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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上行社会比较与教育焦虑的关系，以及教养效能感在两者间的作用，采用上行社会比较分量表、中小

学生家长焦虑测量工具、教养效能感分量表对410名初中生父母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上行社会比较显

著正向预测教育焦虑，父母教养效能感在两者之间起增强的调节作用。结果对理解和应对家长教育焦虑具有

重要启示。

关键词｜上行社会比较；教育焦虑；教养效能感；父母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中国父母普遍认为国家提供的教育资源足以满足孩子的教育需求［1］。但随着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家长们对教育有了更高的期待与要求，并逐渐发觉有必要抢占教育资源，让孩子

能够赢在“起跑线”，这与实用主义和效率主义不谋而合［2］。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催化下，诞生了一系

列的教育“内卷”现象，如“学区房”“择校热”“培训热”等，并引发了家长严重的教育焦虑。同时，

在商业媒体大肆渲染教育竞争下，父母们进行的不当攀比行为，使得教育焦虑现象再度肆虐。一项有关

孩子教育的调查发现，在我国部分一线与新一线城市中，20% 的家长已经表现出临床心理学意义上的焦

虑倾向，其中 1% 甚至达到重度焦虑［3］。根据“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双减’政策态度”调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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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87% 的受访家长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感到焦虑［4］。教育焦虑已经成为中国家长的真实心理写照，

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全过程、全周期［5］。因此，揭示影响这一趋势的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教育焦虑是人们对教育过程和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复杂的情绪

状态，并贯穿整个教育阶段，表现为对“教育落后”的恐慌、对“教育重负”的压力、对“教育无用”

的担忧［6］。一方面，教育焦虑会给父母群体带来不良影响，如家长对孩子学业的焦虑会影响自身的教

育参与［7］，减少积极养育行为和增加负面养育行为［8］。另一方面，父母的焦虑也会影响到孩子，使

其子女产生学习成绩下降［9］、学业倦怠［10］等现象；同时，有研究发现焦虑具有代际传递性，可以通

过环境影响传递给子女，进而影响身心健康［1-13］。教育焦虑作为一种状态焦虑的表现形式，其形成受

到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和其交互影响。在影响父母教育焦虑的众多因素中，作为风险环境因素的上行

社会比较［14］，和作为个体保护因子的父母教养效能感如何交互影响父母教育焦虑？本研究将对内部

机制进行进一步探析。

父母间的社会比较被定义为对子女施加心理控制的一种形式［15］。尤其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父

母将子女的教育成就作为衡量其个人地位的重要因素，以及家庭荣誉的重要标准［16］，比较行为会发生

的更多［17，18］。大量研究发现上行社会比较与消极的心理状态相关，如自尊降低［20，21］、焦虑和抑郁 

症状［22，23］、降低坚持性［24］等。社会比较的目的包括自我评价、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三个方面［18］，而

个体由于缺乏控制感需要不断地进行社会比较以降低不确定性水平，这个过程就会导致焦虑的增加［25］。

吉本斯和邦克（Gibbons and Buunk）［19］的一项研究发现，参与社会比较的动机水平越高，焦虑水平就越高。

麦卡锡和莫里纳（McCarthy and Morina）的荟萃分析也表明，社会比较与焦虑有很大的关联，即焦虑的

增加与上行社会比较有关。I-PACE 交互模型［26］提出情境因素会诱发人的认知与行为并导致情感反应。

因此，本研究认为中国父母在教育环境中被诱发出与教育相关的上行社会比较行为，会导致和增加教育

焦虑的产生。

本研究认为上述过程也会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根据伍德（Wood）［18］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个体

会通过认知、情感或行为反应对比较信息的评估做出反应，但反应因个体心理健康而异，并对情绪等心

理因素产生不同影响。父母教养效能感被认为是养育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不仅会影响父母自身的心理

健康［27］，还会对上行社会比较过程产生影响。多项研究指出较高的教养效能感与更有效的养育方式和

行为相关联，例如回应式的养育方式［28］、不断适应的养育技巧［29］、有效的子女管理策略［30］等。同时，

自我效能感还会影响人们对压力的认知和情感反应。在面对压力时，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往往会轻易放

弃，对失败进行内部归因，并体验到高度的焦虑或抑郁［31］。而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

与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相比，其自身的焦虑程度更低［32］。根据 I-PACE 交互模型［26］，教育情境因素会

引发上行社会比较，并引发教育焦虑，而这一过程会受到父母教养效能感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 I-PACE 交互模型与社会比较理论，探讨作为风险因素的上行社会比较与作

为保护因素的父母教养效能感如何相互作用影响父母的教育焦虑，从而为降低和预防父母教育焦虑提供

理论依据。本研究假设如下：（1）上行社会比较正向预测教育焦虑（2）父母教养效能感调节上行社会

比较对教育焦虑的影响，并起到削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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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假设模型

Figure 1 Hypothesized model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通过学校教师发放网络问卷，剔除作答明显不完整、答题过程明显不认真

的数据，最终回收 410 份有效问卷。其中，父亲 91 人（22.2%），母亲 294 人（71.7%），其他监护

人 25 人（6.1%）；大专及以上学历 47 人（11.5%），高中或中专学历 81 人（19.8%），初中及以下

学历 282 人（68.8%）；平均年龄 37.89±10.191 岁；一孩家庭 73 人（17.8%），二孩家庭 270 人（65.9%），

三孩家庭 57 人（13.9%），四孩及以上家庭 10 人（2.4%）。所有参与调查的被试均对该研究知情同意。

2.2  研究工具

2.2.1  上行社会比较量表（INCOM）

采用白学军等人［33］修订的爱荷华—荷兰比较倾向量表［19］的上行比较分量表（INCOM），分量表

包含 6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从 1 “很不符合”到 5“很符合”。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倾向于采用

上行社会比较方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7。

2.2.2  中小学生家长焦虑测量工具（MQPAE）

采用 Sun 等人［34］研发的中小学生家长焦虑测量工具（MQPAE）。研究工具以中国家长为被试编制而成，

符合中国教育相关背景。问卷包含五个维度（学习态度、学校表现、教育能力、教育成果、家庭资本），

25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从 1 “完全不同意”到 5 “完全同意”。问卷的总分越高，焦虑水平越高，

个体就越有可能出现教育焦虑状况。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3。 

2.2.3  教养效能感 

采用由彭咏梅等［35］修订的教养能力感量表［36］的教养效能感分量表。分量表包含 6 个项目，采用

4 点计分，从 1“完全不同意”到 4“完全同意”，要求被试对问卷项目符合自己感受的状况评定。研究

中用总均分来代表最终得分，家长获得分数越高，则说明家长的教养效能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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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检验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37］。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7 个，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32.48%，小于临界值 40% ，表明本研究中各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

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如表 1 所示，家长类型与家长学历呈显著正相关，在主要变量中上行社会比较与教育焦虑呈显著正

相关，教育焦虑与教养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n=410）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n=410)

变量 1 2 3 4 5 6
1. 家长类型 —
2. 家长年龄 0.058 —
3. 家长学历 0.125* 0.030 —
4. 上行社会比较 0.057 0.096 -0.009 —
5. 教育焦虑 0.030 -0.043 0.095 0.401*** —
6. 教养效能感 -0.046 0.041 -0.012 -0.082 -0.184*** —

M 1.84 37.89 2.57 2.78 2.74 2.738
SD 0.508 10.191 0.689 1.015 0.767 0.470

注： *** 代表 p<0.001，** 代表 p<0.01，* 代表 p<0.05，下同。

3.3  教养效能感的调节作用检验

将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 SPSS 插件 PROCESS 的模型 1 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如表 2 所示，

结果发现：上行社会比较显著正向预测教育焦虑（β =0.374，p<0.001）；上行社会比较与教养效能感的

交互项对教育焦虑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125，p<0.01）。表明教养效能感在上行社会比较和教育焦

虑之间起调节作用。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教养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实质，将教养效能感在调节效应中的取值

高低分组（正负一个标准差）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图 2 表明，当教养效能感水平较高时（M+1SD），上

行社会比较显著正向预测教育焦虑（β =0.496，p<0.001），当教养效能感水平较低时（M-1SD），上行

社会比较显著正向预测教育焦虑（β =0.252，p<0.001）。 

综上，上行社会比较对教育焦虑产生的影响受到教养效能感的调节。无论教养效能感水平高低，都

会在上行社会比较对教育焦虑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增强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 在上行社会比较水平高

时，无论教养效能感高低，父母的教育焦虑水平都高；在上行社会比较水平低时，高教养效能感父母的

教育焦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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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养效能感的调节作用检验

Tabl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parenting self-efficacy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教育焦虑

家长类型 0.472 0.222 19.204*** -0.007 0.082
家长年龄 -0.005 -1.154
家长学历 0.131 2.095

上行社会比较 0.374 8.418***

教养效能感 -0.137 -3.132**

上行社会比较 * 教养效能感 0.125 3.150***

图 2  教养效能感在上行社会比较与教育焦虑之间的调节效应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self-efficacy between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educational anxiety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运用社会比较理论和教育情境因素的 I-PACE 交互模型发现，上行社会比较与教育焦虑

之间存在关联，并且这种关联受到父母教养效能感的调节，为该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认识，并对理解和

应对家长教育焦虑具有重要启示。

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行社会比较与父母教育焦虑之间的正向关系。这表明，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父

母习惯将子女的学业成绩与他人子女进行比较来衡量个人地位和家庭荣誉，即当父母接触到他人子女取

得较好成绩或在教育方面取得成功的信息。一方面可能引发对自己子女的期望，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与他

人竞争的压力，从而导致更高的教育焦虑水平。这与以往研究中发现的社会比较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的

结果相一致［17，18］。符合 PACE 交互模型［26］的观点。

本研究虽然证实了教养效能感可以调节上行社会比较对教育焦虑的影响，但教养效能感对两者之间

的关系起到了增强的调节作用。这一发现验证了教养效能感对教育焦虑有显著影响的观点［5］。具有低

教养效能感的父母自己的育儿能力缺乏信心，感到自己可能无法有效地应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在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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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他们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其他家庭的成功案例会引发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和不安全

感。当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负面评价或与他人子女的比较时，更容易将这些评价内化为对自己能力的

负面判断，从而加剧了教育焦虑。同时，也会触发低教养效能感父母的内在负面情绪，如焦虑和自我怀疑。

这些负面情绪会在社会比较的背景下被强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教育焦虑更加深刻和持久。这与以

往研究一致，低教养效能感会导致焦虑的增加［32］。

与假设不同的是，高教养效能感也对这一过程起增强作用。或许是因为当个体的教养效能感较高时，

父母对自己育儿的信心也较为强烈，会更加自信地应对子女的教育问题［38］；同时，高教养效能感的父

母由于对自己的能力有更高的期望，会更容易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期望和压力，从而更加关注社会比较的

情况。因此，高教养效能感的父母可能会在面对社会比较时更加敏感，因而对他们的教育焦虑产生了显

著的影响。而在上行社会比较水平较低时，高教养效能感父母的教育焦虑更低，这可能是因为在低上行

社会比较水平的环境中，高教养效能感的父母可能更专注于家庭内部的教育实践，较少受到外界的负面

比较影响。他们可能更注重培养孩子的个体能力，而不是过多关注社会上的期望和压力。

这些发现对于制定应对父母教育焦虑支持和干预的实际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意义。教育者和心理

健康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干预社会比较这一心理状态，减小其对教育焦虑的影响。同时，在帮助父母培养

效能感的过程中要协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社会比较带来的压力，从而减轻教育焦虑的影响。教育政策制定

者也应关注家庭和学校教育支持体系的建设，以提供更全面的教育资源和指导，以降低家长的教育焦虑

水平。

本研究存在如下局限：第一，本研究是横断研究，不能从中得出因果关系和判断出各变量的先后顺序，

且只能揭示上行社会比较和教育焦虑在同一间点的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来检验变量之

间的预测方向；第二，本研究的变量都是通过自我报告方法收集的，数据的客观性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

并且网络收集问卷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儿童报告来收集上行社会比较等变量提高其

准确性，同时注意收集问卷的客观条件，通过集体施测等方式提高有效性；第三，本研究产生了与以往

研究不一致的结果，这可能是由于被试群体的差异，例如教育水平、职业背景等，这些特征与以往研究

中的样本不同。同时，上行社会比较与教育焦虑之间可能存在更复杂的过程机制，未来研究可以关注这

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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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on Educational 
Anxie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elf-efficacy

Lei Tianyang Chen Xuerui Du Simiao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Chengdu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parental educational 
anxiety,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elf-efficac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10 par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sing the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Scale, a measurement 
questionnaire of parents’ anxiety abou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e Parenting Self-Efficacy Scal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s educational 
anxiety, with parenting self-efficacy playing an enhancing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These 
findings offer important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parental educational anxiety.
Key words: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Educational anxiety; Parenting self-efficacy; Par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