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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阶段是学生学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学业成绩是所有学生关注的焦点。而

由于这一阶段学生学业任务重、学习压力大，如何让学生运用一些学习技巧和策

略来促进学业成绩的提高非常重要。同时，由于高中生在学习中体验到的不同情

绪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热情和考试成绩，如何让学生学会在愉快的情绪下提高

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也是教育者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以往研究发现学业求助行

为作为一种学习调节策略会帮助学生通过向他人寻求一些线索后解决其所遇到

的学习难题，是提高学习能力、提高学业成绩的有效方向和捷径。学业情绪作为

一种具体到学习情境中的情绪对学业成绩的影响非常明显，良好且稳定的学业情

绪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对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有着重要影响。个体做出

求助行为时所感受到的求助代价的大小（暴露自己的无知）、得到的求助益处（解

决问题）是否达到预期都会明显影响个体的学业情绪。本研究以学业成绩作为出

发点，进一步来探讨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绪是如何影响学业成绩的，进一步挖

掘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如何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并提

出相应的教育建议。本研究分别采用《学业求助行为问卷》和《青少年学业情绪

问卷》来测量学业求助行为和学业情绪，选取甘肃省武威市某县两所高中共计734

名学生为被试，采集被试期中考试成绩进行研究，经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研究

结论如下：

（1）高中生的学业求助行为总体良好，求助多采取工具性求助。

（2）高中生学业情绪以积极情绪为主，整体情况比较良好。

（3）工具性求助同学、积极学业情绪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执行性求助、

消极学业情绪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成绩，学业求助行为和学业情绪都是影响高中生

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

（4）学业求助行为的不同维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不同：执行性求助既可以

直接影响学业成绩，又可以通过学业情绪间接影响学业成绩，回避求助通过消极

学业情绪影响学业成绩，工具性求助老师通过积极学业情绪对学业成绩产生影

响，工具性求助同学既可以直接影响学业成绩，又可以通过积极学业情绪间接影

响学业成绩。

（5）不同学业情绪在学业求助行为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一样：积

极学业情绪主要在工具性求助老师、工具性求助同学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中起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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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消极学业情绪则主要在执行性求助、回避求助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中起中

介作用。

关键词：高中生；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绪；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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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nior high school stage is an extremely critical period in the students' academic

career,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the core focus for all students.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use some learn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due to their heavy academic tasks and great pressure of study.

Simultaneously,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motions and experience in their study, which will also affect their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It is also a problem that the educators need to discuss how

to make students improve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a

happy moo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cademic help-seeking behavior, as a

learning adjustment strategy, will help students to seek some clues to solve the learning

problems they encounter, which is an effective direction and shortcut to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bilit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emotion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very obvious as a kind of emotion in learning situation.

Favorable and stable academic emotion can stimulate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and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improving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Whether the help-seeking process is enjoyable and whether the benefits

of help-seeking behavior can achieve expectations will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

academic emotions. This study, tak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as a starting point,

further explores how academic help-seeking behavior and academic emotion affect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further excav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of them

so as to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 on academic help seeking" and "adolescent academic emotion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academic help-seeking behavior and academic emotion. A

total of 734 students in two high schools in a county of Wuwei, Gansu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the mid-term exam achievements of these subjects are gathered

for the aim of stud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Academic help seeking behavior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generally

good, and their academic help-seeking behavior is mainly instrumental help-se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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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emotions are mainly positive emotions,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is relatively favorable.

(3) Instrumental help-seeking from the students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significantly predict academic achievement positively; executive help-seeking and

negative academic emotion significantly predict academic achievement negatively;

academic help-seeking behavior and academic emotion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4)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academic help-seeking behavior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executive help-seeking behavior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also influence academic performance

indirectly through academic emotion. The avoidant help-seeking behavior affects

academic achievement through negative academic emotion. The instrumental

help-seeking from the students can directly affect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affect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indirectly through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5)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fferent academic emotions between academic

help-seeking behavior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s different: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mainl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rumental

help-seeking from teachers and instrumental help-seeking from student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while negative academic emotion mainl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help-seeking and avoidant help-seek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Key words: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help-seeking behavior; academic

emotion;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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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习是学生在学校受教育阶段永恒的主题，而高中阶段更是学习的关键时

期，同时，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是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往往情绪

波动幅度较大。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视高考为人生的风水岭，也非常关注

高中生的学业成绩，因为成绩的好坏关系到学生最后能够进入什么层次的大学。

因此，成绩是贯穿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中的焦点，带给学生的压力也非常巨大。

在这种现实情境下，研究高中生的学业成绩、学习状态、学习策略，为他们提供

相应的学习指导就显得迫切而必要。以学业成绩为出发点，我们需要探讨究竟有

哪些因素影响学业成绩？又是怎么影响学业成绩的？如何提高学业成绩？这就

要求我们结合与成绩密切相关的内外因两个层面来进行研究。

从影响学业成绩的外部因素来看，研究者发现学生在遇到不会做的问题时是

否向他人寻求帮助都会影响到其学习进度和学业成绩(李培娜 , 2013;张灵畅 ,

2015)。高中生随着认知能力的增长，对学习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大大提高，更愿

意主动寻求、利用身边的有利资源进行学习上的帮助(张平, 2016)。研究者认为学

业求助行为就是对身边的资源实施有效利用的途径，也是调节学习节奏和进度的

调节策略，是个体提高学习效率，提高成绩的一个捷径和方向(李晓东, 2001; 宫

婷婷, 2012; 姚微微, 2014)。

就影响学业成绩的内部因素来看，学业情绪对于高中生积极努力的学习具有

重要影响。学业情绪能预测学业成绩，积极的情绪正向预测学业成绩，消极的则

负向预测成绩(李培娜, 2013)。学业情绪的提高能带动学业成绩的提高，积极的学

业情绪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因此可以提高学业成绩(罗瑞霞, 2012)。

“求助”既是一种与人打交道的人际交往方式，又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和

策略，有的求助者会采取这种调节策略去化解难题，但是有的求助者则会认为这

是一种依赖行为，会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缺点，会伤害到自己的自尊心，进而

产生自卑、愧疚等情绪(李晓东, 1999; 李晓东, 张炳松, 2001)，求助的过程和求助

所得到的反馈结果是否达到预期同样会对求助者的学业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进一步探讨学业求助行为和学业情绪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机制非常

有利于研究者今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法来提升高中生的学业成绩，也便于

研究者总结、提炼出更广范围、更实用的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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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学业求助行为

2.1.1 学业求助行为的概念

Nelsonle Gall(1981)认为学业求助是学生在权衡了环境、人物、事件等多方面

的因素后进行的一种求助行为，这种行为具有选择性、针对性和目的性，是求助

者在对求助行为的利弊进行对比权衡以后做出的决定，是与周围人打交道、交往

的一种能力体现，也是及时调整学习方法的手段。学习者在对求助行为的利弊进

行对比权衡以后才会决定是否求助，既考虑求助带来的益处，也考虑求助是否会

暴露自己的不足和劣势李晓东(1999)从范围的大小来区分求助的环境，即从大范

围（广义）和小范围（狭义）来定义求助行为。大范围的求助是学生遇到困难和

学习瓶颈时，主动向比自己更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包括父母、老师、同伴等）

去寻求帮助的行为；小范围的求助则主要是集中在学校环境里，是指学生学习遇

到不会的题目向老师或者同学请求帮助的行为，当然这种请教是指平常学习中，

而不能包括考试时的特殊时期。

本研究对求助行为的研究就是放置于学校环境的狭义范围里来进行的。

2.1.2 学业求助行为的分类

Nelsonle Gall(1989)把学业求助分为两大类：一种是适应性求助，也叫工具性

求助，包含工具性求助老师和工具性求助同学两个方面，另一种是非适应性求助

求助，也叫执行性求助，即通过抄袭或者请他人代劳来完成任务和题目。后来

Butler(1998)又在 Nelsonle的基础上将不合适的求助细化、增添了一类求助行为，

即回避求助，就是说个体遇到难题不主动求助。我国学者李晓东(1999)进一步从

四个维度细化了求助分类：一是工具性求助老师，即个体在遇到困难时请教老师，

得到帮助，最终自己解决问题；二是工具性求助同学，即个体在解决不了难题时

向身边的同学请教来获取解题思路，进而完成任务；三是执行性求助，即只关注

解题结果，而不追求解题过程，通过抄袭他人答案或者请人帮自己做出结果来应

付题目；四是回避求助，即不主动寻求帮助。

本研究按照李晓东教授的分类方法进行研究。

2.1.3 学业求助行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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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课程的过程中向别人求助表明求助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李晓东(1999)

认为有四个：（1）积极主动性，学习者积极主动做出向别人请教或求助的行为；

（2）具体情境性，求助指的是平常学习过程中的请教，而不适用于一些测验和

考试场合（考场求助其实是一种抄袭行为）；（3）交往互动性，求助其实是与

人打交道，是一种互动行为，而不是指借助于参考书、互联网的帮助（这是一种

自学行为）；（4）局限于认知领域：即求助、请教行为只是单纯指学生在学习

知识、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因为无法理解或者做不出题目而做的求助行为，不包括

学习以外的困惑或者问题。

2.1.4 学业求助行为的相关理论

（1）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是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 Albert Bandura 7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

虽然人的行为有一部分是遗传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后天环境塑造的，个体观察、

模仿他人的行为，在进行了删选和辨别后习得一些行为，也就是说人做出某种行

为是和环境产生交互作用的结果。

（2）自我调节理论

Zimmerman 在 1989 年将 Albert Bandura 理论中自我调节的部分进行了剥离

和完善补充，提出了自我调节理论，他认为当个体积极探索并灵活使用认知策略

时，会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个体内在的学习动机，个体随着问题的变换进行策略的

评价和反馈，然后调节思路和方法来达到既定的目的。求助就是个体意识到当前

的困境依靠自己是无法解决的，从而做出的调节策略和行为。

（3）最近发展区理论

维果茨基作为优秀的教育家，他在 30年代提出了教育学界和心理学领域较

为著名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该理论说的是个体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如果可以借

助成年人或者比自己能力强的人的指导和帮助，就能达到更高层次的水平，这个

较高水平与个体能独立完成任务的较低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而学业

求助行为则以“求助”这一行为在理解知识上搭建了一座桥梁，使得学生可以更

好地在他人的帮助下消化、掌握知识。

2.1.5 学业求助行为的过程

不同学者对学业求助行为的过程有不同的界定和描述。Ne1Son-le Gall（1989）

认为学业求助过程包括五个阶段：1.意识到求助需求，即学习者意识到任务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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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性，也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力不能完成任务或解决问题；2.权衡是否求

助，即学习者在对求助行为的利弊进行对比权衡以后才会决定是否求助，既考虑

求助带来的益处，也考虑求助是否会暴露自己的不足和劣势；3.选择求助对象，

即在决定做出求助行为后，筛选可以求助的对象范围，选择最优、最合适的求助

对象；4.如何取得帮助，即确定求助对象后，如何做出求助行为来取得帮助，有

两种方式：一种是暗示性的、非言语的求助，如眼神接触， 困惑的表情等，另

一种直白的、言语的求助，如直接开口，面对面求助；5.对求助过程的评价，即

求助者最后还要对求助的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如求助是否达到预期目的，求助

策略是否有效，求助对象的态度和反应等等。

Newman（1990）则认为学生的求助行为包含六个阶段，他是在 Ne1Son-le Gall

提出的五个过程中加入了一个“在恰当的环境中正式求助”的过程，即求助者还

要对求助的环境和时间进行评估，认为外部条件对自身求助非常有利的时候才会

真正做出求助的行为，强调了外部环境对求助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后来的一些

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

2.1.6 学业求助行为的测量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采用问卷对学业求助行为进行测量，Newman（1990）

的学业求助行为问卷在经过 Karabenick（1991）的进一步完善补充后广泛被用于

国外学业求助行为的测量。在国内，东北师范大学李晓东教授 1999 年结合我国

学生实际情况编制了本土化的《学业求助行为问卷》，该问卷将学业求助问卷分

为四个维度（执行性求助、回避求助、工具性求助老师、工具性求助同学），该

问卷被我国研究学业求助行为的学者广泛采纳和应用。本研究就采用李晓东教授

的《学业求助行为问卷》测量高中生的学业求助行为。

2.1.7 学业求助行为的影响因素

求助者作出求助行为会考虑自己的处境是否适合求助他人，所以学业求助行

为的影响因素很多，自尊、性别、社会目标、年龄、课堂气氛、班级氛围、学业

情绪、社会目标、自我效能感等都会影响学业求助行为。

向别人求助，无疑会把自己能力不足的弱点袒露给别人，所以自尊心的高低

是选择求助方式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关于自尊心高低与是否选择求助有两种说

法，一种是一致性假说，指的是高自尊的人往往宁愿保持自己能力好的形象而不

愿意在需要时进行求助，另一种是脆弱假说，是说自尊心越低的个体害怕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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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受到威胁而越不会求助别人。研究者更多的是支持脆弱假说，认为自尊对执

行性求助和回避求助的预测是负向的(李晓东, 张炳松, 2001; 唐芳贵, 2005 ; 冯喜

珍, 王芹芹, 2010; 李田田, 2015)。有研究者认为较多关注如何解决问题、完成任

务的学生比那些更多自我关注、自我敏感、更多关注别人对自己看法的学生更容

易做出求助行为，学生在完成难度适中的题目时比完成难度较高的题目时会有更

多的求助行为(王秀丽, 张新颖, 2004)。由于男女生理结构的不同，性别也是个体

是否求助的一个影响因素，有研究者觉得求助没有性别差异，男女都是一样的(杜

艳飞, 2007)，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正是因为角色的不同，女生比男生求助的愿望

更强烈，求助的行为也更多 (Akbar & Leila, 2010; 唐芳贵 , 2005; 刘敏 , 2009;

Sánchez Rosas, 2013)。年龄关系到个体对事物的理解能力，所以年长的学生比年

幼的学生更能认识到解决问题与寻求帮助之间存在微妙关系，也更愿意求助别人

来化解问题(王秀丽, 张新颖, 2004)。班级环境、课堂气氛也会影响学生做出学业

求助行为的频率，班级环境氛围越和谐，课堂氛围越融洽，学生的求助行为越多

(刘倍贝, 2010; Liu, 2011)。情绪是情感的展现方式，个体的情绪好就会在困难面

前积极开拓渠道、选择合适的求助方式（工具性求助）来达到目的，而不会逃避

困难或者敷衍了事的应付差事(李丁丁, 2012)。姚微微(2014)认为社会目标中的赞

许、责任等目标能引发工具性求助，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对

自身能否自己完成某项任务的自信程度，当然与求助行为密切相关，自我效能感

的高低显著影响着个体的求助方式(Cheng & Tsai,2010; Williams,James & Takaku,

2011)。总之，学业求助行为是个体在综合考虑了周边环境，进行了自我心理活动

后做出的行为，会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制约。

2.2 学业情绪

2.2.1 学业情绪的概念

Pekrun 是德国心理学领域的专家，他在 2002年将学业情绪概括为学生在学

习课程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与学习知识相关联的各种不同情绪的综合情感。因为学

业情绪是各种不同的、具体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的集合体，所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情绪随着时间流逝，产生动态性变化，随着所处位置变化，产生多样性转换，随

着环境变化发展，产生情境性变换(Efklides, 2005)。我国学者认为学业情绪至少

包含三个方面的情感体验，即在接受和消化知识过程中感受到的情绪、平常做作

业和习题过程中体会到的情绪以及考试和测验中体验到的情绪和感受(俞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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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妍, 2007)。

关于学业情绪，本研究选择的是俞国良和董妍的概念。

2.2.2 学业情绪的分类

国外学者(Ravaja, 2004; Pekrun, 2006)从四个维度（积极高唤醒度、积极低唤

醒度和消极高唤醒度、消极低唤醒度）来划分学业情绪。俞国良和董妍(2007)在

国外学者的划分基础上又增加了几个因子，将学业情绪划分为两大类四个维度：

积极学业情绪包括积极高唤醒度（因子分别是希望、自豪、高兴）和积极低唤醒

度（因子分别是平静、放松、满足），消极学业情绪包括消极高唤醒度（因子分

别是羞愧、焦虑、恼火）和消极低唤醒度（因子分别是无助、沮丧、厌倦、疲乏

-心烦）。俞国良等人的问卷结合了我国青少年的具体特点，也更细化和具体，

所以更加适合测量我国学生的学业情绪。

2.2.3 学业情绪的相关理论

（1）“控制－价值”理论

“控制－价值”理论也是 Pekrun(2002)率先提出的：个体所处的学习环境会

很大程度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价，环境变量里的一些因素通过认知评价影响学业情

绪。比如，学生对自己的能力水平、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水平、对代课老师本身以

及老师上课方式的喜欢或者厌恶的感受都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体验。当个体认为自

身学习能力较强、可以掌握学习材料时，或者当个体感受到和谐的人际关系、认

可教师的能力和品质时，往往会产生积极的学业情绪；而当个体觉得自己不能有

效理解或者消化学习内容时，则会感受到无助、厌恶等的负性情绪。

（2）“认知－动机”理论

Pekrun等人同时提出“认知－动机”理论，理论认为情绪能够为学习者提供

能量和驱动力，对学习者的注意力集中以及思维方式产生很大影响，对一如既往

地保持学习热情和学习期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学习过程中，情绪的好坏会直接

或者间接影响到个体对学习任务的态度和努力程度，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学业成

绩。

（3）归因理论

美国心理学领域的专家Weiner在研究人们是如何对动机和情绪进行原因的

总结时提出了归因理论，他认为个体之所以做某一动作或行为，一方面是因为从

思维层面来说个体认为自己需要如此做，另一方面情感和心里感悟是伴随着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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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而产生的，所以，归因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判断会明显影响个体的情

感与感受，必须要同时考虑到行为和情感两因素。

2.2.4 学业情绪的测量

对学业情绪的测量，国外学者和国内研究者选用的问卷通常不太一样，国外

使用较广的是 Pekrun等人（2002）编制的学业情绪问卷(AEQ)，国内则以俞国良

和董妍（2007）编制的《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应用最为广泛。俞国良、董妍等

人通过试题采集和修订，对大量样本进行施测，根据我国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

编制了更为适应我国青少年的学业情绪问卷，将 Pekrun等人划分的 9种情绪扩充

为 13种情绪，在积极－低唤醒度上增加了满足、平静两个因素，在消极－低唤醒

上度增加了无助、疲乏–心烦两个因素。通过这些项目上的修订，使之更适用于

对我国青少年学业情绪的测量。因此，本研究采用俞国良、董妍等人编制的《青

少年学业情绪问卷》进行高中生学业情绪的测量。

2.2.5 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

学业情绪是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随时随地产生的，所以可以影响它的因素很

多，例如成就目标、自我概念、心理韧性、教师管理方式、父母教育方式、同伴

关系等都会影响学业情绪。

成就目标的高低会影响情绪的高低，目标定得过高或过低都容易产生消极情

绪(徐先彩, 2009; 罗乐, 2012)。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己本身的认识和评价，是糅

合了价值观、情感等具体情愫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越积极，自我感觉越良好，

就越容易诱发正性的情绪和情感(Pekrun & Elliot, 2006; Nikdel, Kadivar, Farzad,

Arabzadeh & Kavosian, 2012;马惠霞, 2010)，心理韧性对学生的情绪感知和体验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姜召彩, 徐兆军, 2017)。老师如何管理学生，如何与学生相处，

也就是说老师的管理方法会在学生学习过程影响他们的情绪，老师采取民主型管

理和对待学生对学生的情绪影响是最好的(陆桂芝, 任秀华, 2010)。与此相同的是，

父母对待孩子，教育孩子的方式也会对学生的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父母亲表

现得民主宽容，在生活和学习上理解包容孩子时，就会激发孩子比较积极向上的

情绪(石清玲, 2011)，贾燕飞等人(2015)运用微系统对家庭开展研究后发现父母关

系的好坏与否明显影响孩子的学习热情和情绪。同伴是青少年在学校中最重要的

人际群体，同伴关系好会相应促进青少年的正性情绪发展，而同伴关系差又会刺

激他们产生负性的情感和学业情绪(王威, 2012; 罗甜甜, 2015)，有研究者还发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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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作为一种回馈心理，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和回报的心态也会对学业情绪

产生明显影响(Wei, Zhou, Zhang & Mou, 2015)。总之，青少年在学习中的情绪作

为随时随地会产生变化的情感集合体，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和约束。

2.3 学业成绩

2.3.1 学业成绩的概念

学业成绩是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对每门课知识的吸收、消化以及掌握的

程度以分数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对学生学习水平和学习质量进行鉴定的集中反映

形式。本研究选择高中生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学科的期中成绩总分来衡量学业

成绩。

2.3.2 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

影响高中生学业成绩的因素非常多，且各因素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是主观、

客观以及智力、非智力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同伴作为青少年平行交往中的主要对象，同伴关系的好与不好常常会影响他

们的学习状态，进而影响学习成绩，研究者发现同伴关系好的同学成绩往往比同

伴关系差的同学成绩相对优秀 (杨丽珠, 王素霞, 2016)。在学习过程中，喜欢请教

老师和同学的学生常常能攻克难题，取得较好的成绩，求助与成绩是正相关的，

而抄袭作业、逃避问题成绩就会不理想，与成绩负相关 (王月玲, 2004)。Sirin(2005)

认为学生所处的学校和所面对的老师作为与学生交集较多的因素会影响成绩，教

师和学生在平常的交往和学习交流中，交往的方式回应为情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

的影响，而这些情景会进一步对成绩产生影响(张野,李其维, 2010)，课堂环境、学

校环境的好坏优劣也会对学业成绩产生明显影响 (Meece & Anderman, 2006)。情

绪的好坏能够对成绩起到部分的预测作用，学习的情绪越稳定，越能让学生产生

浓厚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积极端正的学习态度(孙芳萍, 2010; 邓发远, 2013;王静,

2016)，学业情绪还可以通过班级氛围影响学业成绩(Wentao, Liu, Chengfu, Zhang,

Peijue et al., 2017)，当自我概念细化到学业上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时，个体对

自身的评价和反思会对考试成绩造成一定的影响，是可以预测成绩的(杨玲, 曹华,

2016)。学习中不同策略和方法的运用对学生理解知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策略和

方法的应用和调节对提高成绩大有帮助(张春梅, 2015)，学习策略中的学业求助行

为能够显著预测学业成绩(郑海燕, 2009; 李培娜, 2013)。自我效能感是学生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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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对自己能力评价的重要体现，对自己充满信心或者丧失信心都会影响学习成

绩，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缺乏信心的学生倾向于通过网络得到答案会对成绩产生

影响(Zhu, Chen et al., 2011)。学习的好坏也会受制于学生的智力因素以及性格品

质，赵红霞(2011)证实了这一点，并发现除了智力因素外，影响学业成绩因素还

有非智力层面，比如学生所处的家庭、学校和班级等因素。总之，个体所处的环

境、思维方式和体验到的情感都是学业成绩的影响因素，并且这些因素是复杂的

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2.4 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绪、学业成绩的关系

2.4.1 学业求助行为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学业求助行为其实是求助者和帮助者双方面的联系互动，是一种具体化的人

际交往方式。求助者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有求助的需要才会实施求助行为，本来成

绩越低的学生应该有更多的求助需要，而比较矛盾的是，成绩差的学生却越不愿

意求助(Newman & Goldin, 1990；李晓东, 1999)，后来研究者也证实了这点，学生

成绩越差，越有可能采取执行性求助行为(王秀丽, 2004; 张玉, 2006)。研究者认为

工具性求助作为一种比较好的、比较合适的求助方式和学生的考试成绩是正相关

的，而比如执行性、回避求助等不适宜的求助则和成绩负相关，学业求助行为的

不同维度对学生成绩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适应性求助可以正向预测成绩，而非

适应性的行为则负向预测成绩((陈婧, 2009; 董好叶, 金光华, 2007; 杨逵, 2009;

李培娜, 2013)。在向别人请教问题、取得帮助的过程其实也是学生模仿、学习、

应用他人解体的思路和突破口，然后在指导下把知识消化吸收到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最后体现在学习水平和成绩的提高上(张灵畅, 2015 )。学业求助行为是学生在

他人（老师或同学）的帮助下梳理问题，找出问题突破口，是提高成绩的重要能

力和途径，二者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Algozzine, Wang, & Violette, 2008；Roussel,

Elliot & Feltman, 2011；刘敏, 2009；刘艳, 2011;皇甫倩, 王后雄, 2014；尚小艳,

2016)。

2.4.2 学业情绪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学业情绪体验和成绩的高低有相关关系已被研究者证实，成绩和良好、积极

的情绪有着正相关的关系，而与负面学业情绪则负相关 (熊建萍, 2011;赵淑媛,

2012; 巨雅婵, 2012; 张春梅, 陈京军, 2015)。还有研究者认为学业情绪不仅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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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绩存在相关性(Sun et al., 2010; Suk, & Han-lk, 2015)，并且这种相关性是双向

的，反馈和调节的作用很明显,学业的情绪体验也可以预测其成绩的高低(郑依婷,

2007; 蒋燕玲, 2010; 陈京军, 吴鹏, 2014)。董妍(2006) 通过整合性干预学业情绪

后发现学业情绪的改善对成绩的提高有积极作用。有学者通过元分析和数学课程

的研究也发现学习产生的情绪与学业成就相关(Suk, & Han-lk, 2015; Peixoto et al.,

2016)。情绪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一方面有直接的影响，起到预测作用，另一方面也

有间接的影响，比如可以通过目标、复原力、策略等因素来影响学业成就(董妍, 俞

国良, 2010; Jiang, & Zhaojun, 2017)，后来又有研究者发现学习中的情绪会通过学

生对学校归属感的感知来影响学业成绩 (Lam et al., 2015)。赵淑媛(2013)认为积极

的学业情绪可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以及知识运用能力，因此可以提

高学习效率、学习能力和学业成绩。

2.4.3 学业求助行为与学业情绪的关系

研究者发现学业求助行为和学业情绪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刘倍贝, 2010; 李

丁丁, 2012; 罗瑞霞, 2013)，学习过程中是否愉快的情感感知和需要付出的情感成

本都会影响求助行为能否发生以及求助行为发生频率的高低(Javier Sánchez Rosas,

& Edgardo Pérez, 2015; Hong-Im, & Woo Taek, 2011)，同时积极的学业情绪有利于

个体挖掘、运用有效的资源解决难题(陈京军, 吴鹏, 2014)，积极而良好的情绪体

验可以让学生更相信自己，帮助学生形成比较好的学习态度、动机和习惯，这种

动力能让学生更灵活地调整学习策略，求助行为就是非常奏效的策略和方法(李丁

丁, 2012; 罗瑞霞, 2013; 张春梅, 陈京军, 2015)。李培娜(2013)研究发现个体的学

业情绪对他的学业求助行为方式可以起到很好的预测作用，孙淑捷 (2017)认为学

业情绪也会通过班级氛围、课堂情况、社会支持等因素间接影响学业求助行为方

式(孙淑捷, 2017)。求助者做出求助行为的过程中，助人者的态度、解决问题的过

程以及最终的求助成效作为一个求助事件会影响到个体的情绪，求助过程愉快，

求助结果达到预期会让求助者产生积极的情绪（比如解决问题后的欣慰），而本

身对自己自信不足、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则会主观感受到较大的求助代价，比如

暴露缺点，体现出自己不如别人，认为求助会威胁到自己的自尊心(李晓东, 张炳

松, 2001; 沈烈敏, 2007)，或者求助过程、求助结果不太理想的话，求助后效又会

导致求助者的负性情绪，心情沮丧，甚至后悔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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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题提出

3.1 问题提出

关于学业成绩，以往的很多研究往往只是单纯地去探讨内部因素（比如成就

动机、自我效能感等）或者外部因素（比如师生关系、班级文化等）对学业成绩

的影响 (Meece & Anderman, 2006;刘艳 , 2011; 王威,2012; 王静 , 2016; 张平 ,

2016)，而这样的研究很难从整体上观察到学业成绩的受影响因素及程度，而且对

高中生学业成绩的研究必须结合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方面才能使研究更为

全面具体，才能提出更广泛的教育建议。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从影响学业成绩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方面着手，

分别选取与学业成绩密切相关的两个因素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从外部原因来

看，研究者发现学业求助行为的不同维度对学生成绩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适应

性求助可以正向预测成绩，而非适应性的行为则负向预测成绩(陈婧, 2009; 董好

叶, 金光华, 2007; 杨逵, 2009; 李培娜, 2013)。由此可见，求助行为（作为外因）

会明显影响成绩，那么它会不会通过别的因素影响成绩呢？前人研究认为学业的

情绪体验可以预测其成绩的高低(郑依婷, 2007; 蒋燕玲, 2010; 陈京军, 吴鹏,

2014; 张春梅, 陈京军, 2015)。学业情绪是从思维方式的高度来指导学生的行为，

学业情绪（作为内因）有可能会成为求助行为间接影响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高中生的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绪的现状，来探讨学业

求助行为和学业情绪究竟是如何对学业成绩产生影响的？这三者之间究竟有着

什么样的关系？学业情绪是否在学业求助行为和学业成绩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如果存在中介作用，是完全中介作用还是部分中介作用？

3.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立足于高中生的学业成绩，希望通过调查研究高中生的学业求助行为

和学业情绪的现状，探讨不同类型的求助行为和不同类型的学业情绪体验对高中

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得到研究结论，为提高高中生的学业成绩提供一些教育建议，

也为今后研究者实施提高高中生成绩的干预训练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3.3 研究假设

假设一：高中生遇到难题时采取的学业求助行为以工具性求助为主。

假设二：学习中体验到的积极学业情绪比消极学业情绪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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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三：工具性学业求助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学业成绩，执行性求助、回避求

助可以负向预测学业成绩。

假设四：高中生的积极学业情绪可以正向预测学业成绩，消极学业情绪可以

负向预测学业成绩。

假设五：学业情绪在学业求助行为和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

3.4 研究意义

3.4.1 理论意义

本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学业情绪、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成绩三者关联的模型，

通过实证研究来考察三者的内在关联性，揭示并梳理出学业求助行为和学业情绪

是如何影响学业成绩的，更深一步探讨三者的关系，这样既可以弥补当前关于这

三者关系研究的不足，又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考察高中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机

制，为以后更深入地研究学业成绩提供更详实的参考资料。

3.4.2 实践意义

高中阶段的学生面临着更难、更复杂的学习内容，更面临着高考的巨大压力，

拓宽提高成绩的途径需要通过研究一些相关因素后找出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本

研究，可以对高中生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绪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有更进一步的了

解，对影响高中生学业成绩的原因有更广泛的认识，这些直接、间接影响因素的

综合分析对及时发现、调节高中生的学业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将有利于提

出更具有针对性、更切实可行的提高高中生学业成绩的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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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方法主要有文献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来进行研究。文献法主

要就是参考查阅大量中外文文献来梳理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绪以及学业成绩之

间的关系以及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进展，从理论层面和实证研究方面来构建本

研究的理论框架，形成综述内容和研究设想。问卷调查法则是通过《学业求助行

为问卷》和《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了解和测量高中生的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

绪的现状，通过分析数据得出结果。

4.2 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取甘肃省武威市某县两所中学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共计向14个班级

发放782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的有效问卷734份，有效率为93.9%。此

次调查对象年龄在15-19岁之间（16.68±1.004岁），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如表4-1

所示：

表 4-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n 百分比%

性别
男 397 54.1

女 337 45.9

民族
汉族 725 98.8

其他 9 1.1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21 16.5

否 613 83.5

家庭所在地
城市 206 28.1

农村 528 71.9

年级

高一 231 31.5

高二 265 36.1

高三 238 32.4

4.3 研究工具

4.3.1 学业求助行为问卷

本研究选用的是东北师范大学李晓东教授1999年编制的《学业求助行为问

卷》，问卷包含四个维度，共18 道题。①执行性求助：1-4 题，②回避求助：

5-8 题，③工具性求助老师：9（a）、10(a)、11(a)、12(a)、13(a)共4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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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求助同学：9（b）、10（b）、11（b）、12（b）、13（b）共4题。四个

维度分别计分，不计总分。每个项目按照极不可能到极可能进行五点计分。本研

究中四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676、0.822、0.902、0.897。

4.3.2 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

本研究选择的是俞国良和董妍 2007 年编制的《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来测

量学业情绪。该问卷共 72 个题目，每个项目按照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进行五

点计分，从积极、消极两个大的方向划分为两大维度（因为两大维度里都包含高

唤醒度、低唤醒度，所以共有四小维度）：①积极学业情绪：积极高唤醒度（高

兴：3、20、27、36、39、47、57 题；自豪：12、44、56、58、72 题；希望：9、

24、26、59 题），积极低唤醒度（满足：8、22、23、46、61 题；平静：34、41、

43、45 题；放松：51、52、53、68、70 题）。②消极学业情绪：消极高唤醒度

（焦虑： 5、14、16、30、35、40、66 题；恼火：2、13、18、48、54；羞愧：6、

15、37、55、71 题），消极低唤醒度（厌倦：4、17、19、31、33、38、49、63、

64、65、67 题；无助：7、10、50、62、69 题；沮丧：11、21、28、32、60；疲

乏-心烦：1、25、29、42）。本研究中积极学业情绪内部一致性系数 0.861，消

极情绪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2，四个子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794、

0.827、0.826、0.885。

4.3.3 学业成绩

本研究选取高一至高三学生的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的期中成绩作为学业

成绩，均按学科和班级做了标准 Z分数转换，最后将三个科目成绩标准分相加得

到学业成绩总分。

4.4 施测程序

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本人为主试，班主任协助发放和回收问

卷。由本人详细向被试说明了本问卷填写的意图和要求，施测时间为 25 分钟左

右，当场收回问卷。

4.5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输入完成，校对无误后，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分析和Mplus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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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模型，并用Bootstrap（N=1000）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和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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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果与分析

5.1 高中生学业求助行为的基本状况

表5-1 高中生学业求助行为基本状况

M Item M/Item SD

执行性求助 9.51 4 2.37 .705

回避求助 10.33 4 2.58 .854

工具性求助老师 16.35 5 3.27 .885

工具性求助同学 19.31 5 3.86 .811

从表5-1可以看出，高中生在学业求助行为在各个维度上的情况是工具性求

助同学得分最高（3.86），紧接着是工具性求助老师（3.27），再是回避求助（2.58），

而执行性求助得分最低（2.37）。由此表明，高中生更愿意选择工具性求助，在

工具性求助中优先考虑求助同学，其次考虑求助老师，而不太愿意选择执行性和

回避求助。

5.2 高中生学业情绪的基本状况

表 5-2 高中生学业情绪基本状况

M Item M/Item SD

积极高唤醒度 57.62 16 3.60 .524

积极低唤醒度 41.56 14 2.96 .548

消极高唤醒度 52.46 17 3.08 .573

消极低唤醒度 63.76 25 2.55 .568

积极学业情绪 99.19 30 3.30 .458

消极学业情绪 116.22 42 2.76 .515

情绪问卷单题平均数是3，以此为评价标准，得分依次为积极高唤醒度（3.60），

积极学业情绪（3.30），消极高唤醒度（3.08），积极低唤醒度（2.96），消极学

业情绪（2.76），消极低唤醒度（2.55），说明高中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的积

极情绪较多，但是由于积极低唤醒度、消极高唤醒度得分基本与平均数持平，且

积极低唤醒度得分（2.96）低于平均数3，又说明高中生在学习中也感受到一定程

度的消极、负面学业情绪，总体上高中生更偏向于积极学业情绪。

5.3 高中生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绪及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高中生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绪、学业成绩三者之间显著相

关，其中相关系数 r在 0.182-0.552 之间。其中，执行性求助、回避求助与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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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情绪显著负相关，而与消极学业情绪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成绩显著负相关；

工具性求助老师、工具性求助同学与积极学业情绪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学业情绪

显著负相关，与学业成绩显著正相关；积极学业情绪与学业成绩显著正相关，消

极学业情绪与学业成绩显著负相关。

表5-3 高中生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绪及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1执行性求助 -

2回避求助 .552** -

3工具性求助老师 -.239** -.519** -

4工具性求助同学 -.268** -.473** .505** -

5积极学业情绪 -.227** -.286** .355** .358** -

6消极学业情绪 .453** .431** -.229** -.216** -.215** -

7学业成绩 -.267** -.239** .182** .241** .292** -.227** -

5.4 高中生学业情绪在学业求助行为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

效应检验

本研究假定学业求助行为直接影响学业成绩，同时还通过学业情绪间接影响

学业成绩，即学业情绪在学业求助行为与学业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其中，学业

成绩分为语文、数学和英语，均按学科和班级做了标准分转换，最后将三个科目

成绩标准分相加得到学业成绩总分。另外，学业情绪是将积极高唤醒度和积极低

唤醒度合并为积极情绪，将消极高唤醒度和消极低唤醒度合并消极情绪。考虑到

存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中介变量，为分别估计每个中介变量的单独中介作

用，采用Mplus 7.0构建模型，并用 Bootstrap（N=1000）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和

中介效应检验。

标准化的路径模型图见图 5-1，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见表 5-4，学业情绪的中

介效应估计见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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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标准化估计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表5-4 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表

路径 β S.E. t p
学业成绩（R2=0.145）

执行性求助→学业成绩 -0.144 0.044 -3.274 0.001*

回避求助→学业成绩 -0.017 0.049 -0.342 0.732

工具性求助老师→学业成绩 -0.007 0.044 -0.164 0.870

工具性求助同学→学业成绩 0.108 0.042 2.556 0.011*

积极情绪→学业成绩 0.199 0.039 5.099 0.000*

消极情绪→学业成绩 -0.090 0.038 -2.345 0.019*

积极情绪（R2=0.181）

执行性求助→积极情绪 -0.112 0.043 -2.580 0.010*

回避求助→积极情绪 -0.011 0.050 -0.219 0.827

工具性求助老师→积极情绪 0.214 0.043 4.975 0.000*

工具性求助同学→积极情绪 0.214 0.041 5.278 0.000*

消极情绪（R2=0.253）

执行性求助→消极情绪 0.310 0.037 8.373 0.000*

回避求助→消极情绪 0.245 0.045 5.463 0.000*

工具性求助老师→消极情绪 -0.025 0.043 -0.584 0.559

工具性求助同学→消极情绪 -0.004 0.039 -0.107 0.915

从表 5-4可以看出，执行性求助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0.144,

p<0.001），回避求助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不显著；工具性求助同学对学业成绩具有

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0.108, p=0.011），但工具性求助老师对学业成绩影响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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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积极学业情绪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β=0.199, p=0.000），消极学业情绪显

著负向预测学业成绩（β=-0.090, p=0.019）。

执行性求助对积极情绪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0.112, p=0.010），回避

求助对积极学业情绪的影响不显著；工具性求助老师（β=0.214, p<0.001）和工具

性求助同学（β=0.214, p<0.001）对积极学业情绪都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执行

性求助（β=0.310, p<0.001）和回避求助（β=0.245, p<0.001）对消极学业情绪都具

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工具性求助老师和工具性求助同学对消极学业情绪的影

响都不显著。

学业成绩的决定系数 R2为 0.145，表明模型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较低；积

极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的决定系数 R2分别为 0.181和 0.253，表明模型对积

极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均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表 5-5 学业情绪的中介效应估计表

路径 标准化效应 标准误
95%CI

下限 上限

执行性求助→学业成绩（总效应） -0.195 0.042 -0.276 -0.113*

执行性求助→学业成绩（直接效应） -0.144 0.044 -0.231 -0.060*

执行性求助→学业成绩（总间接效应） -0.050 0.016 -0.082 -0.020*

执行性求助→积极情绪→学业成绩 -0.022 0.010 -0.047 -0.007*

执行性求助→消极情绪→学业成绩 -0.028 0.012 -0.053 -0.004*

回避求助→学业成绩（总效应） -0.041 0.049 -0.138 0.054

回避求助→学业成绩（直接效应） -0.017 0.049 -0.110 0.075

回避求助→学业成绩（总间接效应） -0.024 0.014 -0.054 0.001

回避求助→积极情绪→学业成绩 -0.002 0.010 -0.026 0.017

回避求助→消极情绪→学业成绩 -0.022 0.010 -0.045 -0.003*

工具性求助老师→学业成绩（总效应） 0.038 0.045 -0.049 0.120

工具性求助老师→学业成绩（直接效应） -0.007 0.044 -0.092 0.076

工具性求助老师→学业成绩（总间接效应） 0.045 0.014 0.022 0.075*

工具性求助老师→积极情绪→学业成绩 0.043 0.013 0.022 0.072*

工具性求助老师→消极情绪→学业成绩 0.002 0.004 -0.004 0.014

工具性求助同学→学业成绩（总效应） 0.151 0.042 0.065 0.232*

工具性求助同学→学业成绩（直接效应） 0.108 0.042 0.024 0.187*

工具性求助同学→学业成绩（总间接效应） 0.043 0.013 0.020 0.070*

工具性求助同学→积极情绪→学业成绩 0.043 0.012 0.022 0.068*

工具性求助同学→消极情绪→学业成绩 0.000 0.004 -0.007 0.009

根据 95%置信区间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当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包含 0时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即中介作用不成立；反之，当中介效应

的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时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即中介作用成立。表 5-5显示，

积极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分别在执行性求助和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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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且均为部分负向中介作用（执行性求助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负向直接影

响）。积极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的总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 25.6%，其中积极

学业情绪和消极学业情绪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中介效应的 44.0%和 56.0%，表明

执行性求助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主要是直接作用，其次才是消极学业情绪和积极学

业情绪的中介作用。消极学业情绪在回避求助与学业成绩之间起完全负向中介作

用，而积极学业情绪在回避求助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积极学业情

绪在工具性求助老师与学业成绩之间起完全正向中介作用，但消极学业情绪在工

具性求助老师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工具性求助老师对学业成

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积极学业情绪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的。积极学业情绪在工具

性求助同学与学业成绩之间起部分正向中介作用，但消极学业情绪在工具性求助

同学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积极学业情绪的中介效应只占总效应

28.5%，而工具性求助同学对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 71.5%，表明工具性求

助同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主要是直接作用，其次才是积极学业情绪的中介作用。

总体来看，在中介效应方面，积极学业情绪主要在工具性求助老师、工具性求助

同学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中起作用，而消极学业情绪则主要在执行性求助和回避求

助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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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

6.1 高中生学业求助行为的基本状况

高中生学业求助行为方式整体是良好的，学生更愿意选择工具性求助，这与

前人研究本一致（李晓东,张炳松, 2001;张灵畅, 2015）。原因是高中生的年龄阶

段从15岁到19岁，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阶段高中生的生理发育和心理认知都慢

慢趋于成熟，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增强，也懂

得调整学习方法，在学习过程中非常愿意向他人求助来解决难题，并且在求助的

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与他人的互动，进一步优化了人际关系，“求助”既解决了

学习中的难题，也帮助求助者和助人者收获了更亲密的关系，是一种“双赢”的

策略。所以从总体来看，高中生的学业求助行为方式整体状况是积极良好的，学

生的工具性求助行为明显要多于执行性求助和回避性求助，比较有益于他们的学

业能力的提高。

6.2 高中生学业情绪的基本状况

高中生的学业情绪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消极状态，但是总体上来说，积极的

学业情绪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前人研究基本吻合（刘倍贝, 2010;王威, 2012;卢

赟驰, 2015）。这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高中生的身体发育和心理成长都逐步

向成年人靠拢，看待事情、分析问题都渐渐成熟和理性起来，虽然面临着繁重的

学习压力和考大学压力，但是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人生的规划具有了更强的目的性

和长远性，因而承受学习压力的能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掌握了更多的调节心

理压力、调整情绪的技巧，这些技巧运用在学习情景下的学业情绪上会帮助学生

及时调整或者转换情绪，这些都可以帮助高中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学业情绪，从

总体来看高中生的学业情绪是正向的、积极的、良好的。

6.3 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本研究发现执行性求助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成绩，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同(李晓

东, 张炳松, 2001; 杨逵, 2009; 李培娜, 2013)，因为抄袭答案或请人替自己完成难

题不能帮助学生加深对题目的理解，长此以往学习成绩肯定会越来越差。虽然本

研究发现回避求助与学业成绩显著负相关，但回避求助不能预测学业成绩也与本

文的假设不符，杨逵(2009)的研究也是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有的人虽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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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求助别人，但是在自己花大量时间反复琢磨或者在参考书的帮助下可以消化

一部分问题，也许并不一定会导致成绩下降，但是显然这是一种低效率的自我摸

索。同样，本研究只发现工具性求助老师与成绩显著正相关，没有发现求助老师

可以预测学业成绩，这与本文的假设不符，但是前人在研究中也没有发现求助老

师会对学业成绩产生显著影响(陈婧, 2009; 杨逵, 2009)。原因可能是虽然学生会向

老师求助，但是相比于同学来说，他们认为来自老师的求助威胁更大（李晓东, 张

炳松, 1999; 唐芳贵, 2006），求助老师的频率明显要低于同学，而且学生求助老

师的题目一般情况下都是难度较高的题目，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消化理解起来还是

有一定的难度。工具性求助同学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杨

逵, 2009; 李培娜, 2013)，因为个体平常学习中与同学相处的时间较多，求助比较

便利，向同学寻求帮助既能得到解题的思路和线索，又能促进个体理解题目，求

助后自己消化了知识，促进了学业成绩的提升。在学业情绪对成绩的影响中，本

文发现积极学业情绪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消极学业情绪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成

绩，这与董妍和俞国良(2010)研究相一致，说明学业情绪的好坏会明显影响成绩

的高低，好的情绪有利于成绩的提高，而负性的情绪则不利于成绩的提高。

研究中我们发现执行性求助显著正向预测消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积极情

绪，说明当个体无法完成题目，又为了完成任务而采取抄袭、窃取别人答案的非

适应性求助时内心深处知道这是一种不当行为，对自己的学习只有坏处没有好

处，所以个体无法体会到难题被解决后的高兴、满足、放松等好的情绪，而相反

会产生后悔、羞愧、痛恨自我等不良情绪。回避求助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消极情绪，

可能是因为当个体不主动求助时既无奈于自己做不出题目的能力有限，同时又因

为顾虑太多（比如面子上过不去，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无知），内心深处各种

不安矛盾纠结在一起，进而使得负性情绪聚集在一起，情绪败坏。工具性求助老

师、工具性求助同学都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积极情绪，这是因为不管是向老师还是

向同学请教问题，最终都是为了在得到提示后自己完成习题，求助老师或者同学

一般都会达到这个目的，再加上个体选择求助的对象肯定是在对比求助代价（暴

露不足）和求助益处（解决问题）以及权衡了二者的关系之后做出的，所以一般

会得到助人者耐心热情的指导，在这样舒适的双方互动下，个体最终在求助后更

好地理解了题目，解决了难题，对自己能啃掉难题这块硬骨头产生高兴、欣喜、

心满意足等的积极的情绪。

在中介分析中，本文发现积极情绪、消极情绪都在执行性求助和学业成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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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56.0%）大于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

（44.0%），说明中介变量消极情绪对学业成绩产生的影响比积极情绪的影响更

大。从学业情绪的总中介作用只占执行性求助对学业成绩总效应的四分之一

（25.6%）的情况来看，执行性求助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主要是直接作用，其次才

是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说明执行性求助对学业成绩的产生的反面影

响非常大，严重导致学业成绩的下降，应该大力杜绝这种危害成绩的求助方式。

消极情绪在回避求助与学业成绩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说明回避求助并不会直接

影响学业成绩，而是完全通过消极情绪对学业成绩产生间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

说明消极情绪会非常显著地导致学业成绩的下降。消极情绪在工具性求助老师与

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积极情绪在二者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表明

工具性求助老师不会直接影响成绩，而是完全通过积极情绪对学业成绩产生间接

影响的。积极情绪在工具性求助同学与学业成绩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且消极

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工具性求助同学对学业成绩既有直接影响，又通过

积极情绪对学业成绩产生间接影响，从工具性求助同学对学业成绩的直接效应占

总效应的 71.5%来看，工具性求助同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主要是直接作用，其次

才是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说明遇到难题时向同学寻求帮助对提高学业成绩非常

有利，应该多鼓励这样的求助行为，因为同学是学生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

也是互相平等、地位相同的人，个体求助同学所能感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更便

于个体做出求助行为。

综上所述，积极学业情绪主要在工具性求助老师、工具性求助同学与学业成

绩的关系中起作用，而消极情绪则主要在执行性求助和回避求助与学业成绩的关

系中起作用，进一步说明以解决难题为导向的适应性的、好的求助行为既会带给

求助者顺利解决难题的鼓励和成就感，也会由于满意的求助益处、求助后效让求

助者的学业情绪更加积极，好的情绪又进一步促进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提高，

形成一种好的求助行为带动好的学业情绪，带动好的学业成绩的良性循环。相反，

执行性求助和回避求助作为两种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的行为会带给个体更多羞

愧、后悔、心烦等的负面感受，长此以往会导致个体的成绩进一步下降，陷入恶

性循环的怪圈。本文的研究结果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对学业求助行为和学业

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丰富和拓展，对提高高中生学业成绩也具有重要的实践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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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1）高中生的学业求助行为总体良好，求助多采取工具性求助。

（2）高中生学业情绪以积极情绪为主，整体情况比较良好。

（3）工具性求助同学、积极学业情绪显著正向预测学业成绩，执行性求助、

消极学业情绪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成绩，学业求助行为和学业情绪都是影响高中生

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

（4）学业求助行为的不同维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不同：执行性求助既可以

直接影响学业成绩，又可以通过学业情绪间接影响学业成绩，回避求助通过消极

学业情绪影响学业成绩，工具性求助老师通过积极学业情绪对学业成绩产生影

响，工具性求助同学既可以直接影响学业成绩，又可以通过积极学业情绪间接影

响学业成绩。

（5）不同学业情绪在学业求助行为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不一样：积

极学业情绪主要在工具性求助老师、工具性求助同学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中起中介

作用，而消极学业情绪则主要在执行性求助、回避求助与学业成绩的关系中起中

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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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1）本研究的被试只选取了武威市某县的两所高中的学生，范围比较狭窄，

加之该县存在学生家长租房陪读的普遍现象，所以在某些维度上的研究结果缺乏

代表性和普遍性，因而推广性有限。今后应拓宽学生群体的选取范围，提高被试

的代表性和推广性。

（2）本研究只是通过发放问卷来收集数据，而且问卷填写过程中由于有班

主任在场，有的学生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以老师喜欢的方式选择选项，

这样会使数据的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使研究方法多样化，

以便更全面、更系统地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

（3）本研究仅从学业求助行为和学业情绪两个方面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进行

了探讨，而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影响学业成绩的因素，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选

取与学业成绩紧密相关的更多的内部、外部因素，才能更科学、更全面地挖掘提

高高中生学业成绩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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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育建议

本研究发现尽管高中生的学业求助行为、学业情绪总体情况较为良好，但是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非适应性求助行为和消极学业情绪，不同求助行为、不同学业

情绪对学业成绩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教育建议：

（1）老师和家长应该在平时的教育中多向学生灌输不懂就问、不耻下问的

求教思想，向学生分析求助别人会带来的诸多好处，比如会促进与求助对象的交

流和人际关系，会给别人留下谦虚好学的印象，会促进自己加深对习题的理解和

消化，提高做题效率，列举一些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求助别人的案例所带来的好处，

鼓励学生大胆向别人请教。

（2）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应该大力营造互助互学的班级求助环境，选取一些

与求助益处密切相关的中外格言（如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张贴于黑

板报或者教室墙壁，在学习小组分组讨论内容的时候让每位同学（不管学习好坏）

都向其他同学请教学习中遇到的难题，营造一种浓厚的求助氛围，鼓励那些有求

助意愿但又有求助顾虑和担忧的潜在求助者真正采取适应性的求助行动。

（3）学校通过心理健康课或者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学生向他人求助的行为

习惯，帮助学生克服不好意思向他人求助的尴尬心理。让学生真正明白任何一个

人都会遇到难题，求助别人并不是展露自己的不足和弱点，而是为了更好的进步，

也让学生体验到不懂就问就会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的快乐，最终找

到解题思路，独立解决难题。

（4）鼓励那些学习能力较强的助人者（包括老师）在别人向自己请教问题

时要耐心热情给予解答，这样既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又帮助了别人，一举两得，

愉快的求助过程会让求助者更多地关注求助带来的益处，而不必过多担心求助所

要付出的代价。

（5）不同科目教师在上课过程中设置不同难度的问题，要求学生在互相讨

论和互相求助的过程中解决自己不理解、不明白的地方，挖掘每个学生在不同方

面的特长，既帮助学生树立自己在某一方面比较在行的信心，又促进求助行为的

发生频率，让学生将学业求助看成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在需要求助时自然而然

做出求助的行为，而不会顾虑和担忧太多。

（6）教育者多向学生传授调节情绪的技巧，任何时候都是个体主动采取适

合自己的情绪调节方法最利于化解不良情绪，比如通过听音乐、看书、写日记、

运动、向别人倾诉等进行注意力的转移和自我减压，或者开设情绪宣泄室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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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发泄内心的坏情绪，也可以采取团体辅导、放松操、访谈等专业手段来帮助

学生舒缓不良情绪，保持舒适的情绪。

（7）老师和家长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当发现学生情绪低落时，要

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化解不快，及早进行干预以防学生采取非适应性求

助来应付学习导致成绩下降。向学生讲一些励志人物的故事，让学生意识到人人

都会遇到困难，只有调整心态，转换解决问题的策略，积极乐观地应对才能克服

困难取得成功。

（8）学校应该结合平时课堂的情绪疏导，定期开展不同规模学生的心理辅

导，邀请情绪调节方面的专业人士有针对性地设计活动和访谈来调节学生的情

绪，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情绪调节技巧，同时将需要家长配合的技巧推送到家长中

间让他们学习应用。

（9）在新课改的背景下理性看待学业成绩，让学生认识到学业成绩并不是

衡量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指标，也不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以此来减轻学生的心

理负担，以更坦然、更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学习，这样反倒会让学生更积极主动地

开展学习或者改善情绪，进而促进学业成绩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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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亲爱的同学：

你好!非常高兴邀请你参加这个问卷调查（包括两个小问卷），这个调查对你没有任

何影响，但是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本次调查不会涉及到你的任何利益，调查所得的

任何信息只作科研用途，如有泄露，你可以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

选项没有对错之分,请按自己内心真实想法作答。我们将对你的回答内容给予严格保

密，请放心作答！

请在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选项上打“√”。

年龄：

性别：①男 ②女

民族：①汉族 ②其他（ 族）

是否独生子女：①是 ②否

家庭所在地：①城市 ②农村

年级：①高一 ②高二 ③高三

期中成绩：语文： 数学： 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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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问卷请在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数字上打“√”！每一题只能选一个答案哦！

问卷一

题

号
题 目

完

全

不

符

合

比

较

不

符

合

有

点

符

合

比

较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2 3 4 5

1 在重要的考试中，我常有肠胃不适的感觉 1 2 3 4 5

2 当我不能理解学习的内容时，我会很苦恼 1 2 3 4 5

3 学习带给我很多快乐 1 2 3 4 5

4 我觉得学习枯燥无味 1 2 3 4 5

5 考试前我会紧张不安 1 2 3 4 5

6 由于成绩差，经常会有人看不起我 1 2 3 4 5

7 老师讲课内容太难，我跟不上 1 2 3 4 5

8 我觉得学习很有趣 1 2 3 4 5

9 我觉得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1 2 3 4 5

10 我对学习感到力不从心 1 2 3 4 5

11 有时候学习能使我产生一种沮丧感 1 2 3 4 5

12 我很骄傲我比别的同学做题快 1 2 3 4 5

13 我会由于很长时间解不出一道题而恼火 1 2 3 4 5

14 我很担心自己的成绩比别人差 1 2 3 4 5

15 在学习时，我经常感觉自己很笨 1 2 3 4 5

16 有时觉得自己学习太差，对不起家人和老师 1 2 3 4 5

17 我常对学习有一种倦怠感 1 2 3 4 5

18 我很生气别人说我比他学习差 1 2 3 4 5

19 我一学习就想睡觉 1 2 3 4 5

20 我很高兴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1 2 3 4 5

21 有时候我的成绩下降很快使我感到很无助 1 2 3 4 5

22 在学习上我经常受到别人的夸奖和赞扬 1 2 3 4 5

23 我的成绩比较稳定，因此我感到自在与轻松 1 2 3 4 5

24 我有时学习情绪很高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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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学习的时候，我容易心烦意乱 1 2 3 4 5

26 我总希望自己能学得更好一些 1 2 3 4 5

27 当我取得好成绩时，我会心潮澎湃 1 2 3 4 5

28 有些时候，我会因自己的成绩差而感到难过 1 2 3 4 5

29 我学习时经常会头昏脑胀 1 2 3 4 5

30 有时我会因为自己的成绩比别人差而痛苦 1 2 3 4 5

31 学习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 1 2 3 4 5

32 我很困惑为什么我总学不好 1 2 3 4 5

33 我一学习就情绪低落 1 2 3 4 5

34 我能安心学习 1 2 3 4 5

35 在学习中，我经常受到挫折 1 2 3 4 5

36 有时学习会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 1 2 3 4 5

37 我很担心完不成作业 1 2 3 4 5

38 我讨厌学习 1 2 3 4 5

39 我很高兴能把题目都做对 1 2 3 4 5

40 我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发愁 1 2 3 4 5

41 我学习时心情很宁静 1 2 3 4 5

42 我在学习时会心浮气燥 1 2 3 4 5

43 适当的放松会更有助于学习 1 2 3 4 5

44 当我在课堂上表现好时，我会很骄傲 1 2 3 4 5

45 我能心平气和地对待我的成绩 1 2 3 4 5

46 在学习上，我比别人进步快 1 2 3 4 5

47 能够独立解出一道难题，我会很高兴 1 2 3 4 5

48 上课不能正确回答出老师的提问时，我会感到很尴尬 1 2 3 4 5

49 我觉得学习没有什么用 1 2 3 4 5

50 我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 1 2 3 4 5

51 我能轻松自如地应付学习 1 2 3 4 5

52 在上课时我心情一般比较放松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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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我能轻松地面对考试 1 2 3 4 5

54 学习时受到他人的干扰，我会很气愤 1 2 3 4 5

55 尽管我学习很努力，但成绩还是很差 1 2 3 4 5

56 在学习中，我经常感到自己很聪明 1 2 3 4 5

57 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使我对学习充满希望 1 2 3 4 5

58 当我的成绩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会很自豪 1 2 3 4 5

59 我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1 2 3 4 5

60 有时，我努力了却没有取得好成绩 1 2 3 4 5

61 我很满意我的学习成绩 1 2 3 4 5

62 我对学习缺乏信心 1 2 3 4 5

63 我很憎恨学习 1 2 3 4 5

64 有时候作业太多，使我都没有学习的心情 1 2 3 4 5

65 我对学习没有兴趣 1 2 3 4 5

66 成绩下降导致我很焦虑 1 2 3 4 5

67 我觉得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1 2 3 4 5

68 我能轻松地完成学习任务 1 2 3 4 5

69 我对学习感到无能为力 1 2 3 4 5

70 我做作业的时候心情很放松 1 2 3 4 5

71 通常别人都做出了题目，而我还没有做出 1 2 3 4 5

72 由于取得了好成绩我感到自豪 1 2 3 4 5

问卷二

题

号
题 目

极

不

可

能

不

可

能

有

些

可

能

可

能

极

可

能

1 2 3 4 5

1
虽然我自己动动脑筋也能做出来数学题，但这样做很麻烦，所以

我会请别人告诉我怎么做
1 2 3 4 5

2 对于数学题，我会不做任何尝试就向别人问正确答案 1 2 3 4 5

3 我会请别人替我完成数学作业 1 2 3 4 5

4 遇到不会的数学题我会照抄别人的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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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遇到不会的数学题时，我宁愿随便写一个答案，也不会去问老师

或同学
1 2 3 4 5

6 即使我没听懂数学老师讲授的内容，我也不会举手发问 1 2 3 4 5

7
虽然我做了很长时间也没能做出数学题，那我也不会去问老师或

同学
1 2 3 4 5

8 即使我在理解数学知识方面遇到了困难，我也不会问老师或同学 1 2 3 4 5

9（a） 如果我做不出老师布置的数学题，我会请老师给我一些提示 1 2 3 4 5

9（b） 如果我做不出老师布置的数学题，我会请同学给我一些提示 1 2 3 4 5

10（a） 在做数学题时，如果我不明白题意，我会向老师请教 1 2 3 4 5

10（b） 在做数学题时，如果我不明白题意，我会向同学请教 1 2 3 4 5

11（a）
当我面对一道数学题而不知从何入手时，我会请老师给我讲解题

的思路
1 2 3 4 5

11（b）
当我面对一道数学题而不知从何入手时，我会请同学给我讲解题

的思路
1 2 3 4 5

12（a） 当我怎么也做不出数学题时，我会请老师讲解解题方法 1 2 3 4 5

12（b） 当我怎么也做不出数学题时，我会请同学讲解解题方法 1 2 3 4 5

13（a）
当我做错了数学题却又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时，我会请老师

讲解
1 2 3 4 5

13（b）
当我做错了数学题却又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时，我会请同学

讲解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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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当论文初稿成型的时候，2018 年的春节已经近至眼前，内心感动而又庆幸，

终于可以过个安心年了，论文所带来的枯燥和煎熬终觉可以暂时的得以缓解

了……有种想放鞭炮来庆祝一下的冲动，毕竟论文的整体框架是完全勾勒出来

了。兴奋之余，将初稿发给师兄师姐帮忙把关，帮忙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忘了应

该在过完年之后再打扰他们。可是那些亲爱的人儿们呀，还是欣然答应并说了许

多鼓励加油的话，然后在开学初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原本以为初稿成型是完成了论文 80%的工作，可是真正在修改的过程中，才

发现“修改”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词汇，真是一件“修”之不断、“改”之不断

的浩大工程。一遍又一遍，N加又 N遍的修改中把那些当初觉得热血沸腾的文字

从原来四万多字的稿子里删除、压缩、精简、补充新内容……在导师杨玲教授的

悉心指点下，文章逻辑和层次慢慢清晰起来，在曹华师兄从论文选题到数据分析，

再到论文整体的整理、修改和润色的诸多点点滴滴的帮助下，论文的格式、内容

渐渐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要求框架靠拢起来，后来又在张建勋师兄、苏波波师兄

的鼓励和细致、详细的逐条意见的修改和逻辑整理下的帮助下，文章前后的衔接

也慢慢紧凑起来。在大家的帮助下，通篇论文才逐步消除了“神形涣散”、“言

不达意”、“内容拖沓”的弊病，虽然修改之下的文稿还存在很多不妥之处，但

总算是有点“浪里淘沙”后的去拙留精髓的意思了，也比一开始有了很大的可读

性了。

我感谢他们！感谢我那勤恳严谨、严厉而又慈祥的杨老师！感谢我那些集高

学术造诣和乐于助人为一身的师兄师姐们！感谢在我论文准备过程中帮我出谋划

策的付亚南、马雪、宗明江、任静、苏红婷、朱春燕等帅哥和美女们！感谢每一

个我遇到的可爱的人！

说真心话，学习是一件辛苦的事情，需要坚持，需要毅力，还需要一颗不甘

平庸、勇于奋进的心。在走上工作岗位八年之后，再次进行高强度的学习，不仅

要调整好工作和学习两个方面，还要付出双份的努力和辛苦，真心不容易……一

路跌跌撞撞的走来，每次遇到难关攻克不了时候，都迷茫地问自己这样的坚持和

付出到底还能咬牙坚持多久？到底会配得上什么样的收获？但是我深知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瓶颈期，过了这个坎就会满眼尽收阳光璀璨，需要的只是坚持和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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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在这种心情下，我做到了工作和学习的两者兼顾，我做到了事业和家庭的

同时成长。感谢坚持不懈的我自己！在读研的过程中，因为年龄的偏大，因为工

作和学习的兼顾，因为跨专业带来的心理学知识的欠缺，使我在学术研究中常常

会遇到啃不动的难题，那种迷茫、困惑、烦躁让我倍感煎熬……我最亲爱、最信

任的爱人张帆用他无微不至的爱一次次鼓励我，扶持我向前走，向前走。感谢一

路默默陪伴、爱我、疼我的爱人张帆！感谢我那聪明灵巧、善解人意的六岁半的

龙凤胎宝贝——宝宝和贝贝！就是你们两个宝贝每次懂事而又体贴地对妈妈说

“加油，妈妈你最棒！”给了妈妈不断向前奋进的勇气和力量！感谢我的爸爸妈

妈和公公婆婆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感谢这个温暖的家庭给予我的全部支持，我爱

你们！

2018 年暖洋洋的春天来了，热烘烘的夏天还会远吗？那金灿灿的、充满着丰

收硕果的秋天还会远吗？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了，我的心头充满了温暖的情感，

这热烈的情感如同天空中那美丽的太阳般光亮、灼热。人生，总有一个新起点在

阳光照耀下通往远方，希望在通往远方的这条道路上，我依然能走得像现在这样

坚定和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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