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自美国和俄国心理生理学家Brown和Gelder(1938)以及德国心理分析治疗

师Stengel(1936)先后发表的关于有关考试情绪的文章后，有关考试情绪的研究

就层出不穷，但是，除考试焦虑之外的其他有关考试的情绪却一直被研究者所忽

略(Pekrun，2002)。2004年Pekrun编制了第一个考试情绪问卷(TEQ)才开启了

考试情绪研究的新篇章。

本论文共包括三个研究，研究一立足于我国的校园环境，在综合国外考试情

绪和国内考试焦虑等相关研究基础上，以中学生为被试，采用文献分析法、开放

式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结构化问卷调查法等方法，最终编制了中学生考试情绪

问卷。研究二以731名中学生(初一、初二、高一、高二)为研究对象，采用问

卷调查法考察了中学生考试情绪的特点。研究三从班级环境和个人心理两个层面

探讨了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

。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

1、本研究编制的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包括积极考试情绪和消极考试情绪两个

分问卷，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作对中学生考试情绪状况的测评。

2、女生在消极情绪总分、内疚、失望和自豪情绪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

3、消极考试情绪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增加，高中生的消极考试情绪显著高于初

中生，积极考试情绪显著低于初中生。

4、积极考试情绪与掌握趋近目标、成绩趋近目标和班级掌握目标均呈显著正

相关；消极考试情绪与掌握回避目标、成绩回避目标、成绩趋近目标和班级成绩

目标均呈正相关。

5、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与考试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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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physiologist Brown and Russian psychological

physiologist Gelder(1 93 8)，as well as German psychoanalysis therapist Stengel(1 936)

has published the articles about test emotion,the studies about the test emotion are

continuous．However，other test emotions have been overlooked by researchers except

the test anxiety(Pekrun，2002)．In 2004，Pekrun have established the first Test

Emotions Questionnaire(TEQ)which has opened anew chapter in this field．

There are three sub．studies in our research．In the 1吼study，based on our college

enviroment，after analysing the test emotions from Abroad and Domestic test anxiety，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d a questionnair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Test Emotions．The

methods were used include：bibliorgaphic analysis，interview，ope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O on．In the 2加study，73 1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ok part in,including 7m，

8tlI，l 0恤，1 1
m

grade in kaifeng．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Test Emotions

Questionnaire．We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test

emotions．In the 3rd study，we analys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st emotions，classroom

go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of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test emotions questionnaire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cluds two

sub-questionnaires：positive test emotions questionnaire and negative test emotions

questionnaire．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questionnaire has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It can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test emotion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2．The test emotions of girls are in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than that of boys 011

negative emotion，guilt，disappointment and pride．

3．The negative test emotions of higher grade are much more than thal of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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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students，but．{he positive test emotions of lower grade students are much more

than that of higher grade students．

4．Positive test emo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mastery—approach goals，

performance-approach goals and classroom mastery goals；negative test emotions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mastery—avoid goals，performance—avoid goals，

performance·approach goals and classroom performance goals．

5．The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played a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room goal structure and test emotions．

Key words：middle school students；test emotions；classroom goal structure；

personal achievement go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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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虽然我国目前正在实行素质教育，但考试依然是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的

重要方式和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手段。面对考试，学生会产生多种情绪，如考前

的紧张、焦虑，考后的放松、喜悦、失望、内疚等等。纵观以往研究发现，有关

考试情绪的研究只集中于考试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研究上，不能全面的了解

学生的考试情绪情况。而Pekrtm(2002)研究发现，学生在考试中体验到的焦虑情

绪只占总考试情绪的15％一20％。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Peknm(2004)以大学生

为被试，编制了专门的考试情绪量表(TEQ)。结合我国实际，中学阶段的学生面

临着繁重的学习任务和众多的考试，对其考试情绪情况的掌握就显得尤为必要，

但目前国内仍缺少专fqN量考试情绪的工具。由此，编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

考试情绪问卷成为当务之急。

成就目标作为成就动机研究的前沿课题，是指个体从事某一任务的目的或原

因的认知，以及完成任务的信念。情绪是动机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现代

社会认知心理学有关研究中却被忽视了(Linnenbrink，Pintrich，2002)。本研究将

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班级环境和个人心理两个层面探讨中学生考试情绪

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Linnenbrink提出了一个双向不对称

模型，该模型假设，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和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但个人成就目标定向是否真如Linnenbrink预言的那样，在班级成就目标和情绪之

间起中介作用?本研究拟以考试情绪为主线，在编制适合中国国情的考试情绪问

卷的基础上，考察中学生考试情绪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

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以验证和深化Linnenbrink提出来的双

向不对称模型。本研究希望通过这些调研来帮助学生认识自身考试情绪的现状、

从而培养良好的考试情绪，树立合适的成就目标，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考试，

取得优异的成绩。



第一部分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1考试情绪的研究概述

1．1 相关概念

1．1．1情绪的概念

情绪(emotion)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人对待认知

内容的特殊态度，它包含情绪体验，情绪行为，情绪唤醒和对情绪刺激的认知等

复杂成分(黄希庭，2004)。

情绪是重要的心理现象，然而，由于情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研究者认为不

具有客观性和不可测量，相关研究在20世纪中后期锐减。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心

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日益重视，情绪研究再度成为心理学界的热点。

1．1．2学业情绪的概念

在学业情绪概念提出之前，Pekrun等人曾对国外有关学业情绪的近两千篇文

章做了个统计，统计表明：有关焦虑的文章有1200余篇，占学业情绪研究的60％

以上，其次就是有关抑郁的文章，两者相加几乎占据了学业情绪研究的领域，而

其他的情绪(生气、轻松、惭愧等)的研究很少，几乎处于空白。有学者对国内

的研究也曾进行过统计，发现国内研究也大致如此。

2002年，Pekrun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学业情绪概念，他认为：“学业情

绪表示与学校学习、课堂教学以及学业成就直接联系的情绪，包括课堂情绪、课

外情绪和考试情绪。" 国内学者俞国良等人结合国外学业情绪的相关研究指出：

学业情绪除了应该包括学生在学校环境中经历的与成就有关的情绪外，也应该包

含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涉及的那些情绪，并在此基础上将学业情绪定义为“学业

情绪是指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与学生的学业相关的各种情绪体验，包括高兴、

厌倦、失望、焦虑、气愤等。"



1．1．3考试情绪的概念

2002年，Pekrun提出学业情绪的概念后，由于考试是学生学习中重要的应激

事件，2004年，Peknm专门从学业情绪的研究中抽取出考试情绪以全面细致的了

解学生所体验到的与考试相关的情绪。同年，他提出考试情绪的概念：考试情绪

(test emotions)是指主观上产生的、与考试或测试相关的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

可以发生在考试的前、中和后。由此可见，考试情绪隶属于学业情绪，是学业情

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考试情绪的研究方法

由于考试情绪的概念提出来的比较晚，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且已有研

究在考试情绪组成成分上的结论也不一致。而国内目前尚缺少专门的考试情绪问

卷，已有的研究多是从考试焦虑、抑郁和学业情绪方面片面间接地考察学生的考

试情绪的情况。纵观考试情绪的以往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其研究主要是通过访谈法

和量表法两种方法进行研究的。

1．2．1访谈法

考试情绪的研究初期，研究者主要是以访谈的方式进行研究。Pekrun(2002)

曾统计了学生在考试时的情绪体验和生理反应，研究显示在考试时学生主要有焦

虑、失望、生气、惭愧、愉快和期望六种情绪。在考试之|j{『和考试刚开始时消极

的情绪体验最强烈，但随着考试的进行，学生的积极情绪逐渐增多，在考试结束

后其积极的情绪达到最高水平。Gottfried和Spangler(2002)研究显示，考试情

绪包括：焦虑、失望、生气、希望和愉快。研究同时显示在不同考试阶段学生不

同的应对策略可以预测不同的考试情绪，如在考前，高回避策略可以预测更多的

失望、生气消极情绪和较少的愉快、希望积极情绪；在考试中和考试后高情绪导

向的应对会报告更多的生气情绪。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考察学生考试情

绪的实证调查报告，以往的研究大多是通过考试焦虑、抑郁和学业情绪量表来间

接片面地考察学生考试情绪的情况。只有杨艳苏(2005)以综述的形式发表了考

试情绪的文章，该文从考试情绪的认知评价过程、任务关注过程和情绪关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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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维度出发，探讨了考前、考中和考后三个阶段中考生情绪的表现、原因和调

节措施，并对考生如何调节考试情绪提出了建议。

1．2．2量表法

Pekrun(2004)编制了专门的考试情绪量表(TEQ)开启了考试情绪研究的新

篇章。他的研究发现德国大学生的考试情绪主要包括：愉快、希望、骄傲、放松、

生气、焦虑、惭愧和失望八种情绪。考试情绪在年级上差异不显著，女生在放松

和绝望情绪上显著高于男生，但在焦虑、喜悦、希望和生气情绪上没有差异。同

时他还考察了考试情绪与人格、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学．

生的自我效能与积极的情绪、喜悦和希望成J下相关：与生气、焦虑和失望成负相

关。积极的考试情绪有利于学生产生优异的考试成绩，消极的考试情绪则不利于

学生的身心健康。Michael Kleine，Regensburg和Reinhard Pekrun等人(2005)以

德国学生为被试，考察了不同成绩组学生考试情绪的特点，研究显示高分数组被

试具有高喜悦、低生气、低焦虑和低倦怠；低分组学生更多地体验到焦虑、生气

和倦怠的考试情绪；中等成绩组的学生则更多感受到焦虑、生气和喜悦的考试情

绪。Schutz(2008)使用考试情绪量表(TEQ)考察了考试情绪与成就目标和情绪

调节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情绪调节在考试情绪和成就目标之间起中介或部分中

介作用，研究同时显示，情绪调节可以预测56％的积极情绪和87％的消极情绪，

由于国内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考试情绪量表，以往的研究多是从考试焦虑、抑郁

和学业情绪等方面来考察学生的考试情绪。如黄高贵(2003)高考生中重度考试

焦虑的出现率为10．i7％，与男生相比，女生较易出现重度考试焦虑。何梅等(2006)

调查显示：小学、初中和高中考试焦虑的检出率为14．2％、32．1％和26．7％，其中

初中和高中生的考试焦虑情况要明显地高于小学生，女生的考试焦虑程度要明显

地高于男生。王忆军等(2005)研究表明：中学女生考试焦虑平均水平大于男生，

女生较高考试焦虑者的比例占到36．1％。段兴华等人(2005)对内蒙古大学生调查

也发现，女生的焦虑水平普遍高于男生。但也有少数研究显示考试焦虑并不存在

性别差异。姚利民(1996)研究显示：男女大学生的考试焦虑水平不存在显著差



异。郑英娟(2007)编制的物理学业情绪量表包括物理课堂学业情绪、物理课外

学业情绪、物理考试学业情绪三个分量表，学生的考试学业情绪存在明显的校际

差异。物理考试学业情绪与学业成就自我评价、物理学业成绩间存在显著的J下相

关；物理考试学业情绪与物理课堂认真程度、家长对学生学习要求的严厉程度间

存在显著负相关。俞国良(2007)一项研究显示：学习不良青少年的积极学业情

绪显著低于一般青少年；学习不良青少年的消极学业情绪显著高于一般青少年；

学习不良青少年与一般青少年在学业情绪上存在年级和性别差异。

1．3考试情绪的测量

由于考试情绪概念提出的比较晚，所以专门用来测量考试情绪的量表很少，

目前主要是Peknm(2004)编制了考试情绪量表(TEQ)，该量表包含愉快、希望、

骄傲、放松、生气、焦虑、惭愧和失望八种考试情绪，为了使被试能更好的理解

量表内容，该量表首次将项目按照不同的时间点分为考试前、考试中和考试后三

个时1．日J区域。

国内有关考试情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试焦虑上，应用比较普遍的考试焦虑

量表有：Spielberger考试焦虑量表(TAI)；Sarason考试焦虑量表(TAS)；状态—特

质焦虑量表(STAI)：焦虑自评量表(SAS)；郑同昌考试焦虑检查问卷(TAT)；考

试焦虑自我检查表(SRTA)；Frieben考试焦虑量表(FTA)；一般性焦虑量表(GAT)；

考试焦虑行为量表(TABS)等。较常用的是TAS、TAI、TAT、SAS。另外国内部分

研究者还自编了考试焦虑量表并进行了信效度的检验，但是应用不多。

虽然国内有这么多考试焦虑量表，但却缺少全面细致考察学生考试情绪的专

门量表。正如Pekrun(2004)的研究证实：学生关于考试的情绪不止有考试焦虑，

还有考试成功后的喜悦、自豪等积极的情绪，以及考试失败后生气、失望、难过

等消极的情绪。由此可见，编制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就显得

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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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就目标的研究概述

成就目标是成就动机研究的前沿课题，自70年代末，成就目标定向理论一经

提出，便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以往成就目标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个人层面上

的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研究，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认识到班级环境

层面上的班级成就目标同样对学生的学习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由此，班级成就

目标和个人成就目标定向成为近几年成就动机研究的热点。

2．1个人成就目标定向概述

2．1．1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概念

关于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定义，研究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具体见表1。

表1国内外有关成就目标的定义

研究者 定 义

Elliot&Dweck具有认知、情感和行为结果的关于认知过程的计划。

Ames 学生对学习活动、学业成就和成功的意义或目的的知觉。

Urdan&Maehr成就目标是学生对从事各种学习活动的理由的知觉。

Pintrich 个体追求成就任务的理由和目的的认知表征，它反映了个体对成

就任务的一种普遍取向，是一个有关目的、胜任、成功、能力、

努力、错误和标准的有组织的信念系统。

郭春彦等 成就行为的目的，它具有认知(如对情境的认识、成败归因)、情

感(如焦虑)和行为(如学习策略、任务选择和学业)的特征。

尽管不同学者对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具体界定不同，但对其本质的看法是一

致的，即他们都主张个人成就目标定向是个体对从事成就活动的目的或意义的知

觉。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我们认为，个人成就目标定向指学生关于学习活动、学

习目的、成功意义和成功标准的整合的信念系统。

2．1．2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分类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分类趋于精细化。早期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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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划分为掌握目标和成绩目标两种(Elliott，1988；Ames，1992)。

20世纪90年代末，Elliott等人提出了三分个人成就目标结构即掌握目标，成绩趋

近目标和成绩回避目标。其中前两种旨在获得积极的活动结果，是一种趋近的目

标状态，后一种目标旨在避免消极的活动结果，是一种回避的目标状态。近

期，Pintrich和Elliott等人在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较完善的四分个

人成就目标定向的理论结构，这四种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分别是掌握趋近目标、掌

握回避目标、成绩趋近目标和成绩回避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四分理论越来

越受到研究者的认同(Pintrich，2000a；Pintrich，2000b；Elliott，2001：梁国胜，

2002；刘惠军，2002)。
、

Pintrich等人对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四种取向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掌握趋近

目标状态下个体关注的是任务的学习、掌握和理解，根据掌握的新知识、自己的进

步和能力的提高来评价自身的表现；掌握回避目标状态下个体关注的是如何避免

完不成任务或避免失去已有的知识技能，其判断成功的标准是在自我比较的基础

上准确无误的完成任务：．成绩趋近目标状态下个体关注于表现的比他人优秀和胜

过他人以表明自己最棒；成绩回避目标状态下个体关注于如何不让自己显得低能，

避免表现的比他人更差。四分法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分类。

2．1．3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理论

在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理论研究中形成了多种理论，但最主要的是：成就目标

理论、潜在能力理论和能力自我知觉。

2．1．3．1成就目标理论

成就目标理论把成就目标分为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能力维度，另一个是

效价维度。

在能力维度中，根据能力的界定，将成就目标区分为成绩目标和掌握目标，

同时，根据不同的评价成功的标准或参照类型对能力的定义也就不同。具体来说，

有三个评价标准：绝对标准、自身标准和常模标准。绝对能力是指能力可以根据

一个人是否获得理解或充分掌握任务，自身能力是指提高一个人的成绩或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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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个人的技能，而常模能力则是比别人做的更好或获得更多的技能和知识。能

力维度反映了传统的掌握目标和成绩目标的区别。在成就活动中，持有掌握目标，

即那些将掌握任务、提高技能作为目标的个体，通常倾向于采用绝对能力或自身

能力的概念来评价自身的能力；而持有成绩目标，并且以通过与别人比较来证明

自身能力作为目标的个体则倾向于采用常模能力。

在效价维度中，从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将成绩目标导致消极结果，掌握

目标导致积极结果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获得了混乱的支持，因此在成就目标中

引入了另一个维度一效价。效价体现了接近一回避的区别。一个成就目标可以集

中在获得一种积极的、理想的可能(一个接近目标)或回避一种消极的、不理想

的可能(一个回避目标)。于是，将能力维度(成就一掌握)和效价维度(接近一

回避)相交叉，就组成了2X2的理论模型：即掌握一接近目标，它代表尽量获

得任务掌握或自身的提高；掌握一回避目标，它代表如何避免不能理解或掌握任

务；成绩一接近目标代表的是尽力超越他人；成绩一回避目标则关注的是尽力避

免比别人更差。Elliot等还专门设计了验证该理论模型的现场实验和实验室实验，

实验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其实验假设。

2．1．3．2潜在能力理论

潜在能力理论是个体对胜任力和能力本质的一种潜在观念，它直接影响着个

体对成就目标的选择。潜在能力理论又可以具体的分为：实体理论和增量理论。

实体理论认为能力是固定不变的，一般认为持实体能力观的个体将成就情境看成

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检验，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高成就，避

免因失败导致的消极评价；而增量理论则认为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提高的，

同样地，持增量理论的个体将成就情境看作是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他们追求的

是发展自身的能力。许多研究显示个体关于能力性质的潜在理论决定着个体的成

就目标。Dweck等人通过实验室研究发现：能力的实体观与个体的成绩目标之间

存在显著的j下相关，而与掌握目标之间则无相关或呈负相关。

2．1．3．3能力自我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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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自我知觉是指个体对他或她是否有能力完成当前工作的信心。对自身能

力的知觉调节了成就目标理论和潜在能力理论对与成就有关的行为结果的影响，

具体地说，当自我知觉到的能力是低而不是高时，实体理论和成绩目标对成就结

果的影响是消极的，个体回避挑战，选择容易的任务，并且面对困难时具有低坚

持性；当自我知觉到的能力高时，实体理论和成绩目标取向的个体寻求挑战，当

面对困难时具有高坚持性，而无论自我知觉到的能力高或低，增量理论和掌握目

标对结果变量的影响都是积极的，个体寻求促进学习和掌握的挑战，具有高坚持

性。

2．2班级成就目标的概述

丰富而复杂的课堂传递给学生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影响到对待学业

活动的目的。过去的研究主要调查学生个体成就目标以及个人成就目标与动机结

果、认知、情感的关系，很少关注教学实践和班级目标。最近很多研究者呼吁，

教育心理学和动机心理学在对个体结果进行研究时，要关注到情境的作用，建议

未来的研究应该考虑到学习环境特征和情境中学生个体的相互影响。(Anderman,

Patrich，Hruda，Linnenbrink，2002；Turner，2002)

2．2．1班级成就目标的定义

Ames等人(1988)将班级成就目标定义为：在课掌环境中产生的占主导性的

目标类型。国外有关课堂目标结构的称呼很多，如班级成就目标、动机氛围、课

堂成就目标定向等，但是他们的实质相同。在本研究中，为了与个人成就目标定

向进行区分，我们决定采用班级成就目标的名称。

2．2．2班级成就目标的分类

与早期的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分类相同，大多数班级成就目标研究者(Ames，

Wolters，Anderman，Patrich，Hruda,Linnenbrink等)将班级成就目标分成两种，即班

级掌握目标和班级成绩目标。

班级掌握目标指在班级教学中教师更强调学习本身以及努力的重要性，评价标

准与努力、任务掌握相联系；班级成绩目标指在班级教学中教师更关注个体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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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差异和比较，评价标准与社会比较、能力表现相联系。

2．2．3 TARGET教学模式

TARGET教学模式旨在探讨在怎样的班级成就目标下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这一教学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Ames以成就目标理论为依据，在

大量教育、心理实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叫ARGET
教学模式。Ames提出的这一模式旨在营造一种有利于掌握目标定向的教学氛围，

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积极的、持久的学习动机，是一种动机激发型的教学模式。

TARGET教学模式的课堂结构包含六个基本要素：任务设计(Task design)；权

力分配(Authority distribution)；肯定方式(Recognition practices)；小组安排

(Grouping arrangements)；评估活动(Evaluation practices)；时间分配(Time

Mlocmion)。TARGET即是这六个要素的英文短语的首写字母组合。Ames认为，
教师可以通过调节上述六种课堂结构创造一种有利于掌握目标定向的课堂氛围，

即班级掌握目标。这种目标结构的特点是强调学生对新技能、新知识的掌握，强

调学生能力的发展。

2．2．3．1 任务设计

学习活动要符合学生兴趣、与其经验背景相联系，并要保证活动的挑战性适

合学生水平。Ames认为，教师对课堂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安排，影响着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成就目标定向。教学任务的设计应遵循新颖性、多样性的原则，所设定的

任务目标应是具体的、现实的，并能够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挑战欲和成就感。新

颖、变化的人为结构不仅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减少了社会比较的机

会，降低了学生把任务成绩简单地理解成能力标尺的可能性，使学生的注意力能

更好地集中在掌握技能、完成任务本身。当学生看到自己一步步接近目标时，会

产生胜任感和自我效能感。由此，教师在班级中应多强调班级掌握目标，减少对

成绩定向目标的强调。

2．2．3．2肯定方式

肯定是对个体的一种积极评价，但由于肯定的内容、原因和形式的不同，对



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和成就目标产生不同的影响。当教师给予清晰的、真实的信息

反馈，使学生知觉到自己已有的优点，这样能有效地促成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

但是，当表扬的内容是抽象的、不重要的、或带有控制企图时，外在的奖励就可

能降低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此外，公开的表扬和奖励还容易导致学生对能力差

异的关注，增加社会比较的机会。TARGET模式认为，即使是对学生的鼓励或表

扬，最好也在有限范围和场合中进行，以减少与他人对比的机会，这同样能起到

激励的作用。

2．2．3．3权力分配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通常主宰着学习的内容和进程，学生只能被动地

接受灌输，其自主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在这种情况下，会让学生觉得自

己是学习的工具，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但是，TARGET模式则主张给学生较多

的自主选择和参与决策的机会，以激发他们的内在动机，形成掌握目标的自主定

向。不过要注意，在教师分配给学生权利时，一定要考虑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要帮助学生不断增强自我调节的能力，以免使学生产生无助感和挫折感。同时，

为避免部分学生为“维护自我价值’’而选择过难或过易的任务。

2．2．3．4评估活动

不同的评估标准、评估内容和评估方式，可以营造出不同的学习氛围，进而

导致不同的目标定向和动机模式。基于社会比较的评价方式会提高学生对能力差

异的关注，容易导致学生采取表面学习策略，回避挑战，低估自身能力。当学生

等待别人检验和评价自己“是否优秀"时，会产生一种被控制感，掌握知识的兴

趣相对降低，并容易形成“不被评价的内容不值得学"的概念。但是，当教师的

评价基于学生个人的努力和进步的情况，评价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成绩，并且让

学生有改正错误、提高评价等级的机会，那么将有助于学生认识到“错误是学习

过程的一部分”他并不意味着失败或能力差，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完成任务，掌

握知识本身。巴特勒(Buder)的研究显示，获得清晰、真实的评估并得到改善建议

的学生能维持对学习的高度兴趣；只获得等级没有评语的学生，学习兴趣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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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下降。给予多次机会让学生达到理想成绩。教师对于在考试中未取得好成绩

的学生，提供修正活动，给予补偿的机会，以取得成功的体验和学习的自信心。

这种评价方式让学生明白错误并不表示失败，它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2．2．3．5时间分配

时间安排要有弹性，学生自主管理学习时间和资源。传统的教学活动忽视个

体间的素质和爱好差异，规定所有的学生以相同的速度学习相同的内容，分化现

象由此产生。TARGET模式正视这种差异的普遍存在，主张给学生自由分配时间

权力，让每一个层次上的学生都在不断的进步中享受到成功的喜悦，从而提高学

生的自我决定感和学习的积极性。

“

2．2．3．6小组安排

学生之间要学会合作，团体协作。斯莱文(Slavin)在研究合作学习结构时认

为，合作学习能引起最高的学习动机水平，研究还表明，在竞争、合作、个体化爱

三种目标结构中，竞争的情境容易导致能力差异的比较，形成成绩目标的定向；

而合作和个体化的结构则有利于形成掌握目标的定向。在合作的学习情境里，社

会评价和比较是基于整个小组的表现，个体间的差异被淡化了。这种安排不仅可

以提高低成就感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信心，而且也可以让高成就感的学生在担当“老

师’’的过程中，能力得到充分施展。 一

学生在班级上知觉到的目标相关信息，就构成了班级成就目标。学生知觉到

的班级成就目标除了通过以上六种方式传递给学生外，还可以通过留给学生的学

业任务的类型使学生知觉到。

由此可见，班级成就目标与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作为不同的概念，是建立在不

同的理论基础上的。正如Wolters(2004)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其结果表明，区

分学生从事某项学术任务的个人原因与其在课堂上对教学实践的目的知觉，是可

以区分开的。这一结果不仅支持了目标理论的最近发展，而且也为我们探讨两个

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与学习结果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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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

3．1 班级成就目标与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

在成就目标研究中，班级成就目标与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是有待深

入研究的课题。有研究显示环境因素诸如班级成就目标是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一

个影响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国外开始了对班级成就目标与个人成就目标定向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Rosser等(1996)考察了班级成就目标对学习结果的影

响，结果显示学生知觉到的环境目标确实影响着个体的成就目标定向，进而影响

学习效能感和学习成绩。L．Anderman等人(1996)在一项小学生升入中学的追踪

调查中发现，班级成就目标对个体成就目标的变化有预测作用，升入中学后学生

对掌握目标的接纳程度降低，对成绩目标的接纳程度上升，这种变化与环境中越

来越强调成绩和能力比较相关，也与激烈的学习竞争相关。近期，Wolter(2004)

的一项研究证实初中生的数学课堂目标结构能用来预测学生的个人成就目标，当

学生把课堂知觉为班级成绩目标时，他们更倾向于报告强的个人成绩接近目标和

个人成绩回避目标；而当学生知觉课堂关注的是提高或努力时，他们就会采纳个

人掌握目标或个人成绩接近目标。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李燕萍、郭德军(2004)

用实验法研究了班级成就目标对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作用，研究证实班级成就目

标确实影响着个人的目标定向发展。此外，研究还显示通过教师在课堂上实施强

调掌握目标的教学干预策略，可以有效地改善学生的学习动机模式，促进学生更

多地采取个人掌握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蒋京川、刘华山(2006)

研究发现班级掌握目标与个人掌握目标定向和个人成就趋近目标相关，班级成绩

目标与个人成绩趋近目标和个人成绩回避目标相关。王斐(2008)研究显示学生

的个体成就目标倾向子与他们对课常目标结构的知觉保持一致，即认为教师在课

堂上如果强调个人的发展和提高(班级掌握目标)，其学生更可能持有个体掌握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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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情绪与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

成就目标理论认为，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体面对困难与

挫折时的情绪反应。由于持掌握目标定向的个体将成就情境看成是学习知识、增

长技能的机会，失败并不代表能力低，而是意味着挑战和更多的学习机会，同时

努力学习本身也可以带来愉快、自豪感等内部奖励。因此，即使面对困难他们仍

然能保持积极的情绪。但对于持成绩目标定向的个人来说，活动的结果是对自身

能力的一个检验，失败意味着能力的不足，从而容易导致焦虑、挫败感和羞耻感

等消极情绪。另外，对社会比较结果的担心和评价的压力，也降低了成绩定向者

在完成任务中的愉快情绪。

Middleton(1997)调查了703名六年级学生的个人成就目标、自我调节学习、

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考试焦虑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掌握目标与自我调节学习、

学业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考试焦虑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成绩目标

与考试焦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多重回归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明，掌握目标是自

我调节学习和学业效能感的良好预测者，成绩目标则对考试焦虑有良好的预测作

用。Turner等(1998)考察了小学生的数学成就目标、遭遇失败后的情绪反应、

自我调节策略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路径分析的结果显示，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是成

绩目标与自我调节学习的中介因素。也就是说，成绩目标定向影响着个体失败后

的情绪反应，进而干扰其自我调节的学习过程。同时研究也发现，状态性焦虑是

成绩回避目标与低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因素。Pekrun(2006)的一项最新研究考

察了个人成就目标与希望、骄傲、焦虑等单个的消极和积极情绪之间的关系。研

究显示：掌握目标可以有效的预测希望、骄傲和愉快三个积极的学业情绪和生气

和倦怠两种消极的学业情绪，成绩回避目标可以有效的预测焦虑和失望两个消极

的学业情绪。

刘惠军等人(2003)考察了考前焦虑、成就目标和考试成绩的关系。研究显

示，考前焦虑与掌握趋近目标呈显著负相关，与掌握回避目标和成绩回避目标呈

显著正相关。掌握趋近目标和掌握回避目标是状态焦虑的预测变量，而特质焦虑



的预测变量同时包括四种目标定向。崔娜(2008)在三分成就目标的基础上考察

了高中生成就目标、考试焦虑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发现，考试焦虑与成绩回

避、成绩接近显著正相关，而与掌握目标相关不显著，成绩回避可以很好的预测

考试焦虑，考试焦虑、掌握目标和成绩回避是数学考试成绩的预测变量。梁九清

(2008)在考察大学生成就目标定向与状态焦虑的关系时发现：掌握目标定向和

状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成绩目标定向和状态焦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杨宪华

(2008)研究显示：消极学业情绪与掌握目标呈显著负相关，与成绩回避目标呈

显著正相关；积极学业情绪与掌握目标呈显著正相关，与成绩回避目标呈显著负

相关；愉快、焦虑、自豪和羞愧四种学业情绪与成绩接近目标呈显著正相关。

可惜的是，以往这些研究大多只考察了考试焦虑这个单一情绪与个人成就目

标定向之问关系，而其他的情绪与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并且这些

研究大多是在成就目标定向二分模型或是三分模型下进行，不能反映最新的个人

成就目标定向的四分模型的情况。

3．3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的关系

班级成就目标与情绪的直接研究并不多见。Anderman(1999)研究发现班级

掌握目标与积极情绪呈正相关，与消极情绪呈负相关；班级成绩目标与积极情绪

没有相关，这与Roeser(1996)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但Kaplan等(1999)研究却

显示班级成绩目标与积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而Pattrick依据2002的一项研究

认为只有当班级掌握目标没有同时受到强调，班级成绩目标才能降低负面情绪。

由此可见，班级成就目标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

另外，Midgley(1999)使用多个时间点与班级目标的方式来检验方向性，发

现积极情绪与班级目标有相互的预测作用，消极情绪可负面预测班级掌握目标，

但与班级成绩目标不相关。如：学生秋季的积极情绪的自陈可以预测隔年春天所

知觉到的班级目标；秋季知觉到的班级目标为掌握目标者来年春季会有比较高的

比例称述有积极情绪。Anderman(1999)和Roeser(1998)两项研究均发现班级

目标会影响负面情绪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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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班级成就目标与情绪的直接研究更是不多见，张咏梅

等(2001)以初中三年级学生为被试，以指导语形成学习目标组、成绩接近目标

组和成绩一回避目标组，结果表明，三个成就目标组在情感方面不存在差异。吴

利国(2005)考察了焦虑、班级成就目标与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研究显示，

特质焦虑通过对班级掌握目标的知觉间接地影响个人掌握接近目标和个人成绩接

近目标，特质焦虑通过对班级成绩目标的知觉间接地影响个人掌握接近目标、个

人成绩接近目标和个人成绩回避目标。

总之，班级成就目标与情绪的关系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大多数研究支

持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和预测作用，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现在的

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考察。

4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理论模型

Linnenbrink和Pintrich(2002)依据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与情绪

三者之间两两关系的以往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情绪与成就目标之间关系的理论模

型。他们认为，情绪与成就目标之间是一种双向不对称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一方面，心境通过两条途径影响个人成就目标：一条途径是心境直接

影响个人成就目标，另一条途径是心境通过课堂目标结构间接影响个人成就目标；

另一方面，课堂目标结构通过个人成就目标间接地影响情绪；另外，情绪状态也

会逐渐弱化为心境。如图1所示：

厂———————]
。℃二二竺竺二：全竺竺二刍绪

图1双向不对称模型

Pekrun认为学业情绪是情绪在学生学习情境下产生的，它具有情绪的特点，

学业情绪包括课外情绪、课堂情绪和考试情绪。由此可见，考试情绪隶属于学业

情绪，是学业情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试情绪与成就目标的关系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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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该模型。

5 已有研究不足与问题提出

5．1 已有研究不足

5．1．1以往考试情绪研究的不足

目前国内对考试情绪的测量主要使用考试焦虑量表和抑郁量表，缺少专门考

察学生考试情绪的测量工具。国外虽已有考试情绪量表(TEQ)，但是由于中西方

文化的巨大差异，特别是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与国外存在很大的差异，因

此有必要编制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考试情绪量表。另外，2004年Pekrun使用考试

情绪量表只考察了大学生考试情绪的特点。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的

水平和面临的学业压力不同，其体验到的考试情绪的成分和程度就会存在差异，

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中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生涯的关键时期，期间面临着中考

和高考，考察此时学生的考试情绪的情况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5．1．2 成就目标与情绪之间关系研究的不足

以往研究中成就目标与情绪之问的关系并没有明朗，而且这些研究多是情绪

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三者之间的两两关系的研究，并不清楚三者

之间关系。同时，以往研究多是在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两分法和三分法基础上进行

的，很少涉及掌握回避目标与情绪之间的关系。Linnenbrink J下是在这种两两关系

的以往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双向不对称模型，这一模型只是一种理论构想，需要接

受实践的验证。

5．2 问题提出

(1)编制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

(2)考察中学生考试情绪现状及其特点。

(3)深入考察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

系。

(4)检验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和考试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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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的

第二部分总体研究设计

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编制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来全面系

统地考察中学生考试情绪的特点，并且拟在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四分法的基础上，

探讨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

2研究意义

随着中学生误业负担和考试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存在考试情绪方

面的障碍，如何帮助他们树立适宜的成就目标和培养良好的考试情绪就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1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将加深我们对中学生考试情绪的认识。考试是对学生学习成果

的重要评价方式和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手段，面对考试，学生会产生多种情绪，

特别对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而言，他们面临着繁重的课业任务和众多的考试，其

生理和心理又处在急剧的变化的转折期，情绪很不稳定。他们常会因为重要的考

试而焦躁不安；因为成绩优异而欣喜若狂；因为考试失败而郁郁寡欢。但是纵观

以往考试情绪的研究成果却发现目前国内考试焦虑几乎占总考试情绪研究的60％

以上，而有关考试中的高兴、希望等积极情绪则处于研究空白中。本研究着眼于

这一研究不足，通过编制考试情绪问卷，获得我国中学生考试情绪的结构，为今

后开展学生考试情绪的疏导和干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测量工具，同时通过

考察考试情绪的发展特点，加深了对中学生考试情绪特点的理解和把握，为我国

学校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本研究将加深我们对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

定向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研究从成就目标的角度出发，寻找其中对积极考试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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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适宜性作用的目标取向，并通过认知改变的方式让学生领悟和理解对不良

考试情绪反应是因为自身潜意识中将老师在班级中强调的考试成绩作为了唯一追

求的目标，从而产生了挫败感的投射效应。研究希望通过从班级环境层面和个人

心理层面来全面考察中学生成就目标对考试情绪的影响，从而为今后教师在班级

环境中创建合理的班级成就目标，对中学生更好的个人目标定向的采纳和培养良

好的情绪提供理论依据。

2．2实践意义

第一，由于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期，其心智发展还不成熟。面对考试，中学生

通常会存在认知评价缺陷——“证明自己”、“考试万能论"，他们更容易受到学校

中过分重视考试成绩、片面追求升学率等环境的影响，从而患上考试焦虑症或抑

郁症等心理疾病。本研究通过考察我国中学生考试情绪的特点，使学校教育者、

家长以及学生自己能够更好地把握考试情绪的特点及发展规律，从而帮助学生克

服和缓解不良的考试情绪，以积极健康的情绪面对考试，取得优异的成绩。

第二，成就目标是影响学生考试情绪的重要因素。通过考察考试情绪与班级

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教育实践者从班级成就目标入

手，在班级中引导学生确立适当的个人成就目标定向，提高学业成绩，培养良好

的考试情绪。但是学校、班级的规章制度和教师在班级上强调掌握目标并不等于

学生把班级掌握目标知觉为掌握目标，所以，教育工作者要进行耐心、细致的工

作，除了在班级中强调掌握目标之外，还要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使其保持平和

的心态来面对考试。

3核心变量的界定

3．1考试情绪

考试情绪：学生在考试前、考试中和考试后所体验到的与考试相关的情绪。考

试前，是指临近考试直至拿到考卷之前；考试中，是指从拿到考试试题到考试结

束这段时间；考试后，是指从考试结束后、得知考试成绩以及得知考试成绩后的



这段时间。

3．2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及其维度

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个体追求成就任务的理由和目的的认知表征，它反映了

个体对成就任务的一种普遍取向，是一个有关目的、胜任、成功、能力、努力、

错误和标准的有组织的信念系统。

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包括四个维度：

掌握趋近目标指个体关注的是任务的学习、掌握和理解，根据掌握的新知识、

自己的进步和能力的提高来评价自身的表现。

掌握回避目标指个体关注的是如何避免完不成任务或避免失去已有的知识技
‘

能。

成绩趋近目标指个体关注于表现得比他人优秀和胜过他人以表明自己最棒。

成绩回避目标指个体关注于如何不让自己显得低能，避免表现的比他人更差。

3．3班级成就目标及其维度

班级成就目标：在课堂环境中产生的占主导性的目标类型。

班级成就目标包括两个维度：

班级掌握目标指在班级教学中教师更强调学习本身以及努力的重要性，评价

标准与努力、任务掌握相联系。

班级成绩目标指在班级教学中教师更关注个体的能力差异和比较，评价标准

与社会比较、能力表现相联系。

4研究假设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中学生的考试情绪十分丰富，总体上可以分为积极考试情绪和消极考

试情绪两类。

假设2：中学生的考试情绪存在性别、年级、校际和出生类型的差异。

假设3：中学生的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存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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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4：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和考试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5研究程序

本研究按照下列步骤进行实施：

首先，在整理有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等方法收集中学生

考试情绪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在参考有关问卷和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中学

生考试情绪问卷。

其次，选取中学生为被试进行《考试情绪问卷》、《班级成就目标量表》和《成

就目标定向量表》调查施测。

最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对中学生考试情绪的特点进行分析；考察考试

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问的关系。检验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

考试情绪和班级成就目标之『自J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的总体研究进程如图2所示：

研究一

研究二

研究三

图2总体研究流程图



第三部分研究过程与结果

研究一 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的编制

1研究目的

构建一套信效度较高的考试情绪测评工具是研究中学生考试情绪状况及规律

的基础工作，本研究在对中学生进行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研的基础上，确立我国

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的结构，并对其信、效度进行检验，使之适用于测量我国中

学生的考试情绪。

2研究方法及程序

2．1 访谈法及其结果

2．1．1访谈对象

访谈是以个别访谈的方式进行的，访谈的对象是开封市某中学初一，初二，

高一和高二共计32名学生(其中初一11人，初二10人，高一6人，高二5人；

女生20人，男生12人)。

2．1．2访谈提纲

通过文献整理与分析，并在参考以往相关研究(董妍，2007；杨宪华，2008)

的基础上，拟定了访谈提纲。后经5名心理学研究生和2名心理学教授对访谈提

纲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正式的访谈提纲。具体访谈提纲见附录l。

2．1．3访谈结果

通过对访谈录音进行转录，并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归类后发现：学生的考试

情绪十分的丰富，既包括高兴、放松、希望、自豪等积极考试情绪；又包含焦虑、

失望、担忧、内疚等消极考试情绪。

具体结果：(1)考前和考后的担心、害怕在学生访谈中出现比率最高为98％；



(2)考试后的失望占87％；(3)考试后的自豪占89％；(4)考前和考后的平静、

放松占92％；(5)取得好成绩时的高兴占98％；(6)考试后的希望占76％；(7)

考试失败的内疚占69％；(8)考试后的生气占68％；(9)心烦占39％；(10)兴奋

占29％。

2．2开放式问卷及结果

2．2．1对象选取

在个别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已有文献编制了开放式问卷，以进一步了解学生

的各种考试情绪有哪些具体表现。

开放式问卷调研对象为开封市某中学的学生，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2

份，回收率为91％。学生分布情况见表2。

表2开放式问卷的有效被试人口学特征

2．2．2开放式问卷提纲

本研究设计的开放式问卷样例如下：一昕到考试，你会产生哪些情绪感受?

请你回忆·下在考试前，你曾有怎样的情绪体验及其原因?请你回忆一下考试过

程中，你曾经遇到过怎样的情况及当时的感受如何?请你回忆一下在考试结束后，

你都经历了怎样的情绪感受及其原因?

2．2．3开放式问卷结果

结合研究目的，对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合并和整理，列出频次分类表

并排序，可以看出中学生在考试中体验到的情绪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情绪中，具

体结果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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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

由表3可知，正如Peknm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考试情绪并不是只有焦虑这一

种，在考试前后，学生具有丰富的情绪体验。具体来讲，担心和害怕的报告率最

高，结合焦虑的概念，文章将害怕和担心合并成一个维度即焦虑，而无奈和心烦

报告的比率小于40％予以删除(参考董妍2007)。

2．3初试问卷的形成

通过对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和个别访谈的结果进行分析，同时参考其他相

关问卷：董妍2007年开发的《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杨宪华2008年编制的《中

学生成就情绪问卷》和Pekmn2004年编制的《考试情绪问卷》。我们提炼为具体的

文字描述，拟定出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的原始题项。为了使问卷结构合理，题目

通俗易懂，在初测前，我们先请5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和1名心理学教授对问卷

题目进行审定和修改，然后征求了3名中学优秀教师的意见，最后，邀请一些中

学生对题项进行修订和完善，找出那些表述模糊、难以理解和容易产生歧义的题

项，加以修改或删除，形成中学生考试情绪初始问卷。初步编制的考试情绪问卷

包含两个分问卷即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和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两个分问卷各包

含24个题目，涉及到失望、生气、焦虑、内疚、自豪、平静、希望、高兴八种具

体情绪。

为了避免中国人的“中庸"文化的影响，问卷采用四点记分，让被试在与自

己相符的数字选项(1_4)上打“√”，1叫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
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依次记为l—4分。



3 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的初测

3．1 研究目的

编制信效度较高的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使之适用于测量我国中学生考试情绪

的情况。

3．2研究方法

3．2．1 被试选取

随机抽取开封市第七中学，开封市第二十三中学初～、初二、高一、高二学

生811名，共回收有效问卷760份，其中的380份有效问卷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

剩余的380份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学生分布情况见表4。

表4有效被试人口学特征一览表

3．2．2研究材料

自编的《中学生考试情绪》初始问卷，问卷采用四点记分，让被试在与自己

相符的数字选项(1叫)上打“√’’，1叫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
“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依次记为1叫分。

3．2．3施测过程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纸笔施测方式进行团体施测。每班的主试均进行过事先

培训，采用统一的指导语。测试前先向学生说明来意，而后宣读指导语，接着进

行测试。测试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测试时间约为20分钟。

问卷指导语：“亲爱的同学，你好!首先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调查。这是一项有



关考试情绪的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我国学生考试情绪和学生学习方面的情况。你

所提供的信息对我们的研究将非常有价值。请你认真阅读问卷前的说明，按照要

求作出回答，回答大约需要20分钟。你的答案不会交给班级的老师，也不会留在

学校。研究者不会公开任何你的个人资料，所以请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3．2．4数据处理

施测结束后，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l3．0和AMOS7．0进行数据处理。

3．3结果与分析

3．3．1项目分析

进行项目的鉴别力分析，就是考察一个项目在测验所测量的行为上正确区分

各个被试的反应程度。具体操作方法为求出量表的总分，将量表总分高低排列，

找出高、低分组上下27％的分数，依据临界分数将量表得分分成两组；然后采用

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考查高分组、低分组在每个题项上的差异是否显著；最后根

据f检验结果将未达到显著水平的项目删除。各考试情绪分问卷的项目分析情况见

表5和表6。 ，

表5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项目分析表

由表5的项目分析表明：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24个题项的，值均达到显著水

平，表明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所有题项均具有较高鉴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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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项目分析表

注：★P<．05；★★P<．01； ★★★．J阻‘OOl上斥习

由表6的项目分析表明：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24个题项的，值均达到显著水

平，表明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所有题项均具有较高鉴别度。

3．3．2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完善问卷及分析问卷的结构，我们拟对符合鉴别度的48个题项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进行因素分析时，我们首先用KOM统计量和巴特利特检验

来分析原有变量是否符合进行因素分析。

当KMO值愈大时，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根据

Kaiser的观点，KMO在0．50以下非常不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在0．5以上不适合进

行因素分析，在0．60以上勉强可以进行因素分析，0．70以上尚可进行因素分析，

0．80以上适合进行因素分析。Banlett球形检验如果达到显著性，代表母群体的相

关矩阵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3．3．2．1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对保留的24个题项进行球形Bartlett检验，发现

结果十分显著(xk-2541．125，P<0．01，df=276)，且KMO=-．884，这表示适合对其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高迎浩，2005；Kaiser,1974)。采用主成分法对问卷进行初步



分析，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有5个，可解释项目总变异的51．427％。但进行方

差极大旋转后发现，第五个因子只有1个项目，故决定抽取4个因子。接着，将

由这四个因子决定的负荷低于0．4的7个项目去掉，对剩余的16个项目再次进行

因素分析，发现四个因子的特征根均大于l，可解释方差累积贡献率为53．878％。

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各因子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见表7。

表7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可以将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分为四个维度，共16

个题项。根据每个维度所包含的项目对其命名。因子二包括aal、aa2、aa4、aal6，

共4个题项，这些题项涉及的主要是希望的情绪，如：“我希望通过考试来检验自

己知识掌握的情况"，和“考试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使我对考试充满希望"等，

我们将此定名为希望。因子二包括aa8、aa9、aalO、aal5，共4个题项，这些题项

主要涉及是平静的情绪，如：“考试时，我的心情很宁静"，“考试后，我能心平气

和地面对自己的考试成绩"等，我们将此命名为平静。因子三包括aal 1、aal4、aal 7，

共3个题项，这些题项主要涉及的是高兴的情绪，如“我很高兴能在自己擅长科

目的考试中一展身手”，“考试中，能做出一道分值很高的难题，我会觉得很开心"

等，我们将此命名为高兴。因子四包括aal8、aa21、aa22、aa23、aa24，共5个题

项，这些题项主要涉及的是自豪的情绪，如“当我的成绩比别人好时，我觉得很

光荣”，“我常因为成绩好受到老师和家长的夸奖和赞扬而自豪"等，我们将此命

名为自豪。各项目的负荷见表8。



表8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旋转后因子负荷与共同性

3．3．2．2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对保留的24个题项进行球形Bartlett检验，发现

结果十分显著(x硅3093．281，P<0．01，df=276)，且KMO=．894，这表示适合对其进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高迎浩，2005；Kaiser,1974)。采用主成分法对问卷进行初步

分析，发现特征值大于l的因素有5个，可解释项目总变异的54．885％。但进行方

差极大旋转后发现，第五个因子只有2个项目，故决定抽取4个因子。接着，将

由这四个因子决定的负荷低于一0．4的5个项目去掉，对剩余的17个项目再次进行

因素分析，发现四个因子的特征根均大于1，可解释方差累积贡献率为56．468％。

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各因子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见表9。

表9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

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可以将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分为四个维度，共17

个题项。根据每个维度所包含的项目对其命名。因子一包括abl、ab2、ab3、ab4，

共4个题项，这些题项涉及的主要是焦虑的情绪，如：“即使对考试有了充分的准



备，我还是会感到神经非常紧张"，“面对重要考试时，我会感到异常的神经不安”

等，我们将此命名为焦虑。因子二包括ab6、ab7、ab8、ab9，共4个题项，这些

题项涉及的主要是生气的情绪，如：“考试中，我会由于长时间解不出一道题而恼

火’’，“考试中，遇到自己见到的题却不会做，我会很苦恼"等，我们将此命名为

生气。因子三包括abl3、ab23、abl7，共3个题项，这些题项主要涉及的是内疚

的情绪，如：“由于考试没有发挥好，我觉得辜负了老师对自己的期望和培养”，“当

成绩不理想时，我不知道要怎样面对父母，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等，我们将此命

名为内疚。因子四包括abll、abl8、ab22、ab24、abl4、abl6，共6个题项，这些

题项主要涉及的是失望的情绪，如：“尽管我学习很努力，但成绩还是很差，为此

我感到失望"，“考试后，和同学讨论试题时，如果答案不一样，我感到很难过"

等，我们将此命名为失望。各项目的负荷见表lO。
’

． 表10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旋转后因子负荷与共同性

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保留33个项目：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包括16个

题项，其中自豪5题，平静4题，希望4题，高兴3题；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17

个题项，其中失望6题，生气4题，焦虑4题，内疚3题。

3．3．3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的信度检验

将数据输入到SPSSl3．0中，求得问卷的各个维度及总体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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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分半信度。分析结果见表1l。

表11 各分问卷和总问卷的克伦巴赫系数Q

如表11所示，《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的a系数均在0．602以上，分半信度均

在0．603以上。信度指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可接受的要求，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

信度。

3．3．4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的效度检验

3．3．4．1 内容效度检验

专家评定是一种确定内容效度的常用方法，它让一组独立的专家(他们不是测

验的编制者，但熟悉所测量的内容领域)判断测题对所研究领域的取样是否有代

表性，通过这些评定资料来确定一个测验的内容效度。因此，在问卷编制完成后，

我们请几位心理学教授和研究生对问卷的题项进行了初步评定。他们认为，该问

卷基本上已反映了中学生在考试情绪方面的情况，能有效地对中学生的考试情绪

进行测定，题项代表性较强。因此，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具有较为理想的内容效

度。

3．3．4．2结构效度检验

本研究从问卷内部一致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来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

3．3．4．2．1问卷内部一致性

研究通过对项目与总分之间、各分量表间以及与量表总分的相关分析，来检验

量表内部一致性。下面根据相关分析检验各个因素之间的结构效度。

结果见表12和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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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注：以上相关系数非常显著(p<o．01)

根据相关分析原理，表12结果显示，在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项目与分问

卷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08珈．653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13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_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o_■_●■_■■____●-■■●●●_●■■___一

项目 总分 项目 总分 项目 总分

注：以上相关系数非常显著印<0．01)

根据相关分析原理，表13结果显示，在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项目与分问

卷之间的相关系数在O．491珈．648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14 各分问卷间以及与问卷总分的相关

注：以上相关系数非常显著(P<o．01)

在表14的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各维度与分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在0．636

---0．804之间；其中，平静与分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最低为0．636，自豪与分

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804；在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各维度与分问

卷总分之间的相关在O．670_加．858之间，其中，内疚与分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

数最低为0．670，失望与分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为0．858。

3．3．4．2．2验证性因素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到的数学焦虑量表的结构，称为理论或构想模型。由

于探索性因素分析本身功能的限制，难以验证这一结构模型是否合理。本研究选

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来估计理论或构想模型对实际测量数据的拟合程度，从而检验

理论或构想模型的正确性。

为了进一步的考察《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的结构效度，利用Amos7．0在该

被试群体中对问卷的四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15。

表15正式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近年柬多采用RMSEA，SRMSR等综合性拟合指标对观测数据与模型的支持

情况进行评价。RMSEA和SRMSR的取值范围均在0和l之间。越接近于0，表

示观测数据与模型拟合得越好。按照通用的标准：RMSEA<0．1观测数据与模型较

好拟合；RMSEA<0．05，观测数掘模型很好拟合：RMSEA在0．05珈．08之间便是



模型基本可以接受(Steiger，1990)。其他几个拟合指标：GFI，AGFI，CFI，NFI，

NNFI等的取值范围也在0到1之间。越接近l表示模型拟合得越好；大于0．09

以上，则认为模型得到较好拟合。上述指标都是观测数据对模型绝对拟合程度的

描述。在对模型进行比较时，还用到PGFI，PNFI等反应模型省俭度的指标。PGFI

和PNFI也是越接近1越好，但达到什么程度，没有统一的标准。从表15中的结

果可以看出，《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在一个优良拟合模型可

以接受的范围。

表16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各题项在所属维度上的标准化因素载荷



由表16可知，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各个项目在其所属维度上的标准化载荷

在0．402一．781之问，差异均非常显著(p<0．001)，这表明该分问卷的项目有较好

的结构效度。

表17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各题项在所属维度上的标准化因素载荷

由表17可知，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各个项目在其所属维度上的标准化载荷

在．429·0．857之间，差异均非常显著(p<0．001)，这表明该分问卷的项目有较好的

结构效度。



4小结

本研究自编的《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最终包括积极考试情绪和消极考试情绪

两个分问卷，每个分问卷各包含四个维度，共八个维度，33个题项。其中积极考

试情绪分问卷包括自豪(5题)、平静(4题)、希望(4题)和高兴(3题)四个

维度；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包括失望(6)、生气(4题)、焦虑(4题)和内疚(3

题)四个维度。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能达到测量学的要求，适用于对我国中学

生的考试情绪进行测量。



研究二 中学生考试情绪的特点

1 研究目的

探讨中学生考试情绪的现状。

2研究假设

假设l：中学生的考试情绪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消极情绪高于男生，积极

情绪低于男生。

假设2：中学生考试情绪存在年级差异，消极考试情绪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增

加，而积极考试情绪则降低。

假设3：普通中学学生的消极考试情绪高于重点中学学生，而积极考试情绪

则低于重点中学的学生。

假设4：独生与非独生中学生考试情绪存在差异，非独生中学生消极考试情

绪高于独生中学生，积极考试情绪低于独生子女。

3研究方法

3．1被试选取

于2008年12月上旬选取开封市高中，开封市第十四中学和开封市第十中学

780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样。剔除无效问卷49份，获

得有效被试731名，有效率93．7％。学生分布情况如表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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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正式施测有效被试人口学特征

3．2研究工具

(1)中学生基本情况信息表(包括性别、年级、学校类型、是否独生等)。

(2)研究一编制的中学生考试情绪正式问卷，该问卷分为两个分问卷：积极

考试情绪分问卷和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共16题，包括自豪

(5题)、平静(4题)、希望(4题)和高兴(3题)四个维度；消极考试情绪分

问卷共17题，包括失望(6)、生气(4题)、焦虑(4题)和内疚(3题)四个维

度。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Q系数为O．813，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Q系数为0．862。

问卷使用四级计分：1．4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比较符合"、

“完全符合”。

3．3研究程序

3．3．1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纸笔施测方式进行团体施测。每班的主试均进行过事先培

训，采用统一的指导语。测试前先向学生说明来意，而后宣读指导语，接着进行

测试。测试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测试时间约为20分钟。

问卷指导语：“亲爱的同学，你好!首先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调查。这是一项有

关考试情绪的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我国学生考试情绪和学生学习方面的情况。你

所提供的信息对我们的研究将非常有价值。请你认真阅读问卷前的说明，按照要



求作出回答，回答大约需要20分钟。你的答案不会交给班级的老师，也不会留在

学校。研究者不会公开任何你的个人资料，所以请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请注意：

这不是考试，所以选项没有对错、好坏之分，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实回答。”

3．3．2对回收问卷的甄别

我们对问卷有效性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甄别：第一，对于在5分钟内

完成的问卷回收后做无效问卷处理；第二，将未能完成全部题目的问卷剔除；第

三，剔除随机答题的闯卷，例如，对问卷的回答明显带有规律性，或明显的应付

作答。

3．4数据处理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l3．0进行数据处理。

4结果与分析

4．1中学生考试情绪的总体特征

首先分析中学生在八种考试情绪一k得分的统计性描述指标，初步认识中学生

考试情绪的基本情况。分析结果见表1 9。

表1 9中学生考试情绪总体特征的描述性统计(N=731)

由表19可知，中学生考试情绪丰富多彩，包含有多种情绪，其在八种具体考

试情绪上的得分排列为：高兴>内疚>自豪>希望>平静>失望>生气>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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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中学生考试情绪的人口统计学分析

4．2．1中学生考试情绪的性别特点

为了解中学生考试情绪在性别上的差异情况，本研究以中学生性别为自变量，

对中学生考试情绪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见表20。

表20考试情绪的性别差异

由表20可知：在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性别在失望、内疚以及消极考试情

绪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女生在失望、焦虑和消极情绪总分上均

显著高于男生；而在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性别只在自豪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

异，具体表现为，女生在自豪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中学生考试情绪在性别上出现显著差异的结果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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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 失望 内疚 自豪

图3中学生考试情绪的性别差异

4．2．2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年级差异

男

女

为了解中学生考试在不同年级上的发展情况，本研究以中学生的年级为自变

量，对中学生考试情绪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从表21可知，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在考试情绪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事后比较表

明：在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消极考试情绪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在高一年

级达到最高值，但年级之间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从具体情绪来看，年级在生气

和内疚情绪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生气因子上，高一年级学生的生气水平最高，

之后逐渐减低，且高中生在生气因子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初中生；在内疚因子上，

初二年级学生的内疚水平最高，之后逐渐减低，且初二年级的学生在内疚因子上

的得分要显著高于高二年级的学生。

在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积极考试情绪总分基本呈现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

渐降低的趋势，且初中生的积极考试情绪总分要显著高于高中生。从具体情绪来

看，年级在自豪、平静以及希望因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初一学生在希望因子上

的得分要显著高于高～和高二的学生；在平静因子上，初二学生在平静因子上的

得分最高，总体上看，初中生的得分要高于高中生：在自豪因子上的得分随着年

级的升高而逐渐降低，且总体上看，初中生在自豪因子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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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表21 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年级差异性比较

4．2．3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学校类型上的差异

为了解中学生考试情绪在学校类型上的差异情况，本研究以中学生的学校类

型为自变量，对中学生的考试情绪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见表22。

由表22可知：在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学校类型在失望、生气以及消极考

试情绪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普通中学的学生在失望、生气和消

极情绪总分上均显著高于重点中学的学生；而在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学校类

型在高兴、平静、自豪以及积极考试情绪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

重点中学的学生在高兴、平静、自豪以及积极考试情绪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普

通中学的学生。



表22 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学校类型的差异性比较

中学生考试情绪在学校类型上呈显著差异，结果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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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学校类型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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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出生类别(是否独生)差异

为了解中学生考试情绪在出生类别上的差异情况，本研究以中学生出生类型

为自变量，对中学生考试情绪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见表23。

表23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出生类型的差异性比较

由表23可知：在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出生类型在失望、生气以及消极考

试情绪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非独生子女在失望、生气和消极情

绪总分上均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而在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出生类型在高兴、

平静、自豪以及积极考试情绪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独生子女在

高兴、平静、自豪以及积极考试情绪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中学生考试情绪在出生类型上呈显著差异，结果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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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出生类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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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 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

目标定向的关系

1 研究目的

探索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问的关系。

2研究假设

假设1：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存在相关。

假设2：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对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影响过程中起

中介作用。

3研究方法

3．1研究对象

同研究二

3．2研究工具

3．2．1班级成就目标量表

本量表选自张会清(2002)修订的《班级成就目标量表》，问卷共19个项目，

采用5点记分(1—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难以确定"、“比

较符合”、“完全符合”， 依次记为l一5分，为谨慎期间，在问卷使用前对问卷的

信度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班级掌握目标知觉的a系数为0．7886，班级成绩目标

知觉的Q系数为0．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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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个人成就目标定向量表

本量表选自刘惠军(2002)编制的《成就目标定向量表》，问卷共29个项目，

采用5点记分(1—5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难以确定”、“比

较符合”、“完全符合"， 依次记为l叫分，为谨慎期问，在问卷使用前对问卷的
信度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问卷总的Q系数为O．87，成绩趋近目标的a系数为O．82，

掌握趋近目标的Q系数为O．79，成绩回避目标的Q系数为O．69，掌握趋近目标的

Q系数为0．68。

3．2．3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

采用研究一中编制的《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问卷共33个项目，包含积极

考试情绪和消极考试情绪两个分问卷，问卷采用四点记分，让被试在合适的数字

选项(1—4)上打“√”，l—4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比较符

合”、“完全符合"，依次记为1—4分，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a系数为O．813，消

极考试情绪分问卷的121系数为0．862。

3．3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纸笔施测方式进行团体施测。每班的主试均进行过事先培

训，采用统一的指导语。测试前先向学生说明来意，而后宣读指导语，接着进行

测试。测试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测试时间约为30分钟。对未能完成全部题目(三

题以上)和整份问卷明显呈规律性作答的问卷进行甄别并剔除。

3．4数据处理

施测结束后，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l3．0和AMOS7．0进行数据处理。

4结果与分析

4．1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相关分析

对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关系的考察，用



相关法求其相关系数，结果见表24。

表24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关系

塞￡：★．P《．05：★★．P(．Ol； ★★*P<．001

如表24可知，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积极考试情绪与掌握趋近目标、

成绩趋近目标和班级掌握目标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掌握回避目标和成绩回避目标

呈显著负相关；消极考试情绪与掌握回避目标、成绩回避目标、成绩趋近目标和

班级成绩目标均呈正相关，与掌握趋近目标呈显著负相关。

4．2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与考试情绪之间中介效应

为了进一步验证各因素对考试情绪的影响模式，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

析。在已有文献，特别是Linnenbrink提出的双向不对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研

究对设定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模型进行比较

和验证。利用SPSS软件将数据随机分成两部分，然后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Amos7．0软件进行变量间关系的探索和验证，一部分(A部分)用来探索变量间的

结构关系，另一部分(B部分)用于验证变量问的结构关系。

在评价模型时，主要以总体卡方检验，拟合优度指数(GFI)、调和拟合优度

指数(AGFI)与比较拟合指数(CFI)作为评价标准。

结果见表25，GFI，CFI，AGFI等指标在模型中的取值均大于0．960，RMSEA



大于O．05，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可以接受，即数据不排斥所建立的模型。同时，

根据理论界的共识：路径系数小于0．05的路径没有实际意义。因此，从模型拟合

的指标和模型中的路径系数来看，此模型拟合良好。

表25成就目标与考试情绪的模型拟合指数

使用A部分数据对各个变量问的结构关系进行探索，得到班级成就目标，个

人成就目标定向对考试情绪的影响模型的路径图见图6：

图6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与考试情绪之间作用的路径图

在班级成就目标与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对考试情绪影响的模型对应的各路径及

其系数中，既包含部分中介作用，又有完全中介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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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介作用主要是两条，即班级掌握目标与积极考试情绪之间，班级成绩目

标与消极考试情绪之间。

首先，班级掌握目标直接影响积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0．10，另外，班级掌握

目标又分别通过两条路径来影响积极考试情绪：第一条，班级掌握目标通过掌握

趋近目标影响积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0．5×0．36=0．18，大于直接效应值；第二条，

班级掌握目标通过成绩趋近目标来影响积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0．32×0．41=0．13，

大于直接效应值。
’

其次，班级成绩目标直接影响消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0．03，另外，班级成绩

目标又分别通过三条路径来影响消极考试情绪：第一条，班级成绩目标通过掌握

回避目标影响消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0．29×0．31=0．0899，大于直接效应值；第二

条，班级成就目标通过成绩回避目标影响消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0．35×

0．38=0．133，大于直接效应值；第三条，班级成绩目标通过成绩趋近目标影响消

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0．18×0．11=0．0198，小于直接效应值。

完全中介作用也主要包含两条，即班级掌握目标与消极考试情绪之间，班级成

就目标与积极考试情绪之间。

首先，从模型中我们也能看出班级掌握目标分别通过三条路径来影响消极考试

情绪：第一条，班级掌握目标通过掌握回避目标影响消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O．29

x 0．19=0．0551；第二条，班级掌握目标通过掌握趋近目标影响消极考试情绪的大

小为0．57×(一．24)=-0．1368；第三条，班级掌握目标通过成绩趋近目标影响消

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0．37×0．08=0．0296。

其次，班级成绩目标通过两条路径影响积极考试情绪：第一条，班级成绩目标

通过成绩回避目标影响积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0．51 x(-0．10)一0．051；第二条，

班级成绩目标通过成绩趋近目标影响积极考试情绪的大小为0．19×0．27=0．0513。

利用A部分数据探索得到的模型，在B部分数据中加以验证，其结果中的主

要拟合指标见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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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成就目标与考试情绪的模型拟合指数

由表26各项主要拟和指标可以看到，依据样本A确定的模型，得到了另一

个独立样本B的数据支持。



第四部分综合讨论

1中学生考试情绪总体特征的分析

本研究中，中学生在八种具体考试情绪上的得分排列为：高兴>内疚>自豪

>希望>平静>失望>生气>焦虑，这与杨宪华(2008)研究结果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在杨宪华的研究中，积极的考试情绪要高于消极的考试情绪，这

点与本研究的结果相同，但是在本研究中失望情绪的感受要高于焦虑情绪。究其

原因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调查时间是在12月，中学生刚刚通过期中考试。此时，

学生的情绪主要受到考试结果的影响，其考试情绪也由考前的焦虑，逐渐地转化

为由于考试成功的自豪、高兴，或是由于考试失败的伤心、自责、失望等情绪。

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从开放式问卷、访谈和最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中学生的考试情绪在不同

的时间点表现不同。这与Peknm(2002，2004)的研究一致。在Pekrun(2004)

研究中：在考前，学生的考试情绪主要以焦虑为主，报告率为54．2％，同时也伴有

希望等的积极情绪，从总体上看，消极情绪高于积极情绪。随着考试的进行，焦

虑的情绪感受逐渐减弱，学生逐渐沉浸在考试之中，心情逐渐平静，消极情绪的

体验也减低。考试结束后，学生会体验到的积极情绪的比例要高于消极情绪，放

松代替了焦虑，成为体验最多的情绪。同时，本研究的调查还显示：在考试成绩

出来前，学生会再次体验到一定程度的焦虑不安的情绪，他们会担心自己的考试

成绩。成绩出来后，成绩优异者会感觉到高兴、喜悦、自豪的情绪，成绩不是很

理想的就会失望、内疚甚至是生气，气自己为什么没有取得好成绩。

从总体上看，无论消极的考试情绪，还是积极的考试情绪，中学生的得分都要

高于问卷的中间值“2’’分，说明中学生的考试情绪较为丰富和活跃。这与Peknm

(2002，2004)的研究一致，同时也与本文访谈的结论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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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学生考试情绪人口学变量上的分析

2．1中学生考试情绪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中，在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男女生在积极情绪总分上差异不显著。

女生在自豪因子上的得分明显高于男生，这与杨宪华(2008)研究结果一致。在

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女生在消极情绪总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与俞国良(2007)，

陈妍(2007)等的研究结果一致。从具体情绪来看，女生在失望得分上要显著高

于男生，而在焦虑和生气上男女生差异不显著，这与Pekrun(2004)，杨宪华(2008)，

袁义昌(2008)，曾祥星(2005)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是，王忆军，(2005)，

段兴华(2005)，杨明辉(2003)等研究表明女生的焦虑水平普遍高于男生。我们

认为这种结论的不一致是由于测量学生考试情绪的时间不同所造成的。王志荣和

郑涌(2003)，Pekrun(2002)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时段，学生的考试情绪表现不

同，在考试之f；i『和考试刚开始时消极的情绪体验最强烈；在考试期间和考试结束

过积极的情绪达到最高水平。本研究是在12月初进行的，那时学生刚刚结束期中

考试，而离期末考试还有一段时间，学生紧张的情绪得到了暂时的放松，由此，

男女学生的焦虑等消极考试情绪就降低了。虽然，研究显示性别在焦虑因子上没

有达到显著水平。但是从总体上看，女生的焦虑等消极情绪还是要高于男生。

从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女生的情绪感受都要比男

生更加的丰富和强烈。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女生的情感本身就比男生敏感，同

时，女生对于考试成绩更加看重，当其成绩稍有变化时，其情绪就会随之波动，

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

2．2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年级差异

本研究中，在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年级在总分上差异不显著，但在高一年

级消极情绪达到了最高，之后逐渐降低。年级在生气和内疚情绪上存在显著性差

异，具体表现为，在生气因子上，高中生在生气因子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初中生，

且高一年级学生的生气水平最高，之后逐渐降低。这与俞国良(2007)，杨宪华



(2008)的结论相一致。在内疚因子上，初中生在内疚因子上的得分要高于高中

生，且初二年级学生的内疚水平最高，之后逐渐降低。内疚这一维度独具中国文

化的本土特色，由于中国学生长期受孔子的伦理思想观念的影响，强调学术上的

优秀，以成绩作为孩子献给父母的最好的礼物。如果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就尤其

觉得对不起父母的培育，老师的教诲。但是随着，学生年级的增加，这种片面的

观念有所好转。特别是从初二年级开始，中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开始从经验型水

平向理论型水平转化，其思维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发展，思维的结果也更加贴近

现实，从而使初二年级学生在面对不理想的考试成绩时，低级的情绪反应达到了

最高，之后这种低级的情绪反应更多的上升为一种理智的责任感，这也与访谈的

结果一致。从访谈中，我们获悉年龄较大的学生能更理智的面对自己的考试成绩，

考试结束后会更多的考虑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积极地总结经验和教训，能更深

刻地体验到学习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祖国的未来。 。，

在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年级在自豪、平静、希望以及积极考试情绪总分

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在积极考试情绪总分上，基本呈现随着年级的

升高而逐渐降低的趋势，且初中生的积极考试情绪总分要显著高于高中生，这与

俞国良(2007)，杨宪华(2008)的结论相一致。从具体情绪的分析看，初一学生

在希望因子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高一和高二学生；且初二学生在平静因子上的得

分达到最高，在自豪因子上的得分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降低，且初中生在自豪

因子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高中生。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

初中生正处在青春期初期，其情绪的波动较为激烈、不稳定，当其经过一段时间

的努力取得优异的成绩时，会显得异常兴奋，有学生就曾表示此时自己会“心花

怒放”。第二，初中生对于考试成绩的理解较为片面，他们觉得取得好成绩就“万

事大吉"了，存在一种“成绩万能论"、“证明能力’’的认知偏差。面对优异的成

绩常常会失去自我，而不能像高中生那样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成绩。虽然初

中生也知道“胜不骄，败不馁"的道理，但是当他们真的取得好成绩的却很少总

结成功的经验，而只是一味的高兴，雀跃。



2．3中学生考试情绪的校际差异

本研究中，在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校际在失望、生气以及消极考试情绪总

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普通学校学生在失望、生气和消极考试情绪

总分上均显著高于重点学校的学生；而在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校际在平静、

高兴、自豪以及积极考试情绪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重点学校学

生在平静、高兴、自豪和积极考试情绪总分上均显著高于普通学校的学生。这与

郑英娟(2007)的研究相一致。郑英娟的认为学校的教学质量越高，升学率越高，

学生的考试情绪越积极。本研究也基本支持了郑英娟的研究观点。同时，本研究

认为，与重点学校相比，普通学校的学生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由于普通学

校的教育质量和学生能力上的差异，常常使得普通学校学生的成绩不理想，从而

产生更多的失望、生气等消极情绪。而在重点学校，学生本身的程度都要好于普

通学校的学生，在加上良好的教学师资条件，从而使重点中学生的学生在考试前

后更能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使学生J下常甚至超常发挥，从而取得较好的考试成

绩，而产生更多的高兴、自豪等积极的考试情绪。

2．4中学生考试情绪的出生类型差异

本研究中，在消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出生类型在失望、生气以及消极考试

情绪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非独生子女在失望、生气和消极情绪

总分上均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而在积极考试情绪分问卷中，出生类型在高兴、平

静、自豪以及积极考试情绪总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表现为，独生子女在高

兴、平静、自豪以及积极考试情绪总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还有兄弟姐妹，在学习上除

了要与学校同学的成绩进行比较外，家长还常常会拿自己与兄弟姐妹进行对比，

从而使其感受到双重比较带来的更大的压力，产生更多的失望、生气等消极考试

情绪。另～方面，我们从调查中发现，非独生子女基本上都来自于农村，这些学

生希望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环境，从而对自

己的要求会更加的严格，给自己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与独生子女相比就会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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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消极情绪。

3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关系

3．1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相关

在本研究中，中学生积极考试情绪与掌握趋近目标、成绩趋近目标和班级掌

握目标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掌握回避目标和成绩回避目标呈显著负相关：消极考

试情绪与掌握回避目标、成绩回避目标、成绩趋近目标和班级成绩目标均呈正相

关，与掌握趋近目标呈显著负相关。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Linnenbrink，Pintrich，2002；Pintrieh，2000：Elliot，McGregor，2001：Patrick，

Anderman，2002：陈妍，2007)。究其原因可能是：以成绩作为目标的学生可能更

多的关注考试的评价结果，特别当这些学生处在强调成绩的重要性的班级环境中

时，学生会把考试成绩看作是对自己能力证实及别人对自己能力的评价；或担心

在考试中暴露问题，或担心成绩不好而挫伤自尊并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或因为

成绩不好，从而产生内疚等更多的消极考试情绪。而掌握目标的个体将学习科学

知识视为目的，特别是教师在班级环境中更多地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而不一味地

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标准，在这样的班级环境中，个体会更加重视学

习中的能力的发展和知识的掌握，较多地把考试看做对学习阶段性的自我检测，

从而不会太在意考试的评价性信息。因此其积极考试情绪就会增多，消极考试情

绪就会减少。

3．2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和考试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与考试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

显著，基本上验证了Linnenbrink和Pintrich2002提出的双向不对称模型，也与先

前的一些研究结果基本一致(Anderman，1999：Kaplan，Midgley，1999：Roser，

1996：陈妍，2007)。

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与考试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中既存在部分

中介效应，又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在部分中介效应中，班级掌握目标可以直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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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考试情绪产生影响，同时，还可以通过掌握趋近目标和成绩趋近目标来间接

影响积极考试情绪。其间接效应值要高于班级掌握目标的直接效应值。这点就提

示我们在班级中多强调掌握目标，这样，学生自己就会更容易形成掌握趋近目标

和成绩趋近目标，从而更有利于积极考试情绪的产生。而良好的情绪又会间接地

影响学生的认知及其策略的使用，从而影响到学生的考试成绩。另一个部分中介

效应是，班级成绩目标可以直接影响消极考试情绪，同时，还能通过掌握回避目

标，成绩回避目标和成绩趋近目标间接影响消极考试情绪，其中，通过成绩回避

目标和掌握回避目标对消极考试情绪的影响大于班级成绩目标的直接影响。这就

提示老师在班级环境中要适度强调成绩，不能仅仅以成绩来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

标准，这样学生就会尽量少的形成成绩回避目标和掌握回避目标，也就减少了学

生消极考试情绪的产生。

在完全中介效应中，班级掌握目标分别通过掌握回避目标、掌握趋近目标和

成绩趋近目标三条路径来间接地影响消极考试情绪。在这三条路径中，班级掌握

目标通过掌握趋近目标来影响消极考试情绪这条值得重点注意。这条路径是负的，

也就是说班级中越强调掌握知识的重要性，学生就越容易形成掌握趋近目标，由

此学生产生的消极考试情绪越少。这一结论与Roser&Eccles(1998)，Anderman

(1999)Kaplan&Midgley(199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点就提示我们在班级教

学中，教师对于考试成绩的强调程度要适当，要鼓励学生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

使其乐于学习，而不只是为考试成绩而学习。另一个完全中介效应是，班级成绩

目标通过成绩回避目标和成绩趋近目标来影响积极考试情绪。这两条路径中其中

一条是负向的．班级成绩目标通过成绩趋近目标柬影响积极考试情绪是正向的。

由此可知，在班级中，较多的强调成绩会对学生产生更多的消极影响。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完全中介效应中，还是在部分中介效应中，

班级成就目标要想真正的影响到学生的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就必须首先要使学生

知觉到这种班级成绩目标的类型，并使其采纳这种成就目标。这也就好像皮亚杰

的心理发展观一样。皮亚杰认为心理发展是认知结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认



知结构的发展变化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学生要形成或改变已有的个人

成就目标定向，就要在知觉到环境中的信息后，将这种成就目标纳入接收，形成

自己的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类型，或者是在环境的影响下，将已有的个人成就目标

定向进行改变，形成与环境相同或类似的个人成就目标定向，进而影响到学生的

考试情绪。由此可见，在班级授课时，要将班级环境中的成就目标与学生个人的

成就目标定向看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多采用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班级成就

目标，使其作用于学生，并让学生认同和接受班级的成就目标，进而通过形成自

己的个人成就目标定向来影响考试情绪。

Linnenbrink(2002)提出的双向不对称模型，只是从理论上假定班级成就目

标通过个人成就目标影响情绪，但是他们并没有确定班级成就目标对情绪的影响

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从本研究的模型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

成就目标与考试情绪之间有时起完全中介作用，而有时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

班级成就目标也可以直接来影响考试情绪。 ．

由此可见，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教师在班级授课时，要多强调班级掌握目标，同时也可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

适时适度的强调班级成绩目标，尽量少的引起学生消极的考试情绪。另外，教师

在班级环境的建设上可以考虑采用Ames提出的TARGET教学模式，多注重非认

知因素(动机)的作用，创造一种有利于学生掌握目标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持久的学习动机；在课堂学习中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学生

在指定的任务范围中自由选择，自行确定学习进度和评定方式，使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人；尽量少地进行公开的社会性比较，强调奖励和评价的个体化标准，只要

取得显著进步，所有学生都可以得到老师的肯定，而不仅仅是高成就学生，并且

评价的标准多样化，内容涉及学生各方面领域的成就(如，口头表达能力，动手

能力)，而不单是考试成绩。我们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班级环境中，才更有利于学生

合理的个人成就目标定向的形成，有利于学生平和心态的塑造，从而使学生在考

试中产生更多的积极考试情绪，较少出现消极考试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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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研究结论

第五部分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编制了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考察了中学生考试情绪的特点，探讨了

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系，获得如下主要

结论：

第一，本研究编制的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包括积极考试情绪和消极考试情绪

两个分问卷，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作对中学生考试情绪状况的测

评。

第二，女生在消极情绪总分、内疚、失望和自豪情绪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

生。

第三，消极考试情绪随着年级的增长而增加，高中生的消极考试情绪显著高

于初中生，积极考试情绪显著低于初中生。

第四，重点中学学生的积极考试情绪显著高于普通中学，消极考试情绪显著

低于普通中学。

第五，积极考试情绪与掌握趋近目标、成绩趋近目标和班级掌握目标均呈显

著正相关；消极考试情绪与掌握回避目标、成绩回避目标、成绩趋近目标和班级

成绩目标均呈正相关。

第六，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目标与考试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2创新之处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各方面：

第一，通过文献分析、开放式问卷、访谈等多角度来研究中学生考试情绪的

特点，并编制了一套适用于我国国情的考试情绪问卷。

第二，考察了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个人成就目标定向之间的关



系。

第三，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检验了个人成就目标定向在班级成就

目标与考试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

3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在文献分析、访谈等基础上，编制了中学生考试情绪问卷，考察了中学

生考试情绪的人口学特点，并较深入地探讨了中学生考试情绪与班级成就目标、

个人成就目标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研究结果。但是，由于研究者

能力、经验的不足和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存在着以下两点不足之处：

第一，本研究只选取了班级成就目标和个人成就目标定向来联合预测考试情

绪，但是对于其他可能影响考试情绪的因素，诸如学习压力、社会支持、自我效

能感等并没有得到探讨。

第二，以后的研究可尝试做一下纵向研究，考察中学生在离考试不同时问段，

诸如考前l周、考试期间和考试1周后，学生的考试情绪的情况。

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进行纵向研究，考察在

不同时间点上学生考试情绪的特点，同时加大考察其他变量如学习压力、社会支

持、自我效能感等与考试情绪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学生考试情绪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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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访谈提纲

附 录

亲爱的同学：

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调奄。我们正在进行有关初中生考试情绪状况

的调查。您所提供的信息会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请您回答以下问题，请尽量

说出您在考试中的情绪感受，您所说的情绪没有对错之分，按您的真实想法作答就好。我们

对您所提供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请您放心。最后谢谢您的协助与合作!

】()(同学，我们担心会以后您谈话的重要信息，希望对谈话进行录音，希望征得您的同意!

(得到同意后开始录音) 一

被试学校： 年级： 性别： 被访谈者编号： 访谈时间：

l、一听到考试你都会产生那些情绪?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2、随着考试时间一天天的临近，您的心情如何?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呢?

3、面对不同形式的考试，您的心情会产生著异吗?如果会，那又是怎样的?

4、请您回忆一下考试过程中，您曾经遇到过怎样的情况以及当时您有怎样的感受?如果被试

没有涵盖一下几点，请追问：

a)刚拿到考卷时⋯

b)遇到不会做的试题时⋯

C)考试中，监考老师在身边走动⋯

d)考试快要结束时⋯

附录2开放式问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调查。我们正在进行有关初中生考试情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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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您所提供的信息会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请尽量写出您在考试中的情

绪感受，您所写的情绪没有对错之分，按您的真实想法作答就好。我们对您所提供的信息会

严格保密，请您放心。注意：每一道题请至少写出三个情绪感受!最后谢谢您的协助与合作!

1．一听到考试，您都会产生那些感觉?

2．随着考试时间一天天的临近，您的心情如何?

3．请您同忆一下考试过程中，您曾经遇到过怎样的情况以及当时您有怎样的感受?

4．请您网忆一下考试结束下考场，您的心情如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情?

5．请您回忆一下，在家等待考试成绩时，您都有那些感受?

6．假设现在老师正在宣布考试成绩，您的心情如何?

7．请您回忆一下，当您得知考试成绩后，您的心情怎样?

附录3正式施测问卷(样例)

问卷一

亲爱的同学：

您好!本问卷用米调查您平时在考试前、考试期间和考试后的情感体验。请您仔细阅读

每一个题目，在最符合您实际情况的选项上面划“勾”。

1——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一比较符合4_——一完全符合
考试前的题 目

1．一听剑考试，我就不自在。

2．我希望通过考试来检验自己知识掌握的情况。

3．考试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使我对考试充满希望。

4．即使对考试有了充分的准备，我还是会感剑神经非常紧张。

．0兀

全

符

合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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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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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口

3

3

3

3

比

较

符

厶口

2

2

2

2

冉兀

全

符

厶口

●

●

，

●



考试期间的题目

5．进入考场，我感觉很轻松。

6．考试中，我会由于长时间解不出一道题而恼火。

7．考试中，能做出一道分值很高的难题，我会觉得很开心。

8．考试中，遇到自己见过的题却不会做，我会很苦恼。

9．我很高兴能在自己擅长科目的考试中一展身手。

考试后的题目 ．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 2 3 4

lO．考试后，我期待着早点知道自己的成绩。 l 2 3 4

11．由于考试没有发挥好，我觉得辜负了老师对自己的期望和培养。 1 2 3 4

12．考试后，我能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的考试成绩。 l 2 3 4

13．考试后，和同学讨论试题时，如果答案不一样我感到很难过。 l 2 3 4

问卷二

指导语：请仔细阅读下面每一句话，然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答案没有对错之分。

1——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卜难以确定，4一比较符合，卜完全符合
在我们班里，⋯⋯⋯

题 目 完 比 难 比 完

全 较 以 较 全

不 不 确 符 符

符 符 定 合 合

合 合

l老师常常关注我们是否努力、是否有进步。 l 2 3 4 5

2老师会将我们的成绩排名并公布出来。 l 2 3 4 5

3老师非常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 1 2 3 4 5

4老师所设计的课堂任务有挑战性，吸引着我们去完成。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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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卷三

1——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一难以确定，4一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
题 目 完 比 难 比 完

全 较 以 较 全

不 不 确 符 符

符 符 定 合·合

合 合

l、我喜欢学习是冈为它能让我增长知识。 l 2 3 4 5

2、学习时，我最担心的是别人认为我很笨。 1 2 3 4 5

3、如果班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同答出老师的提问，我会感 l 2 3 4 5

觉非常好。

5、我总是把出错的地方作为学习的重点。 l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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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光阴似蒲，联月妻珏梭，三年的学习生涯已避越声。嗣颞读研三年的生活，犹如过眼烟云。

毕业将至，感慨颇多，但最想表达的是感谢。感谢河南大学给了我一个新的平台，感澍

弼鬻大擎教育科攀学院为我提供?一个良好静学麓环境，感臻赵俊螓老筛、蒋艳蔫老舜、范

露懂老颤、王可老辉的悉心指导，感邀社建政崽师对数据一丝不萄豹帑阉，感谢赵国榉老癣、

赵俊峰老师、刘金平老师、杜建政老师、王瑶老师、蒋艳菊老师、王溅同老师、许波老师、

1。橇鼹老霁器、时金献老簿、陈永强老师、社瘁敢老师认囊秀我们授课。

特引癸感谢我戆导师蒋艳菊老师，论文扶选题，框架建抟刭最j焉魄定稿，都离不好蒋老

师的悉心指导。正是蒋老师对论文字斟匈酌的修改，才使得我的论文得以不断的完薄，字飘

行闷无不渗透着蒋老师酶心血与汗水。蒋老师的博学与睿智，严谨与执着，宽容与豁达⋯．，

黠剿影响簧凌，教我为学，教我徽入。郯愚难患，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我还磷特别感谢赵俊峰老师，感谢他在暑假期间仍对我论文的选题提出嶷贵的建议和意
●

‘

冤，感谢德在我论文修改时细致认真地指导，感谢谴对论文商簇建瓴舱点拨。

衷心感谢504宿舍舱室麦张会蓊、牲丹翻程藜三年来麓绪俘，歪是缝嚣j的关照矧爱护让

我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如此的惬意和难忘!衷心感谢我的同学高l薄、丁艳云、牛晶晶、吴巧云、

李培、赵谦、张薇、赵换方、李梅、郝娟、秦淑平、张新会、张燕平、高涛、程族桁滞j郑靖，

歪楚链裁瀚帮动帮鼓励镬我感受到家豹温暖，龙其要感潦孛菇晶、李媾莉要磅云在我心隽最

低沉的时候给我安慰和支持，让我有勇气面对嘲难和挑战。衷心感谢开封高巾的李老师、开

封市第二十三中学李主任，开封市丽族中学的朱晓东燕任、开封市第十中学的姚主任以及箕

钝给予避我耨勒鹃老师翻，正是链嚣豹大力支捺辅帮助，方使我麓论文褥竣颁嗣她完成。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默默的支持和无私的奉献，为我的求学之路提

供了经济支持和精神动力。他们不仅是我心灵疲倦时停靠的港湾，更是我前避的力鬣源泉!

刘阳

2009年5月于河南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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