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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儿童在 SARS时期的学习适应。方法 通过电话访谈法个别测查了小学三年

级、小学五年级、初一年级、高一年级共 96名儿童 ,对访谈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 ( 1) SARS流行期学生

每日平均学习时间为 302. 55m in,占全部活动时间的 60%以上; ( 2)在所有资源中,传播 /空中课堂0的媒介

/电视0是 SARS流行期学习最不可缺少的工具 ( 33. 0% ) ; ( 3) SARS流行期, 儿童采用了多种学习方式,

/完成自学0为使用人次最多的。结论 ( 1) SARS对儿童的学习产生了深刻影响, 使儿童每天的学习时

间、学习途径、学习方式等发生了改变; SARS的影响以消极影响为主。 ( 2) SARS期间儿童学习适应良好。

儿童对 SARS流行期的学习满意度较高,多数儿童认为 SARS流行期的学习效率与 SARS之前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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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lea rn about ch ildren s' learn ing adaption dur ing SARS. Methods Te le- inter-

v iew ing w ith 96 ch ildren from elem entary schoo l and m iddle school separate ly. Resu lts ( 1) Ch ildren 's tim e

spent on learn ing is above 302 m inutes everyday during SARS1 ( 2) TV is the most w ide ly used learn ing resource1
( 3) learn ing by se lf is the most popu lar learn ing m ethod. Conclusion Children s' learn ing such as learn ing tim e,

learn ing m ethod and lea rning resources was g reatly in fluenced by SARS. H ow eve r, in genera,l they fe lt satisfied at

the ir learn ing state dur ing SARS, which indicates a good ada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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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SARS危机给人们的生

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同时也营造了广泛的学术研究空

间。在心理学领域, 研究者们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研究

动向, 研究了人们的应激反应模式及其特征
[ 1 ]
, 研究

了民众心理行为和情绪障碍以及 SARS一词的心理意

义
[ 2-5]
等等。本研究以少年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 了解

在 SARS流行期儿童的学习状况和学习适应。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于 2003年 5月随机选取北

京某地的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所。以小学三年级、小

学五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学生为本研究的对

象,每年级组 24人,男女各半。其中,三年级儿童的年

龄平均为 9岁 4个月, 五年级儿童的年龄平均为 11岁

2个月, 初一年级儿童的年龄平均为 13岁 4个月, 高

一年级儿童的年龄平均为 16岁 4个月。

二、研究工具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电话访谈法。访谈依据为中科院心理

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儿童认知发展课题组自编

的 5SARS时期儿童学习适应访谈问卷 6。内容主要涉
及以下几个方面:儿童的学习时间分配、儿童的学习方

法和途径、儿童的学习效率、儿童的学习满意度评价

等。访谈者由被抽样学校的教师担任, 在正式访谈开

始前接受访谈技巧和访谈内容记录的专门训练, 访谈

时间约为 25m in。访谈结束后回收有效问卷 96份, 回

收率 100%。由 2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对问卷进行编

码,编码一致性达 0. 995。

三、结果处理

录入计算机后,使用 SPSS 11. 0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一、SARS流行期儿童每天的学习时间分配

研究儿童的学习时间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 1 )儿

童自我估计每天的学习时间; ( 2)请儿童拟出 SARS流

行期的主要活动,计算学习时间在儿童日常生活中所

占百分比。结果表明, SARS时期学生每日平均学习

时间为 302. 55m in, 其中, 空中课堂为 140. 25m in, 作

业看书时间为 212. 72m in。学习在儿童的日常活动中

占有很大比重, 分别为: 三年级 67. 67%, 五年级:

59. 29% ;初一年级: 67. 42%; 高一年级: 67. 83%。 µ2

检验的结果表明,年级之间差异无显著性。就不同年

级儿童每天学习时间的绝对值而言, 年级组之间差异

非常显著 ( F = 4. 34, P < 0. 001)。结合 SARS流行

期儿童的日常生活安排,以学习时间占总体活动时间

的百分比为评价标准,不同年级儿童之间差异无显著

性。

二、SARS流行期儿童的学习资源 (表 1)

表 1显示, SARS时期,儿童利用了多种学习资源,

对学习资源的使用年级之间差异无显著性 ( µ2 =

19. 53, P> 0. 05)。

#838#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年 9月第 14卷第 9期  Ch in J o f Behav ioralM ed Sc,i Septem be r 2005, Vo l 14, No. 9



表 1 SARS流行期儿童利用学习资源情况比较 (例, % )

年级 课本 网络 电视 电话 当面辅导 其他 合计

三年级 23( 33. 3) 7(10. 1) 23( 33. 3) 13( 18. 8) 0( 0. 0) 3(4. 3) 69( 24. 5)

五年级 17( 26. 2) 17( 26. 2) 23( 35. 4) 5( 7. 7) 2( 3. 1) 1(1. 5) 65( 23. 0)

初一年级 23( 29. 5) 23( 29. 5) 24( 30. 8) 6( 7. 7) 1( 1. 3) 1(1. 3) 78( 27. 7)

高一年级 24( 34. 3) 15( 21. 4) 23( 32. 9) 7( 10. 0) 0( 0. 0) 1(1. 4) 70( 24. 8)

合计 87( 30. 9) 62( 22. 0) 93( 33. 0) 31( 11. 0) 3( 1. 1) 6(2. 1) 282( 100. 0)

三、SARS流行期儿童的学习方式 (表 2)

表 2 SARS流行期儿童学习方式的比较 (例, % )

学习方式

年级
完全自学 与同学一起 教师辅导 家长辅导 其他

三年级 21( 39. 6) 3( 5. 7) 10( 18. 9) 18( 34. 0) 1( 1. 9)

五年级 20( 41. 7) 0( 0. 0) 7( 14. 6) 18( 37. 5) 3( 6. 3)

初一年级 15( 51. 7) 4( 13. 8) 1( 3. 4) 8( 27. 6) 1( 3. 4)

高一年级 22( 44. 9) 8( 16. 3) 12( 24. 5) 1( 2. 0) 6( 12. 2)

合计 78( 43. 6) 15( 8. 4) 30( 16. 8) 45( 25. 1) 11( 6. 1)

表 2显示, SARS流行期, 儿童采用了多种学习方

式,如:完全自学、与同学一起学习、在电话中或通过空

中课堂接受教师辅导、在家庭中接受家长辅导等。

四、儿童对 SARS流行期学习的满意度分析

总体而言, 儿童对 SARS流行期学习的满意度较

高。除 2. 08%的 /非常不满意 0和 3. 13%的 /比较不
满意 0外, 46. 88% 的儿童感觉 /比较满意 0, 另有
6. 25%的儿童 /非常满意0。不同年级儿童对 SARS流

行期学习的满意度差异有显著性 ( µ2
= 33. 84, P <

0. 05),小学和初中儿童的满意度高于高中儿童。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儿童评价满意与否的标准是

学习效率和学习指导。学习效率高 ( 50. 0% )和能够

得到有效的指导 ( 2. 9% )是儿童对 SARS流行期的学

习感到满意的主要原因;儿童不满意的原因在于得不

到教师的有效指导 ( 23. 5% ), 学习效率低 ( 23. 5% )。

不同年级儿童在所提供的满意与否的原因上差异无显

著性 (µ2
= 15. 43, P> 0. 05)。

五、儿童在 SARS流行期的学习效率分析

对儿童学习效率的探查是通过儿童的自我评估实

现的。 60. 42%的儿童认为 SARS流行期的学习效率

与 SARS之前的相当, 13. 54%的儿童认为学习效率提

高,而 26. 04%的儿童则认为学习效率降低。就儿童

总体来说, SARS前后儿童的学习效率没有显著改变。

但儿童对学习效率的评价上年级差异无显著性 ( µ
2
=

19. 47, P< 0. 05) ,相较于小学和初中儿童普遍认为的

/差不多0 (分别为 62. 5%、79. 17% ), 54. 17%的高中

儿童认为 SARS期间的学习效率降低。

六、SARS对儿童学习所造成的影响

SARS对学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 即: 与

教师沟通不良、学习质量下降以及自学能力提高。以

负面影响居多,占反应总体的 87. 9% ; SARS流行期的

停课使得儿童学习质量下降 ( 53. 0% ), 造成儿童与教

师沟通不畅 ( 34. 9% ), 这是儿童评价 SARS不良影响

的主要依据;与之相伴随的是,部分儿童认为 SARS流

行期自学能力提高 ( 12. 0% )。不同年级儿童对 SARS

影响的评价差异无显著性 ( µ2
= 7. 35, P> 0. 05)。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与 SARS之前相比, SARS时期

儿童每天的学习时间、儿童的学习途径、学习方式均发

生了较大改变。 37. 5%的三年级儿童、50%的五年级

儿童以及 100%的初中和高中儿童一致认为 SARS对

他们的学习产生了影响。有趣的是, 小学三年级儿童

无一例外地认为 SARS带来的影响是消极的, 而随着

年龄的增长, 儿童对 SARS影响的评价趋于客观。这

可能与儿童的认知水平有关。小学儿童由于认识能力

的局限在评价某一事物时更多倾向于采用一维的观

点,他们对问题的反应往往只有 /好0或 /坏 0之分。
不同年级的儿童对 SARS流行期的学习效率所作

出的评价不同
[ 6 ]
。三年级和五年级儿童趋向于认为

SARS流行期的学习和以前的学习效率没有明显差

异。而高年级儿童,尤其是高中儿童,在对 SARS时期

的学习效率进行评价时, 更多认为是 /降低0。统计结
果也表明,三年级、五年级儿童在对学习效率的自我评

价上与初中学生有差异,与高一学生有显著差异。

学习方式和可利用的学习途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

原因之一。对儿童学习效率的自我评价与儿童所采用

的学习途径的分析表明,尽管儿童在利用资源上没有

显著差异,但是资源的可利用价值以及儿童对学习资

源的驾驭能力在不同年级儿童中是不均等的。

在本研究条件下,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 1 ) SARS

对儿童的学习产生了深刻影响, 使儿童每天的学习时

间、学习途径、学习方式等发生了改变; SARS的影响

以消极影响为主; ( 2) SARS流行期儿童学习适应良

好。儿童对 SARS流行期的学习满意度较高, 多数儿

童认为 SARS流行期的学习效率与 SARS之前相当。

儿童对学校的喜爱程度较 SARS之前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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