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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互动对七年级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研究
——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四个地区的学生为例

张瀛心　张瑞琛

吉林外国语大学，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亲子互动是指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行为。通过与孩子共同阅读的方式，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

也能够为孩子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2018年PISA测试询问家长以什么行为促进学生学习，并且测试的核心是阅读。基于

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亲子互动对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四个地区七年级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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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亲子互动是指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行为。通过与孩子

共同阅读的方式，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也能够

为孩子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2018年PISA测试询问家长以什么行为促进学生学习，并

且测试的核心是阅读。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亲子互

动对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四个地区七年级学生阅读成

绩的影响。

2 样本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PISA2018 数据库中的测试数据。学

生均是在 15岁零3个月到 16岁零2个月之间。

PISA2018报告在解释学生的测试表现时，同样考虑到了

结果反映的不仅是学生所受的初中教育的质量，还包含学

生在特定年龄的读书频率、亲子互动的行为频率，包括家

长花费时间和子女交流、家长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

业、家长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以及家长和子女讨论

子女正在独立阅读的书籍和频率。

  2.2 样本选取

本研究最终选择 PISA2018 数据库中4598名四个地区的

七年级学生作为研究样本。

3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亲子沟通的频率很高；家长辅导写作和阅读作业的频

率较高;家长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的频率存在两

极化现象；大多数家长很少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

很多家长每天或几乎每天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读的

书籍；较多家长从不或几乎不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

读的书籍；参与调查的女性人数远远少于参与调查的男性

人数。

4 统计分析与结果

4.1 亲子互动行为量表信度检验

亲子互动影响学生阅读成绩。首先进行信度检验，数据

整理为表3。

克隆巴赫a系数为0.66，系数值偏低，但可以接受。

4.2 亲子互动行为量表结构信度检验

在信度可靠的基础上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

0.707，KMO值偏小，但可以接受。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

近似卡方是507.297，显著性是0.000，显著性小于0.01，

可以接受。

4.3 七年级学生阅读成绩差异分析

本文要进行3组以上相互独立样本的均值比较，因此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四个地区的七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

是否因亲子互动存在显著差异。

4.3.1 家长花费时间和子女交流对七年级学生阅读成绩

的影响

当因子是家长花费时间和子女交流时，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F值为0.656，显著性为0.623，显著性大于0.05，这

说明在家长花费时间和子女交流的影响下这四个地区的七

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

4.3.2 家长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对七年级学生

阅读成绩的影响

当因子是家长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家长和子

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家长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

读的书籍时，显著性不全都大于0.05，进行卡方检验。当

因子是家长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时，克鲁斯卡尔-

沃利斯H（K）的值是32.302，显著性为0，显著性小于0.01

，这说明家长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对这四个地区

的七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有影响。

4.3.3 家长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对七年级学生阅

读成绩的影响

由表8可知，当因子是家长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

时，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K）的值是32.324，显著性为0

，显著性小于0.01，这说明在家长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

书馆的影响下这四个地区的七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存在显

著差异。具体来说，家长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对这

四个地区的七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有影响。

4.3.4 家长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读的书籍对七年

级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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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9可知，当因子是家长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

读的书籍时，克鲁斯卡尔-沃利斯H（K）的值是39.843，显

著性为0，显著性小于0.01，这说明家长和子女讨论子女正

在独立阅读的书籍对这四个地区的七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

有影响。

4.4 亲子互动对七年级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

亲子互动对七年级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不是完美的一一

对应的线性关系，为了更加准确地评估亲子互动对七年级

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本研究以学生阅读成绩为因变量，

以年龄、性别、子女10岁时阅读频率这三个变量为控制变

量，对亲子互动行为所转化的虚拟变量做出进一步的多元

回归分析。

4.4.1 家长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对七年级学生

阅读成绩的影响

由家长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的多元回归分析

可知，F是5.134，P是0.000，P<0.01，因此回归有意义。

家长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的频率在每天或几乎每

天或每周一两次时，相关系数为负数，说明其对学生的阅

读成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长每月帮助子女完成写作

和阅读作业一两次对学生的阅读成绩没有显著影响；家长

每年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一两次的系数为 25.080

（P<0.05），说明家长每年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

一两次对学生的阅读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家长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的行为的作用下控

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的系数为-20.767（P<0.05）

，这说明学生的年龄对他们的阅读成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性别变量的系数为-1.339（P>0.05），子女10岁时读

书频率变量的系数为 4.305（P>0.05），这说明学生的性

别、10岁时读书频率对学生的阅读成绩无显著影响。

4.4.2 家长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对七年级学生阅

读成绩的影响

F是7.006，P是0.000，P<0.01，因此回归有意义。

家长每天或几乎每天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的系数

为-18.262（P>0.05），说明家长每天或几乎每天和子女

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对学生的阅读成绩不具有显著影响；

家长每周或每月或每年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一两次

的系数为正数，说明其对学生的阅读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在家长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的行为的作用下控制

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的系数为-15.378（P>0.05），

性别变量的系数为-0.821（P>0.05），子女10岁时读书频

率变量的系数为-2.464（P>0.05），这说明学生的年龄、

性别、10岁时读书频率对学生的阅读成绩无显著影响。

4.4.3 家长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读的书籍对七年

级学生阅读成绩的影响

F是7.163，P是0.000，P<0.01，因此回归有意义。在家

长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读的书籍的行为中，家长每

天或几乎每天或每周一两次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读

的书籍的系数为负数，说明其对学生的阅读成绩具有显著

负向影响；家长每月或每年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读

的书籍一两次变量的系数为正数，说明其对学生的阅读成

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家长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读的书籍的行为的

作用下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的系数为-19.005

（P<0.05），这说明学生的年龄对学生的阅读成绩有显著

负向影响；性别变量的系数为0.087（P>0.05），子女10岁

时读书频率变量的系数为5.783（P>0.05），这说明学生的

性别、10岁时读书频率对学生的阅读成绩无显著影响。

5 主要结论

第一，建议家长每年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业一两

次，家长尽量不要每周一两次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作

业，尤其是不要每天或几乎每天帮助子女完成写作和阅读

作业。

第二，建议家长最好每年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一

两次，每月和子女一起去书店或图书馆一两次也可以。

第三，建议家长每年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独立阅读的书

籍一两次，家长尽量不要每周一两次和子女讨论子女正在

独立阅读的书籍，尤其是不要每天或几乎每天和子女讨论

子女正在独立阅读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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