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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赫尔巴特认为教师的第一原则是培养学生的兴趣。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立足

国家的需要和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思想品德课在整个中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个体的学习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科目的学习兴趣。学校气氛是指在学校中

被成员所体验并对其行为产生影响的、相对持久而稳定的学校环境特征。以往证据

表明，中学时期所感知到的学校气氛强烈地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身心健康。本文

旨在采用问卷法了解初中生在感知的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状况及特

点，并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为提高中学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干预提

供相关的科学依据。

本研究以繁峙县第二中学初中学生为对象，采用整群抽样选取 530名初中生，

采用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问卷（PSCI-M）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量表进行测量，

回收有效问卷 518 份，占问卷总数的 97.73%。采用 SPSS21.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和处理，得出的研究结果如下：

1、初中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得分基本呈正态分布，多处于平均水平。

女生将思想品德课联系生活实际方面、对于课外的学习自主性、对于思想品德课的

知识来源、因果认识运用到现实以及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均要优于男生。年级

变量在中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发现初一学生联系生

活实际、学习态度、课外学习自主性、知识来源、因果认识兴趣和学习兴趣均优于

初二和初三学生。在课堂学习兴趣上初一年级显著高于初二年级，初二年级显著高

于初三年级，即年级越低，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越高。

2、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得分基本呈负偏态分布，得高者较多。与女生相

比，男生感知到的学校秩序与纪律要高于女生，感知到的学业压力也高于女生。初

一年级在师生关系维度、同学关系维度和发展多样性维度上要优于初二、初三年

级。在秩序与纪律维度上初三年级学生感受好于初一年级。在学校气氛总分上初一

年级显著高于初二年级，初二年级显著高于初三年级，即年级越低，学生感知的学

校气氛越好。

3、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中学

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能够正向预测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

关键词：初中生；学校气氛；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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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rbart believes that the first principle of teachers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eeds of the individual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cour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The individual's academic
achievement largely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s interest in learning subjects.
School climate refers to the relatively lasting and stable school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experienc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school and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behavior.There is considerable evidence that the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in middle school strongly affects students'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Students' learning of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is basically carried out in the classroom and in schools.
This article aims to use the questionnair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in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and School climate, and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oping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intervention of students' interest in Ideological and moral lessons.

In this study, 530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cluster
sampling in seco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Fanshi county. The students'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inventory-M (PSCI-M) and the interest scale of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were measured, and 51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accounting for 97.7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questionnaires.Using SPSS21.0 to analyze and process the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scor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are basically normal distribution, mostly at an
average level.Girls are better than boys in combining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with practical aspects of life, learning autonomy after class,
knowledge source of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application of cau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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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to reality, and learning interest in the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The grade variables play a big role in the interes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the study of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It is found that the first-year students'
contact with the actual life, learning attitude, autonomy of extracurricular
learning, knowledge source, causal awareness interest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rade students.In the classroom,
the first grad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first grade, and the second
grad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hird grade, that is, the lower the grade,
the higher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2、The school atmosphere scores perceived b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basically negatively skewed, with higher scores.Compared with
girls, the school order and discipline perceived by boys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and the perceived academic pressur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The first
grade is better than the second and third grades in the dimension of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student relationship dimension and development
diversity.In the order of order and discipline, the third grade students feel
better than the first grade.In the school climate, the first grad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first grade, and the second grad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first grade, that is, the lower the grade, the better the school climate
perceived by students.

3、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climate
perceived b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learning interest of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The school climate perceived b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an positively predict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that is, the school climate perceived b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ll affect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The better the school
climate perceived b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higher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ithought morality discipline will be.

Key wor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school climate; politics class;
learning 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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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初中思想品德课是以青少年的思想性、人文性、实践性、综合性为特点。以成

长中的我，我与他人关系，我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主线，对道德、心理健康、法

律和国情等方面的学习内容进行有机整合。是一门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积极参

加社会实践活动，注重于培养初中学生的亲社会行为的综合教育课。

随着思想品德课教学及改革中积累的众多成果经验，使思想品德课在人们心中

的形象大为改观，人们对思想品德课有了亲近感，学生、家长以及社会人士对思想

品德课开始感兴趣了，它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学生正

确认识自我，处理好与他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帮助学生亲近社会和过好社会

生活，实现有意义的人生等方面的价值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但是，另一方

面，我们也看到，思想品德新课程虽然非常新，但是不管一线教师如何努力，思想

品德课的平均成绩仍然比较低，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兴趣仍然不高。针对学生思想

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展开研究，以期提升提高学生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课题。

随着教育学科的飞速发展，初中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日益引起研究者的

广泛关注。他们发现，大多数中学生把思想品德课作为一种学习义务，因此学习的

热情不高；还有些学生把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当成负担，对学习持消极态度，甚至出

现厌学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初中生大部分思想品德课的学习时间在学校度过，

学校中的环境必将影响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因此，本研究将就初中生感

知的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的关系展开调查并进行深入分享，希望通过此研究能进

一步充实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并为提高初中生思

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提出建设性意见以及相应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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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学习兴趣

1.1.1学习兴趣的概念界定

兴趣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早由赫尔巴特的研究所提出，他认为兴趣是教育的直

接目的，兴趣导致有意义学习，促进长时记忆，并未进一步的学习提供动机。

研究者对学习兴趣的关注，最早由在杜威在他的《 Interest and Effort in

Education》一书中提出，他将兴趣描述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它比单纯的努力更强

大，并产生有意义的学习[18]。

在赫尔巴特和杜威的经典兴趣之后，此后兴趣的一些研究都是零散且不系统

的。直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研究人员注意到阅读中的某些文本操作和结构

特征似乎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例如，当出现意想不到的信息时，文本被评为更有

趣；主角易识别性、信息复杂性、悬疑性、易理解性似乎都增加了人们对有关文本

的兴趣[19]。

Ainley等人[20]将学习兴趣划分为三种类型：个人兴趣，情境兴趣和话题兴趣。

个人兴趣被认为是个体对某些刺激、事件和对象的倾向。情境兴趣是由环境的某些

方面引起的，其中包括诸如人类活动或生活主题等内容特征，以及诸如组织和呈现

任务的方式等结构特征。话题兴趣是指提出具体话题时引发的兴趣水平，话题兴趣

同时包含个人和情境两个方面。

本研究采用国内学者何旭明[21]对学习兴趣的定义，他认为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指

学生在与教学情境中的各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学习活动、学习内容、教

师和学习结果的定向反射，也可以称作“学生学的兴趣”。

1.1.2国内外学习兴趣的相关研究

从影响学习兴趣的角度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人口学变量

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学生对不同学科的学习兴趣不断下降[22]，对学习

的负面态度不断增加，这种趋势，在初中阶段最为明显。在理科性质的学科，学生

对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学习兴趣下降的趋势最为明显，但对生物学科的学习兴趣没

有明显下降趋势。就性别而言，与科学相关的学科中，女学生学习兴趣下降的速度

比男学生快。男女生对学科的基本理论课学习兴趣不断降低，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

现象课却十分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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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内容的影响：Hidi 的研究表明[23]，学习文本可理解性、可识别性、

具体性、诱惑性、生动性以及连贯性会对学习兴趣造成不同影响。

（3）个体心理因素：首先，个体先前的知识经验也会影响个体学习兴趣。

Kintsch[24]的研究表明，个体先前知识量和情境兴趣呈倒 U 形相关，即当个体拥有

中等量的知识时，学习内容最有可能激发个体学习兴趣。其次，研究者发现个体的

学习兴趣与学习目标存在密切关系。Sansone[25]等人的研究发现，具有较高成就目

标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自我调节能力，因此具有较高的学习兴趣。最后，当学习者有

更多的选择性和自主性时，他们的学习兴趣也随之提高。Flowerday[26]的研究发现，

当个体主动参与并主动选择学习内容时，个体对学习的兴趣提高。

近几年来，对学习兴趣研究开始慢慢转到如何有效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

发展上来。国外学者米歇尔[27]提出情境兴趣模型，它强调两个成分，其一是帮助个

体在学习过程中的“抓住”激起学生感兴趣的变量，其二是帮助学生“保持”对目

标知识的掌握。Schraw、Flowerday 和 Lehman [28]也从文本、自主性和加工水平方

面提出了提高学生兴趣的建议。国内学者唐慧萍[29]提出课前、课堂、课后三阶段的

方法，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外活动等方面较为全面的探讨了如何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学习阶段，不同的研究者也相应提出了激

发与培养学生学科学习兴趣的不同建议。

1.1.3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研究

思想品德课教学中的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听课、阅读、 社

会实践获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知

识，并用理论指导自己行动的过程[30]。

潘宏伟和闫瑞琴[31]的研究发现，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一种最实际、最有

效的内驱力，是提高思想品德课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肖川[32]通过对 1083 名

中学生的调查访谈，发现有 1.7％的学生把思想品德课看作是他们最喜欢的课程，

有 12.5％的学生表明他们最不喜欢的课程是思想品德课。同时发现，初二年级对时

事、政治的兴趣最为强烈，因此在中学时期培养他们学习思想品德课的兴趣具有一

定基础。

影响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因素有：

（1）教师因素：胡瑞丽 [33]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素

质，只有这样才能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有效的引导学生思考，增强思想政治课的

吸引力。晏廷学[34]也认为教师是思想品德课的巨大潜力，一是教师要能够紧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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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教学框架，对课堂进行有效把控；二是教师能够围绕主题设计活动，让学生通

过自主探究进行学习；三是教师能够创造性使用教材，保证教学内容的新颖性和灵

活性；四是教师能够创新教学结构模式，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当教师能够做到

以上四点，将能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思想品德课学习的学习兴趣与动机。林依定和

洪俊[35]认为，思想品德课教师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素养，将心理健康知识与德

育工作相结合才能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激发个体学习兴趣。

（2）学科因素：丁学武[36]认为思想品德课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要求高，教材本

身抽象乏味、综合性很强，当学生的学习动机、目的不明确时会影响学生对思想品

德课程的学习兴趣。同时思想品德课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这要求学生要有一定

的知识和生活积累，才能更好地对经济、政治、哲学现象有着深刻的见解与认识。

（3）学生个体因素：中学阶段是个体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学生的认知能力飞

速发展突出的表现是思维水平的提高。个体的思维中抽象逻辑思维较形象思维已经

占主导地位；他们除了能够进行假设演绎推理以外，还能够在现实性和可能性之间

进行较灵活的可逆性推理。这意味着初中学生能对事物有较高的认知水平，能够在

这个阶段很好的进行思考经济、政治、哲学现象及问题。同时，这个时期初中生的

元认知能力也逐步发展。吴茂锋[37]认为元认知指个体对自身认知过程的熟悉和意

识，在具体的思想品德课学习过程中，中学生能够对学什么、如何学、何时学、何

地学以及达到何种学习结果产生明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体验，就是元认知在起作

用。进入初中阶段，个体的情绪和情感分化的水平明显，学生的情绪体验越来越丰

富与细致；同时，初中生的情绪表现有两大特点：一是两面性明显，二是消极心境

大量出现。刘春全[38]认为，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由认知、情感和思想行为构成，这

三个方面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而其中情感是认知发展的动力，教师对情感问题

的漠视会导致学生思想品德的失真。因此，当学生拥有良好的情感体验，教师才能

够更顺利的培养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

在培养与激发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研究上，研究者主要从以下角度进

行了思考。闫瑞芹[39]基于教学实践提出了导趣、引趣、提趣、生趣、增趣和激趣六

种改善教学过程的方法来提高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甄丽娟[40]认为教师应

该用多种多样的课堂教学形式吸引学生，激发他们对思想品德课求知的欲望，从而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曹惠珊[41]提出运用新型学习方式——合作学习来提升学生在思

想品德课中的参与程度，唤起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获得最佳学习效果。曹群[42]

认为要想提高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教师首先应该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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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学生想要怎样学，只有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来改进教学模式，才能为学生

所接受。

综上所诉，以往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关注放在学习内容本身以及个体内部

本身，而对外部环境的考察几乎没有，如果能够澄清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外部

因素，那么就能够更具有针对性的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其次，以往初中生思想

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的研究往往是老师通过自身实践经验来总结方法，偏重于理论研

究，对教师的指导作用不强，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直接针对学生进行考察。

同时，以往的考察也多局限在学科框架内，角度单一，因此影响初中生对思想品德

课学习兴趣的其他重要因素仍然有待澄清。

1.2学校气氛

1.2.1学校气氛的概念界定

学校气氛(school climate)的研究最早来源国外组织行为学家 20 世纪 30 年代关

于组织气氛(Organization climate)的研究。在随后的时间里，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提出自己观点。

Halpin & Croft最早提出学校气氛的界定，他们认为“气氛”之于学校，相当于

“人格”之于个人。Forehand & Gilme 关于组织气氛的界定被广泛认可。他们认

为，学校组织气氛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持久，一学校区别于另一学校、为其内部成

员共同感受并影响其组织行为的一系列内部心理特征。Haynes & Emmons[1]以发展

的生态学理论为指导，认为学校气氛就是指学校中那些影响儿童发展的学校全部成

员之间人际互动的质量和频率，包括学校中成人之间、成人与学生之间、学生之间

以及家庭、社区与学校之间的互动关系。Freiberg[2]认为学校气氛是在学校工作中，

学习者和教育工作者经常感受到变化的、具有弥漫性、难以捉摸的环境因素。

Cohen[3]认为，学校气氛是建立在人们对学校生活经历的模式基础上，反映了一所学

校的规范、目标、价值观、人际关系、教学和学习实践以及组织结构，它包括规

范、价值观和支持人们在社交、情感和身体上安全的期望。

本研究采用葛明贵和余益兵[4]对学校气氛定义，他们以 Moos 的关于人类环境

的三分法作为理论指导框架，认为学校气氛是个体的认知范畴，是学校中被学校中

成员所体验并对学校成员行为产生影响的、相对持久而稳定的学校环境特征。

1.2.2国内外学校气氛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学校气氛的研究较早。早期的教育改革者如佩里、杜威和涂尔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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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学校独特的文化影响着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但对学校气氛的系统性、实证性

研究的兴起源于美国工业组织研究联合会。学校气氛已被证明影响中学生的自尊，

帮助学生减轻了自我批评的负面影响[5]，研究还揭示了学校气氛与学生自我概念之

间的正相关关系。LaRusso 等人[6]发现，学校积极健康的情感气氛与学生滥用药物

的频率和精神问题有关，更具体地说，积极的学校气氛与较低的吸毒水平有关，同

时积极的学校气氛下，个体的精神病问题自我报告也较少。此外，一系列的研究表

明，积极的学校气氛下，降低了中学生和高中生的旷课率以及高中学生停学率。

Brookmeyer 等人[7]的研究表明，积极的学校氛围下，学生的攻击性行为和暴力行为

减少。同时，研究[8]指出，当教师感受到校长和同事的支持时，教师更加关注他们

的专业，因此积极的学校氛围也帮助教师发展有关的积极信念，从而影响学生的学

习。Astor等人[9]发现，学生在校舍的无监督区域感到不安全，因此学校的环境变量

（如课堂布局，活动安排和师生互动）会影响学生的安全感。

国内学生对学校气氛的研究刚刚起步。葛明贵和余益兵[10]通过采用初中生自我

报告和教师报告的方法发现，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越好，体验到的孤独感越少，

问题行为也越少，越能适应学校生活；同时，学校态度在学校气氛与学校适应之间

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吴艳[11]等人的研究发现，学校气氛影响初中生的学习倦

怠，其中，知觉到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越差、学习压力越大，学生越容易身心耗

竭、越不想学习，学生的成就感越低。张光珍等人[12]则通过一项三年的追踪测验发

现，学校氛围对青少年学校适应有长期的预测关系同时存在交叉关系，即良好的学

校氛围能明显的预测第二年和第三年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学业成绩。张平平、李凌艳

和辛涛[13]的研究发现，学生知觉到的良好数学课堂秩序和师生关系能正向预测学生

数学成绩，并表现出跨文化一致性。李文桃等人[14]的研究也发现学校氛围能正向预

测学生的学业成就，即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氛围越好，学习的主动性增强，学业表现

越好。朱键军等人[15]的从整体上考察学校氛围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结果发

现，学校氛围是青少年病理性网络游戏使用的重要保护性因素，好的学校氛围可降

低青少年病理性网络游戏使用。同时，研究发现，学校参与在学校气氛与青少年病

理性网络游戏使用中起着中介作用，即良好的学校氛围会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校参

与程度，进而降低病理性网络游戏使用的可能性。许有云等人[16]的研究考察了青少

年学校氛围、自我控制和抑郁三者的关系，发现积极的学校氛围可以通过提高青少

年的自我控制水平来减轻抑郁水平。魏昶等人[17]以农村留守儿童为考察对象，感知

的学校氛围在是感恩和网络游戏成瘾中起着中介作用，即感恩可以通过提升学生对

http://xueshu.baidu.com/                            //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author?cmd=authoruri&wd=authoruri:(3693e0f4f7c79df9) author:(%E5%BC%A0%E5%85%89%E7%8F%8D) %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8F%91%E5%B1%95%E5%BF%83%E7%90%86%E7%A0%94%E7%A9%B6%E6%89%80


第一章 文献综述

7

学校气氛的良好感知来抑制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成瘾问题。

可见，学校氛围深深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身心健康等方面。因此，一个可

持续的、积极的学校氛围促进了学生的成长发展和学习，这是当今社会中富有成效

的、贡献的和令人满意的生活所必需的，其重要地位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1.3学校气氛与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关系

何旭明和陈向明[43]指出，学生的学习投入与学习兴趣相互影响；刘在花[44]的研

究发现，中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氛围越好，学习投入的状况就越好，即良好的学校氛

围能够提升中学生的学习投入，提升学习兴趣。同时，他们发现教师在教学活动过

程中的认知表露和情感表露能够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45]。

综上所述，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氛围对他们的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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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2.1问题提出

首先，从学习兴趣的研究来看，对于学生整体学习兴趣以及语文、数学、外语

学科的研究比较多，而针对思想品德学科的学习兴趣的研究较少。综合上述研究现

状，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研究初中生的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十分必要。

其次，从影响学习兴趣的研究来看，以往研究往往多从学习内容以及个体的内

部变量的角度进行考察，却没有给外部环境——学校环境足够多的重视。

最后，以往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考察多采用访谈法等质性研究，量化

研究较少。

因此，本研究通过揭示中学生学校气氛与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现状，以及中

学生感知的学习气氛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影响，来为学生、老师、家长以及学

校提出一些建议和指导，从而提升中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帮助改善思想

品德课的学习成绩。本研究涉及到的研究问题有:

第一，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繁峙县第二中学初中学生对其感知的学校气氛进行调

查。具体的内容包括了解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的年级差异和性别差异。

第二，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繁峙县第二中学初中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进

行调查。具体的内容包括了解中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的年级差异和性别差

异。

第三，进行繁峙县第二中学初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和学习兴趣的相关分析与

以及通过回归分析来了解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对学习兴趣的影响。

2.1.1研究目的

了解当前初中生的学校气氛与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现状。研究初中生对于思

想品德课的学业兴趣的现状以及学校气氛与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关系，为初中思

想品德课的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2.1.2研究的意义

理论意义：初中思想品德课作为中考分值较低的一门课，学生的重视程度不

高。通过对初中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初中学生对于思想

品德课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为以后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

实践意义：初中学生在思想品德课的学习过程中，学习兴趣对学习成绩有很重

要的作用，结合学科特点，学习兴趣，对学生的品德和个人行为也有影响，对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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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研究，有助于教育者有效指导学生学习、做人，从而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2研究假设

（1）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1）初中生的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初中生的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3）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和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存在显著正相关。

（4）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可以正向预测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

2.3研究方法

2.3.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繁峙县第二中学初中学生为对象对初中生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进行

调查。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对选取的 530名初中生作为被试，筛去规律作答等不

可使用问卷 12 份，最终有效问卷保留 518份，占问卷总数的 97.73%。其中男生人

数 238 人，占总人数的 44.4%；女生人数 280 人，占总人数的 54.1%。初一年级学

生 144 人，占比 27.8%；初二年级 241 人，占比 46.5%；初三年级 133 人，占比

25.7%。

2.3.2研究工具

（1）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问卷（PSCI-M）

本问卷采用由葛明贵和余益兵编制的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问卷（PSCI-M）

[10]，该量表共 38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量表包含分为师生关系、同学关

系、学业压力、秩序与纪律、发展多样性 5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感知的学

校气氛越好。在本研究中，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2。

（2）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量表

本量表采用屈政 2007 年所编制的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量表[45]。量表共 27个项

目，量表采用点自评式量表，从“完全符合”至“完全不符合”，分别评定为 1-4

分。量表包含联系生活实际、课堂学习兴趣、学习态度、课外学习自主性、知识来

源、因果认识兴趣 6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越高。

本研究中，Cronbach α系数为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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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施测程序

采用整群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选取繁峙县第二中学初中学生，利用上课时间，

在班主任和年级主任的协助下，以班级为单位统一施测。每份问卷完成需 30 分

钟。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测试时按照统一指导语进行指导。

为充分确保问卷数据获取的精准有效，避免因为实名制带来社会期望效应，因

此该问卷调研使用匿名答卷的方式进行。此外，要求被试在完成调研的过程中独立

完成，不能相互讨论；最后，问卷由调查员统一收回。

2.3.4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0.0对数据进行处理。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了解初中生感知的学

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特点；其次，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考察研究变量的

性别、年级差异；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分析。最后，进行多元回归

分析，考察感知的学校气氛各维度对思想品德学习兴趣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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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

3.1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

3.1.1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总体情况

对所有样本总体的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做直方图，由图 2可以看出初中生对思

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得分基本呈正态分布，多处于平均水平。

图 2 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直方图

3.1.2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不同性别的初中生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得分情

况。结果显示，男女生在联系生活实际（p =0.018<0.05）上存在差异且具有统计学

意义，表明女生将思想品德课联系生活实际方面要显著优于男生。男女生在课外学

习自主性（p =0.002<0.01）上存在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女生对于思想品德

课课外的学习自主性要非常显著高于男生。男女生在知识来源（p =0.000<0.001）

上存在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女生对于思想品德课的知识来源要极其显著广

于男生。男女生在因果认识兴趣（p =0.011<0.05）上存在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男生更能将思想品德的因果认识运用到现实中。在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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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p =0.002<0.01），男女上存在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女生对思想品德课

的学习兴趣要非常显著高于男生。而在对思想品德课的课堂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

上，男女生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表 3 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性别比较

男（N=238） 女（N=289） t p

联系生活实际 3.17±0.53 3.20±0.45 -0.709 0.018*

课堂学习兴趣 3.30±0.51 3.29±0.47 0.299 0.174

学习态度 2.96±9.62 2.96±0.56 -0.493 0.058

课外学习自主性 2.49±0.87 2.54±0.73 -0.677 0.002**

知识来源 3.29±0.54 3.33±0.42 -1.037 0.000***

因果认识兴趣 2.60±0.56 2.56±0.46 0.966 0.011*

学习兴趣 2.97±0.52 2.98±0.42 -0.371 0.002**

3.1.3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年级差异

采用方差分析的统计方法来检验不同年级初中生在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上的差

异。结果显示，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及其各维度在年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对它们

分别进行事后检验，发现初一年级在联系生活实际维度、学习态度维度、课外学习

自主性维度、知识来源维度、因果认识兴趣维度和学习兴趣总分数均显著高于初

二、初三年级，表明初一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学习态度、课外学习自主性、知识来

源、因果认识兴趣和学习兴趣均优于初二和初三学生。在课堂学习兴趣上初一年级

显著高于初二年级，初二年级显著高于初三年级，表明年级越低，学生对思想品德

课的学习兴趣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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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年级比较

因子 年级 M±SD F 组间差异

联系生活实际 初一 3.45±0.47 34.236***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3.11±0.43

初三 3.04±0.52

课堂学习兴趣 初一 3.54±0.44 33.629***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3.25±0.43

初三 3.10±0.52

学习态度 初一 3.34±0.55 46.500***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2.88±0.52

初三 2.75±0.57

课外学习自主性 初一 2.88±0.87 23.058***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2.34±0.69

初三 2.43±0.77

知识来源 初一 3.51±0.43 18.861***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3.26±0.47

初三 3.19±0.50

因果认识兴趣 初一 2.78±0.53 18.369***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2.47±0.45

初三 2.55±0.51

学习兴趣 初一 3.25±0.47 39.393***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2.89±0.39

初三 2.84±0.47

3.2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

3.2.1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的整体情况

对所有调查对象所感知的学校气氛做直方图，由图 1可以看出初中生感知的学

校气氛得分基本呈负偏态分布，得分高者较多。这表明初中生普遍感知到的学校气

氛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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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直方图

3.2.2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的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不同性别的初中生在感知到的学校气氛中的得分情

况。结果显示，男女生在秩序与纪律维度（p =0.000<0.001）上存在差异且具有统

计学意义，表明男生感知到的学校秩序与纪律要极其显著高于女生。男女生在学业

压力维度（p =0.021<0.05）上存在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男生感知到的学业

压力显著高于女生。而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发展多样性和学校氛围总体上，男

女生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表 1 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的性别差异比较

男（N=238） 女（N=289） t p

师生关系 3.43±0.62 3.40±0.60 0.593 0.554

同学关系 3.29±0.43 3.25 ±0.42 1.277 0.202

秩序与纪律 2.76±0.38 2.63±0.31 4.403 0.000***

发展多样性 3.21±0.55 3.14±0.52 1.484 0.138

学业压力 2.51±0.66 2.63±0.58 -2.308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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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气氛 3.04±0.37 3.01±0.34 1.017 0.310

注：***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下同。

3.2.3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的年级差异

表 2 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的年级差异比较

因子 年级 M±SD F 组间差异

师生关系 初一 3.63±0.49 15.992***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3.37±0.60

初三 3.25±0.64

同学关系 初一 3.40±0.35 9.882*** 初二、初三<初一

初二 3.21±0.45

初三 3.22±0.43

秩序与纪律 初一 2.62±0.39 6.385** 初一<初三

初二 2.69±0.30

初三 2.77±0.38

发展多样性 初一 3.36±0.43 13.672***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3.12±0.54

初三 3.05±0.58

学业压力 初一 2.89±0.67 39.333***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2.55±0.55

初三 2.28±0.54

学校气氛 初一 3.18±0.29 23.828*** 初三<初二<初一

初二 2.99±0.35

初三 2.91±0.35

采用 F检验的统计方法来分析不同年级初中生在感知的学校气氛的差异。结果

显示，学校气氛及其各维度在年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对它们分别进行事后检验，

发现初一年级在师生关系维度、同学关系维度和发展多样性维度上显著高于初二、

初三年级，表明初一学生感知到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发展多样性上比初二和初

三学生好。在秩序与纪律维度上初三年级显著高于初一年级，表明初三年级的学生

比初一年级的秩序与纪律更好。在学校气氛总分上初一年级显著高于初二年级，初

二年级显著高于初三年级，表明年级越低，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越好。



学校气氛与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关系研究

16

3.3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 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学习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相关性，相

关研究表明：|r|≥0.75时，两变量间存在高度相关；0.4≤|r|＜0.75时，两变量间存在

中度相关；|r|＜0.4时，两变量间存在弱相关。结果如表 5所示，学校气氛各维度

与总分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各维度与总分在问卷的得分上均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

关性，且为中度相关。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0.594，

表明初中学生学校气氛得分越高，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得分越高，即初中学生感知

到的学校气氛得分越好，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越高。

表 5 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相关性分析

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 秩序与纪律 发展多样性 学业压力 学校气氛

联系生活实际 0.564** 0.461** 0.137** 0.481** 0.4** 0.564**

课堂学习兴趣 0.558** 0.463** 0.119** 0.495** 0.394** 0.568**

学习态度 0.522** 0.435** 0.16** 0.427** 0.417** 0.529**

课外学习自主性 0.47** 0.387** 0.13** 0.445** 0.352** 0.488**

知识来源 0.516** 0.396** 0.173** 0.464** 0.394** 0.517**

因果认识兴趣 0.304** 0.311** 0.069 0.336** 0.073 0.321**

学习兴趣 0.582** 0.486** 0.132** 0.527** 0.407** 0.594**

3.4学校气氛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回归分析

为更加有效、准确的分析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关

系，特采用回归分析方式来对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预测

和解释关系进一步分析。将学校气氛得分看做自变量，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得分看

做因变量。所得结果如表 6。

表 6 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回归分析

模型 B SE B Beta R2 △R2 F t

思想品德课

学习兴趣
0.788 0.047 0.594 0.52 0.351 280.710 16.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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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表 9分析可知，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可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进行非常

显著的预测，解释率可达到 35.1%。

感知的学校气氛细化可分为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业压力、秩序与纪律、发

展多样性五大维度。为进一步探讨两个变量各维度间的关系，本研究以初中生感知

到的各维度为自变量，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

析。

表 7 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各维度与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B SE B Beta R2 △R2 F t

师生关系 0.194 0.053 0.249 0.339 0.338 264.581 3.639***

学业压力维度 0.101 0.037 0.134 0.365 0.362 147.721 2.739***

同学关系 0.167 0.060 0.153 0.381 0.377 105.244 2.771***

秩序与纪律 0.179 0.054 0.204 0.388 0.384 81.405 3.294***

发展多样性 0.177 0.059 0.132 0.399 0.393 67.910 2.984***

表 7 结果显示，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中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业压力、秩序

与纪律和发展多样性各维度进入回归方程，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解释率分别为

33.8%、36.2%、37.7%、38.4%和 39.3%。该数据表明，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的各维

度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均起到非常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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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

4.1.1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总体情况

研究表明，初中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得分基本呈正态分布，多处于平均

水平，即大部分对学生对思想品德课处于一种即不讨厌也不感兴趣的状态。这一结

果与目前我国初中生思想品德课成绩普遍不高的情况相符合。可能的原因有如下：

首先，部分教师观念陈旧，教学刻板，使得学生缺乏兴趣索[50]。其次，老师和学生

针对思想品德课的教授和学习都不重视，相对语文、数学、英语而言，思想品德课

未显示其应有的地位、起到应起的作用。

4.1.2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性别差异分析

研究表明，性别变量在中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女生将思想品德课联系生活实际方面、对于课外的学习自主性、对于思想品德课的

知识来源、因果认识运用到现实以及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均要优于男生。初中

思想品德教材中，案例、事件占据了较大的篇幅，更多的是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形象

化了的内容。在中学阶段，从智力特点从看，女生偏向形象思维和机械记忆；从非

智力角度看，女生感情较含蓄、丰富、细腻，女生的智力和非智力特点在学习中更

容易得到发挥。因此，女生对思想品德的学习兴趣浓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4.1.3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年级差异分析

年级变量在中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发现初一学

生联系生活实际、学习态度、课外学习自主性、知识来源、因果认识兴趣和学习兴

趣均优于初二和初三学生。在课堂学习兴趣上初一年级显著高于初二年级，初二年

级显著高于初三年级，即年级越低，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越高。

这可能是因为初一年级的学生刚刚步入中学，对初中的学习生活充满热情，他

们中大部分同学对即将要学习的新课程充满了期待，从而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较

浓。随着年级的增长，高年级初中生的思维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自我意识也逐渐发

展与独立，它们对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过程等各个

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老师针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过程却

不能及时调整，导致高年级学生思想品德学习兴趣的下降。再次，初三年级学生由

于面临升学考试压力，学习成绩开始变得更为重要，学生开始对学习成绩的更加关

心，课外对思想品德学习的主动性也降低，使得思想品德学习兴趣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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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

4.2.1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的整体情况分析

从调查结果看，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得分基本呈负偏态分布，得分高者较

多，即大部分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较好。实际上，这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

改革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老师和学校不仅在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更注重学生的综

合素质和心理发展。老师和学校对学生的人本主义关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校中的

生态环境，从而也帮助学生更加认同学校，使得大部分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较

好。

4.2.2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的性别差异分析

从调查结果看，性别变量对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与女

生相比，男生感知到的学校秩序与纪律要极其显著高于女生，男生感知到的学业压

力也高于女生。这一结果与余益兵的研究结果一致[47]。这可能是因为男生在初中时

期进入青春期，相对女生而言，通常会产生较多的不良行为，这些行为带有攻击性

和外向性[48]。因此，初中时期，男生容易成为教师重点监管的对象，学校和老师对

男生的监管要多于女生，因此使得男生感知到学习秩序与纪律和学业压力均高于女

生。

4.2.3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的年级差异分析

从调查结果看，年级变量对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研究发现，初一年级在师生关系维度、同学关系维度和发展多样性维度上要优

于初二、初三年级，而在秩序与纪律维度上初三年级学生的感知要好于初一年级。

在学校气氛总分上初一年级显著高于初二年级，初二年级显著高于初三年级，即年

级越低，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越好。

这一结果与初中生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初一新生刚刚步入新的学校、新的环

境，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对新老师和新同学均保持着依赖和听从，他们的

自我意识和独立要求还没有发展起来，为适应新变化和周围环境因而能够与老师和

同学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而随着年纪的增长与知识的丰富，高年级中学生强烈的

批判精神和独立要求逐渐发展，容易造成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紧张，从而可能引

发人际冲突[49]。进入初三，学生也更关注与学业成绩和学习内容，因此对学校气氛

以及周围的情况感知不如低年级。



学校气氛与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关系研究

20

4.3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关系分析

研究表明，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性。同时，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又能够正向预测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即初

中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会影响初中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当初中生感知的学

校气氛越好，则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越高。这一结果符合社会认知论的观点。

社会认知的观点认为，个体往往通过态度改变行为。本研究中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

氛作为个体感知到的个体认知观点，感知到的学校气氛越好，个体则会改变自己对

学校以及学习的态度，从而对思想品德课产生更高的兴趣。同时，王红瑞[51]的研究

发现，竞争的气氛可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行为的成就动机，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证据

支持。学生间良好的竞争气氛是良好学校气氛的体现，良好的竞争气氛可激发学生

的积极进取心，从而迫使他们确立学习目标，并积极自觉的为实现目标而努力，这

一过程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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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5.1结论

本文着重从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这两个角度入手，考察了中学生感

知到的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差异，继而对中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和

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各自的影响因素和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的

结论如下：

中学生在感知的学校气氛方面：

（1）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得分基本呈负偏态分布，得分高者较多。

（2）性别变量对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与女生相比，

男生感知到的学校秩序与纪律要高于女生，感知到的学业压力也高于女生。

（3）年级变量对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发现初一年级

在师生关系维度、同学关系维度和发展多样性维度上要优于初二、初三年级。在秩

序与纪律维度上初三年级学生感受好于初一年级。在学校气氛总分上初一年级显著

高于初二年级，初二年级显著高于初三年级，即年级越低，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越

好。

中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兴趣方面：

（1）初中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得分基本呈正态分布，多处于平均水

平。

（2）性别变量在中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女生

将思想品德课联系生活实际方面、对于课外的学习自主性、对于思想品德课的知识

来源、因果认识运用到现实以及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均要优于男生。

（3）年级变量在中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发现

初一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学习态度、课外学习自主性、知识来源、因果认识兴趣和

学习兴趣均优于初二和初三学生。在课堂学习兴趣上初一年级显著高于初二年级，

初二年级显著高于初三年级，即年级越低，学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越高。

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

为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0.594，即初中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得分越好，对思想品德

课的学习兴趣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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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能够正向预测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即初中生感知

到的学校气氛会影响初中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当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越

好，则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越高。

5.2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培养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初中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会影响初中生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

趣，当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越好，则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越高。因而，对初

中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5.2.1加强男生对学校气氛感知的心理辅导

本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女生而言，男生感知到的学校秩序与纪律和学业压力

高于女生。因此，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教师应更多关注男同学的学业压力和心

理健康，多开展一些适合男生的丰富多彩、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可以

提供给他们一些学习技巧或者一些单独的学业辅导。

5.2.2加强对高年级学生学校气氛的支持

在年级方面，研究发现初一年级在师生关系维度、同学关系维度和发展多样性

维度上要优于初二、初三年级。在秩序与纪律维度上初三年级学生感受好于初一年

级。在学校气氛总分上初一年级显著高于初二年级，初二年级显著高于初三年级，

即年级越低，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越好。这说明，高年级的班主任有必要根据具体

实际情况适当减少作业，增加课外娱乐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让学生在参与

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同伴、集体和学校的力量。

5.2.3加强对男生思想品德学习兴趣的辅导

研究结果表明，在性别方面，女生将思想品德课联系生活实际方面、对于课外

的学习自主性、对于思想品德课的知识来源、因果认识运用到现实以及对思想品德

课的学习兴趣均要优于男生。因此，在思想品德课学习过程中，教师在教学中可以

着重增强男生的学习兴趣，针对他们多穿插一些联系生活实际的思想品德内容，同

时也可以通过一些简单易懂的生活知识来帮助他们提高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从而

增强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

5.2.4加强对高年级学生思想品德学习兴趣的培养

在年级方面，发现初一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学习态度、课外学习自主性、知识

来源、因果认识兴趣和学习兴趣均优于初二和初三学生。在课堂学习兴趣上初一年

级显著高于初二年级，初二年级显著高于初三年级，即年级越低，学生对思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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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学习兴趣越高。由此看来初一、初二年级是帮助学生形成对思想品德课稳定兴

趣的关键时期。因此，在思想品德课教学过程中，低年级的教师要做好思想品德课

的教学备课工作，设置多种类型的教学方式和丰富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对思想品

德课的学习兴趣打下基础；高年级的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提高思想品德课的成绩，

更应该着重提高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可以丰富教学方式和方法，充分发挥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提高年级学生的学习兴趣。

5.2.5综合措施

据研究结果显示，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之间并非互相

独立，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方向为正。同时，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又

能正向预测对思想品德学习兴趣，即初中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会影响初中生对思想

品德课的学习兴趣，当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气氛越好，则对思想品德课的学习兴趣越

高。因此，在提高初中生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过程中，应从帮助初中生感知良好

的学校气氛入手。

（1）学校和教师要充分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把此项工作真正纳入学

校工作系统中去。首先，教师要在知识水平上、思想境界上和人格上成为学生的表

率。其次，教师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关心爱护每一位同学，不仅要在学习

上帮助他们，更应该在生活中帮助他们，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

（2）学校和教师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同伴

交往观念。有的学生对同伴交往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够明确，有的学生习惯独处，

久而久之容易不合群，产生孤僻、自我中心等问题[52]，教师应当关心学生的同伴交

往问题，告诉他们如何与同伴交往以及向他们强调同伴交往的重要性，同伴交往能

够帮助我们身心健康发展。帮助他们自我认识，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树立

正确的同伴交往观念。也可以开设同伴交往的知识与技能课程，从理论上给学生提

供一些正确的交往方法，让同伴交往更积极更健康。

（3）学校和教师应该教授学生学习技巧，减轻学生学业压力。有些学生放学

后功课作业没人辅导，学业成绩直线下降。因此，学校可以在放学后，让每科老师

轮班负责学生的功课辅导，对学生的学习方法进行针对性指导。也有学生对思想品

德课不感兴趣可能是来源于学业上的自卑、孤独和焦虑等负面情绪[53]。学校也应该

开设心理健康课，教师学生情绪管理技巧，帮助学生缓解的学习压力。

（4）学校和教师应该多组织学校活动，增强学生发展多样性。各种各样的集

体活动也可以开阔中学生的眼界，在同学们的陪伴下一起感受生活的乐趣，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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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对学习的厌倦。集体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举办班级之间或者内部的趣

味运动会；组织学生去踏青、郊游，接触大自然的同时又增进了友谊；带领学生开

展有趣的社会调研等。

（5）学校和教师在组织学习和其他活动过程中要维持好秩序与纪律，帮助学

生学会遵守秩序与纪律。学生只有在课堂上感到有事做才会感到有趣，一旦无事可

做，学生就会分散注意力，因此，教师的教学组织要严谨有条。同时，在课堂中给

予学生较大的主动权，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管理，学会遵守秩序与纪律。

5.3研究不足与展望

5.3.1研究对象的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的对象为山西省繁峙县的中学生，代表性差，此后可扩大取样范围，进

行更深入的分析。同时，很少有研究从跨文化角度探讨拖延，对不同民族、不同区

域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发的现状和相关性知之甚少。同

时，也可扩大研究小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感知的学校气氛和思想品德课的现状与

关系。由此可见，可以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深入研究中学生感知学校气氛和思想

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发展现状。

5.3.2研究内容的局限及展望

在研究内容上，进一步研究影响中学生思想品德学习兴趣的机制。本研究考察

了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氛围对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两者存在密

切关系。今后研究可更深入的探索影响中学生思想课学习兴趣的影响变量，可从家

庭教养、人格因素、社会支持等其他方面及其交互作业探讨，来探索中学生思想品

德学习兴趣的深层内在与外在影响因素。

5.3.3研究方法的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通过采用自我报告的问卷法的形式对中学生感知的学校氛围对思想品德

课学习兴趣进行施测，由于社会期待效应的作用，使得问卷法具有一定局限性。今

后，可采用实验法、质性研究法、访谈法等其他研究方法进行多样研究。本研究采

用的横断研究，不能有效地揭示初中生感知的学校氛围和思想品德课学习兴趣的长

期效应和动态变化，未来研究可采用追踪研究来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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