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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摘 要

本文用考试焦虑量表  ! )对 中国和 日本大学生进行 了跨文化 比较研 究
。

结果表明
,
日本大学生的考试焦虑 高于 中国大学生

。

中国大学生 的 考试 焦虑主

妥表现为考试进行 时的紧张和对 考试成绩的介意
。

日本大学生的考试焦虑是对

考试 的总体性焦虑
。

他们之 间的差异
,

可能是与两国的社会因素有 关
。

前 台.二/

当今世界
,

考试 已成为各国学生的沉重负担
。

考试给学生所带来的心理生理影响
,

已

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

并成为教育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所关心的问题
。

许多心理学家对

考试焦虑 0 
1 23 ! 4 石1 3 5 ‘又称测验焦虑6问题

,

作了大量的研究〔‘一
“’。

作者也曾对中国大

学生的考试焦虑作过探讨
〔“’。

但是
,

不 同民族
、

不同文化
、

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跨文化比

较研究
,

尚未见到
。

本研究试图使用沙拉松 0)
.

#78 72 9 46 所研制的考试焦虑调查表  ! ) 0 
1 2 3 ! 9 : ;1 35

)4 < 1 43 98 5 63
= 〕,

对中国和 日本两国的大学生进行测验
,

将结果进行比较和因素分析
。

在此

基础上
,

对中国大学生和 日本大学生在考试焦虑上的异同
,

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

方 法

被试 中国大学生 > ? 名
,
日本大学生 +≅ ≅ 名

。

材料 采用  ! )问卷
,

该问卷由 ,+ 个项目构成
。

对中国被试实施作者翻译的中文

版  ! )
,

对 日本被试实施 日文版的  ! )
。

步骤 本测验采用团体方式
,

在大学期末考试期间进行
。

实验者在正式考试前 +≅ 分

钟
,

向学生说明本测验的目的
、

内容
、

要求
、

方法
。

接着
,

正式考试开始
。

二小时的考试结

束后
,

立即进行  ! )问卷调查
。

+ 6 本文子 + , − Α 年 + +月, 日收到
。

本文研究得到了 日本同志社大学洪治世教授
、

小哈外弘教授和下 根久代君的热情帮助
。

仅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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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 )的 ,+ 个项 目
,

用 ? 等级选择法进行取分
。

即 +
.

完全不适合
, .

几乎不 适合
,

>
.

相当适合
,
?

.

非常适合
。

一
、

中日两 国大学生的  !) 得分差异

通过计算机分别算出中国大学生与 日本大学生的 ,+ 个项 目的平均得分
、

标准差及 3

表 + 中国大学生比日本大学生得分高的  !) 项目分类

焦焦 虑 内
’

容容 数 量量 项 目 番
Β

号号 ∀∀∀

对对考试的 自信信 ΧΧΧ ,,,
月月

一 − Α 、
−,

、
, ≅≅≅

⋯⋯
对对考试成绩介意意 ΔΔΔ > ≅

、
ΧΧΧΧ

...

>>>>>>> >
、

−?
、

−ΔΔΔ

⋯⋯
考考试进行时的焦虑虑 ??? ? Χ 、

Χ 二 ΕΕΕ??????? ,
、

Α,,,,,

认认知妨碍碍 +++ ≅≅≅

⋯⋯
生生理变化

’’

+++ Δ ΑΑΑ

⋯⋯其其 他他 +++

Φ
?

二二

一

∀Γ ≅
。

≅ Χ
,

一 ∀ Γ ≅
.

≅ +
,

一 ∀ Γ ≅
.

≅ ≅ +

表 日本大学生比中国大学生得分高的  !) 项目分类

焦 虑 内 容 项 目 番 号

对考试 的一 般性紧张和焦虑

>
、

Χ Α

+?
、

>
、 > Α

? Δ
、 Δ − 、

Α +

.

⋯
⋯

ΑΑΑ生理变化 −
、 ? ? 、

Α >
、

Α Χ
、

、 > ,
、

ΔΔ

、 Α Δ

Α≅>Χ+Α?

与课题 无关的胡思乱想 二

⋯
⋯

月口才一⋯
对考试结果的担心

、

Δ Χ

Δ 、 +

对考试 的嫌多 和批判

自信缺乏

Δ + 、 卜>

? 、

, +

+ >

? ≅ 、 − ,

认知妨碍

ΑΑΑΑΑ

ΑΑΑΑΑ

?????

?????

>>>>>

>

+ Α
、 −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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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3 考验结果
,

中日大学生之间有显著差异的项 目为 Χ> 个
。
其中

,

中国大学生比 日本

大学生得分高的项 目为 +Α 个
,
日本大学生比中国大学生得分高的为 >Δ 个

。

它们的分类

结果
,

分别示于表 + 和表
。

二
、

结果的因素分析

使用 # Η # # 计算机软件
,

对中国大学生和 日本大学生的  ! ) ,+ 个项 目的测验结果进

表> 中 国 大 学 生 的 丁!) 因 素

项 目 因素负荷量 第 一 因 素 0说 明 率 ΧΔ
.

?多6

一一不一
一

Ι
一

。
·

Δ≅

Χ“

Φ 呼
Δ

”Δ

Φ
“

·

ϑ ϑ

+

+
”

·

Χ >

? + Κ ≅
·

Χ ≅

项 。

Φ
因 Λ 负荷、

一发现剩下 的时间对答完题不够时
,

就急了

在考试 后发现对会做的题没有做对时
,

自己生 自己 的气

考试题都会
,

就安心 了

在重要的考试 之前
,

坐立不安

焦虑不安 与考试范围的盘和难度成正比

第 二 因 素 0说 明 率 + Α
.

拓6

≅
。

Δ Α

≅
。

Δ Χ

≅
。

Δ Χ

≅
。

Χ >

≅
。

Χ

≅飞? ,

≅
。

? ,

≅
。

? Α

≅
。

? Α

≅
。

? Χ

≅
。

? Χ

在重要考试之后
,

屡次由于过于紧张而坏 了肚子

只要一想到考试即将 来临
,

身体就发皿

考试前肚子坏 +
’

考试 后常常头晕

在进行重要的考试时
,

头就痛起来

一考试
,

就口 千舌燥

考试中
,

比平常想上厕所 的次数增多
.

重要的考试前
,

吃不下饭

在考试前或考试中
,

时常手冰凉

一到考试前
,

头就痛

考试前或 考试 中
,

有时哆嗦发抖

甲.4&‘月‘ !∀六石心自∀#!∃月了!斑七亡%月子∀∃
尹&∋匕亡%

、

因素负荷量 第 三 因 素 (说 明 率   
&

) 拓∗

+
&

+
+

+
+

+
+ + + + + +

一一
,

。

 

−
。

∀)

, ∀ .

考试前
,

担心会不会 不及格

在考试期间
,

担心能否顺利毕业

一遇到很难的考试时
,

就担心能不能及格

一匕心自
& &占丹匕叮自∋乙

因素负荷量 第 四 因 素 (说 明 率 /
&

)多∗

考试中
,

不着边际的想法在脑中浮现

在考试时
,

常想起 自己 在别的什么地方的事

在考试期间
,

常沉迷于幻想

在考试期间
,

尽想些先前发生的事情

在考试期间
,

有时想些与考试范围无关 的事

在考试时
,

有两三次沉迷于空想之 中0

一

叮!,目匕乙
1

∀∋
1亡%23匕3匕口找3亡3∋∋仙∋14∋

1六%

⋯
0
一

。·5 /,连6

一

一

一项 第 五 因 素 (说 明 率 5
&

另∗

−
。

,
。

∀ .

,
。

∀

,
。 ∀

只要不考试
,

就能学到更多的学 问
。

可是
· ·

一
对考试非常庆烦

只要不记 成绩
,

就会从讲课中得到更多的东西

考 试不该 以现在这样的紧张状态进行

巴!∀九−空%,曰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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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因素分析
,

分别抽出五个因素
。

现将因素负荷量较大的因素项目列于表 >
、

表 ? 。

国大学生与 日本大学生的  ! )五因素对照示于表 Χ
。

电

表? 日 本 大 学 生 的  !) 因 素

项 目 因素负荷量 第 一 因 素 0说 明 率 Χ Χ
.

? 另》

Α+ΑΔΧΔ>ΔΔ≅Δ+ΧΑΧ>沁
.”八甘几%,∋
%∋甘∋∋&∋%∋&

&

∀ 5

一到考试前
,

头就痛

考试前一天晚上
,

怎么也睡不着

在考试期 间
,

总是提 心吊胆

在重要的考试之后
,

屡次由于过度紧张而坏了肚子

考试后
,

往往头晕

在考试 中
,

对身体很 介意 (感到痒
、

痛
、

出汗
、

恶心等》

在进行重要的考试时
,

头就痛起来

考试前
,

肚子坏了

只要一想到考试 即将来临
,

身体就发僵

考试 中
,
比平常想上厕所的次数增多

一 出考场
,

就迷迷糊糊
,

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8甘‘%,
&月才几舀−口心自内!∀∋
&月匕巴口几−丹9舀−!公品−∃月才才∀ 勺

项 因素负荷量 第 二 因 素 《说 明 率  ∀
&

/多∗

一进行很 难的考试时
,

毓担心能不能及格

焦虑不安与考试范围的量和难度成正 比

突然袭击的考试 比事先预告的考试更加不安

考试那天变得 不安起来

考试 时很紧张

考试一开始
,

心里就咚咚直跳

考试前
,

充满了苦恼 和不安

考试前
,

老是想
,

多么难 啊

只要进行重要的考试
,

心情就变得沮丧起来

内−‘ .
‘0匕1石/

∋4∋:0合二;∀!叹!,&

⋯⋯
∋&1%∋&丹%∋&∋<∋&

,
。

∀ 5

,
。

∀ 舀

,占‘工口舀甲
&&
兮,
&几−八%八”<∋‘

∀
∋4‘二∀∀∀
%−

项 因素负荷量 第 三 因 素 (说 明 率  7
&

/ 拓∗

考试中
,

不着边际的想法 在脑中浮现

在考试时
,

时常想到 自己 在别的什么地方的事

在考试时
,

有二
,

三次沉迷于空想之中

在考试 中
,

老想着今夭的新 闻

在考试期间
,

思考总是不能集 中

考试前
,

担心会不会不及格

在考试期间
,

常沉迷于幻想

心自,曰匕∋口−二甘!∀丹一才了冉−八=0>0:0!&

⋯⋯
<%∋八甘∋&∋八%∋几:0合在1自−充, 匕,二介七心−丹才,

&的,∋=舀:

项 因素负荷量 第 四 因 素 (说 明 率 .
&

.拓∗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考试感到非常 焦虑不安

对考试非常厌烦

考试前
,

焦虑不安

在考试前
,

对考试
,

这也焦虑
,

那也担心

为了要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

而感 到有压力

考试前
,

充消了苦恼和焦虑

,上∀.
,‘<冉−月了−自月−‘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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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项 目

⋯
因素负荷量

Φ
·

第 五 因 素 0说 明 率 − 一Μ 6

> >

Ι
。

· ? >

Ι
考试不该以 现在这样的紧张状态进行

“”
⋯

”.? “
⋯ 有 的教师喜欢灵机一动就进行侧验

,

对他的课很讨厌

“+
Φ

“.? Α
Ι 考完后

,
心 想能做 的都做了

““
⋯

”.?Α Φ 学校应认识到
,

有的学生 由子神经质而比 别人更影响考试成绩

“Δ Φ ≅.?
?

.

Φ
Ε Ε

只要不泥成绩琳会从讲课 中得到更多的东西

表 Χ 中国 和 日 本 大 学 生 的 五 因 素 对 照

,
中 ,

∗ “
·

Φ一
Β

—
一下下

Ν

一下一 下下—一一一到
‘

翌兰飞千
Ν 一二+

一

一+ 一一
.

+
Ι

”

Δ.? + 考试进行时的 焦虑

“
Ι

+
Α. Ι 伴随生理反应的焦虑

“
Ι

+ + ., + 对考试结果的阶。
?
⋯

Α ., Ι
空 想性逃避

Β

Χ Κ Δ. Χ
Φ 对考试的嫌 恶和批 判

日 本

说 明率男 因 素

伴随生理反应的焦虑

对考试的总体性焦虑

空想性逃避

考试前的焦虑

对考试 的嫌恶批判及 自我防卫

左丹月才才Ο&?
..

⋯
<勺∀8曰八己8%已;

0胜二,上

讨 论

一
、

中 日大学生的考试焦虑的比较

 
&

从表  的结果
,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特点
? (  ∗ 中国大学生比日本大学生对考试更

有自信
。

中国大学生有 个 (对考试 自信 ∗ 项目得分显著地高于 日本大学生
。

(7 ∗ 中国大

学生对考试的成绩非常重视
,

也有 个项 目是显著地高于 日本大学生
。

(≅∗ 中国大学生在

考试进行时 的焦虑有 ∀ 个项 目显著地高于 日本大学生
。

解释
?

几年前
,

中国的大学升学率在百分之十以下
,

现在也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

而 白本

的大学升学率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 。

因此
,

在中国
,

大学人学考试的竞争
,

远比 日本激烈
。

能进人大学的中国大学生
,

一般说来
,

学习要比 日本大学生认真刻苦
。

考试能否及格
、

能

否升级和毕业等
,

对中国大学生来说
,

是不成为问题的
。

因此
,

中国大学生在考试时比较

自信
。

、

考试成绩是学生学习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
,

在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到毕业后的工作分

配
。

因此
,

中国学生重视考试成绩是可以理解的
。

由于对考试成绩很介意
,

因此
,

如果在考试 中遇到了什么难题
,

而影响他们取得好成

绩时
,

也许就变得紧张起来
。

所以
,

中国大学生在考试进行时
,

显示 出高焦虑不安
。

7
&

表 ≅ 的结果表明
,

从总体来看
,

日本大学生对于考试的焦虑远比中国大学生高
。

他们在对考试的一般性紧张焦虑
、

生理变化
、

与考试课题无关的胡思乱想
、

对考试结果的

担心
、

对考试的嫌恶和批判志度
、

对考试的 自信缺乏
、

认知妨碍等方面
,

却明显地高于中国

大学生
。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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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从小学到高中
,
日本学生的负担很重

。

大学毕业后进人企业和 工 作岗位

后
,

竞争又十分激烈
,

使人变成了工作机器
。

因此
,

大学时代被 日本人看成是玩乐的
“

黄金

时代
” 。

许多 日本学生考人大学后
,

不认真念书
,

而是寻求娱乐
,

甚至长期不到校上课
。

由

于平时不好好学习
,

不少学生对考试非常害怕
,

一到考试前只好临时
“

抱佛脚
” ,

昼夜拼命
,

企图蒙混过关
。

因此
,
日本大学生在考试期间高度紧张焦虑

,

生理反应强烈
,

缺乏自信
,

以

幻想来逃避考试的压力
,

过度的紧张又造成了认知障碍
。

所以
,

他们对考试持厌恶和批判

的态度
。

另外
,

日本大学实行学分制
,

只要考试及格就能获得该课 目的学分
,

只有获得一

定的学分才能毕业
,

并怠大学毕业文慈自找职业
。

因此
,
日本大学生对考试结果 0即能否

及格
、

是否落榜
、

能否毕业等 6非常介意
。

以上结果
,

恐怕与 日本的社会状况
、

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等现状有关
。

>
、

从中国大学生与 日本大学生的  ! ) 的结果 中
,

可以看到三点不同之处
。

第一
,

中国大学生比 日本大学生
,

高焦虑项目少
,

内容的范围也窄
。
日本大学生比中

国大学生的高焦虑项目多
,

内容的范围也广
。

第二
,

中国大学生比 日本大学全
,

对考试的自信比较强
。
日本大 学 生对考 试缺乏

目信
。

第三
,

中国大学生的考试焦虑主要集中于考试进行时的紧张和对考试成绩的介意
。

而 日本大学生的考试焦虑是对考试的总体性焦虑
,

其焦虑内容是广泛的
。

二
、

中日两国大学生故  !) 因素分析

从表 Χ 可以看到
,

伴随生理反应的焦虑
、

空想性逃避及对考试的嫌恶和批判等三个因

素
,

是中国和 日本大学生所共有的
。

但是
,

在两国的因素分析的结果中
,

有三个 显著 的

不同点
。

Ε

第一
,

日本大学生的生理变化因素是第一因素
,

具有 ΧΧ
.

? Μ 的说明率
,

而中国大学生

的该因素是第二因素
,

只具有 + Α
.

Μ 的说明率
。

一

这表明
,

生理变化这个因素
,

在 日本大学

生的考试焦虑因素中
,

是最重要的因素
,

而在中国的大学生的结果 中
,

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因素
。

在生理变化的因素中
,

坏肚子
、

头痛
、

身体僵硬
、

吃不下饭
、

头晕
、

考试时上厕所次数增

多等
,

中 日大学步双方都是作为主要的因素项目而具有高负荷量
。

但不同的项 目
,

在中国

大学生方面
,

主 要是
“ 口干舌燥

” 、 “

时常手冰凉
” 、 “

发抖
”

等
。

这些都是偏重于纯生理性变

化
。

而在 日本大学生那里
,

则是
“

考试前怎么也睡不着觉
” 、 “

在考试期间
,

总是提心吊胆
” ,

“

在考试中对身体很介意 0感到痒
、

痛
、

恶 心等6
” 、 “

一出考场就迷迷糊糊什么都记不起来

了
” 。

这些主要是偏于心因性的生理反应
。

第二
,

中国大学生的第一因素 0考试进行时的焦虑 6与 日本大学生的第二因素 0对考试

的总体性焦虑6及第 四因素 0考试前的焦虑6
,

是各自独有的因素
。

这是两国大学生不同的

因素
。

从重要性来看 Π 中国的第一因素具有 ΧΔ
.

? Μ 的说明率
,

是最重要的因素
。

而 日本

的第二因素和第四因素只有 +?
.

Α Μ 和 −
.

− Μ 的低说明率
,

是非重要因素
。

从内容来看
,

似乎都是对考试的焦虑
,

但焦虑的指向性和时间性是不一样的
。

中国大

学生的焦虑
,

主要是与考试的实施状况关连
,

而 日本大学生的焦虑
,

主要是考试前后或考

试中对考试的总体性焦虑‘
.



期 凌文拴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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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日本大学生的

“

伴随生理反应的焦虑
” “

空想性逃避
” 、“

对考试的嫌恶和批判
”

三

个因素的说明率
,

都比中国大学生的高
。

总的来看
,

因素分析的结果与  ! )得分的结果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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