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5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71-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内蒙古地区单亲或隔代抚养中职生成长状况研究 
袁丽伟1  王  华1  任玉荣2 

（1.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内蒙古锡林郭勒  026000；2.锡林郭勒盟二中  内蒙古锡林郭勒  026000） 

【摘  要】随着社会发展，离婚率逐年上涨，由单亲或隔代抚养的青少年数量逐年增加，本研究聚焦于内蒙古地区，

中职生中由隔代或单亲抚养的比例，以及这部分中职生在自我认同、社会关系及对成长过程的评价、自我

期许方面与正常家庭抚养的差异，并总结出一定的规律，旨在揭示部分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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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离婚率呈现逐年上涨

的趋势，由单亲或隔代抚养的青少年数量逐年增加。同时，

由于华人普遍家庭观念较为浓厚，众多离婚或丧偶家庭

中，下一代由隔代抚养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单亲家

庭或隔代抚养家庭长大的孩子，其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关

爱、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在社会中的活动等均区别于双亲

抚养，且单亲家庭中若为独生子女其收到的关爱要显著高

于非独生子女，其成长状况及心理状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单亲家庭的孩子相比起双亲家庭较为弱势，其在成长

过程中，由于受到的关爱不够，其可能面临着成长过程中

自我认同度不高、自信心缺失等问题，甚至有些孩子还出

现过被欺凌、校园暴力、性侵犯等现象。针对这个情况，

课题小组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地区的中职生中由隔代或

单亲抚养的比例及其与监护人之间的关系开展了调研，旨

在为我国教育体系中如何应对特殊家庭青少年的教育提

供新思路，拓宽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普及面，使中职教育政

策的制定有依据可遵循，有理论可参考[2]。 

2  调查过程及结果 

2.1  单亲或隔代抚养中职生的比例 
选取了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中职生作为蓝本进行调研，

研究了目前在中职生中，单亲或隔代抚养的比例，最终回

收问卷结果如下： 
图 2-1 由不同主体抚养中职生比例图 

 

从上图中能够看出，在中职生中，隔代或者单亲抚养

的比例约为 24%，也就说每四个中职生中就有一个是由单
亲或隔代抚养。这个比例是很可观的，因为以正常的离婚

率来推算，每年有千分之三左右的人离婚，则正常累计离

婚率不应超过 10%，而在中职生中，这个比例是正常最高
值的 2.5倍。 

2.2  中职生与监护人的关系 
为了判断隔代或单亲抚养中职生与监护人之间的关

系与正常家庭成长中职生之间的差异，本调查针对不同抚

养主体中职生与监护人、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调查题

目按关系好坏进行排序，按关系良好、一般、较差分别赋

予 3分、2分和 1分的评价分数，则结论如下： 

表 2-1 不同抚养主体中职生关系评价结果 
抚养主体 与监护人的关系 与老师的关系 与同学的关系 
父母双方 2.85 2.69 2.72 
隔代 2.85 2.72 2.81 

母系单方 2.79 2.63 2.79 
父系单方 2.75 2.61 2.65 

从图表中能够看出：①相比较来说，正常家庭抚养的

孩子和隔代抚养的孩子，对与监护人、老师和同学关系的

评价较高。与母系一方生活的孩子，对与同学、监护人的

关系中表现较为满意；②从图表中也能够发现，父系单方

抚养的中职生，评价数据均落后与其他抚养主体，其与监

护人、教师及同学的满意度与双亲抚养中职生的评价数据

差距较大。原因可能是父亲性格不够细腻、感情处理方式

比较直接，尤其是对于女孩来说，由父亲抚养，对亲密关

系的建立有一定的影响，表现在情感方面，则相对比较冷

漠，在处理社会关系时，会表现出满意度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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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我认同方面 
2.3.1  自我评价 
为了深入判断不同主体抚养中职生在自我认同和对

生活现状满意程度方面的差异，分别对不同抚养主体中职

生的自我认同进行了调研，要求中职生对自我的外貌、学

习成绩、人际关系、生活现状、生活环境、学校生活、家

庭生活、自我发展需求、学习条件进行评价，按照满意、

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的程度给予 4、3、2、1的赋
分，最终得分如下： 

表 2-2 不同抚养主体中职生个人认同及对生活现状评价平均分数 

抚养主体 外貌 
学习 
成绩 

人际 
关系 

生活 
现状 

生活 
环境 

学校 
生活 

家庭 
生活 

自我发展 
需求 

学习 
条件 

父母 3.33 3.11 3.4 3.45 3.49 3.5 3.76 3.51 3.65 
隔代 3 2.96 3.3 3.15 3.26 3.43 3.34 3.4 3.64 
母系 3.31 3.12 3.4 3.42 3.33 3.35 3.71 3.46 3.69 
父系 3.28 2.93 3.3 3.27 3.3 3.43 3.51 3.4 3.53 

通过图表显示出的数据，能够得出以下几个结论：①

从整体来说，正常家庭抚养的中职生不论在外貌、学习成

绩方面的自我评价，还是对生活满意程度上，都得分更高，

充分说明这部分学生在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下，接受来

自父母双方的鼓励和关爱，其自我认同程度更高，自信心

较强，自我接受能力较好，对现有的条件也更加满意；②

而在数据中较为突出的是由隔代抚养的中职生，其对外貌

自信度低，对学习成绩不满意，数据明显低于平均值，分

析原因，在于隔代抚养时，由于祖父母普遍年迈，其身体、

精力无法给孩子充分的安全感，同时在接受新事物、引导

孩子接受自我、健康生活方面明显力量不足，导致了孩子

的不自信，自我接受程度低，由隔代抚养的孩子不自信，

对家庭生活、生活环境满意度低，自我接纳程度差；③从

数据中分析能够看出，母亲抚养的孩子，在自我接纳程度

和对生活现状的评价方面相对满意度高于由父亲和隔代

抚养的孩子。 
2.3.2  对个人成长的期许 
为了判断中职生对未来自我规划的情况，设置了问

题，得到结论如下： 

表 2-3“你想过以后的发展方向或要达到的发展目标么”答案数据分析 
抚养主体 想过，目标明确 想过，但目标不明确 从未思考过 
父母 40.26% 58.18% 1.6% 
隔代 51.02% 48.98% 0 
母系 38.46% 55.77% 5.77% 
父系 29.03% 68.82% 2.15% 

从上述数据中分析发现，单亲抚养中职生普遍在对

未来的规划上与父母双亲抚养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父

亲培养的中职生，对未来目标明确的比例只有 29.03%，
也反应出单亲父亲抚养孩子在生活上、关爱上，对孩子

的教导和帮助方面较母亲单独抚养效果差一些，孩子在

长期缺乏足够的关爱、积极的心理暗示情况下，对生活、

对环境、对未来的满意度低，自我认同度差，成长状况

不容乐观。 

3  结语 

上述数据表明，单亲或隔代抚养对学生的性格形成、

学习能力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职生在成长的过程中，

由于单亲家庭父母势单力薄，在管理、激励、或关爱方面

有所欠缺，导致其抚养的少年儿童在个人性格方面有一定

的缺憾[3]，或表现出自信心不足，自我接受程度低，对未

来规划不足，社会关系处理能力差。综上，社会或学校若

能够加强对单亲或隔代抚养中职生成长过程的干预，可能

会使中职生的成材率显著上升，若能够辅以激励、特殊关

爱，通过社会工作者进行干预，或是立法强制规定，可以

在其成长的关键阶段，扭转局面，让中职生成材率更高，

活出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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