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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期望＼教育行为与独生子女成长 
对重庆市沙坪坝区独生子女家长的调查 

龚文娟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 

摘要：通过对重庆市城市社区独生子女家长的抽样调查，研究其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教育行为和孩子的成长状况。结果发 

现：重庆市城市社区的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呈正相关影响其教育行为。家长的教育期望对孩子造成一定压力，但压 

力没有超过孩子的承受力，并且孩子乐意与家长交流。但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成长存在一定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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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1979年，中国政府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迄今，在全国大城市中，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占新婚夫妇总数 

的9o％以上。计划生育政策执行20多年了，随着独生子女家 

庭的与日俱增，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国 

内外人口学界、教育界对此进行过多次广泛的调查研究。这 

些研究结果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探讨独生子女与非独 

生子女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心理及行为特征上的差异，有的 

学者认为独生子女较非独生子女存在特异性，而另一些学者 

则否定独生子女特异性的存在；第二类研究集中探讨独生子 

女的发展状况，内容涉及独生子女的生活需要、人格特征、社 

会交往、恋爱婚姻等方面。但在以往的调查研究中，关于独生 

子女的家长，只是作为独生子女研究的家庭背景而作一般性 

的调查。本研究关注的是：独生子女家长作为一个特殊的群 

体，他们对自己唯一的孩子的教育期望是什么?他们的忧虑 

是什么?其教育行为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基于此考虑，笔者 

选择重庆市城市社区独生子女父母的教育期望、教育行为、孩 

子的成长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关系作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重庆市沙坪坝区所有的独生子女家长为总体 

(孩子在7—20岁之间，核心家庭)，采用多段抽样方法选取调 

查对象。具体做法是：先以沙坪坝区所有居民委员会名单为 

抽样框，随机抽取6个居民小区，再在抽中的居民小区中按系 

统抽样的方法每个小区抽取42户居民户(其前提条件是独生 

子女家庭，孩子在7—20岁之间)，调查对象为独生子女家长。 

这样共抽取252户独生子女家庭，252位家长构成本次调查的 

样本。 

(二)资料收集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法收集资料。问卷由35个问题构成， 

主要询问了独生子女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个人状况(包括 

职业、文化程度、收入等)，孩子的成长状况，家长的教育行为 

及教育期望等问题。被调查家长的抽取、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及个案访谈均由笔者亲自实施完成。实际发放问卷 252份，回 

收有效问卷246份，有效回收率97．6％。 

(三)资料整理与分析 

全部问卷资料由笔者检查核实后进行编码，然后输入计 

算机，利用sPss(11．0版本)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类 

型主要为单变量的描述统计和双变量的交互分类统计。调查 

样本的构成情况见表1。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教育期望和教育行为分析 

1．教育期望的体现 · 

表 1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构成 

调查的独生子女家长 

男 

女 

合计 

125(50．8％) 

121(49．2％、 

246(100％) 

独生子女家庭中，最能体现父母教育期望的两个指标是 

对孩子文化程度和未来职业的期望。从表2可以看出，88．9％ 

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只有3％的 

家长对孩子要求不高，剩下8．1％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出国留 

学。在今天“出国热”的浪潮下，为什么只有8．1％的家长希望 

收稿日期：2004—09—15 

作者简介：龚文娟(1979一)，女，重庆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http://www.cqvip.com


18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lO卷第6期 

孩子出国呢?笔者认为这由“独生子女”的“独”造成：家里只 

有这么—个孩子，父母总希望孩子在空间上离自己近一些，心 

理和精神上有了寄托就觉得踏实。所以大多数父母认为孩子 

能在国内上大学、读硕、读博，有出息就可以了，不必非要出国。 

另外，出国还涉及经济负担力、出国手续等问题，十分繁杂。 

表2 家长对孩子文化程度的期望 

在孩子未来职业期望中，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表 

现出了更大的民主性(表3)：20％的父母对孩子未来具体要从 

事什么工作没有特别要求，他们更希望孩子从事 自己喜欢的 

职业。19．3％的家长希望孩子当老师，这表明家长希望孩子将 

来生活稳定，有保障，这与目前工人下岗问题不无关系。还有 

17．8％的家长想孩子当干部，这与他们自身目前的职业、待遇 

及社会地位等因素密切相关，他们中或是干部，亲身体验到这 

一 职业的好处，或是非干部，希望孩子将来比自己过得好。 

在独生子女的教育期望上，对待男孩与对待女孩有差异 

表3 家长对孩子未来职业的期望 

吗?从表4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孩子的不同性别的影响作用 

具有显著性，说明可推论总体，数据在0．02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检验，并且从系数上我们可以看出孩子的性别与父母的教育期 

望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表4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1)独生 

表4 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教育期望差异(％) 

男孩 

女孩 

= 0．52 

l3．2 32．4 54．4 

4．5 53．7 41．8 

x2=7．831 dr=2 P=o．022 

子女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分布在很高、高、一般三层，没有父 

母对自己孩子教育期望是低的；(2)48．1％的家长对孩子的教 

育期望是“一般”，而不同于既往研究中显示的，绝大多数父母 

对孩子都有很高的教育期望，实际上对孩子具“很高”教育期 

望的父母只占8．9％；(3)在不同教育期望层次上，父母对男孩 

和对女孩有差异：13．2％的父母对男孩的教育期望“很高”，而 

只有4．5％的父母对女孩的教育期望“很高”，反过来，在教育 

期望“高”层次上，有男孩的父母占32．4％，有女孩的父母 占 

53．7％，在教育期望“一般”层次上，男孩父母多于女孩父母。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教育期望这个因变 

量不仅受性别影响，还受父母的职业、文化程度及社会地位、收 

入等因素的交叉影响。 

2．教育期望对教育行为的影响 

在问卷中，笔者曾用过这样一个题目：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您认为培养孩子的哪种素质最重要?备选项有：心理素质、 

身体素质、品行、文化素质、各种才艺、社交能力、其他。调查结 

果是：心理素质、品行、身体素质及文化素质排在前4位，选择 

比分别是78．5％、77．8％、77％和73．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家长的教育期望和实际教育中的重心方向。78．5％的家长 

认为心理素质的培养很重要，他们通常保持和孩子较为频繁的 

交流，了解孩子成长的心理历程，帮他们排忧解难，指引他们的 

心智朝正确方向发展(表5)，在0．05的显著水平上，“家长对 

心理素质培养重要性的认定”与“他们同孩子的交流频率”相 

关。55．7％的家长每天都保持与孩子的交流，27．4％的家长保 

持一周与孩子交流1—4次，16％的家长每月与孩子交流 1—4 

次。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认为心理素质培养重要的前提 

下，家长们多关注与孩子的沟通问题。交流情况受家长的想法 

和态度的正向影响，交流频率与家长认为心理素质培养的重要 

性程度呈正相关。另外，无论家长认为孩子的心理素质培养重 

要与否，都没有出现“不与孩子交流”的情况，因为这里的交流 

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家长与孩子面对面坐下来正式交流的方 

式，还包括日常的相互问候、动作、眼神等沟通方式。 

表5 心理素质期望对交流频率的影响(％) 

每天和 

孩子交流 

每周和孩子 
交流 l 次 半年和孩子交流 l 次 交流 l 次 ’’。’ ’ ～’ 

不重要 

重要 

48．3 

55．7 

G=0．39 

27．6 

27．4 

Z=2、44 

24．1 

l6．O 

P=0．05 

0．9 

n7 

表6中，Ga咖 系数显示，家长对文化素质培养重要性的认 

同与他们的教育投资相关。73．3％的家长认为文化素质重要， 

于是他们在教育上做了大量投入，这些家长中49．5％的人拿 

家庭月收入的1o__30％作为孩子每月的教育费。30．3％的人 

拿家庭月收入的3 ％作教育费，在认为文化素质培养不 

重要的26．7％的家长中，还有28人拿家庭月收入的 1o-_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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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孩子每月的教育费。可见，教育的重要性已深人人心，孩子 出。当然，家庭的经济条件影响着各个家庭这笔比例相近、但 

的教育费也成为家庭开支中的一个重要项目，被列为固定支 具体数目不同的支出。 

表6 文化素质期望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竺 ·o％以下 · o％ 一o％ ～o％ ，o％以上 
不重要 

重要 

l1．1 

l6．2 

G=Q 135 

55．6 

49．5 

Z=2．56 

8．3 

2．O 

2．8 

2．O 

独生子女家庭中，教育期望与管教程度呈正相关。从表7 

看出，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作用具显著性。Gmna系数显示了 

家长教育期望与管教程度之间的强相关性。如表 7在教育期 

孩子“管教严格”，在教育期望“一般”的家长中，大多家长对孩 

子“管教一般”(63．1％)，从整体上看，只有3％的家长对孩子 

“管教松散”或“不管”，所以只要对孩子有一定程度期望的家 

望“很高”和“高”的家长中，分别有66．7％和62．1％的家长对 长都会亲自管教孩子，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表7 教育期望对管教程度的影响(％) 

既然家长对孩子文化程度的期望是测量期望的重要指标， 

那么家长对孩子文化程度的期望如何影响其的教育投资呢? 

从表8可知，“家长对孩子文化程度的要求”与“教育投 

资”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强烈。希望孩子大学及以上毕业的 

家长有51．7％将孩子每月的教育费用占家庭月收入比控制在 

1o_ O％之间，28．3％的家长控制在 3o__5O％之间，这对于工 

薪阶层来说是一笔较大的开销。 

表8 文化程度期望对教育投资的影响(％)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大学及以上 

出国留学 

5O 

5O 

l 2 

9．1 

G =0．143 

50 

51．7 

54．5 

Z=2 06 

5O 

3．3 2．5 

教育期望作为一种心态、意志，从主观上直接影响家长对 

独生子女的教育行为(包括培养方向、教育方式、教育投资等内 

容)，并且是正向影响：期望越高，管教越严格，教育投资越高。 

(二)教育期望、教育行为对独生子女成长的影响 

1．教育期望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从表9中可以看到，家长的教育期望越高，并且这种教育 

期望在他们的教育行为中体现得越明显，给孩子的心理压力就 

越大。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绩名列前茅，而这些孩子 

中40．7％的感到“学习有点吃力”，部分原因是由于家长要求 

过高。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35．4％的孩子“可以轻松应对 

功课”，这表明家长的教育期望对孩子具一定的激励作用，同 

时，家长自身在这种教育期望的指导下，他们也可能会辅导孩 

子学习，帮孩子提高学习成绩。 

2．教育行为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教育行为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在表 1O中，在 o．10的显著 

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可以大体认定父母的管教程度对孩子 

与他们主动交流意愿的影响较大。在“管教严格的”情况下 

66．2％的孩子愿与家长交流 自己的想法，“管教一般”的有 

61．9％的孩子愿意与家长主动交流，这个结果并不象想象中的 

那样，家长管的越严，孩子越反叛，越不愿与家长交流，这与家 

长的教育方式有关系，管教严格与专制管教不是一个概念。 

表9 学习成绩期望与孩子对课业的承受力(％) 

名列前茅 
只求过得去 

无要求 

35．4 

27．8 

50 

G= 一0．443 

40．7 

27．8 

50 

Z=2 44 

23．O 

38．9 

P=Q 02 

O．8 

5．6 

：8 

弧 

P  

3  4  

；兮 

孤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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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O 管教程度对孩子是否愿意主动与家长交流的影响(％) 

基本不管 5o 5O 

G=0．23 Z=1．75 P=0．10 

3．家长的担忧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难免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家长也不 

免担心，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4个方面孩子令家长担心的问 

题：身体状况、心理状况(包括情绪、性格、脾气)、学习状况和 

思想状况，让家长们做多项选择，现将结果整理为表 ll。 

裹 ll 家长担心方面的分布(N=135) 

首先，73．3％的家长担心孩子学习情况，选这项的人数占 

首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发意识到知识的价值， 

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有很高的教育期望值，但是我国教育事业 

的发展与人口增长速度不相适应，学生数的增长超过教育经费 

的增加，不能满足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根据高等院校择优 

录取的原则，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当然十分关注。其次，59．3％ 

的家长担心孩子的心理状况。由于家长过度的教育期望，使独 

生子女更容易形成不良性格特征，研究表明，独生子女较非独 

生子女更易形成脆弱、焦躁、任性、压抑、孤僻、冷漠等不良性 

格，这不得不让家长们担心。再次，40％的家长担心孩子的身 

体状况，这较非独生子女家长担心其孩子身体状况的比例 

(7．39％)要高很多。这种担心体现了这个“独”字。担心孩子 

思想状况的有 8．9％，这证明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的思想比较 

放心，前面对“交流”情况的分析也表明，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 

的思想有较好的了解和把握。 

四、结论和讨论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得出3点结论：第一，独生子女家长 

的教育期望直接影响其教育行为，与其教育行为正相关，期望 

越高，其教育行为越积极，比如教育投资越高(在希望孩子获得 

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家长中有 51．7％的人将家庭月收入的3o％ 

用于孩子的教育)，管教越严格(因教育期望高而管教严格的 

家长占65．6％)等。第二，教育行为反映教育期望，教育期望 

影响教育行为，进而影响孩子的成长。教育期望对孩子成长的 

影响——家长对孩子期望高，孩子学习有一定压力但压力没有 

超过孩子的承受能力(能承受的占74．1％)；教育行为对孩子 

成长的影响——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管教严格，但这不影响孩 

子主动与父母交流(在管教严格的情况下，74．8％的孩子愿与 

家长保持经常性交流)。第三，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成长感到一 

定的担忧，主要分布在学习和心理方面，分别 占73．3％和 

59．3％ 。 

(二)问题讨论 

本研究发现一个问题：在独生子女家长的教育期望中，对 

孩子未来职业的期望“无具体要求”的家长占20％，是各种职 

业期望中人数比最高的。独生子女父母并没有都明确要求孩 

子将来干什么，而是给孩子自由的空间，随孩子的选择。笔者 

认为原因在于：第一，与家长的文化程度有关，68％的家长受过 

高中及以上教育，至少他们懂得用协商的方式对待孩子；第二， 

“独”，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家长都希望孩子将来幸福，希望他 

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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