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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是影响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的非智

力因素，而学业自我概念是自我概念中的一部分，

也是学生学习的内部动力因素。学业自我概念就

是指个体在学业情境中形成的对自己在学业发展

方面的比较稳定的认知、体验和评价⋯。正确的学

业自我概念，有助于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有助于

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从而达到帮助其提高

学业成绩。中学阶段是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一个

关键期和特殊期，学习成为初中生的主要任务，也

成为他们的生活主题，而学业成绩的高低是衡量

他们学习任务完成情况的重要指标，学业成绩的

优劣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发展f2】。以往的研究关

注了数学，英语学业自我概念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而忽视了语文自我概念在学习中的重要影响，因

此，本研究探讨初中生语文的自我概念与其学业

成绩之间关系。

一、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南关学

校的初一、初二、初三三个年级的学生，采用整体

抽样方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共发放问

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95份，有效率为99％。

其中被试的年龄在11—17岁之间，其中95．4％的被

试为汉族学生(n------=472)，4．6％的被试为少数名族学

生(n=23)。被试的其他基本信息见表1

表1被试的基本信息(n=495)

变量 样本分布 f-F-伞烈 百分比 总计

男 293 59．2％

性别 女 202 40．8％ 495

初一 158 31．9％

年级 初二 189 38．2％ 495

初三 148 29．9％

独生子女 是 291 58．8％ 495

否 204 41．2％

家庭居住地 城市 361 72．9％ 495

农村 134 27．1％

2．研究方法

A．研究工具

(1)学业自我概念问卷

本研究采用郭成(2006)131依据的青少年学业

自我问卷修订而成的《学业自我概念问卷》。学业

自我概念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分为一般学业

自我、一般学科自我和具体学科自我。此修订版的

问卷在具体学科上只有三门基础学科(语文、数学

和英语)，即3个维度。共24个题项。问卷采用5级

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记为1。5

分，得分越高说明学业自我概念水平越高。本研究

中选取其中的语文自我概念部分进行施测，内部一

致性Cronbach alpha系数为0．914。

(2)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为收集被试对象(张掖市甘州区南关

学校七、八、九年级学生)期中考试中语文成绩。将

成绩标准化，求出z分数，以z分数作为学业成绩

的统计指标。

B．统计处理

剔除无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495份，然后进

行问卷编号，将数据输入到计算机，使用SPSSl9．0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的统计学方法主要有描述性

统计分析、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二、研究结果

1．初中生语文自我概念的现状

本研究使用的《学业自我概念问卷》采用的是

l一5的五点记分方式，以单题平均数3作为比较标

准。由表2可知语文自我概念高于3分，由此可知

本样本中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语文自我概念

处于中上水平。

表2初中生语文自我概念的描述性统计

(n=495)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语文

自我概念 495 1．00 5．00 3．185 0．940

万方数据



2．2初中生语文自我概念在人口学上的差异

初中生在语文自我概念在家庭所在地(t一1．

252，p>O．05)和年级上(F=I．106，p>O．05)不存在统

计学差异。但是，在得分数上，农村中学生语文自

我概念比城市学生高，年级越高初中生的语文自

我概念得分越高。(见表3)

表3初中生语文自我概念在人口学变量上

的差异分析(n=495)

项目 分类 N 均值 标准差 t P

男 293 3．032 0．952

语文
性别

-4．448 0．000女 202 3．407 0．878

自我 独生 是 291 3．083 0．975

—2．973 O．003概念 子女 否 204 3．33l 0．868

2．初中生语文自我概念与语文成绩的相关及

回归分析

在相关分析中，初中生语文自我概念与语文成

绩存在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r=O．048。但是进一步

地分析中，以语文成绩为因变量，语文自我概念为

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中，并没有发现语文自我概

念能够显著的预测语文成绩。(见表4)

表4学业自我概念对学业成绩的回归分析

模型 B t p

(常量) 一1．03l 0．303

语文自我概念 ．048 1．075 0．283

三、讨论

自我概念是对自己的能力的一种知觉，而学业

自我概念作为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

指对自己学业能力的一种知觉。初中生正处于生

理和心理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学业自我概念

往往存在很大的波动和变化。本研究对初中生的

语文自我概念的现状分析表明，语文自我概念整

体上处于中上水平。并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

在是否独生子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语文

自我概念上男生显著低于女生，这和以往的研究

基本一致。女生对语文和英语的自我评价更高H1。

在生活中我们已经能够明显的感知到男性和女性

在自我认识和评价差异非常大，反应在中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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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自我概念上，就是男生和女生在学习过程中，

对自己的学业能力的认知和评价存在差异。同时，

在对学业的自我评价和感知中，我们发现独生子

女与非独生子女在语文自我概念存在显著差异，

在语文自我概念上独生子女又显著低于非独生子

女。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存在一些出入，李辉云和

邓燕燕(2015)[51的研究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

女在具体学科自我概念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独生

子女在具体学科自我概念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

非独生子女，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学生的

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有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

女的学业自我概念存在差异，也说明了学业自我

的发展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独生子女的家长把所

有的爱和希望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使独身子

女更容易得到父母的喜爱，父母对他们表现出较

多的情感温暖【6】。在相关分析语文自我概念与语文

成绩显著的相关，但是从相关系数来看，相关度不

高。而且，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语文自

我概念能够显著的预测语文成绩。

四、结论

通过调查分析，本研究发现初中生语文自我概

念处于中等水平，语文自我概念存在明显的性别

和独生子女差异。女生的自我概念比男生高，非独

生子女的语文自我概念比独生子女高，同时，研究

也发现语文自我概念与语文成绩显著相关，但是

语文自我概念并不能有效的预测语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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