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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初中生处于抽象思维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的学业任务和学业难度都明显增加，

因此，初中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问题尤其应该受到关注，其中学业韧性与学习投

入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它们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有显著的影响。而持有不同智力

内隐观的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面对相似的情境又有不同的表现。为明确学业韧性对学

业成就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假设一个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模型，以考察学习投入在二

者关系中发挥“怎样”的中介作用，智力内隐观“如何”调节这一作用机制。

本研究在 615名初中生中实施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以及学业成就

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1) 关于学业韧性（除教师支持外）和学习投入的总水平及其各维度、以及学业

成就，女生得分水平均高于男生，且差异显著；

(2) 关于学业韧性（除父母支持、学业坚持性外）和学习投入总水平及各维度，

初二学生得分最高，且差异性显著；

(3) 关于学业韧性和学习投入的各维度、总水平以及学业成就，两两均显著正相

关，智力内隐观与以上三者，均显著负相关；

(4) 学业韧性正向预测学业成就，预测作用极其显著;

(5) 学习投入在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6) 学习投入在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会受到智力内隐观的调

节，即：初中生的智力内隐观越趋向于增长观时，学业韧性通过学习投入对学业成

就产生的作用更强。

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可以更好地探讨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的关系，而且对

引导初中生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具有实践意义。

关键词：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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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at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bstract

thinking. Their academic tasks and academic difficultie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should b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cademic resilience and study engagement are

two factor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tudents of different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behave differently

when facing similar life and academic situation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academic resilience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this study assumes a test of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udy engag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conduct on academic resilience,

study engagement,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 615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cademic resilience (except for teacher support), study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all dimensions, girls score higher than boys, and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2) Academic resilience (except for parents support and academic persistence) and

study engagement in all dimensions,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scored the highest,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3) academic resilience, study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all

dimension and total level, both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bove three;

(4) academic resilience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academic achievement;

(5) study engagement can act as a part of mediat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function;

(6)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udy engag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will be regulated by the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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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article can not onl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resilienc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but also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achieve better academic

achievement.

Key words: academic resilience, study engagement,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academic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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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引言

人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关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学校则是输人人才最重要

的阵地。学校已经是青少年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场所之一，在校园生活中，大部分学

生付出努力，并渴望获得更优秀的学业成就。在新时代，国家和社会更加重视学生

的学习与成长。因此，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学生

的学业成就。研究人员将学业成就描述为一种个体的表现，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

展现出的一种能力。初中生这一群体尤其受到广泛的关注。

初中生随着课程与学业难度的增加，学业中的挑战也越来越多。研究学者通过

研究发现，不同的学生在面对学习过程中的挑战与挫折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学生会

表现不佳，他们会因为学习压力而变得脆弱，而有的学生则会通过挑战与挫折进行

自我的调节，提升能力。为何学生在面对相似的困境与挫折时，表现会有如此大的

差异？为何有些学生陷入了恶性循环，而其他学生则积极应对并打破这种恶化的局

面？为何有些学生在学校的压力下崩溃，而其他学生则充满活力并接受挑战？众多

学者将其归因于学业韧性。

除学业韧性外，学习投入也是一个在评价初中生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对初

中生来说，他们尚未成年，在面对外界环境时，容易被干扰和改变。学习投入与学

业倦怠是两种相反的情感状态。其中学习投入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例如充沛的经历、

较高的忍耐力、持续的学习能力，可以很好地反应积极的心理状态，对学生的乐观、

抗逆创造力等均有促进作用，对学生未来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斯滕伯格曾表示“如果没有智力的存在，也许我们的世界很快就会消失，至少

我们人类生活的世界将会消失”[1]。虽然这一观点有些夸张，但同样表现出智力在我

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学习领域。一直以来，研究人员对于智力

的研究有着浓厚兴趣，主要从内隐理论与外显理论这两个研究取向出发。外显理论

虽然可以清晰的概括一些智力行为，并提供模型，但是也有一定缺陷，如环境的影

响等。而内隐理论则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一缺陷。智力内隐理论从自身角度出发，有

利于个体更好地去认识和评价自身的智力，持有不同认知（即增长观或固存观）的

个体往往在生活和学习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引起不同的结果。这种状况尤

其在学习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着重讨论了学业韧性对学习成就的影响。本研究将继

续从这一研究角度出发，尝试深入探讨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并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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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投入和智力内隐观在这一关系中可能起到的内在作用，以此来更好的回答初中

生学业韧性“如何”影响学业成就以及“何时效应会更加显著”的问题。这不仅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学业韧性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机制，而且对引导初中生更合理适

当地面对学业，从而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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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学业韧性

1.1.1 心理韧性的定义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关于心理韧性(resilience)的研究开始受到积极心理学的关

注，逐渐被世人所了解，并引起了世界各地广泛地探讨[2]。但是至今关于心理韧性的

概念，并没有统一的描述[3]，我国学者译为“心理韧性”，也有研究人员将其描述为

“复原力”、“抗逆力”等。关于心理韧性的定义主要由于研究方法与环境的差异

而导致了各不相同。近年来，通过大量文献的总结，关于心理韧性给出了以下三种

定义。

1.1.1.1 结果性定义

结果性定义，在事态发展中，以结果作为立足点，对心理韧性进行讨论。将其

视为个体在面对困境时，自身能够适应的一种现象[4]。学者 Rutter将其定义为当个体

处于一种高度危险的环境中时，以积极与发展的态度去适应的结果[5]。

1.1.1.2 过程性定义

过程性定义，在事态发展中，以整个过程作为关注点，动态描述心理韧性[6]。该

定义不再将心理韧性视为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在危险环境中的

动态适应过程。

1.1.1.3 品质性定义

品质性定义，以个体的特质作为出发点，将这种品质作为心理韧性的描述。如

果个体承受了较多的挫折，与此同时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不良行为，这种能力被学

者描述为品质性定义[7]，其中学者 Garmezy认为心理韧性是一种当个体面对压力时，

可以回复并保持相对适应性的能力，而学者Waginld则认为心理韧性是一种消除或者

减轻压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相应提高适应性的品质。

因此，从三种定义中可以看出，心理韧性的研究是针对危险与压力和心理状态

的讨论，是一种特质，它与环境相互协调。随着对心理韧性的探究与扩展，学者们

发现心理韧性具有多维性[6]。在一项有关于儿童心理韧性的方法与概念的研究中发

现，在处于危险环境中的儿童，在变换成不同领域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例如

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经历过危险环境的儿童中，对困境能够有良好的适应性的青

年通常都伴有一定的心理困境[8]。因此，许多的研究者们关于心理韧性的全面性价值

产生了质疑，研究人员逐渐将心理韧性看作成一种特殊的领域进一步研究，因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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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们采用了更为具体的韧性概念，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如行为韧性、

情感韧性[9]、学业韧性[10]等。其中学业韧性尤其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

1.1.2 学业韧性的定义

学业韧性的提出，主要理论支持来自心理韧性，是对心理韧性理论的一种补充

和细分，但是两者的重点又不尽相同。想比较心理韧性，学业韧性的重点不再是对

困境的适应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而是学生在困境中获得尽可能好的学业成就[11]。

目前，就国内外的研究者而言，影响条件是主要的关注点。我国的研究状态处于萌

芽阶段。通过文献总结，学业韧性的定义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1.2.1 结果性定义

学者 Alva 曾在 1991年提出学业韧性是在一定的学业压力下如学业表现较差或

面临退学的情况下，学生依然可以维持较高的学习动机和学业成就[12]。在 2005年研

究员 Gayles则是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如相同的学业环境与社会背景中，只有部分人

可以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现象。

1.1.2.2 能力性定义

能力性定义则是基于个体所具备的品质与能力。学业韧性是一种学生在面对困

境与障碍时，克服这些阻碍并取得一定的学业成就的能力[13]。也有学者认为学业韧

性是一种在学业过程中克服困境与阻碍的能力[14]。

1.1.2.3 过程性定义

过程性定义是将在学业韧性中的动态变化与其他不同因素建立相互作用。例如

Morales与 Trotman所认为的，学业韧性是在学习过程中虽然会经历困境和坎坷，但

是最终依然能获得学业成就的过程[11]。

1.1.3 学业韧性的测量

目前关于学业韧性的测量工具全球尚未有统一的认定，许多研究学者并未对学

业性韧性做出测量，而是在一定的前提下，如在学业困境中，通过学习成绩作为评

判依据，从而判断研究个体是否具有学业韧性[15]。

国外研究者Martin 和Marsh 曾在 2006年撰写学业韧性量表（ARS），该量表

以日常生活为背景，来对学生展开测量，采用五点计分作为评判标准，主要测量学

生在校园生活中与学习过程中，如何面对学业压力、学业挑战以及学业挫折的能力

[16]。国外学者 Kohoulat等人也曾编著过心理韧性测量量表，包含了五个维度，具有

较高信度[17]。与国外对比，我国关于学业韧性的研究还需要继续丰富发展，绝大多

数的测量工具以及研究结果均是基于国外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人员杨欣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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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编制过关于初中生的学业韧性测量问卷，该问卷包含了四个维度，通过二十

道选择题构成，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1.1.4 学业韧性的影响因素

关于学业韧性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的研究体系中主要有两个要素，分别为危险

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这两种因素均为学业韧性中的内在构成，并且这两种因素通

过相互作用从而使学业韧性存在的方式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

1.1.4.1 危险性因素

在学生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心理、生理还是环境方面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会

对学生发展造成不利，或者导致学生面临伤害的因素，通常称为危险性因素。例如

个体曾经有过被虐待的经历、以及长期的生活穷困、种族歧视、周围环境的语言障

碍、文化冲突等，所以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们在关于学业韧性中环境性因素的探究，

一般将其归咎于所调查个体的困境因素。

国外研究人员曾对有过虐待经历的孩童进行了学业韧性测试，研究人员认为在

早期拥有过虐待经历的儿童通常会存在学业失败的风险，因此在 158 位被试中展开

调查，显示学业韧性水平越高，情绪调节失调越弱，而调查对象的居住环境是否稳

定这一因素与学业韧性的关系呈现正相关[18]。并且关于危险性因素，学者们普遍认

为在研究学业韧性中，是不可缺的，并且具有长期性以及严重性的特点。因此，学

者Martin曾在 2013年提出了关于危险性因素的学业浮力概念，该概念将被调查学生

日常面对学业困境与学业挑战的能力定义为学业浮力，并认为该定义具有一定的预

测性，可以通过预测学业韧性进一步的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19]。

1.1.4.2 保护性因素

虽然危险性因素对学业韧性有预测性作用，但是并不绝对呈现不良结果，仅是

呈现增加不良结果的几率。而保护性因素则是被定义成一种对异化可能性有减少作

用的变量[20]。比如个体的特殊性质、社会及宗教支持、导师的帮助以及家庭的鼓励

等。在 1983年国外学者 Garmezy 将保护性因素描述成一类用于提升心理韧性与适

应性的因素[21]。在目前关于保护性因素的研究中，主要有四类变量用作描述培养心

理韧性，分别为个人的特殊品质、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支持以及个

体所在学校的环境因素。其中个人的特殊品质包括了智商、自尊、自控能力以及自

我认同，家庭环境包括家庭成员关系以及家庭成员相互的交流方式，社会环境与支

持则包括了伙伴、团体、组织等，而学校环境则包含了老师给予的关注、支持、辅

导、帮助等。其他研究者也有将保护性因素分成内部、外部型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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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人员 Jowkar以多元回归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分别检验了不同家庭成员

相互交流方式与学业韧性的关系。本次研究，在 606名学生中分发青少年发展与心

理弹性量表（RYDM）和家庭沟通模式量表（FCP），从结果可以看出较为自由的交

流方式类似“各抒己见”与学业韧性的强度呈现显著正相关，除此之外，还研究了

性别对学业韧性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女性高于男性[22]。国外研究人员还针对学生

动机与学业韧性的影响关系做了相关研究，如图 1所示，自信、自控能力、焦虑、

规划等均可以对学生的学业韧性进行预测和培养。

图 1 学生动机模型[23]

1.1.5学业韧性的作用

关于学业韧性，以往研究已经论证了学业韧性在学业和非学业两个方面均起到

预测作用[24]。换言之，较高的学业韧性不仅能促进个体获得更好的学业发展，而且

还能使其保持更加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

1.1.5.1学业方面

一方面，学业韧性可以对在学习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产生影响。比如，Putwain

选取 298 名学生完成学业韧性、应对能力和考试焦虑的测试。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学业韧性和考试焦虑的关系呈负相关，且显著负向预测考试焦虑[25]。我国学者汪琳

琳以 750 名农村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展开调查，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生活在农村的

初中生，他们的心理韧性对学业拖延起到负向预测的作用[26]。当然，学业韧性同样

影响着与学习有关的积极因素。比如：国外研究学者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的学业韧

性，可以使个体使用更有效地学习策略[27]。除此之外，我国学者洪丽等人通过研究

也已经证明，初中生心理韧性将会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作用于学习

投入中[28]。另一方面，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学业韧性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学业成就。

例如，国外学者通过分析了来自 21所澳大利亚高中的 2971名学生的数据，结果表

明学生的学业韧性能显著预测学业成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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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心理健康方面

虽然，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以学业成就为因变量这一角度出发，但是，研究人

员并没有忽视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学业韧性不仅仅作为影响学业成就的一种特质，

同时也是维护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能力。国外学者Martin的研究结果已经表明学业

韧性可以影响生活满意度、自尊和应对方式等方面[24]。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发现

学业韧性对维持积极情绪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刘佳超等人抽取 480名留守

初中生，研究结果发现心理韧性能够显著预测他们的生活满意度[30]。张旭东等人在

1695名中职生展开调查，结果发现良好的心理韧性对个体的应对方式有显著的预测

作用[31]。陈维等人关于应对方式的探讨中，也获得同样的发现[32]。

1.2 学习投入

1.2.1 学习投入的定义

关于学习投入的定义，较为广泛认可的是国外学者 Schaufeli 在 2002年提出的

概念,他将学习投入定义为研究个体沉浸在学习过程中，具有一系列积极的情感状态，

如充沛的经历、较高的忍耐力以及持续的学习能力[33]。学习投入主要由三种维度组

成，分别为专注、活力以及奉献。其中专注即为当个体沉浸在学习过程中时，可以

全身心的投入进去；而活力维度则是研究个体所具有的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并渴

望投入尽可能多的精力在学习中；奉献维度则是研究个体对学习与学习意义有极大

的热情与肯定[33]。而国外学者 Fredricks认为学习投入由三类投入组成，分别为行为

投入、认知投入以及情感投入，其中行为投入为学生愿意在学校中参与各类学习活

动；认知投入则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很好的应用各类学习方法，从而很好

的完成学习任务；而情感投入则是被研究的学生，当他们与老师、同学接触时以及

在面对自我与学业任务时具有十分积极的情感反馈[34]。

我国学者则是认为学习投入是一种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对学习困境中的挑

战与挫折的应对过程[35]。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学习投入是一种持续的使研究个体拥有

高昂情绪的心理状态[36]。因此，可以看出不同研究者对学习投入从不同研究角度拥

有不同的定义，所以本文采用了 Schaufeli对学习投入的认定，认为学习投入是有关

于学习的情感状态。

1.2.2学习投入的测量

“UWES”主要测试个体在工作中的投入状态。基于以上量表，Schaufeli 编创

了“UWES-S量表”，此量表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为活力、奉献与专注，共 17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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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37]。我国学者基于“UWES-S量表”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如方来坛等研究学

者在 2008 年编撰的“中文版学习量表”同样包含 17道题目，且各项指标均达到了

一定的标准[38]。此量表被国内众多研究者所采用。张信勇也曾根据“UWES-S量表”

做了相关的研究，所做的量表同样具有三个维度，分别为支持、学习与投入，且觉

有较好的拟合度。

国外研究学者Martin曾在 2009年编撰了“投入与动机量表”，该量表共有三种

版本，分别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三版，总共分为了十一个维度，共 44道题目，

此量表主要是针对被测试学生的认知和行为的投入的观察和测量[39]。

研究学者 Ze wang 编撰的课堂投入问卷被广大研究人员所认可，被认为是在关

于学业领域中较为完整、系统的问卷。该问卷一共有 21道题目，分别包含情感投入、

行为投入以及认知投入，除此之外还包含不投入[40]。而国内的研究学者陈继文以初

中生作为被试，针对该问卷进行了相关本土研究。

其他研究人员针对不同的研究方向，根据已经成熟的问卷，编撰了关于学习投

入的一系列测量工具。例如：围绕学习态度、学习计划等五个维度来测量大学生学

习投入的调查问卷[41]。也有涉及成就感、自信、坚毅等十四个维度，来测量初中生

学习投入的调查问卷[42]。

1.2.3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

关于学习投入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目前仍然处于探索和发现的阶段。当前研究

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出发，分别为个体影响与环境影响。第一类为个体影响，其中

包括性格、性别、经济条件等多方面。第二类为环境影响，常见的社会环境、学校

环境、伙伴关系等都对其产生影响。结合已有研究，从以下几点进行学习投入影响

因素的描述。

1.2.3.1 自身因素

在非智力因素中，人格往往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解释学业成就，并且人格具

有一定的行为倾向，这种行为倾向会在学习过程中对个体产生一定的学习习惯的影

响，进而对个体的学习成就产生影响[43]。学习投入和学习行为紧密相关，所以个体

自身的爱好、兴趣以及自我效能感都会对学习投入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学者廖有国

就曾在其研究中表示，与学习有关的自我效能感和价值观，能够积极地作用于学习

投入[44]。而学者范金钢等人则是证明，自我效能感和学习投入两者具有显著相关[45]。

1.2.3.2家庭因素

家庭，是一个人成长和发育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因此家庭对个体的学习投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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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影响。个体的个性与心理的发展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十分深远，如对个体的

学业支持，以及家庭经济的社会地位[46]。我国学者研究证明，家庭经济的社会地位

对研究个体的学习投入具有一定关系，并且家庭收入可以进一步预测研究个体的学

习投入。其中经济地位低的研究对象比经济地位高的研究对象在学习过程中具有较

低的投入行为[47]，这些家庭经济地位较低的研究对象很难在学习过程中有积极投入

的态度与行为，这由于较为匮乏的教育资源以及家庭压力所导致，而家庭经济地位

较高的研究个体对学习具有积极的投入行为，学习投入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学业成

就较高[48]。

1.2.3.3 学校因素

学校是个体在完成学业过程中最重要的场所，因此学校因素对分析个体的学习

投入也至关重要。其影响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学校层面与班级层面[35]。其中，

学校层面主要体现在老师的语言与行为、教育方法与理念、教师对学生个体的期望

与支持、以及教师自身的素质和魅力等方面[49]，其中师生关系对其的影响尤其突出，

如当学生在进行学习过程中时，相关老师及时的给予支持，对学生学习投入具有明

显的影响。国外学者Malecki认为，学校应当鼓励老师，对所有的学生给予支持，这

将对学生的学习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50]。而班级层面的影响因素有来自同学的支持、

理解与压力，以及班级氛围等，均对学生的学习投入有一定影响。学生在集体效能

感高的班级里，学习投入相对较高，当班级让学生对自身充满自信时，学生的行为

就更加接近班级期望[51]。

1.2.3.4 其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压力、学习倦怠以及积极情绪等，均对学习投入有一定影响。

如当今社会信息爆炸，良莠不齐的思想从社会传递到了学生从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52]。以及当学生承受压力过大时，将会产生对学习消极的不良后果[53]。

1.3 智力内隐观

关于智力的概述与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在心理学理论中对智力的研究却

有着很多纷争，目前学术界并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所以关于智力的研究是一个让

人十分关注的领域。就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心理的概述有近一百五十多种，曾经美

国心理学著名杂志《教育心理学》召集了众多心理学专家对智力的观念做了研究，

但并未得出统一的观念，目前国外著名研究学者 R.J.Sternberg 提出的关于智力的研

究角度被广为接受，他将智力分为了两种理论，分别为内隐理论和外显理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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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智力的外显理论

关于智力外显理论，研究学者们采用对其外在表现进行操作与采集数据，而进

一步建立的智力理论。智力外显理论关于其他智力理论具有一些明显的优点，比如

可以清晰的概述其结构和过程于一些智力行为中，并且提供了相关的模型和机制，

其他研究者可以根据理论对研究对象进行关于智力方面的评判、预测以及培训，因

此外显理论具有很好的实践作用[55]。

但是智力外显理论也有一定的缺陷，将智力行为表现的过于理想化，忽略了外

在具体环境的影响，因此根据外显理论得到的检验不能很好的反应智力水平。因为，

智力作为心理现象，必定会受到环境与个体遗传的影响，而外显理论却并未对这些

影响加以关注。可见，智力外显理论具有一定的不足[56]。

1.3.2 智力的内隐理论

由于智力外显理论的不足与缺陷，经过斯滕伯格的研究，内隐作为一种新的理

论视角来探索智力。相较于外显理论，内隐理论有其独到之处，如情境的相关性，

内隐理论认为个体的智力与情境有关，是在一定的情境下的表达。以及概念的广度

化、可证伪性、生态学效度等均可以弥补外显理论的不足。

智力内隐理论可以更好去认识和评价自身与他人的智力，国外学者 Heyman 认

为“内隐观”是一种能否改变的信念[57]，关于智力内隐理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分

别是认为智力是可改变的智力增长观与认为智力恒定不变的智力固存观[58]。其中，

保持智力增长观的被试通常将学习和发展作为目标，常常会表现出“精通取向”来

应对自己遇到挫折的时候。而保持智力固存观的被试通常更愿意寻求良好的表现，

但是在遇到挫折失败时，会感受到无助。在已有的研究中证明保持智力增长观的学

生会有较高的积极情绪[59]，并且在遇到困境时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方式。

1.3.3 智力内隐的结构

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斯滕伯格曾对智力内隐的结构做了相关研究，通过调查

问卷的方式，共收集到一百七十种不同的智力行为特征，通过分析和研究得到三种

智力结构，分别为语言能力、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以及社会能力[60]。随后又通过实

验再次证明了上述三种结构是智力内隐结构中三种稳定的成分[61]。根据斯滕伯格的

研究，国外研究学者 Fitzgerald 和 Fry 同样印证了上述结论[62]，并且学者 Fry 还发

现不同职业的被研究人员展现出的侧重因素并不相同，说明了内隐智力理论的影响

因素有职业特点与职业内容和要求[63]。除去上述关于智力内隐结构的影响因素，年

龄也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影响条件，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在智力内隐结构中的侧重



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点并不一样。其中，国外研究者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研究发现，低年级的学生对

智力的定义更多的是依靠社会技能，而高年级的学生对智力的定义则是依靠学习技

能。我国研究者同样对年龄因素在师生智力内隐观中的作用做了相关研究，结果显

示，教师在评价高年级学生时，更加侧重理解、表达能力，以及心理状况，这比低

年级学生的相关评价更加的全面[64]。

1.3.4 智力内隐观的稳定性

关于智力内隐观稳定性的研究，近些年来尤其被人关注。国外学者在早期的研

究理论中发现，在学业领域中，通过自我判断能力可以将儿童的稳定性简单分为两

种类型，分别为固存观论与增长观。在那些持有固存观的学生中，他们将智力看作

是一种恒定不变的性质，成绩可以完全的体现出能力的高低。而持有增长观的学生

中，他们会认为智力是一种动态、可变的特质，是可以通过后天训练而有变化的，

因此成绩体现的则是努力与策略的可行性[65, 66]。我国的研究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智

力内隐观的稳定性是一种只具有单一维度的结构，非此即彼，被测试人员只可能存

在一种类型[67]。

国外研究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智力内隐观中持有固存观的学生当经历失败时，

这些学生有自我能力被否定的感觉，进一步产生消极的态度，从而选择放弃。而在

智力内隐观中持有增长观的学生经历失败时，则会认为是自我方法出现问题或者不

够努力，因此会去选择继续努力。这两种不同态度会进一步对学生在行为和动机方

面有不同的影响[68]。并且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智力内隐观稳定性中性别、能力、

年龄等均有一定影响，其中女性较为倾向于增长观，而男性则是较倾向于固存观。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观念也会有所变化，越来越倾向于固存观念[69, 70]。

1.4 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与学业成就的相关研究

1.4.1 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的关系

众所周知，学业韧性是积极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梳理以往研究，已有大

量学者围绕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展开了探讨。国外学者 Putwain发现，拥有较

高心理韧性的儿童，可以降低考试给他们带来的焦虑，并获得较好的学业成绩[71]。

Huda等人以 599位黎巴嫩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发现心理韧性显著对学业成

就起到正向预测的作用[72]。我国学者陈彦垒证明了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呈正相关[73]。

胡婷婷以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的形式对心理韧性展开调查，发现其对学

业成就具有很大影响[74]。施春华等人针对大学生的日常性学业韧性展开研究，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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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同样的发现，大学生的日常性学业韧性处于平均水平以上，能够显著预测大学

生的学业成就[75]。

1.4.2 学习投入与学业韧性、学业成就的关系

心理韧性被描述成一种心理特质，该特质具有积极性，能够激发个体自身的保

护性资源，来帮助其更好地应对不利情境，从而保持积极的状态。与学业韧性相同，

学习投入也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心理学指标。因而，不少研究学者提出学业韧性对学

生的学习投入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在一项针对高中生的研究中，具有高学业

韧性的学生相较其他学生，在行为投入中具有显著差异[76]。洪丽等人在初中生中进

行研究，研究结果同样表明了初中生的学习投入，会受到心理韧性的积极影响，且

作用显著[28]。与此同时，学习投入作为学习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国外研究学者

通过研究证明学生的学业成就可以通过学习投入进行很好的预测[64]。Conndl等人的

研究，发现学习投入和学生的成绩正相关[77]。Schaufeli 等人以欧洲三个国家的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那些学习越投入的学生，学习成绩越好[78]。我国学者

周鹏生等人在中学生中展开研究，结果同样表明了中学生的学习投入能够预测其学

业成绩[79]。

1.4.3 智力内隐观与学业韧性、学习投入的相关研究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智力内隐观的进行研究，

国外学者 Yeager等人曾发现在面对挑战和逆境时，持有智力增长理论的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有更强的韧性，而持有固存理论的学生则认为失败是自我能力的不足，因此

认为智力内隐观可以很好的预测学生学业韧性[65, 80]。Martin 等人实施的另一项纵向

研究中，同样发现那些持有智力增长观的学生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学术挑战、挫折和

逆境[24]。除学业韧性外，智力内隐观对学习投入同样有一定的影响，国外学者在研

究中指出，智力内隐观就是对研究个体的能力与智力等多方面的描述，对研究个体

在学习过程中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81]，而国外学者 Liu 等人通过研究则发现，在持

有不同智力内隐观的被研究者中，他们的学习投入也不尽相同，其中持有智力增长

观的个体会在学习过程中投入较多的活力和奉献更多的时间[82]。

基于上述理论与研究，本文从考察学业韧性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

进一步探讨学习投入与智力内隐观在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从而

更具体地揭示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之间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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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

2.1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关于学业韧性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的探讨，我在对以往研究进行归纳和

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被试均是从大学生或身份特殊的学生这一角度出

发。较少的研究者关注于初中生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反，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留守学

生、流动学生及中职生等。例如，田艳辉等人在探讨心理韧性、学校适应和学习成

绩的关系研究中，以受到过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为被试展开讨论，发现心理韧性以自

我效能感作为通道，对学习成绩产生影响[83]。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阐述的，学业

韧性的研究角度是十分广阔的。已有研究者表明，学业韧性不只研究那些受到重大

挫折或面对重大事件的被试，而是将注意力关注于每一位普通的学生，他们都曾或

多或少的面对过学业困境，这些情境可能包括学习成绩下降、在某此考试中由于状

态不佳而没有发挥出真实水平或者在某一时期，学习压力上升等[14]。尤其是在我国，

学生进入初中阶段，学习生活成为当前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学业内容

和压力随之都有了明显的加重，这与小学生活形成鲜明反差。在这一阶段，初中学

生需要面对难度更大的课业，他们可能会参加更多的考试，也就更容易产生学习压

力，面对学业困难。而以这一阶段的学生作为被试，深入探讨学业韧性会对学业成

就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关研究比较缺乏。

第二，纵观学业成就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数量、研究角度，还是影响因素，都已

经比较成熟。但是，归纳来看，大部分研究着重于消极方面，更多的关注于学生在

学业成就上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学业韧性，还是学习投入，都是作为积极心理学

中的重要变量。然而，从个体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积极的心理能力这一角度出发，

挖掘影响学业成就的作用机制的研究相对较缺乏。

第三，关于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以往研究

者针对其两两之间的关系已经展开了讨论。然而，初中生的学业韧性将会如何通过

学习投入来影响学业成就，并且学业韧性将会在怎样的条件下（比如智力内隐观）

对学业成就产生更显著的影响，探讨这一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明了。

2.2研究意义

2.2.1理论意义

近年来，关于探讨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已经逐渐走入心理学界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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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研究者的关注范围。这一研究课题在国外相对较少，在我国国内的研究领域中

更是刚刚兴起，无论从内容、研究被试还是作用机制上，都未有一清晰的认识。本

研究立足于已有文献，遵循当前学业韧性的研究趋势，考虑到中国国情，以普遍初

中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学业困境为前提，首次尝试建立并检验了学业韧性、学习

投入、智力内隐观对学业成就的作用机制。这一理论明晰了各变量间的关系，探讨

了学业韧性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能更好的扩展和深化其研究。本次研究丰富了学业

成就的研究范畴，学习投入和智力内隐观的加入，更好地补充和深化了学业韧性对

学业成就的作用机制，为初中生怎样应对学习生活中的困境、压力与挫折，从而更

好的获得学业成就形成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建立一个更科学、客观、清晰的理论模

型来分析我国初中生的当下情况。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当前初中生关于学习心理

的探讨。

2.2.2实践意义

本次研究采用量化的方法来分析当前初中生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

的基本状况，为日后进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部分数据的参考。通过探索学业韧性、

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使家长、教师更好的理解学生，明

晰在生活中每位学生都有可能或多或少的遇到学业挫折。无论教师还是家长，既要

密切关注学生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与学业成就的现状，又要重视四者

之间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更好的辅导学生积极应对学习过程之中所遇到的

各种挑战。本研究中加入的智力内隐观，为提高初中生学业韧性提供一个全新的切

入点，以便进行具有可实施性的辅导方式，促进学生的学业更好的发展。

除此之外，本次研究同样也具有指导初中生自身的现实意义，使其正确认识学

业中可能都会遇到困境，要有意识地去主动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主动与父母、教

师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寻求父母、教师的支持；积极感受学习中带来的收获和成

就感，以便更好的加强投入感，为学生获得满意的学业成就提供了有效指导。

2.3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通过查找大量文献并分析以往研究人员的结论，本文研究关注于初

中生这一群体，尝试深入探讨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并进一步挖掘学业韧性

“如何”影响学业成就以及“何时效应会更加显著”的问题，较为综合地考察了学

业韧性、学习投入及智力内隐观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具体地说，本研究拟考察学业

韧性预测学业成就的中介（学习投入）和调节（智力内隐观）机制，为更好地明晰

学业韧性引起初中生学业成就的个体差异，以便能在初中生的学习过程中给予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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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和辅助，且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为初中生能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提供更多

的理论指导和实证支持。

具体作出了如下假设:

H1：初中生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及学业成就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

系；

H2：初中生学业韧性、学习投入能够正向预测学业成就；

H3：初中生学业韧性能够正向预测学习投入；

H4：初中生学业韧性能够通过学习投入部分影响学业成就，即学习投入在初中

生学业韧性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H5：智力内隐观能够通过调节学业韧性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从而影响学业

成就，即智力内隐观调节前半段路径。

假设模型如下：

2.4研究设计

2.4.1研究对象

在本此研究中，以方便取样作为原则，在太原市开展实施，选取普通中学中的

680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在 30分钟内要求被试完成学业韧

性、学习投入及智力内隐观的测试。最终，回收有效问卷为 615 份。其中，调查问

卷填写具有严重缺失或显著作答倾向的参与者被排除在最终分析之外（n=65）。 因

此，问卷有效率达到了 90.44%。如表 1所示，从年级上分析，其中初一为 196人，

占样本总量的 31.9%；初二为 213人，占样本总量的 34.6%；初三为 206人，占样本

学业韧性

智力内隐观

学习投入

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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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的 33.5%。从性别上可以看出，其中男生为 300人，占 48.8%；女生为 315人，

占 51.2%。

表 1 人口变量描述性统计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年级

初一 196 31.9

初二 213 34.6

初三 206 33.5

性别
男 300 48.8

女 315 51.2

2.4.2研究工具

2.4.2.1学业韧性问卷

《中学生学业韧性量表》由杨欣编制[84]，用来评判中学生学业韧性发展以其作

为问卷特点。结果通过所有得分相加来呈现。此问卷通过二十道题目组成，从困境

应对、学业坚持性以及教师支持和父母支持四方面展开研究。该问卷以 5点计分的

方式，对结果进行评价，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6。

2.4.2.2学习投入问卷

“UWES”主要测试个体在工作中的投入状态。基于以上量表，Schaufeli 编创

了“UWES-S量表”。我国学者方来坛等人，对该量表进行编译，并进一步开展了

验证工作，检验结果表明该量表于我国文化背景下，信度和效度良好[38]。在该量表

中，活力方面由六个项目组成、奉献方面由五个项目组成以及专注方面由六个项目

构成，共十七道题目。结果通过得分相加来呈现，分数越高，则表示被试的学习投

入水平相对较高。该问卷采用由“从来没有”到“总是”的 7点评价。在本次研究

中，Cronbach’s α系数为 0.953。

2.4.2.3智力内隐观问卷

Dweck等人编制的智力内隐观量表，为单维度问卷，包含三个项目，用来测量

被试有关于智力（可变程度）的自我观念。被试者需要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

符合”进行 6点评价，即：得分越低的被试越趋于智力固存观，得分越高的被试越

倾向于持智力增长观。虽然仅有三个测试项目，但该问卷被 Dweck、Greene等多位

研究者的研究证实，该量表能够很好地测量个体的智力内隐观[85]。在本次研究中，

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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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学业成就

选取被试 2019年度考试中，期中考试的语、数、外三科成绩，并一一对应于被

试。在进行研究分析时，将学生的各科成绩进行 Z 分数转化，作为学生学业成就的

判别标准，即：分值越高，其取得的学业成就越优秀。

2.4.3研究程序

以班级作为考核单位，进行问卷调查。首先，将有关于学业韧性、学习投入及

智力内隐观的量表统一梳理成卷，方便分发；其次，由于本次研究在班级教师的帮

助下完成，在正式分发问卷前统一对教师进行了培训，包括：指导语、问卷分发的

流程及规范、量表中设计的专业词汇解释等；再次，教师在班级内统一分发问卷，

如被试有疑问，教师可以对其进行解释，辅助问卷的完成；最后，在 30分钟内，学

生需要完成此次所有试卷，完成后的试卷由教师集体收回。

2.4.4数据处理

在本次研究中，对测量后得到的学业韧性、学习投入及智力内隐观的数据，采用

SPSS22.0进行处理，统计方法有：独立样本 t检验、ANOVA方差分析、事后检验、

相关分析。同时，使用 Process 宏插件中的（Model 7）,控制其中的两个变量，分别

为性别和年级，选取 95%的置信区间，对样本进行 5000次的抽样，来检验所提出的

假设。紧接着，对数据采用简单斜率的分析方法，解释在调节变量智力内隐观为不

同水平时，如何实现自变量学业韧性对中介变量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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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本次研究，为减少数据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在数据收集阶段，使所有量

表的收集分析以保密性为原则。数据录入后，对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此次

研究中，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作为研究手段。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有 6个因子符合检验标准（特征根值＞1），且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36.98%，满

足低于 40%这一临界值的要求。本研究无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初中生学业韧性的特点

3.2.1 总体状况

本研究在分析初中生学业韧性时，采用描述性统计来考察被试的基本状况，结

果见表 2。以初中生学业韧性作为研究内容，进行分析。教师支持的分数为 4.11 ±0.79、

困境应对分数为 3.67 ± 0.80、父母支持的分数为 3.84 ± 0.87、学业坚持性的分数为 3.80

± 0.78、学业韧性分数为 3.85 ±0.69。本次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其理论中值为 3分。

由表 2看出，学业韧性的各维度，按照教师支持（4.11）＞父母支持（3.84）＞学业

坚持性（3.80）＞困境应对（3.67）进行排序，可见初中生对教师支持的感知高于另

外三个维度。总体来看，初中生学业韧性的各维度即总水平发展均衡且均高于中值，

表明中学生普遍有比较良好的学业韧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 2 初中生学业韧性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615）

维度 M SD 最小值 最大值

教师支持 4.11 0.79 1 5

困境应对 3.67 0.80 1 5

父母支持 3.84 0.87 1 5

学业坚持性 3.80 0.78 1 5

学业韧性 3.85 0.69 1 5

3.2.2学业韧性的性别差异

在此次研究中，以 t检验作为研究手段，分组变量选取为性别，以讨论初中生学

业韧性的差异为研究内容，并进一步探究其在各维度的表现。由表 3可知：从总体

来看，初中女生的表现优于男生，且差异显著（p<0.01）。其中，男生和女生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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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父母支持、学业坚持性上，差异显著（p<0.05）；在教师支持方面，则无明显

差异。

表 3 学业韧性及其各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性检验

维度 男（n=300） 女（n=315） t

教师支持 4.06±0.82 4.16±0.75 -1.44

困境应对 3.59±0.81 3.74±0.78 -2.38*

父母支持 3.74±0.89 3.93±0.84 -2.69**

学业坚持性 3.72±0.80 3.87±0.76 -2.38*

学业韧性 3.78±0.71 3.93±0.67 -2.62**

注：*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下同。

3.2.3学业韧性的年级差异

在本研究中，以方差分析作为研究手段，分组变量选取为年级，以讨论初中生

的学业韧性，并进一步探究其在各维度的表现。由表 4可知：初二学生的学业韧性

在初中阶段表现最为良好。其中，在教师支持方面，初二（4.22±0.70）>初三（4.12

±0.71）>初一（3.99±0.92），且初二显著优于初一；在困境应对方面，初二（3.84

±0.72）>初一（3.60±0.88）>初三（3.55±0.76），且初二显著优于初一和初三；在

学业韧性的总水平上，初二（3.97±0.62）>初三（3.81±0.65）>初一（3.78±0.78），

且初二显著优于初一和初三。在父母支持和学业坚持性这两个维度，被试在各年级

得分相近，差异不显著。

表 4 年级在学业韧性及其各维度上的 ANOVA 检验（M±SD）

维度
初一

（n=196）

初二

(n=213)

初三

(n=206)
F LSD

教师支持 3.99±0.92 4.22±0.70 4.12±0.71 4.22* 2＞1**

困境应对 3.60±0.88 3.84±0.72 3.55±0.76 7.80*** 2＞1** 2＞3***

父母支持 3.78±0.95 3.95±0.79 3.78±0.87 2.53

学业坚持性 3.74±0.83 3.87±0.72 3.78±0.79 1.4

学业韧性 3.78±0.78 3.97±0.62 3.81±0.65 4.51* 2＞1** 2＞3*

注：1代表初一；2代表初二；3代表初三，下同。



初中生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的作用

20

3.3初中生学习投入的特点

3.3.1总体状况

本研究在分析初中生学习投入时，采用描述性统计来考察被试的基本状况，结

果见表 5。其中，活力的分数为 4.34 ± 1.19、奉献分数为 4.63 ± 1.18、专注的分数为

4.40 ± 1.19、学业韧性分数为 4.45 ± 1.13。本次研究所使用的量表采用 7点评价，由

1分到 7分，理论中值 4分。由表 5看出，以上三个维度，按照奉献（4.63）＞专注

（4.40）＞活力（4.34）进行排序，可见初中生在学习投入中对奉献的感知高于另外

两个维度。总体来看，初中生学习投入的各维度即总水平发展均衡且均高于中值，

表明中学生普遍有比较良好的学习投入，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表 5 初中生学习投入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615）

维度 M SD 最小值 最大值

活力 4.34 1.19 1 7

奉献 4.63 1.18 1 7

专注 4.40 1.19 1 7

学习投入 4.45 1.13 1 7

3.3.2学习投入的性别差异

在此次研究中，以 t检验作为研究手段，分组变量选取为性别，以讨论初中生学

习投入的差异为研究内容，并进一步探究其在各维度的表现。由表 3可知：初中女

生的表现优于男生。其中，男生和女生，无论在活力方面，还是奉献或专注方面，

均差异显著（p<0.05）。由此可见，无论是学习投入的有关维度，还是总水平，女生

的状况都良好与男生。

表 6 性别在学习投入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性检验

男（n=300） 女（n=315） t

活力 4.23±1.22 4.45±1.15 -2.29*

奉献 4.52±1.24 4.74±1.10 -2.25*

专注 4.25±1.23 4.53±1.13 -2.94**

学习投入 4.32±1.17 4.56±1.08 -2.63**

3.3.3学习投入的年级差异

在本研究中，以方差分析作为研究手段，分组变量选取为年级，以讨论初中生

学习投入的差异为研究内容，并进一步探究其在各维度的表现。由表 7可知：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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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投入在初中阶段表现最为良好。其中，在活力方面，初二（4.56±1.13）>

初一（4.40±1.29）>初三（4.06±1.09），且初一和初二显著优于初三；在奉献方面，

初二（4.88±1.06）>初一（4.64±1.28）>初三（4.37±1.13），且各年级的得分均差

异显著；在专注方面，初二（4.61±1.09）>初一（4.43±1.29）>初三（4.14±1.14），

且初一和初二显著优于初三；在学习投入的总水平上，初二（4.67±1.04）>初一（4.48

±1.24）>初三（4.18±1.07），且初一和初二被显著优于初三。由此可见，无论是学

习投入的相关维度，还是总水平，初二学生的状况都是相对比较良好的。

表 7 年级在学习投入及其各维度上的 ANOVA 检验（M±SD）

维度
初一

（n=196）

初二

（n=213）

初三

（n=206）
F LSD

活力 4.40±1.29 4.56±1.13 4.06±1.09 10.00*** 2＞3*** 1＞3**

奉献 4.64±1.28 4.88±1.06 4.37±1.13 10.01*** 2＞1＞3

专注 4.43±1.29 4.61±1.09 4.14±1.14 8.68*** 2＞3*** 1＞3*

学习投入 4.48±1.24 4.67±1.04 4.18±1.07 10.41*** 2＞3*** 1＞3**

3.4初中生智力内隐观的特点

3.4.1总体情况

表 8 初中生智力内隐观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615）

M SD 最小值 最大值

智力内隐观 3.06 1.41 1 6

本研究在分析初中生智力内隐观时，采用描述性统计来考察被试的基本状况，

结果见表 8。本次研究所使用的量表采用 6点评价，由 1分到 6分，理论中值 3.5分。

由表 8看出，有关于智力内隐观念，本次研究的被试基本处于中等水平，稍倾向于

智力增长观。

3.4.2初中生智力内隐观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本研究分别使用 t检验和方差分析两种研究手段，深入分析了初中生智力内隐观

可能存在的差异。详见表 9和表 10，初中生的智力内隐观在不同性别和年级上的差

异均不显著。



初中生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的作用

22

表 9 性别在智力内隐观上的差异性检验

男（n=300） 女（n=315） t

智力内隐观 3.03±1.39 3.09±1.44 -0.51

表 10 年级在智力内隐观上的 ANOVA 检验（M±SD）

维度 初一（n=196） 初二（n=213） 初三（n=206） F

智力内隐观 3.07±1.50 3.10±1.41 3.01±1.34 0.25

3.5 初中生学业成就的特点

录入数据后，将已经转化好的学生成绩，作为学生学业成就的判别标准，即：

分值越高，其取得的学业成就越优秀。在此次研究中，以 t检验作为研究手段，选取

性别变量，来讨论初中生的学业成就。由表 11可知：关于女生的学业成就，明显高

于男生，且差异十分显著。

表 11 性别在学业成就上的差异性检验

男（n=300） 女（n=315） t

学业成就 -0.40±2.64 0.38±2.51 -3.73***

3.6 初中生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与学业成就的相关

为研究初中生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与学业成就的相关关系，对以

上四者的总水平及各维度，以 Person相关的统计方法用来实施分析，结果见表 12。

为分析被试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和学业成就的相关，本研究将先从

四变量各个维度的角度来探讨。

关于学业韧性，从四个维度来研究，由表 12中可得：关于学业韧性的所有维度

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均为显著正相关。其中，除了父母支持，与学业成就呈弱相关，

其余三方面均与学业成就呈中等程度的相关。与智力内隐观进行相关分析，四个维

度均与其显著负相关，且都为弱相关。学业韧性的四维度与学习投入的三个维度进

行相关分析，两两均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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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投入，从活力、奉献及专注来研究。由表 12中可得：以上三个维度与

学业成就的关系，为显著正相关，且均呈中等程度相关。与智力内隐观进行相关分

析，均与其显著负相关。其中，除奉献，与之呈中等程度的相关，其余两者与智力

内隐观呈弱相关。

接下来，本研究将从学业韧性、学习投入、智力内隐观和学业成就的总水平角

度，来进一步分析本次研究被试的相关情况，见表 12。研究发现：无论是学业韧性

还是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的关系都为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程度为中等相关；学业

韧性和学习投入与智力内隐观显著负相关，学业韧性与智力内隐观为弱相关，学习

投入与智力内隐观的相关程度为中等相关；智力内隐观与学业成就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显著负相关且达到中等程度；学业韧性与学习投入两者间，为正相关，且相关程

度达到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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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次研究将控制性别和年级两变量，采用 Hayes编制的 SPSS 宏 PROCESS3.0

来完成以下运算。

首先，选择插件中的Model4（此模型为简单的中介模型），对学习投入在学业

韧性与学业成就之间关系中，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13、14）表明，

学业韧性对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为极其显著（B=0.07，t=9.31，p＜0. 001）。当把

中介变量（学习投入）放入后，学业成就受到学业韧性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为极

其显著（B=0.04，t=4.35，p＜0. 001）。学业韧性能够预测学习投入，作用极其显著

（B=0.82，t=18.06，p＜0. 001），学习投入也可以预测学业成就，作用和极其显著

（B=0.03，t=5.68，p＜0. 001）。

此外，对学业成就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学业韧性的直接预测，还是学习投入

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其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分别为[0.02，0.05]和[0.02，

0.04]，其上、下限均不包含 0（见表 14） ，表明这两条路径都可以预测学业成就。

该直接效应（0. 04）占总效应（0.07）的 56.45%，中介效应（0. 03）则占总效应（0.07）

的 43.40%。

其次，选用插件中的Model7，对本次研究尝试建立的假设模型进行检验。该模

型假设，在此模型中，其前半段路径，会受到变量的调节。结果（见表 15、16）表

明，将智力内隐观放入本次研究的假设模型之后，学业韧性与智力内隐观的乘积项

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为显著（B=0. 03，t=2.48，p＜0. 05），说明智力内隐观能

够调节学业韧性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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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学习投入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n=615）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学业成就 0.39 0.15 35.88***

性别 0.58 2.99***

年级 -0.29 -2.40*

学业韧性 0.07 9.31***

学习投入 0.60 0.36 116.11***

性别 1.68 1.35

年级 -2.81 -3.66***

学业韧性 0.82 18.06***

学业成就 0.44 0.19 36.33***

性别 0.52 2.75***

年级 -0.19 -1.60

学习投入 0.03 5.68***

学业韧性 0.04 4.35***

表 14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相对效应值

总效应 0.07 0.01 0.05 0.08

直接效应 0.04 0.01 0.02 0.05 56.45%

学习投入的

中介效应
0.03 0.01 0.02 0.04 43.40%

随后，为更清晰的揭示学业韧性和智力内隐观的交互作用的本质，本研究进一

步采取简单斜率的分析。首先，对智力内隐观的平均分，先进行加减一个标准差的

操作，分别将初中生分为智力增长观组 （小于平均数减去一个标准差） 和智力固

存观组 （大于平均数加上一个标准差） [86]。然后，针对这两组被试，来考察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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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见图 2，持智力增长观（M－1SD）的被试，学习投入会受

到学业韧性正向预测，且影响显著（simple slope=0.064，t=10.29，p＜0.001）; 而对

于持智力固存观（M+1SD）的被试，虽然学业韧性也对学习投入正向预测，但其预

测作用较小（simple slope=0. 062，t=14.06，p＜0. 001）。这表明被试的智力内隐观

越趋向于增长观，与持智力固存观的被试相比，学业韧性通过学习投入对学业成就

产生的作用更强。

表 15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回归方程 n=615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学习投入 0.63 0.40 81.17

性别 2.02 1.66

年级 -3.01 -4.02***

学业韧性 0.76 16.79***

智力内隐观 -0.83 -5.64***

学业韧性×智力内隐观 0.03 2.48*

图 2 智力内隐观在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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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 学业韧性、学习投入、学业成就基于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首先，关于性别方面的差异，无论是学业成就，还是学业韧性或学习投入，初

中女生明显高于男生，与以往研究一致[87, 88]。进一步明晰，本研究发现各变量中几

乎所有维度（除教师支持外）都存在性别差异，尤其在学业韧性的父母支持维度和

学习投入的专注维度，差异最为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一直流传着许多教育

文化，例如“穷养儿子，富养女儿”，父母素来将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

他们更倾向于培养女孩子乖巧温顺的性格。而对于男孩子，中国家长则更希望他们

能独立坚强，他们往往会对女生给予更多的呵护、支持与关心。另一方面，在男女

生之间，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发展特点。青春期的男生，他们往往比女生成熟较

晚，心智相对不成熟，较女生温顺的性格而言，初中的男生更加贪玩，对学习的重

视程度也不如女生。另外，Malecki研究表明较男生而言，女生更容易感知到他人（父

母、朋友及教师等）给予自己的支持[50]。除此之外，结合我国当下的文化背景，我

们会发现女生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一特点在初中阶段也十分明显。学习往往

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基于以上分析，女生往往会比男生获得更多的保护性因素，尤

其是那些外在的保护性因素。获得了更多父母支持的初中女生，在学习过程中奉献

出了更多的坚持与专注，面对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能够更加积极地应对，拥有更好的

学业韧性，在学习中也投入更多，这也更有助于解释，女生的学业成就高于男生这

一结果。

其次，学业韧性在初中的三个阶段表现为初二学生最好，初三其次，初一相对

最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中，每一个个体在一生中并不是直线上升式的发展。初中

生处于青少年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们更易被外界环境所带来的各种刺激所影响。

一方面，从学生自身角度出发。结合我国国情，进入初一的学生，需要尽快适应小

学到初中的过渡。在这一时期，学生们面临的学习环境发生改变，除此之外，他们

需要掌握的内容也有所增多，对应的学习方式的也需要进行调整，学习科目比之前

有所增多，难度深度都有所增大，作为心智尚不成熟的青少年，初一学生往往无法

迅速适应这种学习生活的转变。进入初二阶段，经过一年的学习与成长，他们会变

得相对比较沉稳和成熟，也渐渐懂得学习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会更加理智地应对学

习中的困难与挫折，并合理调节自己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负面情绪。然而进入

初三，初三学生将首次面对升学压力，这可能是他们学习生涯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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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考验，新增的学习科目、复杂的学习内容甚至是紧张的学习氛围都会使得他们在

这一时期倍感压力，变得比之前敏感脆弱。另一方面，从应对困境的能力这一角度

出发。初一学生面对发生较大转变的学习情形，一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

来更好解决学业困难也是在所难免。拥有一年学习经验的初二学生，他们已经能够

适应当下的学习任务，伴随的压力也会在这一年有所降低，并且他们开始在经验中

总结了一些适合自己的应对策略来更好地完成学习要求。然而，初三学生需要应对

的情形变得复杂，对于他们而言，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应对方式，但面对

问题的困境应对能力还是也有所下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有所不同的是，

对于初三学生，教师给予的支持比初一更多。这个可能对初三学生的学习压力起到

了一定缓解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无论是自身成长，还是困境应对的能力发展，都

使得初中学生在初二这一阶段拥有更高的学业韧性。

在学习投入方面，初二学生仍然为所有年级中表现最好的，与学业韧性不同的

是，初三学生的学习投入最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初一学生刚刚步入一个新的环境，

大部分学生都会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期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对待学

习也有着浓厚的感兴趣。与此同时，由于刚刚进入中学，往往会引起家长更多的重

视，因此，在这一阶段他们会对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家长的适当监督和学生的自

身期望都使得学生在初一阶段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投入状态。进入初二阶段，大部

分学生都顺利渡过了初一时期的适应困扰，也没有出现初三时期的升学压力。因此，

在这一阶段，他们能更好地沉浸在学习过程中时，全身心的投入在其中，他们常常

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并渴望投入尽可能多的精力在学习中，关于学习的意义，他

们也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与肯定。这一阶段，他们在学习中的投入得以延续，并持续

上升。然而进入初三，面对升学压力和紧张的学习气氛，他们开始出现厌倦学习的

情绪，也更容易被一些琐碎的小事情吸引注意力。紧张的学习氛围使得他们无法完

全沉浸在学习之中，也使得他们变得脆弱敏感，偶尔出现消极情绪，这都使得他们

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水平出现下降，进而，初三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最低。

4.2 学习投入在学业韧性影响学业成就中的中介效应

本次研究，以检验学业韧性与学业成就间的关系为核心内容。在相关分析中，

已经证实了无论是学业韧性，还是学习投入，都正相关于学业成就，且以上两者之

间，也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程度均达到中等相关。学业韧性作为积极心理学的研究

范畴，是学生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学业困境时，能获得父母、教师的支持，积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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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并坚持的积极品质。因此，这一变量是探讨学业成就的关键指标。学习投入作为

积极心理学中的另一变量，是个体在学习中的奉献程度和精力卷入程度，对学习同

样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上述所言，本研究已证实初中生在学习中投入的越多，

他们往往会取得越优秀的学业成就。将学习投入加入，进一步探讨学业韧性与学业

成就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学生拥有较好的学业韧性，即他们能更好地应对学习中

偶然遇到的困境，并同时获得了父母与教师的支持时，感受到更多关注的个体，可

能会对学习抱有更加浓厚的兴趣，奉献更多的精力和投入更多的专注来回馈自己的

父母与教师。换言之，良好的学业韧性会使初中生在进行学习任务时激励更多的学

习投入，最终提升他们的学业成就。

4.3 智力内隐观在学业韧性与学习投入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在初中生日常学习时，智力内隐观调节“学业韧性→学习投入→学

业成就”这一模型中的前半路径。具体来看，持智力固存观的个体比拥有智力增长

观的初中生，在学业韧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中，获得更少的学业成就。产生这一结果

模型可以用以下两个理论进行解释。

一是基于自我价值（self-worth）理论的观点，当面对学习挑战时，两者的态度

是不同的。作为持智力增长观者，将自己面对的学习挑战视为获得了一个学习的良

好机会，而智力固存观者则视为是一种对自己智力的评价。智力增长观者会倾向于

那些比较有挑战的学习任务，并希望自己能从中获得一定的知识，在学习过程中，

他们会投入更多的努力，促使更高的学习投入[89]。相反，智力固存观者更多关注的

是自己在挑战中的表现，他们更倾向于去完成不易失败的任务或比较熟悉的任务，

且在这一过程中，对努力的投入也并不多[90]。

二是按照归因理论，对于持智力固存观的个体，关于他们的行为结果，更愿意

以不可控的外归因来对诠释，比如运气、能力等[86]。相反，智力增长观者，常以可

控的内归因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即努力等[91]。在学习过程中，他们认为影响自己学

业成就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努力程度，他们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智力可以得到

改变，问题也会得到解决，因此他们对学习有更强的兴趣，并主动的投入学习之中，

面对问题时，他们也能积极应对，问题常常迎刃而解，从而达到甚至超越自己的学

习目标，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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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初中生学业韧性和学习投入在性别、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2）学业韧性、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显著正相关；智力内隐观与学业韧性、学习投

入、学业成就显著负相关；

（3）初中生学业韧性通过学习投入部分影响学业成就，即学习投入在初中生学业韧

性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4）智力内隐观能够通过调节学业韧性对学习投入的预测作用，从而影响学业成

就，即智力内隐观调节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

5.2 建议

5.2.1 因材施教，创设提升学业韧性的家校联合支持系统

首先，初中校园应当以校园文化为立足点，在重视知识传播的同时，关注初中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学校要积极建立一个友爱、包容、和谐的文化氛围，鼓励每一

位学生勇敢坚强，同样也关心学生内心脆弱的一面，并积极给予支持。

其次，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对培养学生学业韧性的至关重要，因此他们需要

更准确深入地理解学业韧性，这也是所有家长与老师所认同的。学校可以定期开展

“学业韧性”团体辅导、讲座等系列活动，请心理教师或专家进行专业的讲解，答

疑解惑，减少家长和教师的迷茫。讲座可以对初中生学业韧性的内涵、现状以及影

响因素，向家长、教师进行更清晰的梳理；可以带领家长和老师一起讨论分析，初

中生在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哪些学业挫折，表现出什么样的学业韧性；帮助家长和

教师更准确的解读初中生在生活上、学习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了解每位学生在

不同阶段的表现特点；可以提供一些有效提升学业韧性的策略方法，使教师和家长

告别那些力不从心的状况，用更巧妙合理的方式来与学生相处。

最后，在学生之间同样需要开展学业韧性的培养工作。学校可以尝试建立学业

韧性的心理校本课程，为学生介绍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荆棘与阻碍；让

学生体会到遇到学业困境的状态，并理解在学习过程中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及时培

养学生解决当下问题的策略和积极的应对态度，从而来提升学业韧性。当然，班级

内也可以开展一些有趣丰富的活动，比如每一位学生选定一位秘密“保护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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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挫折时默默给予一定帮助，这样既能让自己更好的探索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

又可帮助其他学生。

综上所述，在一所中学内，可以自上而下建立一套以培养学业韧性为主题的心

理辅导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丰富和提升以上内容，为学生的茁壮成长、学业

有成保驾护航。

5.2.2 激励学生的学习投入，发展自身心理能量

对于初中生而言，学校、教师及家长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学生自身的主动性才

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意识，即学生把自身的学习行为，

归因于内部动力。换言之，学生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学习是自己当前最为重要的任

务之一，并享受在自己用心完成学习任务的充实与快乐。基于以上，初中生的自主

参与，才会使其拥有更好的学习投入，从而获得满意的学业成就。尤其是对于初三

学生而言，考试增多、学习竞争大、升学压力增大等，都会在偶然间引起学生的消

极情绪，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对学习投入带来了消极影响。学生需要在此时正确认

识到以上现状都是正常的。因此，当自己遇到挫折时，要以阳光的态度去积极应对，

一是主动投入更多的活力来进行自我调适；二是坚定信心，肯定自己，相信在自己

的努力之下，这些都只是暂时的；三是一心一意在学习之中，训练自己的专注能力，

以此来强大自身的心理能量。除此之外，初中生还可以利用制定合理计划、奖励机

制等方式，来激励自己更好的投入于学习之中，获得学业成就。

5.2.3 采用合理的鼓励方式，强化初中生的智力增长观念

虽然智力内隐观作为初中生的一项个人特征，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但已有

不少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证明，在不同教育方式的影响下，个体的智力内隐观可以改

变[58, 92]。我国研究者邢淑芬、林崇德等人研究发现，赞扬儿童的聪明，使儿童更容

易形成智力固存观，而赞扬儿童的努力，则更容易形成智力增长观[93]。因此，无论

是教师还是家长，在与学生的相处中，做到严慈相济，创造一个更加轻松的交流环

境；减少对学生盲目的赞许，而是在学生取得真正进步时，给予准确的肯定；与赞

扬学生聪明相比，更多的赞扬学生的努力与付出，从而逐渐培养学生智力增长观的

增强，以此来提升初中生的学业韧性，优化其学习投入，以达到提升学业成就的目

的。

5.3不足与展望

本文通过前人的研究理论基础，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初中生学业韧性与学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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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讨论了学习投入与智力内隐观在上述关系中的作用，

具有一定的研究创新性，但是由于实践与理论的局限，仍有一些后续研究需要完善。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仅采用了问卷调查研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问卷结论会

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因此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在以后的研

究中应尽量采用丰富的研究方法进行调研，如个案分析、质性研究等方法从而进一

步的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在研究对象上，本次研究由于受到条件限制，取样范围仅为太原市普通中学，

在调研与分析中，缺乏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推广范围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今

后的调查中，应当丰富各类中学院校的数据采集，提高样本数量，扩展人口分布地

区，覆盖农村、城市以及不同层次的中学，进一步的提高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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