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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用不同的方法改善学习不良儿童的自我概念。方法 : 选取 27 名五年级学习不良儿童作为实验对象 ,

随机分配到三个实验组 , 另选 12 名学习不良儿童作为对照组。用三种不同的干预方法对三组儿童进行为期 3 个月

的实验干预 , 干预前后进行测验 , 干预结束 6 周后进行延时测验。结果 : ①经过 3 个月的实验干预 , 学习不良儿童的

学业自我概念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 ②延时后测数据表明 , 自我概念有下降的趋势 , 但除数学子维度外 , 其他维度维持

在后测的水平。结论 : 干预方法对自我概念的改善是有效的 , 并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 不同的干预方法对自我概念的

影响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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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self- concept of the learning disabilities by different methods. Methods: 27 chil-

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from grade 5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and allotted into 3 groups randomly. Meanwhile

another 12 learning disabilities were chosen as the comparing group. Three methods had been applied to the three experi-

ment groups for 3 months. A pre /post- test were given before and post the experiment. After 6 weeks of the experiment a

deferred test was given to the experiment group. Results: ①The academic self- concept of the learning disabilities was im-

proved by the end of the intervention. ②The data of the deferred test showed that the self- concept declined, but except

the math sub dimension, the other aspects of the self- concept remained in the level of the post test. Conclusion: The

methods can improve the self- concept of the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different method has different influence on self- con-

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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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自我概念与儿童的心理健康、学业成就

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是个体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的

方面[1]。学习不良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由于其在

学习上存在的持续困难, 可能会导致消极的自我认

知和自我评价, 影响自我概念的正常发展。众多学习

不良儿童自我概念特点的研究得出 了不一致的 结

论: 如俞国良和李艳红的研究得出学习不良儿童自

我概念的各个维度都显著低于一般儿童[2, 3]; 国外的

Bear 等和 Cosden 等的研究分别证实了学习不良儿

童学业自我概念低于一般儿童, 但非学业自我概念

和一般自我与正常儿童没有显著的差异 [4, 5]; 邢淑芬

的研究表明, 学习不良儿童的学业自我概念低于一

般儿童 , 其他方面与正常儿童没有显著的差异 [6]; 曾

守锤综合国内外最近研究得到较一致的结论, 与非

学习不良儿童相比, 学习不良儿童的学业自我比较

消极, 非学业自我和一般自我不存在差异[7]。

学习不良儿童消极学业自我概念的形成受到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Shavelson 等人认为自我概念是通

过对环境的经验和解释形成的, 它们受他人的评价、

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 馈 和 归 因 的影响[8]; John 等人

认为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

如认知、注意和行为缺陷, 并从教师、父母、同伴那里

得到消极的反馈[9]; Sullivan 提出父母兄弟姐妹、教师

的接纳是儿童积极自我概念形成的基础, 学校环境

在自我概念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10]。结合以上观点,

笔者认为造成学习不良儿童消极学业自我概念的原

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 消极归因方式带来的消

极情绪反应 ; 第二 , 教师、同伴的负面反馈 ; 第三 , 无

效的学习策略导致学习行为效率低, 造成学习不良

儿童否定自我能力。

1 对象与方法

1.1 基本思路

消极的学业自我概念是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

的主要特点, 因此, 提高学业自我概念是改善学习不

良儿童自我概念的基础。本研究以消极学业自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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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三个成因, 即消极的归因方式、较低的自我效能

感和自我评价、无效的学习策略为依据, 设计出三套

方案对学习不良儿童的自我概念进行实验干预 , 分

别是归因训练、故事阅读和学习策略辅导。

设置三个实验组, 对应三套干预方案, 每组接受

其中一种; 另设置一个对照组。

1.2 实验干预方案

1.2.1 归因训练方案 归因训练方案主要针对学习

不良儿童消极的成败归因方式进行干预, 以期改变

他们对不良成绩的能力归因倾向, 使其转为无论成

功与失败均归因于努力, 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获得

较高的学业自我效能感, 提高学业自我概念。活动形

式主要包括游戏、讨论、阅读并分析故事等 ; 活动主

题包括 “原因决定结果”、“我能干我成功”、“天才还

是努力”、“真棒的我”、“成败有原因”等共十项。

1.2.2 故事阅读干预方案 故事阅读方案主要针对

较低的学业自我效能感以及低自信心进行干预 , 选

取了许多名人的学习故事。在讲述每个故事之前, 对

故事中主人公的成就进行简要介绍, 引起学生对主

人公的崇敬, 为认同主人公的行为打下基础, 然后讲

述主人公学习中或是生活中不平凡的经历, 引导学

生将自己的情况与他们对比, 获得各种学习条件上

的优越感, 从而提高自信心, 树立在学习上只要自己

不放弃, 努力学习就可以成功的信念。讲述形式是将

每个故事制成 PPT 演示稿 , 加入与故事相关的图片

或是动画片 , 运用多媒体 , 将视、听、读、讨论融为一

体。主题包括 “天才是天生的吗”、“自古勤奋出英

才”、“对待学习要认真”、“天王也有泪”、“成功路上

多坎坷”等共十项。

1.2.3 学习策略辅导方案 主要针对学习不良儿童

无效的学习方法及消极的学业成败归因方式, 对学

生进行辅导。我们选择写作技巧、数学中常见难点问

题解决策略作为辅导的主要内容。之所以选择这两

个方面, 是出于以下考虑 : 首先 , 根据实践经验及任

课教师的反映, 学习不良儿童写作能力一般很差, 如

果提高写作能力, 成绩会有明显的进步, 而学生看到

学习成绩的提高会获得自信心; 其次, 将数学中较难

的问题用巧妙的方法轻松的解决, 对学生自信心的

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训练形式采用传统的课堂

讲授以及学生练习的方式进行, 不同的是, 在每课最

后一段时间中进行归因训练, 针对课上的内容, 引导

学生将以前做类似题目成绩不理想的原因归于努力

不够和错误的解题策略, 增强自信。训练主题包括

“有效的记忆方法”、“简算策略”、“善于观察”、“巧解

应用题”、“想象作文”等十项。

实验最后一项训练, 是三组学生一起活动, 参观

某大学校园。通过这次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和学习动机。三套训练都是每周一次 , 每次 40- 60

分钟, 共十一次。

1.3 被试

实验组被试来源于某普通小学五年级学生 , 实

验组和对照组被试的选取标准如下: 第一, 四年级第

二学期期末三科主课总成绩排在全班的后 27%; 第

二, 无明显的智力障碍; 第三, 无行为障碍。

实验组学生, 采用教师提名, 学生自愿的方式报

名, 随机分配到各实验组。排除部分缺勤次数太多的

学生, 共获得有效被试 27 人。其中归因训练组 10

人, 故事阅读组 8 人, 学习策略辅导组 9 人。

对照组被试取自该学校分校五年级学生, 笔者

与班主任进行充分沟通, 在了解每个学生情况的基

础上, 确定 12 名学生为对照组被试。

1.4 评估工具

自我描述问卷 , 该问卷由 76 个项目组成 , 分为

运动能力、生理外貌、同伴关系、亲子关系、一般自

我、阅读、数学、一般学校表现等八个子量表。其中阅

读、数学、一般学校表现组合成总体学术自我分量

表; 其余五个子量表组合成总体非学术自我; 总体学

术自我和总体非学术自我综合构成总体自我。

2 结 果

2.1 实验组后测与前测的比较

经过三个月实验干预, 实验组学生的总体自我、

总体学术自我和总体非学术自我均有显著的提高。

子维度方面, 学术自我子维度的数学和一般学校表

现显著高于实验前。

表 1 实验组前后测验比较(x±s )

注: *P<0.05, **P<0.01, ***P<0.001, 下同。

2.2 不同干预方案的干预效果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三个组的自我概念

的各个维度后侧增值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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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训练方案对三个组自我概念所 起的作用没 差

别。

其次, 用三个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分析各

组不同维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三个实验组与对照组

后测增值方差分析的结果见表 2。

前面的比较发现, 三个实验组各个维度的后侧

增值组间差异不显著, 结合表 2 结果, 与对照组相

比, 三个实验组总体自我、总体学术自我有显著提

高; 子维度中数学有显著的提高; 总体非学术自我没

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最后, 以对照组后测增值作为参照的基准, 用其

他各组后测增值分别与对照组比较, 检验不同方案

对自我概念不同维度产生的影响。在方差分析的基

础上, 应用最小显著差异法( LSD) 进行多重比较 , 其

结果显示, 归因训练组和学习策略辅导组的总体自

我 ( MD=28.30, MD=31.81, P<0.05) 和 总 体 学 术 自 我

( MD=16.28, MD=19.81, P<0.05) 显著高于对照组; 在

子维度方面, 归因训练组的阅读和数学显著高于对

照组( MD=6.05, MD=6.73, P<0.05) ,故事阅读组的数

学显著高于对照组 ( MD=6.96, P<0.05) ,学习策略辅

导组一般学校表现 和数学显著 高于对照组 ( MD=

6.28, MD=8.56, P<0.05) 。

表 3 延时后测预后测验相关样本 t 检验

2.3 实验组学生延时后测的结果

为了检验实验干预效果的稳定程度, 在干预结

束的六周后 , 我们对实验组的自我概念又进行了一

次测试。表 3 显示, 实验组学生自我概念在实验后

六周再测时有下降的趋势, 但除数学子维度外, 其他

各维度延时后测成绩与后测成绩没有显著的差异。

3 讨 论

以往有过很多对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的干预

研究, 如 Boskie 等人设计了 6 个星期的针对学习不

良儿童自我概念的训练方案, 这些方案包括了从画

自己到讨论自己的未来等多种训练方式 , 共有来自

于二到五年级的 22 个学生参与了实验研究, 后测结

果显示学生的自我概念没有显著的变化 [11]; Spencer

利用体育课采用合作游戏的方式对学习不良儿童自

我概念进行为期 6 周的训练, 与对照组相比 , 实验组

学生自我概念没有显著变化[12]。这些研究均没达到

理想效果, 笔者认为有几点原因: 首先是干预时间

短 ; 其次是干预方案的针对性不强 , 如 Boskie 的干

预方案侧重一般自我的干预, 但是学习不良儿童的

消极自我概念表现在学业自我概念上, 一般自我概

念与一般儿童无差异; 第三, 来自于多个年级实验学

生使用同一套方案, 由于接受能力不同, 造成干预的

整体效果不理想。

鉴于以上教训, 我们首先针对消极学业自我概

念形成的原因设计三套训练方案, 每套训练方案只

用以往训练方案主要方法( 归因训练、故事阅读、学

习辅导) 中的一种, 这样既可以鉴别不同干预方法对

自我概念各维度产生的不同的影响, 又可以使一种

干预方法有足够长的时间充分发挥效用; 其次是干

预时间延长到三个月; 第三, 训练方案针对五年级学

生的接受能力而设计。通过以上改进, 干预对学习不

良儿童自我概念的提高起到了明显的效果。通过与

对照组的比较, 我们发现并不是各种方案对自我概

念的各个维度的影响效果都是一样的。学习策略辅

导方案的效果最明显, 故事阅读的效果要差些 , 但总

体上三种方案对学习不良儿童学业自我概念的转变

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下转第 325 页)

表 2 后测验增值的方差分析(x±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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