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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及
学业成绩的影响:五次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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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308名初中生进行五次追踪研究来探讨其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及学业成绩的影

响。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结果发现:(1)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呈现出线性递减的发展趋势。(2)在性别差

异方面,男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初始水平显著低于女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3)在任何时间点上,初中生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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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学业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在学业情境中形成的对自己在学业发展方面的认知、体验和评价[1]。
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水平不仅和其学业发展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2-3],
而且还是预测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4-6]。因此,有必要探讨青少年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

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未来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其学业自我概念水平提供实证参考。
目前,研究者已对不同国家青少年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发展趋势进行了一些探讨。然而,已有

研究之间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不同文化背景或教育体制下青少年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呈现出

了不同的发展趋势。比如,对澳大利亚初中生的研究发现,其学业自我概念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

势,在8年级达到了最低点,男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初始水平显著高于女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

差异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7]。对美国初中生的研究发现,其学业自我概念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
虽然男生的初始均值显著高于女生,但女生的上升速度却明显快于男生[8]。对比利时中学生的研

究发现,其学业自我概念呈现出二次方非线性下降的趋势,虽然女生的初始均值显著高于男生,但
女生的下降速度却显著快于男生[9-10]。

已有研究结果的非一致性表明青少年学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可能具有一定的教育体制或文化特

异性[11-12]。但是,已有对青少年学生学业自我概念发展趋势的研究大都是以西方文化或教育体制

下的青少年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我国青少年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已有的一些研究也主

要以横断研究或仅有两个时间点的前后测追踪研究为主[13-15]。横断研究虽然能够提供学业自我概

念发展趋势的大量信息,但由于不同年级学生样本之间的异质性,往往难以揭示个体发展的真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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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前后测追踪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学业自我概念发展的稳定性,但由于只测

量了两个时间点,也无法准确地勾勒和检验学业自我概念随时间变化的具体发展趋势,有必要采用

更多波次的追踪研究来进一步探讨和检验青少年学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因此,本研究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对初中生进行连续五次追踪研究,探讨其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及其性别

差异。
关于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因素研究,学业成绩是研究者较为关注的一个变量。目前,大多数研

究发现我国青少年学生的学业成绩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其学业自我概念[16-18]。然而,和对青少年学

业自我概念发展趋势的研究相似,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横断研究设计,因此并没能探讨青少年学生学

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是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亦即没能探讨青少年学生学业成绩

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是否具有稳定性。通过追踪研究设计,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本
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对初中生进行连续五次追踪,深入探讨其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

响及其稳定性。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随机对某校初一年级6个班级共317名学生进行了第一次问卷测查,回
收有效问卷308份(男生148人,女生160人)。在初一上学期期中考试后2周左右进行第一次调

查,第一次接受调查的学生的平均年龄为12.18岁(SD=0.43)。以后每半年调查一次,共调查五

次,每次调查均在期中考试后2周左右。在第二、三、四、五次调查中,继续参加研究的人数分别为

306、293、288、282,样本最终流失率为8.44%。在第一次测试时的学业成绩和学业自我概念方面,
流失的样本与继续参加研究的样本差异均不显著(t=-1.037,p=0.300;t=-1.532,p=0.127),
表明不存在结构化的被试流失。

(二)研究工具

1.一般学业自我概念量表

该量表共20个题项,采用Likert5点记分,计算所有题项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说明学生的学

业自我概念越积极[19]。目前,大量研究已经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14,20-21]。在本

研究中,其五次测查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26、0.931、0.938、0.940、0.936。

2.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由学校教务部门提供。鉴于目前学校、家长以及学生自身大都是以总成绩为标准来

评价和衡量学生的学业能力,所以本研究将采用每次期中考试的总成绩作为学生的学业成绩指标,
并对其进行整体上的标准化处理。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Mplus7.4软件,通过构建潜变量增长模型(LatentGrowthModeling,LGM)来探

讨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学业成绩的影响。为了尽可能减少估计偏差,
本研究采用全息极大似然估计(FIML)方法处理缺失值,采用稳健最大似然估计(MLR)方法进行

模型估计。本研究首先构建无条件模型来考察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如果其截距或斜

率的变异显著,则进一步通过构建条件模型来考察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发展趋势的性别差异及学

业成绩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

(一)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见表1。不同时间点的学业自我概念之间、学业成绩之间、学业自我



概念和学业成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ASCT1 ASCT2 ASCT3 ASCT4 ASCT5 ACHT1 ACHT2 ACHT3 ACHT4 ACHT5

ASCT1 1
ASCT2 0.740 1
ASCT3 0.715 0.753 1
ASCT4 0.647 0.725 0.756 1
ASCT5 0.704 0.773 0.768 0.779 1
ACHT1 0.460 0.409 0.407 0.397 0.374 1
ACHT2 0.442 0.410 0.411 0.421 0.389 0.946 1
ACHT3 0.445 0.391 0.396 0.416 0.394 0.925 0.955 1
ACHT4 0.453 0.399 0.396 0.426 0.413 0.919 0.947 0.962 1
ACHT5 0.420 0.377 0.378 0.410 0.398 0.892 0.918 0.940 0.947 1

  注:以上所有变量的相关显著性均为p<0.01。ASCT1表示第一次测试的学业自我概念结果,ASCT2表示第二次测试的学业自

我概念结果,ACHT1表示第一次测试的学业成绩结果,ACHT2表示第二次测试的学业成绩结果,以此类推

(二)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无条件模型

通过分别构建线性(模型1,如图1)和二次方非线性(模型2,如图2)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来

探讨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模型1和模型2均拟合结果良好(见表2),表明这两个模型

均可以较好地拟合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

图1 学业自我概念的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

图2 学业自我概念的非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二次方)



表2 两个无条件模型的拟合结果

模型 χ2 df p CFI TLI RMSEA

模型1 13.298 10 0.208 0.997 0.997 0.033
模型2 5.322 6 0.503 1.000 1.001 0.000

  通过比较模型1和模型2可以发现,Δχ2=7.415,Δdf=4,p=0.116,表明这两个模型没有显

著差异。基于模型简洁性的原则,我们可以选择模型1,即线性无条件潜变量增长模型来刻画初中

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从模型1的结果来看,模型截距即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初始均值

为3.699,p<0.001。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在五次测试期间呈线性递减趋势(β=-0.052,p<
0.001),截距(σ2=0.269,p<0.001)和斜率(σ2=0.004,p<0.01)均具有显著变异,表明不同初中生

的学业自我概念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均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截距和斜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r=
0.002,p=0.667),表明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的下降趋势和其初始均值并没有显著关联。

(三)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条件模型

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性别变量,构建条件模型(模型3,如图3),以检验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

的发展趋势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表明,模型3拟合良好,χ2=14.879,df=13,p=0.315,

CFI=0.998,TLI=0.998,RMSEA=0.022。女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初始均值显著大于男生(β=
0.138,p<0.05;0=男,1=女),学业自我概念的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β=-0.004,p=
0.731),表明在任何时间点女生的学业自我概念水平均高于男生。同时,截距(σ2=0.264,p<
0.001)和斜率(σ2=0.004,p<0.01)的变异仍均达到显著水平,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导致不同初中生

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水平及发展速率均存在显著差异的其他相关因素。

图3 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发展趋势的性别差异

(四)学业自我概念发展趋势:学业成绩的影响

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学业成绩变量,构建新的条件模型(模型4,如图4),以进一步检验初中

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是否受到学业成绩的显著影响。结果表明,模型4拟合良好,χ2=
52.441,df=33,p=0.017,CFI=0.983,TLI=0.979,RMSEA=0.046。在五个时间点上,初中生的

学业成绩均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其学业自我概念(T1:β=0.205,p<0.001;T2:β=0.187,p<0.001;

T3:β=0.202,p<0.001;T4:β=0.221,p<0.001;T5:β=0.191,p<0.001),表明初中生的学业成

绩越高,其学业自我概念水平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是否具有稳

定性,即五个时间点上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接下来调用 Mplus中

“modeltest”命令对任意两个时间点上学业成绩到学业自我概念的路径系数大小进行Wald卡方检



验,结果发现,该路径系数在任意两个时间点上的差异均不显著(结果见表3),表明五个时间点上

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具有稳定性。此外,截距(σ2=0.198,p<0.001)和斜率(σ2=
0.004,p<0.01)的变异均达到显著水平,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导致发展水平及变化速率均存在显

著个体差异的其他影响因素。

图4 初中生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发展趋势的影响

表3 学业成绩到学业自我概念的路径系数的 Wald卡方检验结果

路径 对比路径 Waldχ2 df p

ACHT1到ASCT1 ACHT2到ASCT2 0.388 1 0.533
ACHT1到ASCT1 ACHT3到ASCT3 0.011 1 0.916
ACHT1到ASCT1 ACHT4到ASCT4 0.203 1 0.652
ACHT1到ASCT1 ACHT5到ASCT5 0.244 1 0.621
ACHT2到ASCT2 ACHT3到ASCT3 0.275 1 0.600
ACHT2到ASCT2 ACHT4到ASCT4 1.042 1 0.307
ACHT2到ASCT2 ACHT5到ASCT5 0.019 1 0.890
ACHT3到ASCT3 ACHT4到ASCT4 0.492 1 0.483
ACHT3到ASCT3 ACHT5到ASCT5 0.149 1 0.700
ACHT4到ASCT4 ACHT5到ASCT5 1.029 1 0.311

四、讨 论

(一)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

本研究通过对初中生进行五次追踪来探讨其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

析结果发现,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呈现出线性递减的发展趋势。这一研究结果明显不同于对美

国和澳大利亚中学生的研究结果[7-8],虽然在总体上和对比利时中学生的研究结果相似,即都表现

出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是比利时中学生呈现出二次方非线性递减的发展趋势[9-10],而本研究则发现

我国初中生呈现出线性下降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和已有研究结

果均不完全一致。这一研究结果一方面表明我国初中生学业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可能具有自身独



特性,另一方面进一步说明学业自我概念可能具有文化或教育体制特异性[11-12]。之所以出现这一

结果,可能是由于以下两点原因导致的:首先,初中生正在经历着青春期,对自身的评价相对比较敏

感,容易与身边朋友或同学进行社会比较,而已有研究发现,过多的社会比较是降低青少年学业自

我概念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22-24]。其次,随着初中生年级的增加,其学业负担也往往越来越重[25],
心理素质水平越来越差[26],对自己的学业状况的认知、评价和体验越来越低。已有研究也发现,学
业负担态度、心理素质均与学业自我概念呈显著负相关[27-28]。

同时,本研究发现,在性别差异方面,男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初始水平显著低于女生,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种差异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和已有研究结果也并不完全相同。之所以出现这一结

果,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初中男生来说,女生的学业成绩总是相对较高[29],而已有研究发现,学业成

绩对学业自我概念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0-31]。因此,初中女生的学业成绩高于男生,其学业自

我概念水平也就相应地高于男生。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应该更加注重初中男生

积极学业自我概念的培养。
(二)初中生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发展趋势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在任何时间点上,初中生的学业成绩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其学业自我概念,这和已

有横断研究结果相一致[16-18]。但是,相对于以往从总体上探讨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影响的研

究,本研究更为重要的贡献就是使用追踪研究的方法,不仅探讨了每个时间点上学业成绩对学业自

我概念的影响,还同时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是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

而变化,即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是否具有稳定性。本研究发现,任意两个时间点上的学

业成绩到学业自我概念的路径系数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响具有

稳定性。这一结果提示,在初中阶段的任何时候,提高初中生的学业成绩都是培养其积极学业自我

概念水平的一个有效措施,且这种措施的效果可能具有稳定性。
(三)本研究之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本研究所关注的是一般学业自我概念,而已有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概念具有领域特异

性[32-33],因此,不同的具体学科自我概念可能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对具体学科

自我概念进行追踪调查,以比较不同学科自我概念的发展趋势及其异同。其次,本研究的对象仅限

于普通初中生,其结果可能只适用于普通初中生群体。因此,其是否能够推论到高中生、小学生以

及其他类型学生的群体中,还需要未来以不同年龄段或者不同类型的学生为对象进行进一步的

检验。

五、结 论

本研究发现:
(1)初中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呈现出线性递减的发展趋势。
(2)男生的学业自我概念初始水平显著低于女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并没有发生显

著变化。
(3)在任何时间点上,初中生学业成绩对学业自我概念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具

有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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