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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少年的期望$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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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访谈了中学教师!$人&中学生"@人&家长$#人 对 青 少 年 的 期 望’结 合 质 化 和 量 化 两 种 研 究

取向#对三个群体所持期望的异同进行 比 较 分 析#得 出 结 果 发 现$不 同 群 体 对 青 少 年 的 期 望 都 包 括 了 人 格 发

展&知识能力&人际关系和身体外貌四个大的类属’除了身体外貌之外#其余三个大类属下面分别包含了五个

小的类属’三个群体中#青少年更强调人格发展#对知识能力&人际关系和身体外貌三个方面的强调 较 少%父

母更强调知识能力&人际关系和身体外貌#对人格发展强调得最少%教师则处于中间位置%并对各大类属下 的

小类属进行了异同比较’

关键词!期望%中学教师对青少年的期望%中学生家长对青少年的期望%中学生的自我期望

中图分类号!B@C@!!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EA!F&@C#!$%%&"%#F%%%AF%"

!!一、前!言

艾里克森!=*G*=.9H7(/"#&E@年 提 出 了$%
世 纪 以 来 最 重 要 的 心 理 社 会 发 展 阶 段 理

论(#)($)(!)(C)’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心 理 发 展 一 生 要

经历八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特定的危机和任务%青
少年阶段!#$I#@岁"是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在这个

阶段中#青少年要对*我是谁+#*我的人生要往何处

去+以及*怎样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理想的自己+
等一系列重大的人生问题做出解答%完成解答的青

少年就能够获得一个新的自我概念#否则#他们就会

陷入自我同一性的危机#逃避人群&退缩到一个人的

世界里#或者随波逐流&在人群中失去自己(#)($)’为

了解答面临的问题#青少年必须努力在环境中寻求

并利用与自我同一性相关的信息(")’
期望效应揭示了一个人的信念&偏见和期望可

能对其接触的对象产生不可忽视的影 响(E)’父 母

和教师作为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成员#对青少年所

抱有的期望就成为青少年用来建立自我同一性的

重要信息来源$研究发现如果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

很亲密#他们就能更多地接受父母的价值观并以此

为基础进行自我认同(A)’这样的自我认同 过 程 不

仅表现为父母&教师的期望影响青少年的情感体验

和行为表现(@)(&)#还表现为青少年对自己的期望与

父 母 对 他 们 的 期 望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具 有 一 致 性$

J.-73;(#%)的研究发现母亲对儿童的期望与青少年

对自己的学业期望之间显著相关%王婷&刘爱伦(##)

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学生与家长在双方期望上的差

异显著#但这种期望差异与亲子关系的好坏有着显

著相关’
可见#青少年对自己的期望与父母对他们的期

望之间的一致性对了解和预测青少年的发展是一

个重要变量’本研究通过访谈的方法考察了当前

中国的父母&教师和青少年三个群体对青少年所持

的期望#并且比较了三者之间的异同’

!!二、方!法

在四川&苏州&深圳&江西&北京 五 地 的 中 学 随

机选取访谈对象###人’其中教师!$人!男$#"#
女$#A"&学生"@人!男$!C#女$$C"&家长$#人!男$

A#女$#C"’访谈对象联系遵循自愿原则’
根据研究目的#研究者预先在访谈提纲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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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所需要了解的主要问题和所应覆盖的内容

范围!中学生的访谈提纲包括四个问题"你希望自

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最欣赏什么样的同学？你

认为什么样的同学最受大家的欢迎？你认为好学

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中学老师#家长$的访谈提

纲包括两个问题"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孩子$？
在你心目中好学生#好孩子$的标准是什么？访谈

提纲中假设"老师和家长所%喜欢的孩子&和%眼中

的好孩子&从%情感接受&和%理性评价&两个角度较

为全面地概括了他们对中学生的期望!中学生%自
己所期望成为的人&’%自己欣赏的同学&和%受到大

家欣赏的同学&从主观I客观两个视角较为全面地

描述了中学生群体对自身的期望!
正式访谈综合采用个别访谈和焦点团体访谈’

半结构和结构访谈法进行(#$)!

资料的整理 和 分 析(#$)(#!)有 以 下 几 个 步 骤"研

究个案编码’资料誊录’列出语句清单’群组分析’
类属抽取’合并同类项’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
多角度分类’专家评判以及修正和重组!

对整理所得数据采用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分

析(#C)!

!!三、结!果

!一"内容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将三个群体的期望内容合并在

一起进行类属抽取’得到一个统一的类属框架!抽

取了四个大的类属"人格发展’知识和能力’人际关

系以及身体外貌!除了身体外貌之外’其余三个大

的类属下面分别包含了五个小的类属!结果见表

#!具体内容举例见表$!
表!!整理分析的结果

二级类属 人格发展 知识和能力 人际关系 身体外貌

一级类属

性格特点 学习态度 同伴关系

未来取向 学习目的 被爱需要

道德发展 全面平衡 青春期恋爱

自我控制 能力 亲子关系

独立性 学习习惯和方法 师生关系

表"!期望的具体内容举例

期望的内容 总的出现频次 N

@%!
人格发展 !A# CE*$%
性格特点"心胸宽广*开朗活泼阳光*自信乐观向上

自我控制"做事情能够持之以恒*遵守规则*信守约定*管理好时间和金钱

道德发展"有良好的道德素养*诚实*正直*善良*尊老爱幼*有责任感

独立性"独立的性格’思想和见解*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未来取向"生活开心平静舒适*生活得轰轰烈烈

知识和能力 !!% C#*#%
学习态度"学习认真刻苦’喜欢学习’把学习当作最重要的事情

能力"有能力’如适应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

学习目的"能够%取得好的学习成绩&’%考进好大学&’%找到好工作&
全面平衡"追求全面平衡的发展’包括全面的知识和能力’除了学业还能有自己的特

长和爱好

学习习惯和方法"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多看课外书籍’多问老师

人际关系 &% ##*$#
同伴关系"与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和支持’有亲密的朋友

青春期恋爱"男女生正常交往’不要过早恋爱

被爱需要"得到他人#包括父母’老师和朋友$对自己的爱’理解和支持

师生关系"与老师积极互动地交流

亲子关系"与父母之间很好地相处’家庭幸福温暖

身体外貌 #$ #*C&
长得更好看一些*长得更高一些*更健康强壮

!!青少年群体对自己所持的期望’按照频次百分 比由高到低分别是"人格发 展#C@*$N$’知 识 能 力



!!CN"#人际关系!#E*@N"#身体外貌!#N"$教师

期望的 排 序 为%人 格 发 展!C@*#AN"#知 识 能 力

!C$*@N"#人际关系!A*!N"#身体外貌!#*AN"#与
青少年的期望排序相同$父母期望的排序为%知识

能力!C&*$CN"#人 格 发 展!C%*#N"#人 际 关 系

!@*AN"#身体外貌!$N"$
青少年群体对人格发展类属具体内容的强调#

根据 频 次 百 分 比 排 序 由 高 到 低 是%性 格 特 点

!$&*&N"#未来取向!$"*&N"#道德发展!$!*#N"#
自我控制!#C*!N"#独 立 性!E*@N"$而 教 师 期 望

排序为%性格特点!!"*@N"#自我控制!$$*@N"#道
德发展!$$*#N"#独立性!#&*!N"$父母期望排序

为%性格特点!C@*#N"#自我控制!!E*AN"#道德发

展!#$*AN"#独立性!$*"N"$
对知识能力类属具体内容的强调#对青少年期

望进行频次百分比的排序#由高到低为%学 习 态 度

!$E*&N"#学习目的!$CN"#全面平衡!$$*#N"#能
力!#"*CN"#学习习惯和方法!##*"N"$教师群体

的排 序 由 高 到 低 是%能 力!!E*CN"#学 习 态 度

!!#N"#学习目的!#C*AN"#全面平衡!#!*$N"#学
习习惯和方法!C*AN"$父母群 体 的 排 序 分 别 是%
学习 态 度!C"*CN"#学 习 目 的 !$@*&N"#能 力

!#E*"N"#学习习惯和方法!A*$N"#能力!$*#N"$
对人际关系类属具体内容的分析发现#青少年

的排 序 依 次 是%同 伴 关 系!C#*$N"#被 爱 需 要

!!!*!N"#青春期 恋 爱!#"*AN"#亲 子 关 系!"*&N"
与师 生 关 系!!*&N"&而 教 师 的 排 序 为%师 生 关 系

!C%*&N"#青春期恋爱!!#*@N"#同伴关系!#!*E"N"

和亲子关系!#!*E"N"并列$父母的排序是#同伴关

系!!"*!N"和青春期恋爱!!"*!N"并列第一#亲子

关系!$!*"N"#最后是师生关系!"*&N"$
!二"卡方分析

根据频次百分比进行列联表卡方分析#以考察

前面所得结果在统计上是否显著$我们 对 期 望 的

各大类属!不考虑子类属"在三个群体中受到重视

程度 进 行 分 析#结 果 发 现 存 在 显 著 的 差 异!!
$

!E#@%!"O$!*E!#!#%*%#"$而 且 重 要 的 差 异 来

源在知识与能力!!
$!$#@%!"O##*&"#!#%*%%""和

人际关系!!
$!$#@%!"O#"*$!#!#%*%%#"两 个 方

面$三个群体对人格发展和身体外貌态 度 在 统 计

水平上基本一致$
对各类属的子类属在三个群 体 中 受 到 重 视 程

度的差异进一步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差异显著$具

体如下%人格发展的各子类属#青少年和教师!!
$O

C&*&#!C#$&$"#!#%*%%#"’青 少 年 和 父 母!!
$

!C#$$E"OC#*C!#!#%*%%#"’父 母 和 教 师!!
$

!!#$$C"O#@*EA#!#%*%%#"三者两两之间差异显

著&知识和能力的各子类属同样如此#青 少 年 和 教

师!!
$!C#$!!"O#@*E$#!#%*%%""’青少年和父母

!!
$!C#$%#"O$$*CA#!#%*%%#"’父 母 和 教 师!!

$

!C#$$E"O$"*%E#!#%*%%#"三者两两之间差异显

著&人际关系的各子类属#青少年和教师!!
$!C#A!"

O$A*&%#!#%*%%#"’青 少 年 和 父 母!!
$!C#E@"O

#$*#!#!#%*%""之 间 差 异 显 著&但 父 母 和 教 师 之

间差异 只 达 到 了 边 缘 显 著!!
$!!#!&"OA*#%#!O

%*%E&"$统计结果见表!$
表#!三个群体对青少年期望频次的列联表卡方分析

学生 教师 父母 3(30) >1(/ <49F7P-0.6

期望的各个大类属在三个群体中受到重视程度的差异

人格发展 #CA #C" A& !A# E@%! $!*E!"

知识与能力 #%C #$& &A !!% "#%*%#
人际关系 "# $$ #A &%
身体外貌 ! " C #$
3(30) !%" !%# #&A @%!
各个大类属的子类属在三个群体中受到重视程度的差异

!人格发展"
性格特点 CC "$ !@ #!C @!A# &C*#C"

未来取向 !@ % % !@ "#%*%%#
道德发展 !C !$ #% AE
自我控制 $# !! $& @!
独立性 #% $@ $ C%
3(30) #CA #C" A& !A#
!知识与能力"
学习态度 $@ C% CC ##$ @!!% CC*!C"



学习目的 $" #& $@ A$ "#%*%%#
全面平衡 $! #A $ C$
能力 #E CA #E A&
学习习惯和方法 #$ E A $"
3(30) #%C #$& &A !!%
!人际关系"
同伴关系 $# ! E !% @&% !&*&%"

被爱需要 #A % % #A "#%*%%#
青春期恋爱 @ A E $#
亲子关系 ! ! C #%
师生关系 $ & # #$
3(30) "# $$ #A &%

!!四、讨!论

!一"总的比较

通过分析得出#人格发展#知识能力#人际关系

和身体外貌四个方面#比较完整地概括了三个群体

对青少年的期望$总的来看#三个群体对%人 格 发

展&和%知识能力&的强调都明显超过对%人际关系&
和%身体外貌&的强调#三个群体对%身体外貌&的强

调都最少$总的来看#这是三个群体期望之间的一

致性趋势$
三个群体 对 青 少 年 所 持 的 期 望 也 存 在 差 异$

其中#青少 年 更 强 调%人 格 发 展&#对%知 识 能 力&’
%人际关系&和%身体外貌&三个方面的强调都较其

他群体少(父母更强调%知识能力&’%人际关系&和

%身体外貌&#对%人格发展&强调得最少(教师则处

于中间位置$总的来看#父母更强调青少年与成就

有关的外在方面!知识能力#人际关系#身体外貌"#
比较不重视青少年的内在成长!人格发展"(而青少

年更重视自己的人格成长#对知识能力等与社会成

就有关的外在方面比较不重视$教师的 期 望 则 处

于青少年和父母两者之间$
在访谈中#老师和家长都屡屡提到一个总体印

象#认为当前青少年群体最显著区别于以前的同龄

人的特点是%浮 躁&$如果把%浮躁&理解为追求短

期的’外在功利的成就#那么从三个群体对青少年期

望的比较来看#更加%浮躁&的应该是父母和家长群

体#而青少年群体本身更加重视自身内在的成长$
!二"具体的比较

具体到人格发展类属具体内容的考察#发现三

个群体中#父母对%性格特点&与%自我控制&的强调

最多#对%道德发展&与%独立性&强调得最少(青少

年对%道德发展&强调得最多#对%性格特点&和%自

我控制&强调得最少(教师对青少年的%独立性&强

调得最多#对其他的强调居中$

这说明#与其他两 个 群 体 相 比#父 母 对 青 少 年

的期望和关注仍然停留在更为外在的心理层面#比
如开朗阳光的性格#良好的自我控制 能 力#而 较 少

重视更为内在根本的道德发展与独立性的建立(而
青少年比父母和教师都更重视道德发展这一 对 个

体来说更为内在核心的层面#较少强调性格和自我

控制这样相对道德而言更为外在的 心 理 发 展$这

再次呈现出父母更加强调外在成就#而青少年更加

强调内在成长的特点$
青少年关心的%未来取向&!$"*&N"#在教师和

父母的期望中完全没有出现$这说明%想要什么样

的生活&这一个人化的未来设定对青少年来说是很

重要的事情#却并不在教师和父母关 注 的 范 围 内$
可见教师和父母对青少年的关注没有足够的深度#
距离青少 年 深 层 次 的 内 心 世 界 还 有 一 定 的 距 离$
%独立性&的建立#父母群体谈得最少#可见这 是 父

母的家庭教育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不仅如此#青少

年本身对自己的期望中对%独立性&也并不强调#看
来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与青少年表现出来的叛 逆 倾

向并不是同样的涵义$
对知识能力类属具体内容的分析发现)三个群

体中#父母最强调%学习态度&和%学习目的&#最不

重视%全面平衡&的发展(教师最重视%能力&#最不

重视%学 习 习 惯 和 方 法&(青 少 年 最 重 视%全 面 平

衡&#最不重视%学习态度&和%能力&的发展$可见#
父母在三个群体中间最偏重单纯对知识的学习#教
师则偏重 能 力 的 培 养#而 青 少 年 则 最 重 视 全 面 平

衡$知识和能力#都是帮助人生存发展因而具功利

性的目标#而全面平衡则是关注一个人各方面的和

谐#是更长远和根本的目标$这里又一次呈现出父

母教师这样的成人群体对青少年的期望更加 注 重

短期’外在的成就#而青少年自身则更加注重内在’
长远的成长的特点$

对人际关系类属具体内容的分析发现)三个群



体中!青少年很重视的"被爱需要#!在教师和父 母

心目 中 完 全 没 有 体 会$青 少 年 对 同 伴 关 系 最 为 强

调!对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的强调最少$教 师 最 强

调师生关系!对同伴关系的强调最少%父母最强调

亲子关系和青春期恋爱的问题%三者都 是 对 与 自

己有关的亲密关系最为重视%父母最担 心 孩 子 的

青春期恋爱!而教师和青少年对此显然并不那么重

视!一方面可以推论青春期恋爱问题对青少年的影

响本身并不如父母所想的那么重大!父母群体对此

显得有些过虑$另一方面也可以设想这是因为父母

作为青少年早恋不良后果的直接承担 者%三 个 群

体中!只有青少年提到了对"被爱#需要的满足!表

明青少年在三个群体中是唯一关注青少年群体 内

心需要的群体%
!三"特点与限制

本研究通过访谈收集数据!对所得数据首先进

行了质性研究的内容分析!得到三个群体对青少年

所持期望的概貌!并基于频次百分比对三者的异同

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再通过基于频次百分比的列联

表卡方分析!对三者期望之间的差异进行统计显著

性检验%研究思路中融合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

种取向!从而吸取质性研究擅长探索发现新的问题!
而量化研究擅长通过数据分析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

的特点!是对人格社会心理学界建构主义与实证主

义之争&#"’进行整合的初步尝试%本研究得到的结

果与已有的研究相一致&#E’&#A’!所提出的研究命题值

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要更为充分完整地融合质性和

量化两种研究取向!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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