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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了教

育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地位，乡村振兴必要振兴乡村教育，而乡

村教育的根基和基础在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

础和起点，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的一生（王蕊，2021）。家庭

教育投入（Family Educational Investment）是指父母为孩子

发展提供的一系列教育资源、活动、机会,如学习资源（如图书、

益智玩具等）、直接的教育活动（如教孩子识字、参观博物馆等）、

扩展性的学习机会（如兴趣班、补习班等）（李燕芳，吕莹，2013）。

家长情感投入是指家长关注孩子的情绪、情感的变化，将自身的

情感资源投入到孩子的成长中，促进孩子的情绪和社会性发展

（卢婷，2016）。贾红霞和谢军（2022）的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家

庭教育是回报率最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学前阶段进行教

育投入显得尤为重要。

1　研究设计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通过对3-6岁幼儿家长发放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83

份，有效率为82.71%。其中，男孩241 名，女孩242 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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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工具

本研究中采用北师大李燕芳教授编制的家庭教育经济投入问

卷及时间投入的问卷、卢婷编制的家长情感投入共三个问卷。经

检验，家庭教育经济投入问卷的α信度系数为0.829，家庭教育时

间投入问卷的α信度系数为0.847，家长情感投入问卷的α信度系

数为0.880，说明这三个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1]。

2　研究结果

2.1家庭教育经济投入的描述统计

本研究中的家庭教育经济投入主要指幼儿园外扩展性的教育

支出，包括兴趣班种类和学习资源数量（李燕芳，吕莹，2013）。

由表1数据可见，农村家庭学前儿童参加各类兴趣班的平均值为

1.11（1-2计分），低于1.5，说明农村家庭在学前教育阶段对孩子

兴趣班投入的整体状况较差。在兴趣班投入中，舞蹈或形体训练

兴趣班平均值最高（M = 1.18, SD = 0.385），但仅有18%的农村

学前儿童参加过舞蹈或形体训练兴趣班；其次为美术类兴趣班（M

= 1.16, SD = 0.368），戏剧表演类的平均值最低（M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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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 0.190）。

此外，在农村家庭学前儿童拥有各类学习资源中，农村家庭

学前儿童拥有各类学习资源的平均值为2.76（1-5计分），说明农

村家庭在学前教育阶段对孩子各类学习资源投入的整体状况中等

偏上。其中水彩或蜡笔等用来画画的东西平均值最高（M = 3.27,

SD = 1.305）。音像资料平均值最低（M = 1.88, SD = 1.269），

且仅有105位家长选择为孩子投入2个及2个以上的音像资料。

2.2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的描述统计

农村家庭学前教育时间投入的平均值为2.31（1-5计分），家

庭教育时间投入的整体状况中等偏下。其中和孩子一起谈论在幼

儿园发生的事情的平均值最高（M = 3.10, SD = 1.447）；一起谈

论自然或科学知识的均值最低（M = 1.72, SD = 0.949）。说

明家长在时间投入方面最倾向于跟孩子聊幼儿园的事情[2]。

2.3家长情感投入的描述统计

农村家庭学前教育家长情感投入的平均值为3.51（1-5 计

分），标准差为0.793，总体位于中等偏上水平。农村学前儿童家

长能细心察觉孩子的情绪变化（M = 3.72, SD = 0.994）、能在孩

子不高兴的时候开导安慰孩子（M = 3.77, SD = 1.018），也能给

孩子积极的鼓励与支持（M = 4.06, SD = 0.952），但仍有28.2%

的家长较少或从不了解孩子的在园表现，51.5%的家长不能说出几

个孩子好朋友的名字。

2.4各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1.性别因素与家庭教育投入的关系

如下表所示，从平均值我们可以看出，女性的家庭教育投入

普遍高于男性。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在家长情感投入

上存在显著差异（t=-3.60，p<0.001），女性家长的情感投入高于

男性家长。

表1     性别在家庭教育投入各维度的差异

2.孩子数量在家庭教育投入上的差异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孩子数量在家庭经济投入上存在

显著差异 F(3,479) = 0.992，p = 0.396> 0.05；在家庭时间投

入上差异不显著F(3,479) = 2.037，p = 0.108> 0.05；在家长

情感投入上存在显著差异F(3,479) = 4.165，p = 0.006

< 0.01。（见表2）

3  研究结果及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在学前教育阶段对孩子兴趣班投入

的整体状况较差，这是因为农村家庭收入单一，家长文化程度

较低，部分家长认为孩子还小，没有必要将有限的经济过度投

入在兴趣班的开销上。但对孩子各类学习资源的投入处于中等偏

上水平，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媒体的普及，越来

越多的农村家庭接触到了新观念，了解了学习资源对孩子的重要

性，舍得给孩子投资[ 3 ]。然而，幼儿的发展涉及多领域，因

此家长进行教育投入时应遵循全面发展原则，杜绝顾此失彼，

尽可能提供广阔的视野和多样的选择，鼓励和支持幼儿自主选择

兴趣点（李小蒙，2 0 2 0）。还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宣传作用，

普及正确的学前家庭教育观念及方法，提高对学前阶段孩子教育

的重视，增强家长的投入意识[4 ]。

此外，研究发现农村家庭对孩子时间投入的整体状况中等偏

下，这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大量农村人

口外出务工，父母与儿童长期分开两地（谢文斯，谭满妹，韦程

晴，陈允东，黄银嫦，2 0 2 1 ），因此对孩子的时间投入较少

；但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家长需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增加陪

伴儿童的时间和机会，多与孩子们相处，利用网络通信工具加强

亲子沟通（谢文斯，谭满妹，韦程晴，陈允东，黄银嫦，2021），

因为陪伴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大的财富，时间的投入能让孩子感受

到家长对自己的重视，进而影响孩子的发展[5]。

最后，农村家长情感投入的整体状况中等偏上，越来越多

的农村家长能够关注孩子的情感体验，能够适宜的与之共情，

鼓励支持孩子的积极想法和活动，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强大的心理

支持（卢婷，2016）。女性家长的情感投入普遍高于男性家长，这

是因为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权威的角色，孩子与父亲

很少有情感交流，父亲忽视对孩子的情感投入（卢婷，2016）。此

外，研究发现孩子越多，家长的情感投入越少，这是因为在家庭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同胞数量的增加会使分配到每个孩子的家庭

资源相应减少。因此，家长要加强与孩子的互动交流，主动参与

孩子的游戏活动，与孩子有情感联结。与此同时，母亲要多与父

亲配合，分享孩子的成长故事，鼓励父亲角色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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