在处理外界压力和风险中时，希望能够及时让个体采取行动规避风

险，从而达到减少资源损耗的效果；当然希望作为心理资本的核心成分，也能帮助个体汲取愈来愈多的

资源，降低个体学业倦怠程度。希望水平较高的个体，学习具有计划性和动力性，学习成就感和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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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更高，学业倦怠水平更低，更有意愿花费大量时间实现自我［19］；希望水平较低的个体，缺乏学习

动力，在学习上得不到认同，导致成就感和效能感低下产生学习倦怠。可见，希望能作为缓冲资源，减

轻了外界环境对学生的影响，加强学生寻找解决方法的行为，帮助他们保持稳定的内在心理状态。本研

究提出假设：希望在母亲教养方式和学业倦怠间起中介作用（H3）。

学习倦怠（Learning Burnout）是一种发生于正常人身上的持续的、负性的、与学习相关的心理状

态［20］。每个人都会被日常琐事困扰，尤其是学生，被影响的不仅有学习心理，还有同伴交往等，学

生为了解决此困境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因此学习成绩受到影响不足为奇，学习倦怠出现概率大大增 

加［21］。依恋理论表明，父母积极教养方式所形成的良好亲子关系可以构建一个自适应系统［22］，同

时，这种教养方式对学生的心理韧性有显著的预测功能，而心理韧性又会进一步对希望产生影响，根据

心理资本理论［23］，心理韧性和希望同属于心理资本，都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心理状

态，已经超越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成长和绩效提升，心理韧性水平高的学生，相信自己有

能力去改变现状，对于未来是积极的心态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促进学生对学校的适应，进而提高希望

水平，达到缓冲学习倦怠的目标。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心理韧性和希望在母亲教养方式与学业倦怠中

构成链式中介模型（H4）。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主要以在校小学生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共收回问卷893份，经过数据处理

后，有效问卷804份（有效率为90.03%），其中男393人，女411人；三年级183人，四年级174人，五年

级222人，六年级225人；居住地为城镇有168人，农村636人。所有被试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工具

2.2.1  简式家庭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

本研究使用阿林德尔（Arrindell）编制，并经蒋奖翻译修订的简式家庭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24］。问

卷由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组成，共42题，分为父亲版（21题）和母亲版（21题），

采用Likert4点计法（1=从不，4=总是），第15题反向计分，分值越大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出现

该行为的频率越大。该量表父母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82、 

0.84、0.78。

2.2.2  小学生学习倦怠现状量表

本研究采用王安易根据吴艳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学倦怠量表修订成的小学生学习倦怠现状量表［25］。

问卷有身心耗竭、学业疏离、低成就感三个维度，共16题，采用Likert5点计法（1=完全不符合，5=完全

符合），得分越高，学习倦怠越严重，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7。

2.2.3  儿童希望量表中文版

本研究采用斯奈德（Snyder）等人编制，并经赵必华等修订成的儿童希望量表中文版［26］。问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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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两个维度组成，共6题，采用Likert 6点计法（1=从不，6=总是），得分越高，希望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1。

2.2.4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胡月琴（2008）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27］。问卷由情绪控制、目标专注、积极认

知、人际协助和家庭支持五个维度组成，采用Likert 5点计法（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得分越

高，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6。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8.32%，小于

40%［28］，因此本研究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不明显。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在控制性别和是否留守后，相关分析表明，希望、学习倦怠、心理韧性、母亲教养方式各维度间呈

两两相关，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variables

M±SD 1 2 3 4 5 6
1 母亲拒绝 9.84±3.28 -
2 母亲情感温暖 19.55±4.83 -0.41*** -
3 母亲过度保护 16.19±3.72 0.53*** -0.20*** -
4 学习倦怠 38.38±8.91 0.39*** -0.51*** 0.25*** -
5 希望 21.96±6.42 -0.15*** 0.50*** -0.03* -0.65*** -
6 心理韧性 88.76±16.65 -0.49*** 0.57*** -0.29*** -0.68*** 0.53*** -

注：n=804；*p<0.05，**p<0.01，***p<0.001，下同。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和是否留守后，心理韧性和希望同为中介变量构建链式中介，使用PROCESS 4.0进行

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拒绝教养方式对学习倦怠直接预测效应显著，母亲

拒绝教养方式正向预测学习倦怠显著（β =0.40，p<0.001），验证H1。加入心理韧性和希望特质后，

母亲拒绝教养方式负向预测心理韧性显著（β =-0.49，p<0.001），心理韧性负向预测学习倦怠显著 

（β =-0.40，p<0.001），心理韧性在母亲拒绝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间起中介作用；母亲拒绝教养方式正

向预测希望特质显著（β =0.16，p<0.01），希望特质负向预测学习倦怠显著（β =-0.41，p<0.001），

希望特质在母亲拒绝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间起中介作用；心理韧性正向预测希望特质显著（β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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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心理韧性和希望在母亲拒绝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此时母亲拒绝教养方式

仍能显著正向预测学习倦怠（β =0.14，p<0.001），如图1所示。

表 2  母亲拒绝维度的变量关系回归分析

Table 2 Variable-related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ternal rejection dimension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F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β t
学习倦怠 母亲拒绝 0.39 0.16 47.96*** 0.40 11.67***

心理韧性 母亲拒绝 0.50 0.25 85.98*** -0.49 -15.77***

希望 母亲拒绝 0.55 0.30 84.30*** 0.16 4.44**

心理韧性 0.64 17.62***

学习倦怠 母亲拒绝 0.76 0.59 223.08*** 0.14 4.99***

心理韧性 -0.40 -12.37***

希望 -0.41 -15.27***

图 1  母亲拒绝对学习倦怠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the effect of maternal rejection on learning burnout

在控制性别和是否留守后，中介效应的路径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心理韧性和希望特质在母

亲拒绝教养方式与学习倦怠之间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总效应值为0.26，占总效应值的65.00%，由三条路径构

成：路径1：母亲拒绝→心理韧性→学习倦怠，置信区间［0.16，0.24］；路径2：母亲拒绝→希望→学习倦

怠，［-0.10，-0.04］；路径3：母亲拒绝→心理韧性→希望→学习倦怠［0.10，0.16］；三条路径置信区间均

不包含0，其中希望中介效应值为-0.07，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表明希望起到“遮掩效应”［29］。

表 3  母亲拒绝维度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Table 3 Decomposition table of the total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mediating effect of maternal rejection 

dimension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效应占比
BootLLCL BootULCL

总效应 母亲拒绝→学习倦怠 0.40 0.03 0.33 0.46
直接效应 母亲拒绝→学习倦怠 0.14 0.03 0.08 0.19 35.00%
间接效应 间接总效应 0.26 0.03 0.20 0.31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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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效应占比
BootLLCL BootULCL

母亲拒绝→心理韧性→学习倦怠 0.20 0.02 0.16 0.24 50.00%
母亲拒绝→希望→学习倦怠 -0.07 0.02 -0.10 -0.04 17.50%

母亲拒绝→心理韧性→希望→学习倦怠 0.13 0.01 0.10 0.16 32.50%

在控制性别和是否留守后，依旧采用模型6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如表4所示。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对学习倦怠直接预测效应显著，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显著负向预测学习倦怠

（β =-0.50，p<0.001），验证H1。加入心理韧性和希望特质后，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能显著正向预

测心理韧性（β =0.54，p<0.001），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学习倦怠（β =-0.44，p<0.001），心理韧

性在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间起中介作用；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希望特质

（β =0.30，p<0.001），希望特质显著负向预测学习倦怠（β =-0.37，p<0.001），希望特质在母亲情感

温暖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间起中介作用；心理韧性显著正向预测希望特质（β ＝0.39，p<0.001），心理

韧性和希望在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此时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仍能显

著负向预测学习倦怠（β =-0.08，p<0.01），如图2所示。

表 4  母亲情感温暖维度的变量关系回归分析

Table 4 Variable-related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dimension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F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β t
学习倦怠 母亲情感温暖 0.52 0.27 95.26*** -0.50 -16.64***

心理韧性 母亲情感温暖 0.57 0.33 126.65*** 0.54 19.23***

希望 母亲情感温暖 0.58 0.34 101.28*** 0.30 8.26***

心理韧性 0.39 10.36***

学习倦怠 母亲情感温暖 0.76 0.58 214.70*** -0.08 -2.66**

心理韧性 -0.44 -14.28***

希望 -0.37 -13.16***

图 2  母亲情感温暖对学习倦怠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the effect of m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on learning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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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性别和是否留守后，母亲情感温暖维度中介效应的路径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心

理韧性和希望特质在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与学习倦怠之间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总效应值为-0.42，占

总效应值的84.00%，由三条路径构成，分别是路径1：母亲情感温暖→心理韧性→学习倦怠，置信区间

［-0.29，-0.20］；路径2：母亲情感温暖→希望→学习倦怠，［-0.14，-0.08］；路径3：母亲情感温暖

→心理韧性→希望→学习倦怠［-0.10，-0.06］；三条路径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均显著。

表 5  母亲情感温暖维度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Table 5 Decomposition of the total, dir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of m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效应占比
BootLLCL BootULCL

总效应 母亲情感温暖→学习倦怠 -0.50 0.03 -0.56 -0.44
直接效应 母亲情感温暖→学习倦怠 -0.08 0.03 -0.13 -0.02 16.00%
间接效应 间接总效应 -0.42 0.03 -0.48 -0.37 84.00%

母亲情感温暖→心理韧性→学习倦怠 -0.24 0.02 -0.29 -0.20 48.00%
母亲情感温暖→希望→学习倦怠 -0.11 0.02 -0.14 -0.08 22.00%

母亲情感温暖→心理韧性→希望→学习倦怠 -0.07 0.01 -0.10 -0.06 14.00%

在控制性别和是否留守后，依旧采用模型6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如表6所示。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对学习倦怠直接预测效应显著，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学习倦怠

（β =0.25，p<0.001），验证H1。加入心理韧性和希望特质后，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能显著负向预

测心理韧性（β =-0.28，p<0.001），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学习倦怠（β =-0.43，p<0.001），心理韧

性在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间起中介作用；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显著正向预测希望特质

（β =0.15，p<0.001），希望特质显著负向预测学习倦怠（β =-0.41，p<0.001），希望特质在母亲过度

保护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间起中介作用；心理韧性显著正向预测希望特质（β ＝0.61，p<0.001），心理

韧性和希望在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此时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仍能显

著正向预测学习倦怠（β =0.11，p<0.01），如图3所示。

表 6  母亲过度保护维度的变量关系回归分析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the dimension of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F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β t
学习倦怠 母亲过度保护 0.26 0.07 19.46*** 0.25 1.87***

心理韧性 母亲过度保护 0.31 0.10 27.22*** -0.28 -8.61***

希望 母亲过度保护 0.55 0.30 84.68*** 0.15 4.56***

心理韧性 0.61 18.29***

学习倦怠 母亲过度保护 0.77 0.59 221.52*** 0.11 4.64***

心理韧性 -0.43 -14.53***

希望 -0.41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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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母亲过度保护对学习倦怠影响的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3 Chain-mediated model of the effect of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on learning burnout

在控制性别和是否留守后，中介效应的路径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表明心理韧性和希望特质在

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与学习倦怠之间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总效应值为0.14，占总效应值的56.00%，由

三条路径构成：路径1：母亲过度保护→心理韧性→学习倦怠，置信区间［0.09，0.16］；路径2：母亲

过度保护→希望→学习倦怠，［-0.09，-0.03］；路径3：母亲过度保护→心理韧性→希望→学习倦怠

［0.05，0.09］；三条路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均显著，其中希望中介效应值为-0.06，与直接效应

方向相反，表明希望起到“遮掩效应”［29］。

表 7  母亲过度保护维度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Table 7 Decomposition of the total, dir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of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值 Boot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效应占比
BootLLCL BootULCL

总效应 母亲过度保护→学习倦怠 0.25 0.03 0.18 0.31
直接效应 母亲过度保护→学习倦怠 0.11 0.02 0.07 0.16 44.00%
间接效应 间接总效应 0.14 0.03 0.08 0.19 56.00%

母亲过度保护→心理韧性→学习倦怠 0.12 0.02 0.09 0.16 48.00%
母亲过度保护→希望→学习倦怠 -0.06 0.01 -0.09 -0.03 24.00%

母亲过度保护→心理韧性→希望→学习倦怠 0.07 0.01 0.05 0.09 28.00%

4  讨论

4.1  母亲教养方式对学习倦怠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母亲拒绝教养方式与学习倦怠之间呈正相关，验证了研究H1。并且母亲拒绝、母亲情

感温暖、母亲过度保护三种教养方式对学习倦怠都有直接效应，在直接总效应占比上，母亲情感温暖教

养占比最高，母亲拒绝教养其次，母亲过度保护教养占比最低，这提示我们在教育实践中母亲积极教养

方式直接影响小学生的学习倦怠情况，使其学习倦怠情况缓解。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马丁、瑞安和

布鲁克斯-冈恩（Martin，Ryan，and Brooks-Gunn，2007）发现，接受支持性教养方式的孩子在五岁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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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和语言成绩要高于父母不给予支持的孩子［30］，且青少年的情绪调节和学业投入更高［31］。另一项

研究中，经历了更多学业倦怠的学生报告称，他们的父母表达了更少的温暖，并且采取了更严厉、拒绝

或过度保护的教育方法［32］。这可能是因为儿童的发展是通过儿童与他或她的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来实现的［33］，如果父母一直采取消极的教养方式，以拒绝、过度保护为主，可能使得孩子容易怀疑、

批评否定自我，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进而使学生容易产生心理适应问题；反之当父母采用积极教

养方式，孩子接受的多为温暖、包容、积极的情感，则会更加有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从而有利于

学生的学习投入［34］。

4.2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母亲情感温暖维度与心理韧性呈正相关，与学习倦怠呈负相关，而母亲拒绝、母亲过度

保护与心理韧性呈负相关，与学习倦怠呈正相关，且母亲情感温暖、母亲拒绝、母亲过度保护均可通过

心理韧性显著预测学习倦怠，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相符。学龄期的儿童身体和心理都在快速发展，同时

也需要面对许多挑战，这个时期的儿童需要将生活的重心由原来的娱乐为主转化为学习为主，其学习压

力也在逐渐加剧，容易产生许多问题。而儿童的发展又与父母教养方式有显著相关，父母教养方式可以

显著预测孩子的心理韧性水平［35，36］，而接受高水平心理韧性的人能不利或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不懈的，

并表现出有能力应对变化和过渡期间同时出现的要求［37］，更容易避免学习倦怠。目前的研究结果与前

人研究基本一致，前人已有研究表明，心理韧性可以负向预测学习倦怠［38，39］，而在另一项针对207名

医科学生的横断面研究中，无论他们的压力水平如何，心理韧性得分较高的参与者报告的倦怠症状更

少，这是因为心理韧性可能为学业倦怠提供一种缓冲［40，41］。学校管理者和卫生保健人员应该采取更加

实用的方法来提高小学生的心理弹性，这对缓解小学生的学习倦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4.3  希望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也发现，母亲情感温暖与希望呈显著正相关、母亲拒绝与母亲过度保护与希望呈显著负相

关，这与前人研究一致［42，43］。同时希望在母亲教养维度和学习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验证了H3。在

积极教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具有更高的心理资本［44］，也就是具备更高的希望水平，所以能更好地

面对学业上的问题，学习情绪也会更为积极，从而避免学习倦怠情况发生。已有研究表明，希望水平

和学习倦怠呈负相关，希望水平低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学习倦怠的情况［45，46］。在一项研究中，萨皮奥

（Sapio）报告了希望和学习成绩之间的显著关系，希望水平越高的人会有更多的目标，会取得更多的学

业进步［47］。此外，阿贾姆·埃克拉米（Ajam Ekrami）等人还发现工作希望、学术动机和倦怠等变量之

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48］。本研究还发现了遮掩效应，在母亲拒绝和母亲过度保护、希望、学习倦怠的

关系中出现了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符号相反，这可能是希望作为一种动机-认知结构，在负向的教养

方式下，作为个人面对逆境生活事件的有力支持因素更加凸显。因此高希望水平的个体，能对实现未来

的目标充满信心，能够对个体的学习倦怠起到缓解作用。

4.4  心理韧性和希望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构建了心理韧性和希望在母亲教养方式和学习倦怠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研究发现，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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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积极教养方式相比，心理韧性和希望对于学习倦怠的间接作用力在母亲消极教养方式上表现更大。在

消极的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儿童容易对自身产生消极的评价，导致其心理资本的降低［44］，而心理资本会

极大地影响到个体学习投入情况［49］，并且会影响到个体在面对困难时的心态。较高的心理资本水平可

以缓解个体的学习倦怠情况，而较低水平的心理资本则会加剧个体的学习倦怠情况，而不良的学习结果

又会降低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由心理资本理论可知，心理韧性与希望均是构成心理资本的核心成分之

一，并且是个体的内部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50］，因此，本研究通过梳理学习倦怠的多种影响因素，得

出了内在（心理资本）和外在（教养方式）与学习倦怠之间的关系图式，对于小学高年级的学生的学习

倦怠情况的干预存在一定的指导意义。

4.5  研究局限

本研究结果证实了父母教养方式，学习倦怠与心理韧性、希望特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同时

本研究结果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是样本，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仅局限于安徽宁国的小学，在未来的研

究中可以扩大研究对象样本的选择，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然而，由于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有限，

不能完全覆盖各类样本，现有的样本也不能充分展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学习倦怠差异。其次在研究

方法上，我们也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除了采用问卷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外，还可以

采用访谈法、实地调查法、观察法等定性研究方法来了解学生的深层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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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Mother’s Upbringing Style on Learning Burnout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 Chain Mediator of Resilience and 

Hope

Xu Beibei Zhang Kun Quan Lijuan Sang Qingso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on learning burnout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echanism of resilience and hope in it,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burnout and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adolesc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93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wo primary schools in Anhui 
Province were tested by cluster sampling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implified Family Parent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he Current Learning Burnout Scal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hild Hope Scale, and the Adolescent Resilience Scale, and PROCESS was used for data 
processing. Result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aternal rejection, maternal warmth, 
maternal overprotection, learning burnout, resilience and hope. (2) Mother’s rejection of parenting style, 
resilience and hop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learning burnout, maternal emotional warmth parenting 
style, resilience and hope trait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learning burnout, and maternal overprotective 
parenting style, resilience and hope trait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learning burnout. (3)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nd left-behind factors, maternal rejection, emotional warmth and overprotection could 
affect learning burnout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and 
hope. Conclusion: Mother’s upbringing style can not only direc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burnout,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burnout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and hope.
Key words: Mother’s upbringing style; Learning burnout; Resilience; Hope; Primary school stu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