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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是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活动和任务，而如何让学生

们以一个积极饱满的状态面对每天的学习也是学者们一直以来关注的问题。在学习

中，拥有较高的学习效率以及对学习持积极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学习投入不仅对

学生们的学习成就有预测作用，也是了解学生学业情况以及学习质量的重要指标。

在学校情境中，初中生对自身学业的评价通常会通过与周围同学的比较来获得，这

就形成了学业社会比较。通过比较，学生们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有了更加准确的了解

并以此来指导今后自身的学习行为。 

初中阶段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相比小学来说，初中生需要将更多的

精力放在学习当中，课业负担也更重。在初中打下坚实的学习基础对以后高中的学

习也是很有益处的。因此，本研究主要考察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的关系，

以及自尊、父母期望在二者中间的作用，为提髙学生学习投入的积极性提供理论依

据。 

本研究采用方来坛等人翻译并修订的 Schaufeli 等人编制的学习投入量表；徐晓

飞的学业社会比较问卷；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郭生玉编制的父母期望问卷，

对 585 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如下： 

1．学习投入总分及各维度的人口学变量差异性检验结果如下：在总分及专注、

奉献、活力三个维度上，初一、初二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显著高于初三的学生；班

干部在学习投入总分、奉献和活力维度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部学生。学业社会比较

总分及各维度的人口学变量差异性检验结果如下：初二、初三学生在总分以及平行

比较、向下比较和自我贬低维度上要显著高于初一学生；班干部在比较取向、向上

比较、平行比较和自我完善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部；在向下比较上的得分显著

低于非班干部。 

2．自尊在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学业社会比较对

学习投入的直接预测作用及自尊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都受到父母期望的调节。 

 

关键词：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 ；自尊；父母期望；学习投入 

  



 

  



II 

ABSTRACT 

 

For students, learning is the main activity and task in thei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how to let students face daily learning in a positive 

and full state is also a problem that scholars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In 

learning,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high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Learning investment not only predicts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but also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understand 

students' academic situation and quality of learning. In the school situation, 

the evalu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study is usually obtained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the surrounding students, which forms a 

comparison of academic society. By comparison, students have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learning situation and use it to guide their 

own learning behavior in the futur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age can be said to be a stage of inheritance. 

Compared with elementary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need to put 

more energy into their studies, and the burden of schoolwork is heavier. It is 

also very beneficial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f study in junior high school 

for future high school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arison of academic social and learning inpu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role of self-esteem and parental 

expectation in the two,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hancing the 

enthusiasm of learning input. 

This study used the learning input scale compiled by Schaufeli et al. 

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Laitan Fang et al; Xiaofei Xu 's academic social 

comparison questionnaire; Rosenberg's self-esteem scale; Shengyu Guo 's 

parental expectation questionnaire, for 58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total score of learning input and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each dimension are as follows: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otal score and 



III 

concentration, dedication, and vitality, the learning input level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grade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hird grade students. The class 

cadre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otal score of input, dedication and 

vitality than the non-class cadres.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rative test of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academic society and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each 

dimension are as follows: the second and third grade stude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first grade students in the total score and the 

parallel comparison, the downward comparison and the self-depreciation 

dimension; the class cadres are The scores of comparative orientation, 

upward comparison, parallel comparison, and self-improve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class cadres; the scores on the 

downward comparis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non-class 

cadres. 

2. Self-esteem plays a part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society and learning input. The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f academic 

society on learning input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re regulated by parents' expectations. 

 

 

Key words：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social comparison;  

Self-esteem; Parental expectations; Learning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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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学习投入对学生们是否能以一个积极饱满的状态迎接每天的学习并取得良好的

学业成绩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学生在学习时是否积极、努力能很好地通过学习投入

反映出来，这对于我们了解学生日常的学习也会有所帮助[1]。学习投入作为衡量学生

们是否充满活力、主动学习的一个指标，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更显现出其重要

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一持续的学习状态也是在学生们遇到挫折时能激励他们不放

弃的内在动力，能让其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劲头，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发展都具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通常在和周围同伴比较时对自己的学习状况和学习能

力进行评价和定位，形成学业社会比较。尤其是正值青春期的初中生，他们非常看

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想法，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

与他人比较来进行自我评价。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他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通常

是班里的其他同学，通过比较，同学们除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外，也对自己

在班级里所处的位置有了一定的了解，与同学们的比较也成为了激发其学习行为的

动机。与此同时，对以学习为核心生活事件的中学生来说，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尊

心都很强，在平常的学习中希望自己能有优势感，成为众人关注和崇拜的对象，而

与同伴进行社会比较会影响学生对自己的体验以及评价，他们与同伴之间的互动会

给与其非常重要的反馈。他们选择的比较方式不同，对个体自尊水平的影响也就有

所不同，从而在比较后的学习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在初中阶段，学生们的学习任务

日益增加，除了其自身在学习上有了紧迫感之外，他们的学习情况也是父母最为关

注的事情。父母对孩子学业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期盼和愿望也都会在日常的生活中

有所体现，孩子在感知到父母的期望后，其学习行为也会有所改变。因此，通过学

业社会比较，初中生了解自己的学业情况，从而对其今后的学习投入产生了一定影

响，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自尊水平的变化以及父母期望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初中生，主要探讨的是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的关

系以及自尊和父母期望在其中的作用机制，从而帮助学生能够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

更加积极、快乐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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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学习投入概述 

1.1.1 学习投入的概念 

关于学习投入，不同的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也都有所不同，从而也赋予了学习投

入不同的内涵。Schaufeli是最早提出学习投入概念的学者，他将学习投入定义为学生

在学习时所展现出的一种持续的、富有积极情感的状态。Schaufeli认为，学习投入包

括三个维度：活力，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能够进行主动学习并为之付出努力，坚

持不懈；奉献，是指学生愿意为学习花费时间并认为它是很有必要的，在学习时充

满了热情；专注则是指在学习的时候，学生能够保持高度地精神集中，心无旁骛并

能体验到愉悦的情绪[2]。Fredricks等人认为学习投入有行为、情绪、认知这三个维度

[3]；Kuh等人觉得学习投入是人们有强烈学习的渴望且会在学习上消耗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在学习中，学生们的学习投入越多，获得的知识和积极情感也越多，反之在

学习上投入越少，收获越少[4]。 

对于学习投入的概念，学者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其中不乏一些相同之处：

（1）是一种持续的状态；（2）能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乐趣。Schaufeli认为无论是在

行为、情绪等哪一方面的投入都可能会有活力、奉献和专注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学

习状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并十分具有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采用Schaufeli对学习

投入的定义。 

1.1.2 学习投入的相关研究 

在学习中，学生能否对学习持有一个较为积极的状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结

合国外学者Kirsten和Carolyn等人对学习投入影响因素的分析和国内现有的研究来

看，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5]。个体因素是指

一些人格特质以及人口学变量上的特点，如自我效能感，成就目标，性别等等。目

前也有不少学者对个人因素进行了研究，杜玉改等人研究了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

对学习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习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6]，

范金刚等人的研究表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的自信能够显著预测其学习投入[7]，杨

志刚等人在其研究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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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支持等方面，良好的同伴关系、师

生关系、团结友爱的班集体等都是能使学生积极主动学习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影响

因素中，家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家庭对于学生来说是其成长中最初的学校，

学生的性格、学习习惯等都离不开父母的教诲与影响。父母对孩子未来的美好期望

也无不体现在日常的交流中，这些都会对学生日后的学习有所影响。除此之外，对

于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相比他们的父母与老师，他们更愿意和自己的同伴进

行交流，诉说自己的想法，同伴之间彼此帮助，解决大家在学习和生活中的烦恼和

困惑。因此，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同伴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有研究发现，同

伴在学习中的表现以及其学习状态和学业成绩的优异程度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水

平。学生会选择和自己水平相近的同伴进行接触和相处，并慢慢融入更高水平的圈

子当中，使自己的学习投入不断提高[9]。由此可见，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受到了方方

面面的影响，它们与学习投入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1.2 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 

对于初中生而言，日常最主要的学习和活动场所就是学校，在学校中他们和同

伴一起学习，娱乐。那么当他们对自己进行评价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和周围的同学、

朋友进行比较。学生最主要的事情是学习，因此他们在对自己的学业情况进行评估

时，也同样会有和其他同学去比较学业成绩、学习方法等情况出现，这也就是学业

社会比较，它是指在学习当中，学生把自己的学习状况与他人进行比较从而对自己

的学业能力和水平有所了解的一个比较和评价的过程[10]。学业社会比较有不同的比

较方式：向上比较是指和学习比自己好的他人进行比较；平行比较是指与学习水平

相差不大的他人进行比较；向下比较，即与学习不如自己的他人进行比较。此外，

学业社会比较从比较结果上可以分为两种：自我完善和自我贬低，费斯廷格认为，

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原因是希望能对自己有一个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评价，更好地认

识自我[11]。自我完善是指个体通过和他人的比较，总结经验，找到自己的优缺点，

发扬优点，改正不足之处，自我贬低是指个体在进行比较时会无限放大自身的缺点，

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相较其他阶段的学生来说，正值青春期的初中生会更加在意他人的眼光以及别

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更倾向通过与朝夕相处的同伴进行比较来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

识和评价。但他们在和其他同学比较学习成绩时，如果选择不恰当的比较方式，可

能会对其学业自我概念的形成以及自我效能感产生消极影响，降低学习热情，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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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动力，从而减少其在学业上的投入程度。而相反，如果能采取正确的方式与

同学进行比较，产生促进自己进步的良性竞争，对于学生的学习而言是有益的。不

同的比较方式以及在比较结束后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业水平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个

学生在进行比较之后，只会自我贬低，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那么进行学业社会

比较势必会给其学习投入的程度带来消极的影响。反之，如果是趋于自我完善的学

生，通过比较，他们会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并改变它，在看到自己一点点变得

更好的过程中，慢慢地，也会在学习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因为他感受到了

自己的变化，这对其学习也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因此，学业社会比较对学生的学习

投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3 自尊的中介作用 

在对学生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关系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自尊可能是一

个重要变量。自我是人类不断探索的课题，而自尊是个体自我系统中的重要组成成

份，在自我认识中具有评价的意义，它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许多经验感聚集

而成。自尊是对自身整体的认可以及对自己各个方面所产生的高度认同[12]。关于自

尊概念的研究，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其看法也会有所不同。最早给自尊下定义的

心理学家是W•James，他用了一个著名的公式给自尊下定义，即：自尊=成功/抱负。

罗森伯格认为自尊体现了个体觉察到的现实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之间的差别[13]。此外，

自尊这一人格特质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研究发现：小学阶段的学生

其自尊发展水平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而当学生升入初中后，其自尊水平发生

剧烈变化，自尊发展具有不稳定性，且呈下降的趋势[14]。 

作为一种十分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社会比较对一个人在进行自我认知和社会

适应时的影响很大，并且比较方式不同，个体对自己产生的评价也不同。自尊是个

体在和他人进行比较时所体验到的一种自我肯定的积极情感[15]。在进行比较后，人

们能以此来对自己进行评价，了解自己的能力并维持自尊。社会比较理论指出，当

个体想通过外部的标准去了解和评价自己的能力时，便会采取社会比较的方式，利

用他人作为比较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在比较过程中，个体的自尊水平和行为都

会发生变化。由于初中生其自尊水平的不稳定性，在比较之后其自尊体验易极端化，

这就需要他们在进行比较时选择恰当的比较方式。适当的社会比较方式可以使个体

提高自尊水平，并帮助个体不断完善自我。个体进行社会比较，除了能帮助自己确

认在团体中所处的位置，还包含着其希望得到他人肯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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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学生的自尊也对其学习上的表现有所影响。自我决定理论者在探索

个人自身的哪些因素会对学习投入产生影响时，重点探讨了学生觉得自己是否有能

力学好知识、认为学习是重要的以及是否能独自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这几方面的

影响[16]。研究显示，学习者的个性特征、自我效能感等方面都会影响学习投入的情

况，个体可能会为了更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而努力学习[17]。自尊对学习投入的正向

预测显著[18]，Kirsten和Carolyn等人发现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对未来发展的期待以及

抗挫折能力等等都会影响到学习投入[19]。自尊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成绩优异的学生与学习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之间，其在评价自身的自尊水平时差异显

著，差生对自己的评价低于优秀的学生[20]。钱铭怡等人认为，自尊与在学习中倾向

于自我提高的学习动机相关[21]。杨宇然在其研究中发现，学生时代最为基本的自尊

通常来自于日常在学校中的学习，这种自尊对学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22]。 

当学生通过学业社会比较等方式，对自己的真实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且更为客观地对自己的长处和能力做出比较恰当的评价时，学生会主动在学习上花

费更多的时间和心思，努力解决遇到的困难，并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由此可

见，自尊作为影响学生学业的个体内部因素，对其学习也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因此，基于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测，初中生进行学业社会比较会对其自尊产生

影响，进而导致初中生对待学习的态度有所不同，最终影响其学习投入程度，即自

尊是学业社会比较和学习投入之间的中介变量。 

1.4 父母期望的调节作用 

探讨自尊在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中的中介作用，能够回答学业社会比较是

怎样影响初中生学习投入的，但无法揭示其作用在什么情况下会更加显著的问题。

基于此，在本研究中引入“父母期望”这一调节变量，从而建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探讨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以及自尊的中介效应在何种情形下更为显

著的问题。 

发展情境论指出，个体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会受到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23]。

因此，在探究父母和同伴群体这些外部环境因素时，除了要了解和关注其各自单独

产生的作用外，还要思考不同的环境变量一起发生作用时对个体产生的影响。父母

期望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种态度，具体表现为父母对子女未来受教育程度的构想以及

能够收获的成果[24]。父母按照自己的生活知识和经验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方向提出

设想和计划，由此形成了父母对子女深切的期盼，这种期望是很持久的，可能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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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孩子的整个成长和发展时期。期望效应告诉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如果向个体传

递积极信息，那么个体就会朝着人们所期望的方向重新塑造自我形象，调整自己的

行为。因此，当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鼓励孩子，告诉他们“你能行”时，孩子在

学习的行为上也会出现积极的变化。当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较高时，就会在平时更加

注重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及对孩子的督促和教导。父母的言传身教势必会对孩子的学

习意愿和方式产生影响，为学习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学习过程中，当学生从权威人

物（父母、教师）那里得到鼓励和支持时，就会对自己更加充满信心，从而促使自

己在学校中的表现更好，对自己的学习也会更加上心。不少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

的期望影响了孩子对其自我价值的评价和学业方面的表现[25]，父母期望除了能直接

对学习投入产生影响外，还通过教育投入间接影响学习投入[26]。有的父母甚至可能

会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延伸到孩子身上，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因此它对个体

的学业成绩也起到了调节作用[27]。父母的期望在孩子们制定学习目标以及规划自己

的未来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努力学习以及取得相对较好的学业成绩不仅是学生

们的主要任务，也是其父母对子女最大的期望[28]。Boerger的研究表明，父母想要子

女能够出人头地，更加优秀的愿望越迫切，子女的学业成就也就会更高。Zellman在

其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亚洲的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会花费更多的精力，也

更加关注孩子在学习中的表现，由于父母对孩子学习的参与度和期望都较高，亚洲

孩子与美国孩子相比，有更高的学业成就。水远璇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期望

与孩子的学习成绩密切相关，在三种不一样的父母期望水平下,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差

异极其显著[29]。程琳的研究发现，父母期望能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学业成绩[30]。

父母期望高的个体，他们的父母更加关注其学习情况，也更有可能会拿自己家的孩

子与其他优秀的孩子作对比，时常处于被比较情境中的学生在自己和同学进行比较

后，其比较后的情感体验会比较平淡，进而其学习行为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

此其学习投入的程度变化也不明显；而感受到的父母期望较低的学生，他们会觉得

父母对他们的成绩不怎么在意，考好考差并不会影响父母对其的态度，父母这时在

孩子学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此时与同学进行学业比较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较的过程对他们来说起到了鞭策的作用，增加了其在学习中付出更多努力的可能

性，从而其学习投入水平也快速提高。因此，在探讨自尊中介效应的基础上，本研

究旨在探讨父母期望在学业社会比较和学习投入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指出，在人们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家庭作为其成长的

外部环境，家长作为孩子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1]。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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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通过与个体特征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学生的学习行为产生影响。父母从我们

出生的那一刻起，对我们今后成长中的期望就一直存在，子女觉察到父母的期望后

有可能会朝着父母希望的方向去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成功和失败，认真分析

自身情况，对自己有一个更切实的评价[32]。当父母向孩子表达的期望较为恰当时，

对个体自尊的发展以及学习行为的提高有益。恰当的期望是指在现有水平之上，但

在自身努力之后能够实现的期望。这样的目标个体也不会觉得是高不可攀的，在实

现的过程中也会比较有自信，当通过努力完成目标之后，也能够体会到成功的快乐，

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因此，当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在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之间

发挥作用时，父母期望较高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父母更多的鼓励和关注之后，

其自尊水平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在学习上也会更加勇往直前，不断进步，为取

得一个好的学业成绩而奋斗。由此可见，父母的期望会增加自尊对学习投入的正向

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学业社会比较对学习投入的直接影响及其中介过程

都可能会受到父母期望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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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 

2.1 已有研究不足 

学习作为中学生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多年来一直备受学者的青睐，以前的研

究多集中在学业倦怠等消极方面。我国对于学习投入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已有研

究中主要是探讨情绪（抑郁、焦虑）、自身特质（自尊、动机、自我效能感等）对

学习投入的影响，但从社会比较的领域，尤其是学业方面的社会比较，探讨其对学

习投入的影响相对较少。此外，对初中生这一群体在学习投入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2.2 拟研究的问题 

本文从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初中生的学习投入度和学业社会比较

进行调查，以期对初中生这两方面的特点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深入探讨自尊、

父母期望在学业社会比较和学习投入中的作用机制，为提高初中生的学习投入提出

对策建议。 

2.3 研究意义 

2.3.1 理论意义 

在中学生日常学习的情境下，从社会比较这一新的视角来考察其与学生学习投

入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能了解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的现状，还扩展了对学习投入的

影响因素研究，也为增加学生的学习投入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给教师和家长指导

学生的学习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在对初中生的学业社会比较和学习投入的特点

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后，可以将其运用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去，有利于促进学校教育

工作的开展，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 

2.3.2 实践意义 

能引起教育工作者对学习投入这一积极的心理学变量的重视，并探讨影响学生

学习投入的因素，以期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与学业成绩，让学生们能充满热情、快

乐的学习。 

2.4 研究假设 

（1）初中生的学业社会比较和学习投入在某些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2）初中生的自尊在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父母期望在学

业社会比较影响学习投入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可能是对学业社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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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与学习投入关系的直接调节，也可能通过对自尊中介作用的调节来实现。 

模型图如下： 

 

图1 学业社会比较、学习投入、自尊与父母期望关系的假设模型图 

2.5 研究对象 

对山西省三所中学的585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24份后，剩余561

份有效的问卷数据用于本研究，问卷的利用率为95.9％。被试的基本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分布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69               48.0 

                      女               292               52.0 

独生子女           是               279               49.7 

                      否               282               50.3 

          初一              150              26.7 

年级             初二              210              37.4 

初三              201              35.8 

是否担任班干部         是               176               31.4 

                          否               385              68.6 

2.6 研究工具 

2.6.1 学习投入量表(中文版） 

该量表是由方来坛等人（2008）在 Schaufeli 等人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和修订的

学习投入量表，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33]。量表采用 Likert 七点计分法，

从 1—7 分别表示从来没有、几乎没有、经常没有、不确定、偶尔、经常、总是。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93，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84、.87 和.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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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中学生学业社会比较问卷 

该问卷由徐晓飞（2005）编制，问卷包括学业社会比较取向、比较方向（向上、

平行、向下比较）和比较结果（自我完善、自我贬低）3 个维度，共 38 题，采用 5

点评分法，选项为完全不符合、较不符合、说不清楚、比较符合、完全符合五项组

成，分别记为 1-5 分，得分越高说明在这一因子上的表现越突出。在本研究中，该

问卷的 α 系数为.89，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74、.83、.83、.85、.75 和.88。 

2.6.3 自尊量表 

该量表由Rosenberg（1965）编制，属于自陈式问卷，适用于青少年，评估的是

当个体将自己和别人比较时对自我价值感的看法。该量表共有10个项目，采用四级

评分，1—非常符合，2—符合，3—不符合，4—很不符合。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

的自我评价越积极，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75。 

2.6.4 父母期望问卷 

该问卷由郭生玉（1975）编制，问卷主要用于测量学生知觉到的父母期望水平。

问卷内容主要是关于父母对子女在学业和未来发展方面的有关问题，共 20 题。每

题有四个不同层次的答案供被试选择，从第一个选项到第四个选项分别记为 4 分、

3 分、2 分、1 分，所有题项相加的总分为该问卷总分，得分越高表示父母对孩子存

在的期望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86。 

2.7 数据统计与处理 

使用 SPSS23.0、PROCESS2.13 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统计，包括描述

性统计分析、t 检验、相关分析、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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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本研究中，主要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来进行数据的收集，为防止出现研

究方法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首先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均选择匿名的方式进行填写、

以及对调查结果进行保密这样一些方式来进行控制。随后对数据采用 Harmen 单因

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34]。结果显示，本研究中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18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8％（<40％），说明在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

差不明显。 

3.2 初中生学习投入的总体情况  

3.2.1 总体情况 

表2 初中生学习投入及其各因素的总体状况 

                  N         M         SD      平均每题得分 

活力           561       28.28       6.89          4.71 

奉献           561       25.48       6.42          4.65 

专注           561       28.41       7.78          4.73 

学习投入总分      561       82.16       19.09         4.83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初中生学习投入进行分析，以4分为中值的参照值，结果

如表2所示：学习投入从整体上来看，平均得分为4.83分，各维度的得分均高于4分，

说明初中生的学习投入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 

3.2.2 是否担任班干部的差异 

表3 初中生学习投入在是否担任班干部上的差异比较（M ± SD） 

                 是（n = 176）      否（n = 385）          t 

活力             29.62±6.62         27.66±6.94          3.14
**

 

奉献             26.92±5.62         24.82±6.66          3.88
***

 

专注             29.03±7.29         28.12±7.99          1.33 

学习投入         85.57±17.21        80.60±19.72         2.88
**

 

注： **表示p < .01
 ；***表示p < .001。 

考察初中生学习投入在是否担任班干部上的差异，t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班

干部在学习投入总分及活力和奉献维度与非班干部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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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年级差异 

表4 初中生学习投入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M ± SD） 

       初一（n = 150）  初二（n = 210）  初三（n = 201）    F       事后检验 

活力      29.61±6.82      29.08±6.17      26.45±7.30      11.70
*** 

    1>3；2>3                                           
                                                          

 

奉献      26.79±6.26      26.38±5.66      23.55±6.84      15.02
***

     1>3；2>3                                    

专注      29.42±8.19      29.47±6.99      26.53±7.92       9.37
***

     1>3；2>3                                        

学习投入  85.83±19.35     84.93±16.79     76.53±19.92     14.38
*** 

    1>3；2>3                                                                                                                             

注：①***表示p < .001.；② 1 =“初一”；2 =“初二”；3 =“初三”。 

结果发现，初一、初二、初三年级的学生在学习投入总分及各维度上存在显著

的差异。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在活力、奉献、专注维度以及总分上，初一组显著

高于初三组（p < .001）、初二组显著高于初三组（p < .001）。 

3.3 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的总体情况 

3.3.1 总体情况 

表 5 学业社会比较得分 

                 N          M           SD       平均每题得分 

    比较取向        561        20.82         5.02            3.47 

向上比较        561        23.89         6.19            3.41 

平行比较        561        21.18         6.32            3.03 

向下比较        561        12.07         5.57            2.01 

自我完善        561        14.17         3.74            3.54 

自我贬低        561        18.36         7.67            2.30 

学业社会比较    561       110.49        21.63            2.91 

本研究的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采用5点计分，总分越高说明更多的采用学业社会

比较。以3分作为中值的参照值，上表结果显示：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从整体上来看，

平均得分为2.91分，比较取向、向上比较、平行比较、自我完善维度在数值上均高于

3分，其他各维度均低于3分。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13 

3.3.2 是否担任班干部的差异 

表6 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在是否担任班干部上的差异比较（M ± SD） 

                  是（n = 176）     否（n = 385）        t 

比较取向        21.52±5.34        20.50±4.84         2.17
*
 

向上比较        25.52±5.96        23.14±6.16         4.29
***

   

平行比较        22.11±6.63        20.75±6.14         2.38
*
 

向下比较        11.22±5.63        12.46±5.51        -2.43
*
 

自我完善        14.82±3.78        13.88±3.69         2.79
**

 

自我贬低        17.60±8.23        18.71±7.39        -1.60 

学业社会比较    112.80±22.25      109.43±21.29       1.71 

注： *表示p < .05；**表示p < .01；***表示p < .001。 

考察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在是否担任班干部上的差异，t 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班干部在比较取向上、向上比较、平行比较和自我完善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部；

在向下比较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班干部。 

3.3.3 年级差异 

表7 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M ± SD） 

          初一（n = 150）  初二（n = 210） 初三（n = 201）   F      事后检验                                                          

比较取向      20.10±5.13      21.05±4.67       21.11±5.27     2.10                             

向上比较      23.27±6.77      24.10±6.07       24.12±5.86     1.03                                             

平行比较      18.86±7.01      21.53±5.71       22.55±5.95    15.92
***

    2>1；3>1                                           

向下比较       9.52±4.44      12.62±5.30       13.40±6.00    24.38
***

    2>1；3>1                                          
 

自我完善      14.26±4.04      14.30±3.39       13.98±3.87      .43 

自我贬低      16.02±7.33      18.99±7.40       19.45±7.86    10.01
***

    2>1；3>1  

学业社会比较  102.02±20.51    112.60±20.70    114.60±21.76   17.05
***      

2>1；3>1                                 

注：①***表示p < .001；② 1 =“初一”；2 =“初二”；3 =“初三”。 

结果发现，不同年级学生在平行比较、向下比较、自我贬低以及学业社会比较

总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在平行比较、向下比较、自我贬低

以及总分上，初二组显著高于初一组（p < .001），初三组显著高于初一组（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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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学业社会比较、学习投入、自尊与父母期望的关系分析 

3.4.1 学业社会比较、学习投入、自尊与父母期望的相关分析 

表 8 学业社会比较与自尊、父母期望、学习投入的相关性分析 

学业社会比较     学习投入       自尊      父母期望 

学业社会比较          1            
        

学习投入             .14
**                

1     

自尊                -.12
**     

      .32
**

           1 

父母期望             .15
**              

.39
**

 
             

.23
**               

1 

注： 
**表示p < .01。  

从表中能够发现，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父母期望显著正相关，与自尊显

著负相关；学习投入与自尊、父母期望显著正相关；自尊与父母期望显著正相关。 

3.4.2 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Lambert以及温忠麟、叶宝娟在其介绍检验方法一文中提出，不管直接路径是否

受到调节，都可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35][36]。结合Hayes中使用SPSS的宏程序

PROCESS 2. 13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的方法，需要估计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

在每个方程中对所有预测变量都进行标准化处理[37][38]，并对年级变量进行了控制。 

方程1估计父母期望是否调节学业社会比较对学习投入的直接效应。从表9可知，

方程1整体显著,（F( 4，556) = 34.60，p < .001，R² = .20）。其中，学业社会比较对学习

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父母期望对学习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学业社会比

较与父母期望的交互项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也显著。方程2估计父母期望是否调节

学业社会比较对自尊的直接效应，从表9可知，方程2整体显著（F( 4，556) = 13.54， 

p < .001，R² = .09），其中，学业社会比较对自尊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父母期望对

自尊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学业社会比较与父母期望的交互项对自尊的负向预测作

用不显著。方程3估计父母期望对自尊与学习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学业社会

比较与学习投入之间残余效应的调节效应。方程3整体上显著（F( 6，554) = 36.70， 

p < .001，R² = .28），其中，自尊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自尊与父母期望的交

互项则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显著，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父母期

望在学业社会比较对学习投入的直接作用和自尊对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中调节显

著，此外，自尊在此模型中所起的作用是部分中介效应并解释了总效应的25.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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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青少年亲子关系学业社会比较对学习投入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程 1：学习投入            方程 2：自尊            方程 3：学习投入 

预测变量         B    t       95％CI        B    t      95％CI      B     t       95％CI 

年级        -.22  -4.40
***

   [-.32，-.12]    .14  2.64
** 

   [.04,.25]   -.25   -5.26
***  

 [-.35,-.16] 

学业社会比较     .12  2.89
**     

[.04，.19]     -.19  -4.39
***

  [-.27,-.10]   .17   4.31
***

   [.09,.24] 

父母期望       .34  8.67
***    

[
 
.26，.42]     .27  6.55

***
   [.19,.35]    .29   7.20

***
   [.21,.37] 

学业社会比较×父母期望-.10  -3.12
**    

[-.17，-.04]    -.01  -.36     [-.08,.06]   -.09   -2.75
**    

[-.15,-.02] 

自尊                                                            .29   7.71
***  

  [.22,.36] 

父母期望×自尊                                                         .08   2.54
* 

    [.02,.14] 

R²                   .20                      .09                          .28   

F                  34.60
***  

                13.54
***                             

36.70
***   

 

注： *表示p < .05；**表示p < .01；***表示p < .001。 

为进一步了解调节效应的实质，选取父母期望上下一个标准差绘制调节效应图，

并进行简单斜率分析[39]，图2表示父母期望在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之间的调节效

应。简单斜率检验发现，当父母期望水平较低时，学业社会比较显著正向预测学习

投入(Bsimple = .22，t = 4.35，p < . 001)；当父母期望水平较高时，学业社会比较对学

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 = .01，t =.25，p > . 05)。由此可见，学业社会比较

对学习投入的直接效应在父母期望水平较低时起作用，并且学业社会比较越频繁，

学习投入越高。 

 

图2 父母期望在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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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所示为父母期望在自尊与学习投入之间的调节作用。简单斜率检验发现，当

父母期望较高时，自尊对学习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 = .37，t =7.59， 

p < . 001)；当父母期望水平较低时，自尊对学习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Bsimple 

= .21，t =4.26，p < . 001)，但仍显著。  

 
图3 父母期望在自尊与学习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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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初中生学习投入的现状分析 

学生们的学习投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学习成绩有所影响，因此也应受到

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在本研究中初中生的学习投入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学习投入

的三个维度中，学生们在专注上得分最高，其次是活力，在奉献维度得分最低。这

一结果也与李丹阳、康健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40][41]。较多学生在面对学习时都

能保持一个较为积极的心态，有较高的专注力，对学习也有更高的投入度。有学习

的兴趣和热情，并在不断增长知识的过程中体验到学习的快乐。 

在本研究中，是否担任班干部在总分以及活力和奉献维度上差异显著，班干部

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部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在班级里班干部在完成自己学习任务的

同时还要为班级里的同学服务，帮助同学们共同进步，其学习的主动性相较其他同

学较高。与此同时，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认为学习是有意义的，并充满自豪感，许多

学生也都会以他们为榜样。因此，身为班干部的学生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希望自

己不仅在班级管理上有所成就，在学习上也要得到同学们和老师的肯定。其次，作

为班干部来说，他们对于自己的学习更加具有规划性，能较好地树立符合自身实际

的目标，积极应对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做事不轻言放弃，这些都可能使担任班干

部的同学较之一般的同学来说在学习上投入的更多。 

从年级上看，初中生的学习投入在总分和各个维度上，不同年级学生的差异显

著，经过事后多重比较发现，不论在总分还是各个维度上，初一、初二年级的得分

均高于初三年级的得分。这个结果与傅美芹、曾伊宁、刘在花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符

[42]-[46]。探究其中的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初一年级的学生刚刚结束小学的学习，

进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新环境之中，学习的难度也比之前大了很多，必须比之前投

入更多的精力才能保持自己的学习成绩，除此之外，初一学生刚进入到新的学校，

面对还稍显陌生的老师和同学们，更加急迫地想表现自己并希望在最为重要的学习

方面获得他人的肯定，因此他们都在学习表现得相对积极并充满干劲。在经过了一

两年的初中生活后，学生最初的热情也在日益繁重的学习任务，频繁的考试中逐渐

减弱。这些原因都有可能使学生的身心陷入一个疲劳的状态，所以初一年级的学习

投入最高。此外，有研究表明，年级越低的学生，他们的竞争水平越高，更加具有

不服输的精神且渴望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47]，低年级的初中生非常希望能在老师和

同学们面前展示自己，如此一来，就会不断加大自己的学习投入水平，以期得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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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人的赞扬。进入初二年级，初入新学校的新鲜感渐渐消失，学习任务也稍显地繁

重，难度也有所上升，但此时升学的压力还并未在学生身上有明显的表现，学生没

有体验到更多的紧迫感，加上学习难度的增加，学生也进入了疲倦期，因此在学习

上会相较初一来说投入略低一些，但差异并不明显。到了初三年级，学生们要面临

升学的压力，此时老师和家长也会相较初一初二来说对学生的学业更加的重视，难

免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压力，除此之外，初三需要学习和复习整个初中的知识，在

学习的任务量上对学生来说也是相当大的挑战。日益繁重的学业压力以及课程难度

的提高使得学生对学习产生挫败感和厌倦感，学不会就不想学，长此以往，势必会

影响学习的投入水平。与此同时，虽然来自各方的压力使得其不得不在学习上花费

更多的时间，但很多学生实际上学习效率并未提升，只是坐在课桌前耗时间，不能

把时间都有效利用起来，更多在学习时间上的投入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觉得没

有把时间用在其他的地方就好，学习效果却并不理想。就学习投入而言，它是一种

持续、积极的情感投入，更多强调的是学习是有意义的且学生在学习中充满了热情

和积极性。但在初三年级，学生们的学习实际上更多是为了考试和迫于老师家长的

压力而学，在学习中体验到的积极情感较少，这些原因都可能导致他们对学习的投

入水平低于其他两个年级。 

4.2 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的现状分析 

初中生的整体社会比较位于中等水平，他们更多地进行上行比较，且比较后更

趋向于自我完善。这一结论与史文妍的研究结果相同[48]。探究其中的原因，这可能

与所处的中国教育的大环境有关，在学习生活中，教师和父母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把

自己的学生、孩子和其他优秀的孩子做比较，希望学生们认识到自己与优秀学生之

间的差距并能以此为榜样，更加努力地去学习。周国强在研究中国与加拿大教育的

区别时也证实了这一现象[49]，尽管有一部分家长不会拿自己的孩子与他人进行比

较，但日前教育的大环境依然是“人往高处走”，鼓励学生向比自己优秀的同学学

习，因此学生们也会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多地与比自己

优秀的同学进行比较，让自己更加努力学习。 

本研究发现，初中生在比较取向、向上和平行比较以及自我完善上的差异显著，

班干部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部；在向下比较上，班干部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班干部。

具体来说，班干部会更多的进行学业比较，且更多采用向上和平行比较的方式，在

比较后也更趋于选择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而不是自暴自弃，无所作为，非班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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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则更多采用向下比较的方式来进行自我的评价。这与江琳、戚柳燕、袁瑛的研

究结果一致[50]-[52]。思考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来说在班级里，班干部通常会在平常

的学习生活中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在学习上也是“领头羊”，这就会使得他们会时刻

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让他们更加关注自身，并且大部分担任班干部的同学都在学

习上会更加积极主动，因此他们要比非班干的学生使用社会比较的频率更高。另一

方面，他们会选择比自己优秀的人作为比较对象，学习其他人比自己做的好的方面，

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不断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班干部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要接受教师和同学们的监督，这也使得其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也会比其他人更

加关注自身的行为。 

此外，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中的平行比较、向下比较和自我贬低因子以及总分

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初三年级、初二年级显著大于初一年级。这可能是因为，初

三学生要面对更多的有关升学的压力，面临着比其他两个年级学生更多的学习、心

理方面的各种危机。并且他们有强烈的受尊重感，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加

之敏感的特性，他们的心理会产生不安全感，为维护自我尊重，寻求自己心理上的

平衡，他们经常与和自己差不多或者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此外，随着考试的增

多，每次考试后成绩的变化都使得他们产生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不确定感，这就会让

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更加负面和消极。对于初三的学生来说，他们学习、心理上的压

力更大，在大大小小的考试中更加希望了解别人的成绩以及自己在班级和学校中的

位置，但较为频繁的比较可能会使其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将自己的缺点扩大化，

从而产生不自信感和贬低的消极情绪。初二年级的学生也是同样，与刚刚进入新学

校，急切地想展示自己的初一学生相比，为了避免自己的自信心受到打击，他们更

倾向于去和自己差不多或不如自己的人去进行比较，在学习过程中，由于难度的增

加，难免会产生对自己的能力不确定和怀疑的心态，对自己的评价也因此会降低。 

4.3 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4.3.1 自尊的中介作用 

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他们对“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着强烈的探究心

理，并希望自己能有所提高，然而他们在对自己进行评价时没有一个较为准确和客

观的标准，如此一来，他们就会选择自己崇拜的或是较为优秀的人作为认识自我、

进行定位的标准。对于处在学校环境中的初中生来说，他们更有可能会选择身边的

同伴进行学业社会比较，从而了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并对其今后的学习行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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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出，初中生在进行学业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可以更加清

楚地了解自己的位置并从同伴的身上找到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对自己今后需要努

力的方向也会更加明确，这样一来，其学习投入程度也会较高。当学生与自己的同

伴进行比较后，能够对自己的不足之处有一个更加准确的了解，并且在今后的学习

中也有了改正和提升的方向，从而能正向预测学习投入。即在一定程度内，越多的

和同学进行学业社会比较，自己就会更加认真学习，在学习上也会投入更多的精力，

以便赶上甚至赶超比较对象。 

学业社会比较除了可以直接影响学习投入以外，本研究的结果发现，自尊在学

业社会比较和学习投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这说明自尊是学业社会比较对学

习投入作用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唐琰在其研究中也肯定了自尊这一变量作为中介变

量在父母亲对待孩子的态度和教育方式与学生的学习投入之间起到的重要作用[53]。

在比较的过程中，不同的比较方式和结果也会对学生的自尊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

如果学生在比较时采用了不恰当的比较方式以及不能正确看待比较结果，就会出现

消极的情绪，觉得自己在学习中毫无价值，可能会有不喜欢去学校、对学习产生倦

怠心理等问题出现，那么他们的自尊水平也会有所降低。反之，学生们则会在比较

之后完善和提高自己，更加努力学习。在与同伴进行比较之后，对学生们的自尊会

有所影响，从而影响他们对待学习的投入程度。初中生在进行学业社会比较后，对

学生今后在学习中的感受和积极程度都会有所影响，也就是学生们能否在比较过程

中得到对自己较为积极的认知和看法且在今后是否产生了积极学习的动力，从而影

响在学习上的投入。在学业社会比较通过自尊作用于学习投入时，过多的社会比较

则可能会使得学生产生自己处处不如别人的想法，从而自信心大受打击，对自己充

满否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丧失了学习的自信心，对学习提不起兴趣，也就减少

了在学习上的投入。而能正确对待比较结果的学生，能全面地去看待自己长处和短

板，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和特别之处，在面临学习上的困难和挫折时，能表现出

较强的挑战意愿和信心，有较强的想要变优秀的信念，能迎难而上，并增加在学习

上的投入。综上所述，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对其学习投入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影

响其自尊水平实现的。 

4.3.2 父母期望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之间存在父母期望的调节效应。

首先，父母期望在学业社会比较→学习投入的直接路径之间起到调节效应，当父母

期望较高时，随着学业社会比较的增多，学习投入没有显著的变化；当父母期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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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时，随着学业社会比较的增多，学习投入显著增高。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对孩子在成长和发展中的影响不言而喻。日常生活中，当父母对孩子今后的发展有

较高的预期时，在行动上也会有所体现，如对自己的孩子要求较为严格，积极参与

孩子的学习活动并为其提供指导等。孩子在父母的高期望下，对学习的重视程度也

会有所提升，更加努力地学习。在父母已经为其提供了学习上的建议之后，与同伴

间进行比较对其在学习上的影响势必就会减弱。因此，当父母表现出较高的期望时，

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对其学习投入的影响不显著。而当父母较少对孩子表达自己的

期望或者对孩子期望较低时，孩子只能借助与同伴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比较去调整

自己的学习行为，那么与同伴间的比较就会对其学习行为有所影响。因此在低父母

期望水平下，学业社会比较的增多会对学习投入产生显著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也

会增加。 

其次，父母期望在学业社会比较→自尊→学习投入的后半路径中起到调节作

用。具体来看，当初中生感知到的父母期望较低时，自尊的提高对其学习投入的影

响减弱。基于父母不想给学生造成过大的压力亦或是工作太过繁忙，疏于对孩子学

业上的关注等原因，学生在学习时缺少外在的督促，他们感知到的父母期望不高，

这些都有可能会让学生在日常学习中松懈下来，在学习中表现平平，学习投入程度

也不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当初中生感知到的父母期望较高时，学习投入会随着自

尊的提高而显著增加；就中国的父母而言，大多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希望

子女能出人头地，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大对数父母都是不甘落

于人后的，尽可能地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条件，更有甚者，会把自己儿时

的愿望加诸在孩子身上，在生活中也会把自己的想法和期盼表现出来，当孩子察觉

到父母对自己的要求、期望时，也会尽可能的朝着父母期望的方向去发展。学生在

其自尊水平提高时，本身就是其对自身能力有一定的认可，对自己的评价更为积极

以及在学习中感受到了父母对自己学业和今后发展的深切愿望，积极的自我评价和

较高水平的父母期望使得学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去，斗志满满，充满了学

习的动力。感受到父母期望较高的学生，更容易按照父母期望的那样，努力学习，

为了获得高分而奋斗，他们在学习上的投入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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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1）学习投入表现在专注、奉献、活力三个维度，初一、初二学生的学习投

入度要高于初三的学生；班干部在学习投入总分、奉献和活力维度得分显著高于非

班干部学生。在学业社会比较上，初二、初三的学生在总分以及平行比较、向下比

较和自我贬低维度上要显著高于初一学生；班干部在比较取向、向上比较、平行比

较和自我完善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班干部学生，向下比较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班

干部。  

（2）自尊在学业社会比较对学习投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期望在

学业社会比较→学习投入的直接路径之间起到调节效应。当父母期望水平较低时，

学业社会比较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当父母期望水平较高时，学业社会比较对学

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父母期望在学业社会比较→自尊→学习投入的后半路径

中起到调节作用。具体来看，当父母期望较高时，自尊对学习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

显著；当父母期望水平较低时，随着自尊水平的提高对学习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减

弱，但仍显著。  

5.2 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议 

5.2.1 关注初中生的学习投入情况，采取相应对策提高学习质量 

本研究发现，初中生的学习投入状况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降低，这一现象应该引

起我们的重视。对学生们来说，初中要学习许多新的知识和技能，这一阶段十分重

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学习的投入水平却渐渐下降，学生们呈现出一种疲惫的

状态，对学习愈发没有了积极性，这一现象也给老师们敲了警钟。分析原因，除了

学生自身的因素之外，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对待学生的态度也会对学生的学习投入

有所影响。因此，作为教师来说，应该及时关注学生的学习投入状态，有针对性地

对学习投入较低甚至有厌学逃学现象的初中生给予一定的分析和指导。对于不同年

级的学生，也应该有针对性的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做出一些改变。对于初一年级的

学生来说，他们对学习的积极性都比较高，渴望在教师和同学面前表现自己。那么

作为教师来说，可以适当的在课堂上设置一些具有竞赛性质的教学活动和环节，让

同学们能更加乐于表现自己，并且课堂参与度也会有所提高。年级越高的初中生在

学习上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这时就需要教师适当地带领学生在课前做一些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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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以及对自己的教学方式做出一些调整，让同学们快乐学习，并能在一个相对

长的时间内有一个持续专注的状态去学习。 

此外，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人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教师更应当作为学生学习上的引路人，引导学生自己学会学习，掌握学习的方法和

能力，而不是单纯地进行“填鸭式”教学。在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上也应更加贴合学

生的需要，突出其主体性地位，不仅在教学设计上要新颖有趣，教学方法上也可以

多选择讨论式、辩论式等能让学生们充分参与进课堂来的方法。当学生能够积极、

主动、快乐的学习时，他们的学习效率自然而然的也会有相应的提升，自然也能对

学习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分析学生的学习投入状况时，要因人而异，寻找

到真正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从而能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地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指导。 

5.2.2 重视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对其学业方面的影响 

在初中阶段，学生对自身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在学校中，难免会通过与班级同

学的比较来定位自己在班里的位置和自身的水平。在比较时，选择何种比较方式以

及在比较之后如何看待自己、进行自我定位的不同也会给初中生带来不同的影响。

积极的比较方式有助于学生形成准确的自我概念，积极向上，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

实力，有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这样一来，他们会给与学习更高的重视程度，认

真学习，学习成绩也会得以提升。 

从研究结果得知，学业社会比较对于初中生来说，其作用并不全是积极的，因

此，我们需要对其在学生学业和心态上带来的双重作用给与重视，引导学生使用积

极的比较方式并正确看待比较结果。让学生能够不断完善自己，不断进步。对于学

生来说，在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时，应该选择比自己的现有能力稍高而在经过努力

或他人帮助后可以达到的目标，这一目标的选择才是最为合适的。教师也可以建议

学生和比自己学习稍好一点的同学一起学习，这样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动力，而又不

会因为目标太高而丧失信心。 

学业社会比较对于不同性格特点、不同学校模式等的初中生来说会产生不同的

影响，因此要较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积极学业社会比较的引导。学校的教育工作

者可以在平时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合理学业社会比较的引导，让学生们

对学习有一个合理的期待，并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来寻找自己学习的榜样，制定

合理的奋斗目标。让学生们在进行比较时能够选择更加积极的方式去进行比较，尽

可能地避免由于不恰当的比较给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多为学生提

供一些积极的交流平台。 



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与学习投入的关系：自尊与父母期望的作用 

24 

5.2.3 合理表达期望，让学生有学习的动力 

期望效应表明，个体在与他人接触中表现出来的对他人的期望、理想会对其有

所影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对其学习、生活、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影响是很

深远的[54]。作为父母来说，如果能把自己美好的期许以及希望孩子成为怎样的人告

诉他们，那么孩子也会更加有动力，相信自己是有实力的，从而更加努力学习，取

得更高的成就。所以这就要求父母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并能在学生需要帮助时为其

提供指导和帮助，成为他们学习和生活上的“引路人”。当孩子在学习中有所进步时，

要及时鼓励并加以强化，让其能学习起来更有劲头。家长应适时、适当地向孩子表

达自己的期望，帮助孩子立下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让孩子能不断地学习与成长。

家长要在生活和学习的方方面面都关心、理解孩子，但这种关心并不是事事都为孩

子做主，不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和一些独立思考的空间，把握关心的“度”很重要。此

外，要注重孩子各方面的发展，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学习成绩上，孩子学习能力的培

养和学习策略的掌握等也都需要关注，总之，家长既要关心爱护孩子，又要给孩子

相对独立的个人成长与发展的空间。 

除此之外，家长应该加强和班主任以及任课教师的联系，积极配合教师的教育

教学，及时了解孩子的动态，形成紧密的家校合作。家校沟通能够更加全面的了解

学生，给学生更加积极、及时的正向引导。父母和学校、教师通力合作，共同提升

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 

5.2.4 发挥同伴的积极影响，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同伴对初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有利有弊，在学生们频繁地发生着比较时，如果

他们能选择一位比自己优秀且经过努力能够达到同样成绩的同伴作为自己的目标

和榜样，这样就能使得他们增强自信心，有更为积极的自我评价，更加主动、积极

地学习，发挥同伴的积极作用；但如果比较的对象是与自己实力相差甚远的同伴，

则会产生自卑或者自负的心理，对学习的积极性大大减少，产生负面消极的影响。

在日常的生活与学习中，学生们要学会客观评价自己，接纳、悦纳自己，提高自己

的自信心，此外，应该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每个人擅长的方面都有所

不同。在和同伴进行交往并发生比较时，个体采用的比较方式会对比较结果也有所

影响，当个体采用向上比较后，应该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从容面对，把对方当作

自己的榜样激励自己，不断改进自己的缺点，完善自我，而不应该一味地贬低自己，

回避自己的不足，拿自己的短板与他人的长处相比，会更容易使人产生自卑、处处

不如别人的感觉，从而丧失自信心，对自己过度否定。因此，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25 

中，要正确对待自己的情绪，坦然承认、接纳自己，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提升自己、

充实自己上面来。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研究选取的被试数量还不够多，这对样本的代表性可能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在今后要加以注意的。此外，在探讨学业社会比较对学习

投入的影响以及自尊和父母期望的作用时，可针对不同的比较方式及结果进行更为

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要重视学习投入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应将研究成果运用到日

常的教育教学中去，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从而提高学业成绩。在未来的研究

中，对学习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考虑的更加全面，包括个人特质、家庭、社会因

素、同伴群体等，并适当地加入到研究当中，从而能更具有针对性，更深入的提出

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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