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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国际上 关于 刚 验焦虑的研究 己 有半个世纪 的历 史了
,

我国在这方面 的

研究甚少
。

本 文对测验焦虑的研究作一概要的综述
,

目的在于 引起国内心理 学界时

这个领域的兴趣和重视
。

在 焦虑理论上
,

爱屋华学派与邓鲁学派有 着不 同的观点
。

本文 着重介绍 了那鲁学派的访碍理论以 及评价的威胁性对测验焦虑的影响
。

此外
、

关 于成就动机与测验焦虑的关 系
,

课题的困难度如 何影响测验焦虑与作业关 系
,

注

意分 配与测 验焦虑的关 系
,

测验焦虑的 因素分析等实验性研完
,

也作了简要 的介绍
。

测验焦虑即考试焦虑
 ! ∀# ∃ %&  ∀ ∋ ( 的概念被心理学家所认识

,

大概 是 在 )∗ + , 年

初乔治
·

曼德勒和塞摩
·

沙拉松 −  。 . /  0 1 ∃ 2 3 . 4 !  ∋ 5 。6 . ! 1 . 1 ! 。∃
(等人基于测验

可纽焦虑理论而作成的 # 7  !∀ # ∃ % & ∀∋ 7 6  ! ∀&8 ∃ 1 &.  
,

测验焦虑问卷 (公布以后的事
。

实际上测验焦虑的研究
,

在 )∗ 9 ,年就己经在美国和欧州活跃地开展着
。

例如
,

在德国
,

:  8 5 1 ∃ ∃ ,

)∗9 9年( 出版了 题 为
“

测验焦虑
”

的著作
。

另外
,

芝加哥大学报告了与

是曼

测验有关的一系列研究
。

其中
,

布朗 ; .8 < ∃ ,

)∗ 9 = ( 的
“

测验焦虑问卷
” ,

在当时是划

时代的
。

布朗用测验探讨了大学生的期末考试前的情绪
、

心情和考试成绩好坏的关系
。

据

他 的报告
,

考试 前耽心
、

兴奋
、

心情不好的学生
,

比考试 前平静的学生考试成绩差
。

结论

是 由于测验焦虑的原故
。

此外
,

布朗还举 出由于期末考试的焦虑而自杀 的大学生的例子
,

论述了对某些人来说
,

考试是多么强 的威胁
。

此外
,

在二十年代还研究了学生在考试 中出现的生理变化
。

费林等 ) ∗ )> (以医学院的

学生为对象
,

测定了他们的期末考试 前和考试后尿中的糖量
,

发现在测验焦虑很高的考试

刚完之后
,

被试者尿中糖份增加
。

坎侬 ? 1 ∃ ∃ 8 ∃ ,

) ∗ ≅ ∗飞在他的经典名著《痛
、

空腹
、

恐

怖
、

怒》 中
,

记载了在高难度的考试之后
,

大学生尿中的糖量增加
。

苏联鲁利亚 )∗ 9 ≅也注

意了考试状态 中学生的言语和运动的混乱
,

叙述过测验焦虑高的学生情绪不安定
,

是神经质

的
。

这些测验焦虑的先驱性研究
,

经过四十年代的摸索时期
,

到五十年代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

应该特别提一下 的是
,

在耶鲁大学米勒 :  13 0 &33
 .
( 的指 导下

,

曼德勒和沙拉 松

)∗ + ≅ (的 # 7 测验焦虑问卷( 与泰勒
1 ∋ 38 .

(的 0 # Α 0 1 ∃ &Β ! ∀# ∃ % & ∀ ∋ !  1 3 
,

显性焦虑量表( 几乎同时发表
。

测验焦虑和泰勒和斯潘斯 ΑΧ 8
∃Δ

 
( 所主张 的内驱力水平

的焦虑
,

都是从学习理论的观点进行论述的
。

可是
,

他们的理论见解与应 用领域方面
,

却

大不相同
。

# 7在 )∗ + 9年改订过一次
。

在 # 7作 成 ≅, 年后
,

沙 拉 松 的 弟弟Ε
·

沙拉松

) , Φ ≅ (发表了他所制定的 # Α  !∀ # ∃ % & ∀∋ Α  1 3。
,

测验 焦 虑量 表(
。

此后
,

数种测

验焦虑量表接二连三地被设计出来
。

现在最常用的
,

大概就 是 # Α
。

)∗ =) 年发表了 # Α



的改订版
。

所谓测验焦虑的测验
,

就是对考试焦虑的测验
,

正如沙拉松 )∗ + ∗飞所说
,

我们生活

在考试决定其人生的那种文化之中
。

由入学考试
、

期末考试
,

就职考试等所产生的焦虑
,

叫做
“

测验焦虑
” 。

在美国
,

大学的期末考试非常严格 不及格与留级
、

退学联系着(
,

从而测验焦虑 已成为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问题
。

因此
,

关于测验焦虑的机能和

机制的心理学研究在美国特别活跃
,

这是不足为怪的
。

一
、

焦虑的妨碍理论

亨德勒和沙拉松 Γ 1 ∃ 2 3 . 4 Α1. 1! 8 ∃
( 认为

,

个体在某 种状态中所产生的焦虑
,

对个

体行为的影响是非常大 的
。

他们选择了测验状态进行考察
。

过去所考察的对个体行为有影响

的一般焦虑
,

是高空焦虑
,

对黑暗
、

医院的恐惧等
。

而不是与智力测验
、

期末考试
、

入学

考试等学业有关的焦虑
。

因此
,

把后者由测验和检查所造成的压力状况下的焦虑与一般焦

虑区别开来
,

叫做
“

测验焦虑
” ,

或
“

考试焦虑
” 。

0 # Α主要测定慢性焦虑
。

这种焦虑
,

可以说是合乎
“

内驱力
”

概念 的焦虑
。

# 7 主

要测定一时性的焦虑
。

这种焦虑是合乎于
“

习惯
”

概念 的焦虑
。

焦虑和失败所造成的紧张

情境的作用
,

一般是基于内驱力水平和妨害反应
。

泰勒和斯潘斯 )∗ + ≅ (根据 Α一Η 理论详

细地考察了作为内驱力水平的焦虑
。

斯潘斯认为
,

焦虑具有使机体内部活动起动来的能力
,

他将它看作是一种获得性 内驱力
。

内驱力水平
,

是全部反应倾向所显示的习惯强度之乘积
。

他们还认为
,

内驱力水平是一种情绪反应强度的机能
,

0 # Α的得分是 情 绪反应的一种量

度
。

一般认为
,

焦虑得分高的个体比焦虑得分低的个体内驱 力高
。

爱屋华 38 < 1
( 学派

认为
,

焦虑是个体所具有的恒常特征或特性
。

高 0 # Α 焦虑倾向者所具有的焦虑
,

是个人

状态的函数
,

同时又是外来刺激的函数
。

以曼德勒和沙拉松为中心 的耶鲁学派的看法是与此

相对立 的
。

曼德勒 )∗ Ι + ( 指 出
,

在他的妨碍 &∃ ∀ . . 6 Χ∀ &8 ∃( 理论中
,

由行 动或认知的结

果所产生的妨碍
,

可引起 由情绪性行为而产生的
“

觉醒
” 。

这种
“

觉醒
”

妨碍学习
、

作业

的进行
。

在个体不能明确地作 出选择 的情况下
,

觉醒在个体中引起焦虑和紧张
。

可以认为

测验焦虑是一时性的学习性的焦虑
,

具有
“

习惯
”

强度
”

的性格
,

既是刺激又是反应
,

起

着
“

内驱力
”

的作用
。

)
、

测验焦虑的机能

根据曼德勒和沙拉松关于作业与焦虑的观点
,

测验焦虑在测验状态中
,

对个体具有左

右其测验成绩的力量
。

在测验状态下所产生的焦虑
,

其机能如图 3 所示
ϑ

可 以设想
,

在测验状态下
,

存在有作业驱力 Α 和一般性焦虑 Α
#

焦虑驱力(
,

并有成

就动机
。

由焦虑驱力所引起的焦虑反应
,

并不是单一地对作业发生作用
。

它是 由作业施行

所引起的
,

同时又是包含在作业完成之中
。

然而
,

它又具有身体的生理内容
。

它并不是经

常有助于作业的完成
。

焦虑驱力产生两种焦虑反应
。

一种是增进作业完成的焦虑反应
,

对

完成作业产生正向的力
. 。, 。

另一种具有与作业完成无关的内容
,

对完成作业产生 负 向 的

力 . 。 。

这种焦虑是 由个体过去的经验所引起的
,

对作 业有妨碍
。

这种焦虑反应称为妨碍焦

虑
。

# 7 测验焦虑问卷( 所测定的焦虑反应
,

就是妨碍焦虑
。



刺激状况

作业驱力 Α ’
Κ · 一

媒介反应 终局反应

Η 丁

一 作业反应

有关焦虑反应

焦虑驱力 Α #

. 口 一

无关焦虑反应 妨碍焦虑反应

图 ) 在测验状态下所产生的 内驱力

在图 3 中
,

所谓 Α 就是与作业的性质
、

材料 及指导相关连而产生的学习性驱力
。

这个

驱力包含着想要完成作业的动机
。

曼德勒和沙拉松把这个驱力起名为作业驱力 Α (
。

这

种作业驱力
,

被完成作业时的作业反应 Η ( 所解除
。

所谓 Α
# ,

就是个体过去所 经验 过

的学习性焦虑驱力
。

这种驱力
,

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向测验状态泛化
。

可 以设 想
,

Α
Λ

产

生
. 。

和 . , ∀

两个媒介反应
。

. ϑ ϑ

这是与刺激状态 考试( 没有关连的焦虑反应
。

它包含有不适感
、

无力感
、

强 烈

的身体反应
,

对惩罚的恐怖
,

地位的丧失感
,

想立 即逃避测验状态的感情等
。

这种反应不

是 以作业为中心
,

而是自我 中心
。

它最终将变成妨碍焦虑反应Η Λ 。

. 。 ∀ 、

这是与作业完成直接有关的焦虑反应
。

如前所述
,

作业一旦完成
,

这种焦虑也 就

解除
。

这个
. 。 ,

在机能上是与
. ∀

反应相等的
。 . 。

和
. ϑ ∀

这两个媒介反应
,

最终是指向 作 业 完

成这个目标
。

可是
, . ϑ

是与
. 。 ∀

相对立的
,

它妨碍
. 1 , 。 . 。 ϑ

反应
,

是个体在作业的施行过程 中

产生的
。

而
. ,

则包含在个体的反应储备中
,

并且具有泛化过程
,

容易发生
。

≅
、

测验焦虑和学习

曼德勒和沙拉松就测验焦虑对学习 的效果
,

提出了如下的假说
。

假说 如果焦虑驱力  ! ∀ # 主要产生嫌介反应的话
,

则作业驱力 ! ∃ 正比例地增加
,

促进作业的完成
。

假说% 在作业进行过程 中
,

当被试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作业进展良好的情况下
,

告诉

良好的成绩
。

更能强化
& ∋ 。

假说( 在作业进行过程中
,

作业的进展未被被试者立即认识到的时候
, & 。 ∋

反应实际

上没被强化
。

并且
, & 。

反应反而容易产生
。

特别是在焦虑驱力强度最强 的 时 候
, & 。

容 易

产生
。

假说) 在
&
是主要反应倾向时

,

即使将有关测验状况的信息  例如 成功
、

失败等 #

传递给被试者
, & ∗

也不减低
。

假说+ 在测验的初期
,

完全不存在
& 。

倾向
,

而且
, & 。 ,

在作业进行 中优势 时
,

即 使

先给被试说明测验的状况
,

或者教给与前面的作业类似的新作业
,

由此而产生的反应常常

只是
& , 。

为了验证这些假说
,

曼德勒和沙拉松在实验中将∃ ∀ −测验的高焦虑群和低焦虑 群 又

各分成三群 即被迫自我参与成功感的成功群
,

被迫参与失败感的失败群和中性群
,

在他



们的实验中
,

高焦虑成功群 + 名
,

高焦虑失败群 Ι 名
,

高焦虑 中性群 Φ 名
,

低焦虑成功群
、

低焦虑失败群和低焦虑 中性群各 + 名
。

在 # 7施行三个半月后
,

进行了实验
。

在实验的第一阶段
,

让各群的各个被试
,

作Μ 8
Ν! 积 木模 样测验并测定完成作业 的时

间
。

在此之后
,

进行数学
、

符号组合测验
。

在第二阶段
,

实验者告诉成功群被试
ϑ

他们的

实验成绩优秀
,

是上位 > 肠一 Φ 肠
。

告诉 失败群的被试
ϑ

他们的实验成绩非常不好
。

对中

性群什么也不说
。

在第三阶段
,

施行第一阶段所做的同样的积木模样测验
。

实验的结果
,

由于在施行过程中的成功或失败的信息告知了高焦虑群被试者
,

而使他们的成绩下降
。

在

低焦虑群却显示了完全相反的倾向
。

另外
,

若不考虑上面这种动机变量
,

只从测验焦虑的

强度来分析结果的话
,

一般来说
,

具有高焦虑的人比低焦虑的人
,

至少在实验进行 的初期

成绩是好的
。

但这种倾向
,

在数字
、

符号测验中没有看到
。

二
、

评价的应激源和测验焦虑

沙拉松 )∗ Φ = ( 在曼德勒和瓦特松的妨碍理 论 ∀Ν  8 . ∋ 8 Β &∃ ∀ 8 . . 6 Ο ∀&8 ∃
( 的 基础

上
,

又提出考试状况评价的应激源 他称之为
 Π 1 36 1 ∀ &8 ∃ 1 3 ! ∀ .  ! ! 8 . !

( 问题
,

即考试对

个人来说是威胁性的东西
,

还是非威胁性的东西
。

这种评价
,

是否产生妨碍反应
,

其影响

是大不相同的
。

这时
,

必须区别两种情况
。

其一
,

测验实际上一点也不具有危险性 威胁

性(
。

例如
,

模拟考试
。

考试的结果对本人只在
“

正
”

的场合才被使用
,

决不会成为惩罚

性的分数
。

沙拉松实验性地制作了这种情境
。

被试是三个班的大学生
。

对他们先 进 行 了

# Α测验之后
,

沙拉松以通常的做法对他们进行了难度很大的考试
。

在把打了分数的考 卷

答案退还给他们的同时
,

告诉他们
ϑ “

下周 Θ辱进行测验
,

这次请不必紧张
,

只在成绩好的

情况下才在前一次测验成绩上加上 ≅ 分
。

如果比上一次测验的分数更差
,

则不算成绩
” 。

这个实验结果示于表 3
。

表 ) 普通考试和无危险考试的平均分数

高 # Α 低 # Α

班级 ∃( 第一次测验 第二次测验 第 一次测验 第二次测验

Ρ ),人(

≅ )9人(

9 ) )人(

> 9

> ,

9 9

9 +

∃ 介!几!∀乙弓」内
##

∃ %
& ∋ & ( ) ∗

,

一。+, −

测验 的最高得分是,. 分
。

以/ 0 %得分的中央值将大学生分成高 / 0 %群和低 / 0 %群
。

将第一次正式考试及第二次无危险考试的平均得分进行一次比较
,

可以看到 不 论 / 0 %得

分如何
,

三个班级都是第二次的成绩提高了
。

尤其具有高 焦 虑 的大 学生
,

在.
1

,一。
1

2的显

著性水平上
,

显示了成绩的提高
。

这说明在情境评价不成为威胁性的时候
,

高焦虑的人能

充分发挥他的实力
。

这个结果被许多实验所支持
,

特别是在斯密士 ∃% 3 4 56− 等的实验中
,

在幽默的实验状况下
,

高焦虑的人完全没有产生妨碍反应
,



第二种情形
,

即使第二次测验实际上是一种附加测验
,

被试者也是根据他对这种附加

测验 认知胜评价
,

来确定它是否成为一种引起焦虑的威胁
。

这种认知评价
,

受个人的测验焦虑强度的影响
。

测验焦虑是一种认知反应类型
,

它具

有 自我疑念
、

无能感
、

自我非难等特征
。

沙拉松举出如下一些测验焦虑反应的特点
。

) (

感到考试是困难的
、

挑战性的和威胁性的
。

≅ ( 感到为处理当前的课题 考试 (
,

自己的

能力上不去
、

无能
。

9 ( 总考虑
“

由于 自己的无能
,

大概成绩不能令人满意
” 。

> (

自我非难的先入观念很强
,

它妨碍着与课题 考试( 有关的认知活动
。

+ ( 预期着失败

或失去他人的关心
。

三
、

成就动机
,

自我参与和测验焦虑

阿特金松和李特温 # ∀ Σ &∃ ! 8 ∃ 4 3& ∀< &∃
,

) ∗ Ι , ( 认为
,

测验焦虑低 的被试
,

达到成

功的动机要比回避失败的动机高
。

还认为
,

成就动机低而测验焦虑高的被试
,

其回避失败

的动机要比达到成功的动机高
。

最近
,

在有关测验焦虑和作业的研究中
,

有的实验把时间经过的主观评价作为变量进

行处理
。

沙拉松 ) ∗ ΦΙ ( 让Ι, 名女学生进行文字拼组 字谜 作业
,

探讨了测验焦虑的强度

高
、

中
、

低 (
,

和指导语的不同因素
,

对于等待时间
、

作业完成的时间
、

文字拼组得分
、

认知的干涉得分等的影响效果
。

首先让被试者做 > 分钟数字一符号拼组测验
。

此后
,

等 >

分钟后告知各自的评分
。

接着
,

进行 )= 分钟的文字拼组测验
,

终了后
,

被试 回答如表 ≅ 那

样的关于认知性干涉间卷
。

回答的五个选 择 是
ϑ

3( 完全 没 有
,

≅ ( 只想过一次
,

9 ( 想过 ≅
、

9 次
,

> (想过多次
,

+ ( 总在想
。

实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ϑ

在作业完了之后立即告知成绩的高

测验焦虑群
,

对等待时间的估计
,

比实际时间多估 ) 分多钟
。

此外
,

高测验焦虑群
,

作业

时间长
,

字谜得分低
,

作企成绩比其他 + 群都显著地差
。

表 ≅ 认 知 的 千 涉 问 卷

3
、

我觉得做得多么差劲
。

≅
、

我想实验者不知对我如何看法 Τ

9
、

我想怎 么做才能更加仔细地进行作业呢 Τ

>
、

我在想时间还剩下多少了
。

+
、

我在想
,

这个作 业别人现在做了多少
Υ

Ι
、

我在想
、

作业 的难度太大
。

Φ
、

我在考虑自己能力水平
。

=
、

我在考虑该实验的目的
。

∗
、

我想
,

如果打听一下别人做出了多少活
,

自己的感觉如何
。

) ,
、

我在想
、

自己总是粗心大意
。

))
、

我在想着与实验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Υ

> =



表9 等待时间
、

作业时间的推断
Υ

字边得分
、

认知干涉得分的平均值

等待时间 秒 ( 作业时 间 秒( 字迷得分

)9+>侧阴侧曲))>,++Φ≅=Ι≅ΙΙ≅Φ>≅−Ι≅Ι+
Γ一ς

.3一?

0 一ς

0一?

Ω一ς

Ω一?

认知干涉得分

9 9 ≅

≅ >
Υ

Ι

)=
Υ

≅

≅ )
Υ

Ι

) ∗
Υ

=

≅ )
Υ

>

注
ϑ

Γ
、

0
、

Ω为测验焦虑的高
、

中
、

低
,

ς 为实验条件 成就志向(
、

?为对照条件
。

四
、

课题的困难度和测验焦虑

课题 的难易度是影响测验焦虑与作业关系的因素之一
。

斯佩斯 Α Ο  ∃ Δ  ,

) ∗ + = ( 发现
,

高焦虑驱力水平 Ξ高0 # Α 显性焦虑量表 ( 得分者〕
,

在作业复杂而 困难的情况下
,

抑制

作业的完成
Θ

而在作业简单容易的情况下
,

促进作业的完成
。

测验焦虑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

这被沙拉松和派罗拉 Χ13 83 1 ,

) ∗ Ι , ( 的实验及许多研究所确定
。

五
、

注意分配和测验焦虑

瓦恩 Ψ &∃ 
,

) ∗ Φ) ( 及沙拉松 )∗ Φ ≅ ( 认为
,

测验焦虑 高的人与低的人相 比
,

不仅

仅是对测验和考试耽心 的问题
,

而是感到自己无能和自卑
,

从而不能把注 意集 中在解决

试题上
,

所以成绩低下
。

这种观点称之为注 意理论 1∀ ∀  
∃∀ &8 ∃ 1 ∀Ν  8 . ∋ (

。

迪 芬 巴切

Ζ  ΒΒ ∃ [ 1  Ν  . ,

)∗ Φ = (为了验证这个理论
,

进行了应激
! ∀. ! !

(条件 和测验焦虑的复合实

验
。

结果表明
,

与强应激情况一样
,

具有高测验焦虑的被试者把注意指向个人所耽心的事
。

六
、

测验焦虑的因素分析研究

沙森拉士 ) ∗ Ι >
,

)∗ Ι + ( 对 # 7 测验焦虑问卷 ( 进行过因素 分 析
,

发现了两个因

素
。

一是忧虑 < 8.
.
力 或 自信缺乏

,

即所谓认知性因素
。

二是与引起自律反应或情 绪 性

的各种指标有关 的因素
。

他的另外研究还抽出了七个因素
,

它们是
ϑ 3 ( 对个别式智力

测验的自信
Θ ≅ ( 在测验时出汗

Θ 9 ( 在定期考试期间有自信
Θ > ( 对团体式智力

测验的自信
Θ + ( 在测验时心跳

Θ ∗ ( 面临定期考试而自信
Θ 了( 回避智力测验等

七 个测验焦虑因素
。

李伯特和莫利斯 Ω & [  . ∀ 4 0 8.
. &!

,

) ∗ Ι Φ ( 对 # 7的因素进行了 分析
,

也得到了

沙森拉士等人所发现的两个因素
。

将第一个因素起名为Ψ < 8. .∋ ( 因素
,

它被定义为 个

体对自身完成作业所耽心的认知性或知识 性因素
。

第二个因素起名为ς ς 5 8∀ &8 ∃ 13 &∀ ∋(

定义为对考试状况本身紧张的自律反应
。

下接 >9 页(



要涉及环境心理学的内容
。

这也意味着
,

对环境心理学的研究
,

都应涉及这些学科
。

五 ( 孺要社会心理学家参加研究

环境心理学中的许多重要研究人物与社会心理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

之所以会这样
,

是因为环境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之间在研究人的行为的许多方面有共同的兴趣
,

还因为这

两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有共同性
。

环境心理学所研究的课题
,

如拥挤问题和个人空间问题
,

显然包含着社会行为
Θ
对环境的态度的形成和改变的研究也来源于社会心理学 中对于态度

和态度改变的研究
。

而且
,

物理环境因素会影响着诸如吸引
、

攻击
、

利他主义这类社会行

为
。

Ξ根据∴
Υ

Ζ
Υ

]&! Ν  . ,

Χ
Υ

#
,

;  33
,

和#
Υ

; 1 6 5
ϑ
ς ∃ Π &. 8 ∃ 5  ∃ ∀ 1 3

Χ !∋  Ν 8 38 / ∋ ⊥ ∃ 2 ς 2 &∀&8 ∃ (
,

)∗ + >年版编译 _

上接 >∗页(

在道克特和奥特曼 Ζ 8  ∀ 8 . 4 # 3∀5 1 ∃ ,

) ∗ Ι ∗ ( 及斯皮格勒 Α Ο & / 3 . ,

)∗ Ι + ( 等 人

的研究中
,

对有关测验焦虑的Ψ 因素 和ς 因素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
。

另外
,

根据 瑞 查 德 松

Η &Δ Ν 1 .2 ! 8 ∃ ,

) ∗ Φ Φ ( 等人对 )≅ , ,名大学生施行 # Α 所进行的因素分析
,

抽出了具有

+9
Υ

>+ 肠说明率的Ψ 因素和 9)
Υ

+, 肠说明率的ς 因素等两个因素
。

后来
,

沙拉松 Α1. 1! 8 ∃ ·

Ε( 更进一步发展了 # Α
,

制定出由几个分量表所构成 的

新的测验焦虑量表 Ν  ! 6 . 6  ∋ 8 Β ∀3&  Η  1  ∀&8 ∃ ! ∀ 8  ! ∀! (
。

>
产 今士 ) )了 书厌不

Υ曰 、 奋曰 刀、 十目

关于考试和测验焦虑的研究已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了
。

这些研究多侧重在理论机制

方面的探讨
。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
,

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
。

这可 以说是我国心理学发展的

一种畸形
。

中国有上亿的学生常年受到考试和测验的
“

折磨
” 。

这种
“

折磨
”

会给学生带

来何种影响 Τ 它们对学习起着什么作用Τ 这些问题
,

难道不值得我 国心理学家给予适当的

重视吗 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