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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适应性学习模型的发展研究

王 鹏 时 勘 左衍涛 孙 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

摘 要 本研 究采 用 中科院 心理 所 时勘 等人修 订 的美国密执安大 学

编制 的适应性 学习模 型问卷
,

调 查 了北 京市一所 中学从初一 到 高三年级

的 名 学生
。

结果表明 在 中学阶段
,

随着年级的增长
,

存在着适应性学习模

型向昨适应性学习模 型转化的趋 势
,

其中高中阶段的这种 变化更明显
。

环境 因素对

学生适应性学习模型的 变化有重要影响
。

中学生适应性学习模型各 因素的发展

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

男生 在与昨适应性动机模型有关的 因素上得分明

显 高于女生
。

关键词 适应性学 习 模型 成就动机 性别差异

一
、

引言
初期的成就动机研究往往注重分析影响

学 生成就行为的归因过程
,

是在学生 已经 出

现 了问题之后再来研究相应的矫正对策
,

因

此它更多强调的是治疗或矫正
。

而当前的动

机研究则更多强调预防为主的对策
。 、

等人认为
,

有利于适应性学 习模型形

成 的文化环境 学校
、

课堂和家庭 对学生的

成就动机系统和学业成就有着积极的影响
。

他们的研究表明
,

学 习环境 包括学校
、

班级
、

同龄人和家庭 影响个体的 目标定向
。

强调业

绩的外部环境往往导致业绩 目标定向
,

从而

产生非适应性行为 反之
,

强调掌握的外部环

境往往导致任务 目标定 向
,

从而产生适应性

行为
,

进而导致不同的心理发展结果 即不同

的情绪情感和学习策略
。

个体的 自我功效等

内部中介变量则与 目标定向和行为发展有着

复杂的相关
。

为验证这一模型是否适用于

我国
,

时勘等人采用修订过的美 国密执安大

学 编制的
“

适应性学 习模型问

卷
” ,

在我国普通中学及职业中学进行了验证

性研究
,

验证了学校环境在 目标定向上的重

要影响作用
,

同时还发现超常班学 生在总

体上 比普通班学生更具有适应性学习模型的

特点
,

但是从高一到高二
,

超常学生的动机模

型发生了负面变化
,

而且这些变化与强调相

互竞争的环境变化有密切关系
。

此外
,

梁海

梅等人 还探讨了外部动机和 内部动机对不

同学习绩效的影响
。

上述研究证实了在我国

开展适应性学 习模型 的可行性
,

并在此基础

上提 出了 中学 生适应性模型 的较完善的构

思
,

但 目前 尚未从动态的角度探讨适应性学

习模型在中学阶段的发展过程
。

国外虽有一

些关于适应性学 习模型转换期 的研究
,

但

研究规模较小
。

因此
,

本研究作为适应性学习

模型的系列研究
,

将着重于探讨适应性学 习

模型在整个 中学阶段的动态发展趋势
。

在这

次实验中
,

我们采用经过中科院心理所时勘

等人修订 的美 国密执安大学

编制的
“

适应性学 习模型 问卷 ” ,

调查 了北京

市一所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年级的 名学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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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实验方法
被试

被试来 自北大附中的初一至高三六个年

级
,

被试样本分布情况如下表
。

表 被试的样本分布表

年级
平均年龄

岁
男生
人

女生
人

系统的相关分析
,

内部中介变量 自我功效
,

智力先天
,

智力可塑 与成就 目标系统的相关

分析
,

情感及学 习策略 学业焦虑
,

消极 自我

意识
,

学 校积极
、

消极情感
,

班级
、

学 校 归属

感
,

自尊
,

深度加工策略
,

回避努力策略
,

自我

价值保护策略 与成就 目标系统的相关分析
。

分析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 十分一致
,

再次证实 了有关适应性学 习模型 的基本假

设
,

即学 生的 目标系统可以分为掌握 目标和

业绩 目标 包括能力 比较
、

避免努力和外现行

为
、

成人赞扬 目标
、

消极 同伴赞扬 目标
。

其

中
,

前者与适应性行为 如深度加工策略
、

对

学校的积极情感
、

对班级和学校的归属感 有

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而后类 目标则与非适应

性行为 如学业焦虑
、

回避努力和 自我价值保

护等 有显著的正相关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

不再详列有关结果
。

分析中学阶段学生适应性学习模型的动

态发展趋势是本研究的重点
。

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
,

除了学业焦虑和 自尊量表以外
,

在其它

分量表上不同年级的变化是显著的
。

我们根

据六个年级在各分量表的得分平均值 见表

作线图
,

发现了一些特点
。

关于环境因素的变化趋势分析

从初一到高三年级
,

学校
、

课堂强调业绩

明显上升
。

家庭强调业绩的变化 比较复杂 初

二和高一阶段较低
,

以后逐渐上升
。

与此相对

应
,

学校
、

课堂
、

家庭强调掌握和学校 民主气

氛的变化都呈下降趋势
。

需要注意的是
,

高中

阶段的下降趋势要快于初 中阶段
。

学校
、

家庭

和课堂强调掌握的变化趋势较一致
。

消极同

伴影响和积极同伴影响的变化 比较 曲折 前

者逐渐上升
,

后者变化不大
。

关于内部中介变量的变化趋势分析

智力先天观点与学校
、

课堂
、

家庭强调业

绩的变化较为一致
。

而智力可塑观点则与学

校
、

课堂强调掌握的变化趋势一致
。

自我功效

总体呈下降趋势
,

特别是在高二年级
,

高三略

有 回升
,

但仍 明显低于高一年级
。

初 一

初 二

初 三

高 一

高 二

高 三

合 计

方法

本实验采用横断研究法探讨学生的适应

性学习模型在中学阶段的发展趋势
。

主试采

用问卷在班级内进行集体施测
。

问卷采用中

科院心理所时勘等人修订的美国密执安大学

编制 的
“

适应性学 习模

型问卷 ” 。 “
适应性学 习模型调查问卷

”

采用

点利克特量表
,

主要测量学生的成就 目标
、

成

就信念
、

对学校的情感
、

学 习和应对策略
、

社

会影响和对学 习环境的认识等多个维度
,

调

查具体分为 个方面 对学校气氛的认识
,

对班级气氛的认识
,

个人成就 目标
,

自我功效

信念
,

对智力性质的信念
,

自我概念和情感反

应
,

学习和应付策略
,

社会影响等
。

该问卷共

包括 个分量表 详 见
。

三
、

结果及分析
适应性学习模型在不同年级的发展趋

势的动态分析

我们对适应性学 习模型各要素间作了相

关分析
,

即成就 目标定 向系统 成 人赞扬 目

标
,

回避努力 目标
,

强调能力 比较 目标
,

强调

外部表现 目标
,

强调任务定向 目标
,

消极同伴

赞扬 目标 的相 关分析
,

环境 因素 学 校
、

课

堂
、

家庭强调业绩表现
,

学校
、

课堂
、

家庭强调

任务掌握
,

积极
、

消极 同伴影响 与成就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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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就 目标系统的变化趋势分析

强 调业绩 外部表现 目标
,

强调能力 比

较 目标
,

回避努力 目标
,

成人赞扬 目标
,

消极

同伴赞扬 目标在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
,

而

掌握 目标明显下降
。

此外
,

学生强调业绩 目标

与学校
、

课堂强调业绩的环境变化趋势相当

一致 与此相应
,

掌握 目标与学校
、

课堂
、

家庭

强调掌握的下降趋势相吻合
。

而回避努力 目

标
、

消极同伴赞扬 目标与同伴消极影响的变

化趋势很一致
。

关于情感
、

自我意识和认知策略的发展

趋势分析

对学校的积极情感逐渐下降
,

消极情感

逐渐上升
,

初中阶段变化平稳
,

高中阶段变化

明显
,

这与学校
、

课堂强调业绩和个人业绩 目

标定向的变化趋势相一致
。

学业焦虑与消极

的 自我意识两者的变化较一致 在初中阶段

呈明显下降
,

但从高一开始
,

负面变化逐渐加

剧
。

回避努力策略和 自我价值保护策略等消

极学 习策略总体上呈上升状态
,

且与消极同

伴赞扬 目标
,

回避努力 目标成人赞扬 目标等

的变化一致
。

深度加工策略同样表现出了与

强调掌握的环境和个人 目标之间的变化相似

性
。

表 各年级学生在分 表上的平均得分

分量表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学校强调业绩

学校强调掌握

学校 民主气氛

课堂强调业绩

课堂强调掌握

家庭强调业绩

家庭强调掌握

积极同伴影响
·

消极同伴影响
·

外部表现 目标

能力 比较 目标

回避努力目标

任务定向目标

成人赞扬 目标 一

消极同伴赞扬

自我功效

智力固定
·

智力可塑

学业焦虑

消极的 自我意识

学校消极情感

学校积极情感

班级归属感
·

学校归属感

自尊

深度认知策略
·

避免努力策略

自我价值保护策略

学校 强 业绩 学校 民上气执 课堂强调业绩

家庭强调掌握 消极同伴影响 自我功效

业绩表现 目标 能力 比较 目标 成人赞扬 目标

消极 自我意识 学校消极情感 班级归属感

深度加工策略 避免努力策略 自我保护策略

图 男女学生的分 表分数比较

家庭强调业绩

智力可塑观点

消极同伴赞扬

学校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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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学生适应性学习模型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对男女学生适应性学习模型各因

素进行了差异分析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男生

在与强调业绩有关的 个分量表上显著地

高于女生 学校强调业绩
,

课堂强调业绩
,

家

庭强调业绩
,

消极同伴影响
,

强调业绩 外部

表现 目标
,

强调能力 比较
,

成人赞扬 目标
,

消

极同伴赞扬 目标
,

消极 自我意识
,

消极学校情

感
,

回避努力策略和 自我价值保护策略
。

而女

生在与强调任务有关的因素
,

如学校 民主气

氛
、

家庭强调任务上显著地高于 男生 见 图
。

但男生在 自我功效概念
,

智力可塑观点
、

班级归属感
,

学校归属感
,

深度加工策略等

个与强调任务有关的分量表上显著高于女

生
。

四
、

讨论
关于适应性学习模型在不同年级的动

态比较

分析表明
,

从初一到高三年级
,

学生的成

就动机模型有着从适应性动机模型 向非适应

性动机模型转化的趋势
。

从环境因素来看
,

学

校和课堂对业绩的强调一致上升
。

相反
,

学

校
、

课堂
、

家庭对任务的强调则都趋下降
。

消

极同伴影响上升
,

积极同伴影响下降
。

同时
,

高 中阶段与初 中阶段相 比
,

学校和课堂对业

绩的强调程度更高
,

而对任务 的强调下降得

更明显
。

可见
,

随着年级的增加
,

学生所处的

环境在强 调外部表现和 能力 比较上逐渐增

长
。

这可能是与学业负担和升学压力不断加

重有关
。

从学生的 目标定向来看
,

学生更多地

采 用业绩 目标 业绩表现 目标
、

强调能力 比

较
、

避免努力 目标
、

成人赞扬 目标
、

消极 同伴

赞扬 目标
,

而任务 目标定向明显下降
。

从中

介 因素和心理发展结果来看
,

学生对智力 固

定的看法有所上升
,

而对于智力可塑 的看法

降低
。

作为心理发展结果
,

他们更多地采用 回

避努力策略和 自我价值保护策略
,

消极情感

增多
。

上述分析表 明
,

伴随着环境 中业绩强调

的增长
,

学生的动机模型 中各相关要素均发

生了负面变化
,

并产生了更多的不适应性行

为和心理发展特征
。

在对线图的分析中
,

我们

还发现大多数的业绩 目标定 向
,

消极情感和

学 习策略的变化都与环境强调业绩的变化表

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
。

而学校
、

课堂
、

家庭对

任务的强调则与任务 目标定 向
、

积极情感和

积极学 习策略的变化一致性较高
,

这种一致

性从直观上证明环境因素在整个学 习模型的

变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

关于中学生适应性学习模型的性别差

异

本研究结果发现
,

男生更多的是在与非

适应性学 习模型有关的因素上显著高于女

生
。

女生在学校 民主气氛
、

家庭强调任务等与

强调任务有关的因素上显著地高于男生
。

对

于男生产生非适应性倾向的可能原因
,

我们

认为 首先
,

这与社会环境因素有关
。

家庭
、

学

校一般对女生的期待值相对较低
,

而且存在

那种认为中学阶段的男生比女生潜能更大的

看法
。

这就使得在进入中学后
,

学校
、

课堂及

家庭对女生的学业失败往往 比较谅解
,

却对

男生提 出了更高的业绩要求
,

从而使得环境

在男女生之间表现出了性别差异
。

同时
,

中学

阶段的男生与同年龄 的女生相 比
,

心理上还

不够成熟
,

易受到同伴的影响
,

也更容易形成

一些消极小团体
,

对其适应性学 习模型的形

成造成负面影响
。

但是
,

男生也表现 出了一些 明显 的适应

性行为
。

如在 自我功效概念
、

智力可塑观点
、

班级
、

学校 归属感及深度加工策略等 个量

表上
,

男生显著高于女生
。

分析认为
,

男生的

自身特点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
。

我们

知道
,

男生 比女生更倾向于作外部归因
。

这一

点在 自我价值保护策略分量 表 上也有所体

现
,

男生在这一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

男生的这一特点使得他们在学业失败时
,

往

往不是归因于能力等内部不可控因素
,

而是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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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

以便从不同角度深化课程建设
。

教师

梯队建设与教研室建设同步
。

教师梯队建设

得到教研室大力支持
,

同时又提高了教研室

教师的水平
,

使课程建设成果得 以在教研室

推广
。

四
、

儿童心理学课程建设的

成果
年的课程建设成果是显著的

。

目前已

初取得了 项成果
,

基本上实现了儿童心理

学课程建设的目标
,

建立了教学文件
,

编写了

教 科书
,

出版了《儿童心理学纲要 》
、

《幼儿个

性发展与教育 》
,

并选编
、

出版了《儿童心理教

学参考资料 》等
,

以求课程 内容的现代化 构

建了新的教学思想
、

程序和方法
,

总结出四结

合的教学原则及
“ 四

·

三三
”
教学新模式

,

编

辑出一套反映
“ 四

·

三三
”

教学模式的实况画

册
,

以求课程观念 的现代化 在教学手段方

面
,

自制了儿童心理学直观教具
,

以求课程技

术的现代化 同时
,

我们还建立了儿童心理学

实验室及教学科研基地
,

改革了考试制度
。

课

程建设确实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

提

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

通过课程建设
,

也形成

了一支老中青结合
,

有较高教学
、

科研水平的

团结一致
、

富于活力的教师梯队
。

回首 年所走过的历程
,

展望未来高等

教育的发展
,

我们深深体会到
,

儿童心理学课

程建设符合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
,

跟上了当

代教育教学改革的潮流
,

对培养具有综合素

质的合格人才具有积极促进意义
。

然而
,

课程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

儿童心理学课程

的现代化将 随着社会
、

科技的发展
,

不断更

新
、

完善
,

永无止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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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于努力或环境等外部可控因素
。

这会在

一定程度上保护其 自我功效和智力可塑观

点
,

而这对于形成积极情感和 采用积极学 习

策略是有正面影响的
。

五
、

结论
本研究采用

“

适应性学 习模型 问卷
” ,

调

查 了北京市一所 中学从初一到 高三年级 的

名学生
。

结果表明

第一
,

在中学阶段
,

随着年级的增长
,

存

在着适应性学习模型向非适应性学 习模型转

化的趋势
,

初 中阶段与高中阶段的这种变化

相 比较
,

高中阶段的负面变化更为 明显
。

其

中
,

环境因素对学生适应性学 习模型 的变化

有重要影响
。

第二
,

中学生的适应性学 习模型存在着

明显的性别差异
。

男生在与非适应性学习模

型有关的因素上得分明显高于女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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