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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与父母情感联系的调查分析 ①

熊艳，曾婷
（湖南中医药大学 针灸推拿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８）

摘　要：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我校在校大学生与父母情感联系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了解我校大学生家庭基本情

况、父母婚姻关系、与父母的联系频率及情况、联系内容、处理某些问题的立场等，及早地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家庭生活

进行正确引导，并提出加强大学生与父母情感联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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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是孩子生活成长的第一乐园。良好的家庭环境是由父母良好的素质促成的，孩子在这种

环境中，将受到远大于任何显性教育所不及的影响。它不仅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社会化的各个方面，还对

人心理健康的发展和人际交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父母亲的教育思想、家庭成员之间的氛围等都

会影响孩子心理方面的发展［１］。目前，我校在校学生家庭生活的基本状况如何？与父母相处情况怎

样？以及他们处理某些问题的立场是怎样的？为了要弄清楚这些问题，以我校在校大学生为对象开展

问卷调查。收回共２００份调查问卷，其中，大一男生有１５人，女生有３５人；大二男生有１３人，女生有３７
人；大三男生有１４人，女生有３６人；大四男生有２４人，女生有２６人。

１　调查结果分析
１．１　学生家庭情况

由调查结果得知，大部分学生家庭情况以普通双亲为主，占８１％；单亲家庭占８．５％；父母离异的稍
次于单亲家庭，占７．５％；家中父母去世的占２％；寄养或留守家庭的占１％。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生
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有着良好的成长氛围，一个家庭环境好的家庭培养出的孩子可能会比家庭环境恶

劣的家庭培养出的孩子拥有更积极的人生态度［２］，但是也有约２０％的学生家庭并不完整，这就要求我
们多多关注这些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指导。

１．２　父母婚姻关系
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父母婚姻关系良好的占５７％，一般的占３２％，父母婚姻关系较差的占１０％，

其他的占１％。一般情况下，父母间良好的婚姻关系会让家庭更加和谐，父母的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
会对子女的身心发展产生影响［３］。

１．３　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
对于孩子的教育，每个家庭都有所不同。此次调查中，专制型的占１０％，溺爱型的低于５％，保护型

的超过２０％，放任型的占２０％，不协调型的在５％到１０％之间，虐待型的为零，民主型的高达３５％以上。
由此可看出，基本上没有父母虐待孩子的现象。但是，仍有２０％的家长对孩子放任不管，我们都知道良
好的家庭教养方式能提升孩子的主观幸福感，对孩子的成就动机也产生重要影响。为了孩子们的未来

着想，就需要这些家长对自己的教育方式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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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大学生与父母联系情况与频率
大部分大学生一周会给父母打一次电话，占调查人数的６１．５％ ，一周给父母打２～３次电话的占

２５％，而一周给父母打多次电话的仅占１３．５％。大部分大学生是主动给父母打电话，占 ４１．５％；有
２２５％的大学生是父母主动打电话较多；其余３６％的大学生是两者情况都差不多。由此可见，大部分
大学生会主动与父母交流。

１．５　大学生与父母交流的内容
大学生与父母交流的内容是与父母分享自己的喜悦之情或者倾诉心声、挫折和烦恼的占调查人数

的４５．５％；还有４２％的大学生为关心父母，询问家庭情况；其余１２．５％的多为向父母要钱、让父母寄东
西或者不知道说些什么。其中向父母要钱、让父母寄东西或者不知道说什么的这一选项，大一新生所占

比例为０，大二为４％，大三为５％，大四最多占１６％。随着年级的增加，所占比例也在逐渐增长，也就是
说当代大学生与父母分开的时间越长，独自经历的事情越多，与父母之间的代沟也越来越大，与父母交

流的话题也越来越少。这一点值得大家注意，因为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焦点会越来越集中在子

女的身上，而此时却发现子女在慢慢地远离自己，父母们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就会加重。

１．６　大学生是否与父母主动交流自己的学习以及未来人生规划
很大一部分大学生只是偶尔会主动与父母交流自己的学习以及未来人生规划；小部分大学生从未

与父母主动交流过自己的学习以及未来人生规划 ，大一新生此项比例为０；仅有２７％的大学生经常与
父母主动交流自己的学习以及未来人生规划，其中大一新生所占比例最高，大二最小。根据这种情况，

我们推测大一新生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对一切事物都是充满好奇期待，但是由于刚到一个新环境，朋友

并不多，因此更倾向于与父母交流自己的学习和未来人生规划。到了大二，对学校已经很熟悉了，对自

己的未来人生也已经有了较为清楚的目标和想法，加上有老师或学姐学长的帮忙，所以大二学生比较少

与父母主动交流自己的学习和未来人生规划。而大三大四的学生专业知识大都已有所了解，开始忙着

谈恋爱、考研、找工作等，亦基本无心思与父母主动交流自己的学业和未来人生规划。

１．７　大学生对父母在自己感情、交友方面加以评论的看法
有半数的大学生愿意父母对自己在感情、交友方面加以评论；有接近半数的大学生不大愿意；而有

４．５％的大学生不愿意。可见，绝大部分大学生是可以接受父母在自己感情、交友方面加以评论的。父
母经验阅历比较多，大学生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得到一些启示，少走一些弯路，与父母多一些交流的话题，

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而父母也可以了解到子女的想法，并提供帮助，可谓一举多得。

１．８　大学生遇到问题时家庭所给支持的情况
６３．５％的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家庭所给支持情况是良好的，有３０％的大学生的家庭给予的支持是

一般的，只有６．５％的大学生家庭提供的帮助是较差的。也就是说很大部分的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是
可以向父母求助，听取父母的意见，并接受父母的帮助，而父母也能适度提供帮助。

１．９　大学生放假回家时的表现
近半数的大学生回家时偶尔会主动帮助父母分担一些事情或者陪父母聊天，尤以大四的学生最为

明显，占１５％；从未如此的大学生占２７．５％，其中大三大四的学生所占比例很低；而经常这样做的大学
生所占比例为２５％，其中大一学生所占比例为０，大二学生仅占０．５％，由此可以说明年级越高越能明
白父母的艰辛，越能为父母分担，更加懂得父母的孤独与担忧。

１．１０　对父母的期望是否有压力
对于父母的期望有６６．５％的同学觉得有压力。而对于压力的来源这一问题，也有４７％的同学选择

了家庭这一选项。每个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这无形中也给自己的子女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２　对策与建议
由于价值观、人生观的不同，大部分大学生与父母相处存在不同的问题，当代大学生与家长之间情

感联系并不频繁，并且在与家人交流过程中，大多数只是谈一些生活琐事，有的也仅限于生活和学习上

的关心，这样导致父母与孩子真正交流思想和情感的时间很少，孩子对于父母的生活和身体状况也不是

很了解。大学生离家在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渐渐成熟起来，他们慢慢明白了父母的辛苦和不易，但

是，在调查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大学生缺乏家庭责任感。他们在学校，人在外心在外，他们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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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父母在家中的艰辛。为了加强大学生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提出以下建议：

２．１　父母方面
一要创造轻松的成长环境。环境对性格的塑造有重要意义，父母应该为孩子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

家庭环境，这样可以使孩子形成自信乐观开朗的性格。二要学会合理的管教方式。在子女不同的发展

时期父母应采取不同的管教方式，并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而因材施教。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不宜太过专

制，而对于大学生又不宜太过放松，合理的管教方式是父母必修的一门学问。在日常生活中也建议父母

做到尊重孩子、信任孩子 、欣赏孩子 ，注重言教与身教相结合，给孩子最需要的东西———陪伴 。三要给

予适当的帮助。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父母应适当地去帮助孩子，给予正确的引

导，而不应盲目地为孩子解决所有困难。对于大学生来说，父母更应该对孩子的花销有严格的掌控，让

其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价值观。第四，父母要注重与子女的沟通技巧。在与子女的沟通中，要用实际合

理的言辞，克制情绪化的言辞，不要夸张事实，不要陈词滥调或僵硬粗俗，以免破坏亲子交谈的气氛，丧

失交谈的耐性，出现亲子关系不可收拾的僵局。

２．２　大学生方面
一要加强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大学生在校不管有多忙也要常与父母加强情感联系，虽然不能做到

常回家看看，但可以尽量与父母多交流，让父母感受到子女对他们的关心、牵挂与依恋。二要为父母做

力所能及的事。假期当大学生回家后要多与父母交流，主动为他们做些事情。三要理解父母，主动增进

与父母的交流。随着竞争压力日益增大，许多父母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但如果

学生能够在闲暇之余多与父母交流，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或是难过的事，这都会让父母觉得欣慰和满足。

２．３　高校和辅导员方面
一要细心观察，了解学生的真实思想。作为学生工作者，要时刻以学生为中心，加强平常的工作，开

展班会、促进日常检查，多下寝，与学生进行交流，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思想动态。二要以诚相待，做

学生的知心朋友。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成为孩子的真正的教育者，就要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他们。”可

见，教师平素不能只讲究师道尊严，不能只摆架子，只有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把学生像朋友一样对待，

这样他们才会对你敞开心扉。三要加强大学生感恩意识，提倡主动关心父母。据研究，大学生通过在家

庭生活中与父母的交往，建立了对未来人际关系的一种期望，走向社会后很可能按照这种期望来构建自

己的人际关系，并试图在社会这个大家庭中与别人友好相处，建立自己能够接受的亲密友好程度。所以

学校应该多组织感恩父母、感恩社会的宣传活动，大力提倡当代大学生们主动地关爱关心远在千里之外

的父母亲们。四要加强大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提倡从父母的角度看自己的问题。对社会、对工作、对

家庭、对朋友，我们都肩负一定的责任，而正因为这些责任，我们才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如作为父

母的责任就是要抚养并教育好孩子，作为儿女的责任就是要尊重赡养老人。家庭责任感就是尽到自己

所扮演角色的责任。我们应该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让他们学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学会理

解父母，学会多和父母沟通。

２．４　形成“家长—学生—老师”三位一体互动模式
学生工作者可以作为桥梁，促进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实行“家校互联”，形成“家长—学

生—老师”三位一体互动模式，共同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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