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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及优生优育政策等影响，家长教育焦虑正逐渐转化为一个社会问题。本文对家长教育焦

虑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研究对象“家长”集中于儿童的父母，面向的群体不够完善；第二，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访谈、问卷调查法进行研究，且目前并未有权威性的家长教育焦虑测量工具，多采用自编

量表进行测量；第三，研究内容集中于探讨当前家长教育焦虑的表现及成因，焦虑的缓解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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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长在教育过程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并间接参与孩子的每一个教

育过程。由于时代的变更，我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发展，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要求不仅仅停留在“找寻工作”

的层面，家长给予了孩子更高的教育期望，这在不同层面上引起家长的教育焦虑，使得“家长教育焦虑”

一词高频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由此，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查阅文献，以“幼小衔接”“家长”“教育焦虑”和“幼升小”“家

长”“教育焦虑”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检索到相关文献 5 篇，多以期刊发表为主；以“家长教育焦虑”

为主题检索到相关文献 60 篇，其中多以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阶段的学生家长为调查主体，研究其教育

焦虑现状及表征。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教育焦虑的相关研究还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2  核心概念

基于已有的相关文献，我们对“幼小衔接”“家长教育焦虑”进行相关的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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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幼小衔接

“幼小衔接”一词虽在已有研究中被高频提及，但并未有具体定义。车晓红认为，国外众

多研究者把“幼小衔接”视为一个联动的概念，于是大多数学者把“幼小衔接”的概念定义为

儿童在幼儿园与小学这两个不同成长教育阶段各方面的衔接，包括从幼儿到小学生这两个角色

的转换。

林媛在对幼小衔接有以下解释，幼小衔接是幼儿园和小学两个相邻教育阶段之间的衔接，而幼小衔

接阶段是幼儿结束幼儿园教育阶段的生活，逐渐从各方面接受小学教育阶段的生活，这是幼儿身心发展

的重要转折。刘丽伟、李敏谊则认为幼小衔接指儿童从处于幼儿园以游戏为一日生活主体的学习环境，

过渡到其在小学接受精细化、系统化的课程教学的过程。肖鲜认为“幼小衔接”的核心是在 5-8 岁的幼

儿从生活与学习习惯、思维方式、社会交往等方面适应小学的课程化教学生活，并为以后幼儿日后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蒋立荣提出，幼小衔接是幼儿园和小学两个相邻教育阶段之间的衔接，而幼

小衔接阶段是幼儿结束幼儿园教育阶段的以游戏为主的教育生活，逐渐接受小学结构化系统化知识教育

的阶段，这是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转折。 

由此可见，幼小衔接可以被理解为儿童从在幼儿园接受以游戏为一日生活主体的轻松、自然的个人

能力、品质教育，过渡到在小学接受格式化、系统化知识课程教学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一般发生在幼儿

园大班到小学一年级入学这一时段。

2.2  家长教育焦虑

教育在学术研究上被分为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研究者一般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定“教育”的涵义。

“焦虑”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名词，《心理学辞典》解释道：“个体由于不能达到目标或不能克服障碍，

致使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形成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

家长广义上指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一般指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监护人。其作为孩子受教育路途中

的特殊群体，以参与者的身份陪伴幼儿的受教育过程。同时，他们也是幼儿生活中的启蒙老师，他们的

行为动作、为人处世都会对幼儿产生很大影响。也因为如此，家长在获得不确定教育后果在本研究中，

家长的定义为重视关注儿童教育问题的父母或其监护人。

蒋典阳、鲁文在对教育焦虑做出解释，教育焦虑指个体在受教育过程中对其过度担心，从而产生相

应的不良情绪，如紧张、害怕、焦躁、忧虑等，涉及群体集中于学生、教师、家长等教育过程的参与者。

而韩海棠则将家长教育焦虑界定为：“家长在子女教育过程中因遇到难以克服的问题以及面对教育结果

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体验，如紧张不安、担心、忧虑、烦躁、害怕等，在表现形式上，它

一般包括主观情绪上的反应与一些相对应的客观行为。”史立珍认为家长教育焦虑是指家长在参与子女

的教育过程中，由于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及遇到的教育难题而产生的如紧张、烦躁等不良的情绪情感体

验。家长过度的教育焦虑会导致不良的教育结果。

结合上述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家长教育焦虑大多数在个体受教育过程中产生，子女受教育结果的不

确定性以及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极易让家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烦躁、郁闷、焦虑等不良的情绪。在

面对棘手的教育问题或得到不良教育结果时，家长更易产生教育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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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家长教育焦虑的相关研究

在大量检索相关文献后，笔者发现“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热度日益攀升。从图 1 知网收录文献发

表年度趋势图可以看出，2012 年“家长教育焦虑”首次出现在知网文库，2016 年到 2020 年间，不断有

新的文献出刊。而从图 2 研究主题分布图可以得出目前关于“家长教育焦虑”的文献，占比最大的研究

是以教育焦虑为主体的研究，其次是教育焦虑的产生对象、成因分析的研究。而本研究的关注重点“幼

小衔接阶段家长教育焦虑”仅有相关文献 5 篇，占比 8.3%，有很大的研究前景。

基于已有相关文献，笔者对目前国内外关于家长教育焦虑的对象，表现和测量工具进行了归纳和

阐述。

图 1  知网收录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

Figure 1 Annual trend chart of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CNK

图 2  研究主题分布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research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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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教育焦虑的表现

赵培浩、邬欣言提到出：“家庭教育负担增加，减负问题屡减屡增，超前教育、留学潮和国际教育

低龄化，都是家长教育焦虑的表征信息。”

陈华仔和肖维则将家长教育焦虑理解为对子女教育的过度焦虑，他们将家长的教育焦虑表现分为三

个方面叙述：首先，是教育日益增长的高选拔性造成不同程度的“教育落后”恐慌。随着优中择优的教

育观念越来越普及，教育的天平逐渐向“重点学校”倾斜，家长们不断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更优质的教育

资源，导致教育资源配置持续不平衡，引发不良循环。其次，过高的教育强度不仅给孩子的身心造成伤害，

同样给家长施加了一定的经济压力，易引发家长的焦虑。再者，是对“教育无用”的恐慌，往往是出于

家长对孩子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质疑学校教育对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培养，高额的付出与所得回报不成

正比，导致教育心态失衡。

史立珍认为家长教育焦虑属于状态焦虑，并会出现在子女受教育的阶段。刁生富等人认为家长教育

焦虑有压迫式、茫然式和想象式三种类型。压迫式教育焦虑主要指家长由于子女教育结果的不确定性，

要求子女接受超过其负担的高强度学习。茫然式、想象式的教育焦虑在择校方面表现得十分显著，他们

不顾经济压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但依然没有获得安全和满足感。

综上，家长教育焦虑有多种表现形式，各路学者百家争鸣，其中不乏大家公认的表现，如超前教育

造成的教育焦虑恐慌，家庭教育支出导致经济压力增加，教育结果不确定性造成的焦虑等。

3.2  家长教育焦虑的测量工具

根据中国知网（CNKI）的文献查阅结果，目前国内外对于家长教育焦虑并未有统一的测量

方法，研究中的测算多使用前人编制的心理学维度焦虑量表对家长的教育焦虑进行测定。由此得

出，家长教育焦虑的量化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在家长教育焦虑的量

化领域做出尝试。韩海棠在研究中编制了家长教育焦虑程度量表，从“升学择校焦虑”“学习成

绩焦虑”“学习态度焦虑”“亲子互动焦虑”“未来发展焦虑”五个层面逐步分析中产阶级家长

的教育焦虑程度。 

李琳在研究家长教育焦虑对初中生考试焦虑的中介作用时编写了《家长教育焦虑问卷》，运用五点

计分法，把家长教育焦虑分为“就业焦虑”“考试焦虑”“健康焦虑”三个维度进行测量验算，并最终

确定其焦虑程度。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 0.865，有良好的信效度。

成方琪在研究父母教育焦虑的产生、影响时修订了《父母教育焦虑问卷》，其在编制问卷的过程中

参考了李琳编写的《家长教育焦虑问卷》，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自身教育能力的焦虑”作为第四个

研究维度，并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法，形成完整问卷。

综上，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工具较为紧缺，现如今国内外相关领域还没有形成较有信服度的家

长教育焦虑量表，当前的量表编制多为作者自定的维度，并未有统一认知。李金洲在其文献中提出，

由于“家长教育焦虑”这个词并未有具体的界定，研究者们在制定其测量工具时并未考虑到存在不

同的概念成分，即用总体焦虑量表来测量家长教育焦虑的量表显然是存在漏洞的。因此，在进行家

长教育焦虑的相关变量测定时，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制定出新的量表，帮助该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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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发展。

4  关于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教育焦虑的相关研究 

笔者在大量阅读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教育焦虑的文献后，对当前该领域的研究重点进行归纳总结。笔

者发现，当前“幼小衔接”阶段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焦虑内容、研究方法及成因分析方面。

下面，笔者将从这三方面具体阐述近几年的研究结果。

4.1  “幼小衔接”阶段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内容 

“幼小衔接”阶段幼儿家长教育焦虑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它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家

长不仅对孩子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心，更对幼儿不确定的未来而感到焦虑。

蒋庆荣在进行幼小衔接期家长教育焦虑的质性研究时表示，在幼小衔接期间，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焦

虑主要集中在“对孩子学习成效的焦虑”“对孩子适应学校环境的焦虑”和“家长习惯性比较产生的焦

虑”三部分，其中，“对孩子学习成效的焦虑”包含家长对孩子成绩优秀的期望、对孩子成长过程要求

太快的预期、担心学习成效对将来的影响、对孩子学习习惯养成的担忧四个主题。对现实学校教育理念

和教育管理方式的不认同、对任课老师教育方法的不认同、家长与教师沟通障碍共同构成了“对孩子适

应学校环境的焦虑”，而家长习惯性地对孩子进行学习成绩比较、特长发展比较、生活习惯比较造成“家

长习惯性比较产生的焦虑”。

肖鲜在进行广泛调查后发现，家长不仅对幼儿的学习、生活、社交能力感到焦虑，同时对自身的辅

导能力产生极度不信任感，害怕自己不能正确辅导孩子而产生焦虑感。由于家长对于自己能力的不信任，

他们更偏向于把自己的子女送进高额辅导班进行培训，从而加重了家庭的教育经费支出，再次引发家长

的教育焦虑，是一个连锁过程。

冯博、宋莉莉则对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教育焦虑进行如下表述，“幼儿园期间，家长主要焦虑：安全

与自我保护、饮食营养，幼升小、作业习惯养成，生活习惯的养成。”幼儿由于其身心发展的不全面，

他们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相比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家长对幼儿的安全更加重视。在此教育阶段，

家长们关注的往往是孩子的身心发展，孩子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情况，运动能力发展都会引起家长不同程

度的教育焦虑。同时，幼儿的教学环境以轻松的游戏教育为主，其所负担的课业压力较小，故而家长的

教育焦虑更加集中于孩子的生活习惯培养。

4.2  幼小衔接阶段儿童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方法 

通过大量阅读，笔者发现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存在不同方法。有的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家长教育焦

虑的现状进行质化研究，有的通过问卷调查法研究家长教育焦虑产生的成因，还有的偏向焦虑解决策略。

翁琳、赵秀丽等人通过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比考察了中、日、美家长在幼小衔接阶段入学准备观

念以及教育焦虑现状的差异。从结果显示，面对幼儿入学的问题，大约八成的中国家长会产生焦虑情绪，

这个数字远远高于日本及美国。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教育政策，日本及美国已

经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进行了系统而整体的教学体系设计，有效减缓了该年段家长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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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

国外对于幼小衔接阶段家长的教育焦虑研究十分稀缺，夏竹筠等人对当前欧美国家幼儿有关入学准

备的研究进行了统筹，他们认为欧美家长对孩子的入学准备越来越重视，部分家长会在过程准备中产生

教育焦虑的情绪。

肖鲜为了更好地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出幼升小阶段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现状，将其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有

机地结合，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更加有利于引导研究者深入探究该课题的理论意义。由于其所

涉及的因素具有多样化、全面性和特殊化，其研究人员会视其具体情况在本次调查中对问卷及访谈提纲

做适当修改。

史立珍运用实验法，在结合问卷调查法的基础上筛选家长处于教育焦虑状态的视频录像实物，并利

用其自编的焦虑等级量表对其焦虑现状进行评估，最终测定家长的教育焦虑水平。从而更好地研究家长

教育焦虑对高中生学业情绪及情绪管理影响。

蒋庆荣在深入了解幼小衔接期儿童家长教育焦虑问题的研究这个阶段时候，以先进的观察研究为首

选的研究手段，并用了深度访谈的形式来进行贯彻落实，深度访谈就是将一个家庭访谈的主要内容集中

在引发儿童家长教育焦虑问题的事件，根据前期观察研究制订访谈的提纲，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在设

计了半结构式的访谈问卷提纲之后，被访谈者可以将其访谈问卷提纲及时发放到被访谈者手中，以便其

能够熟悉所要讨论的访谈问题，并对该问题的答案做一个提前预设。正式采访开始时，访谈人员需要向

受访者详细讲解其访谈的目的、手段、意义，并且表示承诺以隐私加密。每次采访时长 1 ～ 1.5 小时，

访谈过程均采用视频录音。

可见，对于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主要以质化研究为主，采用访谈法及问卷调查法为落实。

4.3  幼小衔接阶段儿童家长教育焦虑产生的成因分析 

查阅文献后，笔者发现幼小衔接阶段儿童家长产生焦虑的原因众多，研究者们对家长教育焦虑的成

因众说纷纭，但不乏有公认观点出现，笔者在大量阅读文献后将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以

下五点公认的成因，即对教育重要性的过度强调、对幼儿能力认知不准确、家长不合理的教育期望、日

益增长的教育投入、社会环境及国家政策的影响。

4.3.1  过度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自古以来被称为国之大计。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曾经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

周年纪念活动上指出教育对于全人类发展的重要性。陈华仔、肖维提出，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

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长此以往接受此思想的浸染，多数家长们坚信教育是培养优

秀后代最简捷的途径。子女想要获得更好的教育，要从上更好的学校开始，从而获取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和资源，实现教育利益的最大化。

而李金洲在其文献综述中指出，受“优中则优”“光宗耀祖”等传统教育观念影响，部分家长从孩

子进入幼儿园起就开始规划孩子未来的学业安排。幼升小是幼儿步入义务教育的第一个阶段，部分家长

把此阶段视为教育的第一个分水岭，不遗余力地为幼儿提前规划学业。事实上，这种过早的教育规划显

示出的益处微乎其微，而且加重易家长的负担，使之产生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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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家长不合理的教育期望

肖鲜在其研究过程中运用期望价值理论解释了家长不合理的教育期望引发其产生教育焦虑的

原因，“如果期待值过低，对任务完成的价值愈低，完成任务的动机就低，如果期待值过高甚至

超越‘拐点’，一遇失败则容易带来更沉重的挫败感。”在幼小衔接期，不仅幼儿需要改变学习、

心理状态，家长的心态和教育期望也要随之改变。我们无法控制幼儿的行为，但可通过孩子在教

育过程中获得的种种知识合理地提出教育期望。不合理的期望只会令家长徒增焦虑，带来不必要

的烦恼。

全面二胎的背景下，80、90 后人群逐渐晋升为家长的新新力量。王梦景、胡慧婷认为在《义务教

育法》的福泽下，这一代家长更加知晓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把最好的、最优质的资源给自己子女，同

时也赋予了子女更高的期望。部分家长在没有全面了解孩子的兴趣及优势的情况下，盲目树立不合理

的教育期望，这样的心态极易引发家长的教育焦虑。为了培育更具有社会竞争力的后代，父母往往对

其子女提出原基础之上的更高要求。而当家长的期望与子女的能力不能相互匹配时，家长的教育焦虑

也就接踵而至。长此以往，家长不合理的教育期望不仅会损耗家长的教育信心，也会加重家长的教育

负担，从而引发更严重的教育焦虑。同时，它严重打击了孩子的学习热情，不利于孩子个体甚至于整

个家族的发展。

4.3.3  对幼儿能力认知不准确

尤佳指出，处于幼小衔接阶段的幼儿正处于成长的过渡期，他们在成年人，尤其是家长的眼中是属

于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家长会在生活、学习上为幼儿提供无微不至的帮助。久而久之，部分家长

习惯于包办幼儿的需求，甚至出现过度保护及溺爱孩子的现象。他们“放任”孩子的不合理要求，代替

孩子完成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主要归因于家长对幼儿能力的不了解。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幼儿在各年龄段的能力发展水平及目标，如 5—6 岁幼儿“愿

意为集体做事，为集体的成绩感到高兴”“能经常动手动脑寻找问题的答案”，可见该年龄段幼儿有独

立自主完成事情的能力。肖鲜认为，家长过度的筹办不仅不能锻炼幼儿的能力，还会造成孩子的懒惰和

懈怠，从而影响孩子各方面能力发展，同时也给家长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教育焦虑。陷入该困境的家长应

对教育焦虑的方法便是正视幼儿的能力，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多给予幼儿锻炼的机会，给予幼儿

合理的信任，鼓励幼儿独立自主，减少不必要的焦虑。

4.3.4  日益增长的教育投入

陈维华、肖维在其论文中提出观点，经济学中著名的 “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在教育领域中同样适

用——从幼儿教育开始，每个升学环节环环相扣，进入较好的幼儿园便有更高几率进入较好的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以此类推，直到找寻到福利待遇双高的工作，实现这样的因果累积循环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持。

肖鲜也在研究幼升小阶段的家长教育焦虑时指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提升，家长对下一代可投入的关注

和资源也就增长。育儿基本物质诉求得到满足，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关注度也就提升了。”随着我国经

济实力的不断发展，家庭收入增加，更多家庭愿意将收入投入子女的教育事业。受到时下教育观念的影响，

幼儿接受的教育逐步“精细化”。可见，日益增长的教育投入也是家长在幼小衔接阶段产生教育焦虑的

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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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社会环境及国家政策的影响

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因素刺激家长们产生焦虑的情绪。教育机构产业不

断发展，其良好的营销手段和蓬勃发展的商业前景在不断给予家长心理暗示，让家长产生“赢在起跑

线”“笨鸟先飞”的错误观点。从众心理让家长认定参与培训机构的幼小衔接班是十分必要的事，而

没有让孩子参与该种培训的家长则会产生一定的焦虑情绪。我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人人享有平等

的受教育权，但事实上，教育资源的分配却极其不均匀。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的教育资源相距甚远，

多数的优质教育资源向发达地区倾斜，家长开始采取任何手段争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中，没有争取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家长会产生相应的迷茫和挫败感，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教

育焦虑。

5  已有研究带来的思考
根据已有研究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家长教育焦虑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前人关于家长教

育焦虑的研究为本研究中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教育焦虑的实验设计及测算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为我们提

供相应研究结果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

教育焦虑不再是少数家长的烦恼，其存在俨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有关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中，

面对幼小衔接阶段儿童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占比较少。结合本文前部分信息，我们可以从研究对象、研

究重点及研究方法、工具对已有研究进行反思。

从研究对象上看，以往对于教育焦虑的研究主要以病源性为主，近几年来，从社会科学及心理健康

角度对正常人群产生的教育焦虑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由于“家长教育焦虑”“幼小衔接”并未有明确定义，

在相关研究中关于“家长”及“幼小衔接”阶段儿童的概念界定主体也并不相同，其真正面对的研究对

象也并不相同。

从研究重点看，目前对于“幼小衔接”阶段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焦虑内容、研究方

法及成因分析方面，缺乏实证性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工具看，现有的相关文献以新闻、报刊类的文章为主，研究类型的文献相对较少。在

进行相关研究时，多数研究者采用质化研究，运用文献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得出相关的研究成果。

从以往的研究工具来看，现如今国内外相关领域还没有形成较有信服度的家长教育焦虑量表，当前的量

表编制多为作者自定的维度，并未有统一认知。今后有必要将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更好地得

出相应的研究结果。

本研究将视角聚焦在“幼小衔接”这一特殊的过渡阶段，渴望从更细微处深入探究家长教育焦虑的

内容、成因，并为其能够有效解决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这也使得本研究附有更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同时，本研究希望可以通过研究“幼小衔接”阶段幼儿家长教育焦虑，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该时间段家长

的教育希望和诉求，为化解这一阶段幼儿家长关于孩子的教育焦虑情绪提出合理建议，为科学地帮助孩

子度过幼小衔接阶段提供有效帮助，助力孩子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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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of Educational Anxiety of Children’s Parents 
in the Stage of “Connection Between Kindergartners and First-

grade Students”

He Qingni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level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natal and postnatal 
care policy, parent education anxiety is gradually turning into a social problem.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parent education anxiety, and the results found. First, the research object “parents” 
is concentrated on the children’s parents, and the target group is not perfect. Second, the research methods 
mainly use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o conduct research. There is no authoritative parent education 
anxiety measurement tool, self-compiled scales are mostly used for measurement. Third, the research 
content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current parent education anxiety performance and causes, and the study 
of anxiety relief measures.
Key words: Connection between kindergartners and first-grade students; Educational anxiety; Children’s 
par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