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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存在于师生之间的互动情境，学生的学业成就既
受到教师因素的影响，又受到自身因素的作用。从学生感知角
度研究教师情感支持具有实际意义，同时，对于高中生而言，
自我效能感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努力程度，对其学业成就产
生重要作用。因此，研究高中生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能
感与学业成就的关系有实际价值。

以往的研究被试山区市的高中生较少被选择，地域差异一
定程度上受忽略。本研究就想在此方面有所补遗，以增强相关
课题研究的针对性。综上，本研究有现实意义。

1、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

1.1  情感支持
最早是将疾病治疗过程中，病人从亲人、朋友和医护人员

处获得的关怀和鼓励表示，教师情感支持由医学领域引入教育
领域，表示学生从教师获得的信任、理解、鼓励等情感支持。

1.2  学业自我效能感
班杜拉将个体对能否达成某个指标所发挥的能力判断和信

念称之为自我效能。而后，不少学者将自我效能感引入教育界，
并有多个定义。有相当数量的关于学业自我效能感与问题解决
效率、学习成就等因素的相关研究。

1.3  学业成就
郑日昌将学业成就定义为个人用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在明确

限定的范围内作出的贡献代表其成就的大小 [1]。有关学业成就
的研究涉及研究对象、影响因素等 [2]。其中，影响学业成就的
因素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归纳：个体因素，如认为个体因
素主要包括非智力和智力因素 [3]，研究发现智力和非智力因素
与学业成就存在一定预测效应 [4]。学校因素则主要有教师支持
与伙伴关系等。学生获得教师支持越多，其学业成就水平越高
[5], 同伴拒绝与学业成就存在负相关关系 [6]。家庭因素上，家庭
经济收入、父母知识水平和教养方式等因素均有一定影响 [7]。

1.4  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关系的
研究

有一项为期 2 个月的干预研究发现，教师有意识地对学生
表现出更多的关爱、尊重等情感支持，整体上显著提高了学生
的学业成绩 [8]。一项研究指出教师情感支持和学业自我效能感
间有显著正相关 [9]，另一研究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求
助与教师情感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 [10]。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水平
对其学业成就产生一定影响。较多研究者就学业自我效能感所
起中介作用进行研究 [11]，学业自我效能感在教师期望与学业成
就间的发挥中介作用，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相关变量中起 8.78%

目的：探究山区市高中生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三者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教师情感支持问卷、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及学业成就问卷作为调查工具，以龙岩市、宁德市两所学校的

300 名高中生为有效被试。

结果：山区市高中生的学业成就在年级、母亲文化程度及家庭经济条件上存在差异显著、学业成就与教师情感支持无显著

相关、学业成就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相关。

结论：山区市高中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就存在显著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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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作用。[12]

总之，从已有研究看，就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而言，大多
把教师情感支持看作外因、把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内因。
但实际上教师情感支持本身就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生成的各种积
极状态，甚至包括一些非积极但可以产生正向作用的情感，割
裂教师情感支持与学生自我效能感的交互关系不符合教育实际
生态。有关学业自我效能感在相关变量中的中介作用 [13] 的研
究应该注意到了这一不足，表现了一定的纠偏。基于此现状，
本研究以山区市高中生为对象，就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
能感与学业成就的关系进行研究，特别注意教师情感支持与学
业自我效能感的交互作用对于学业成就产生的共同影响。

2、研究假设

2.1  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影响
2.2  教师情感支持对学生学业成就有显著影响
2.3  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其学业成就有显著影响
2.4  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交互作用与学业

成就有显著相关

3、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选取福建省龙岩市和宁德市两所高中学生为调查对象，发

放纸质问卷 350 份，收回后去除无效问卷 50 份，获得有效问
卷 300 份，有效利用率为 85.7%。

3.2  研究工具
3.2.1  教师情感支持问卷
该问卷由贾娟编制 [9]，包括五个维度：关心、理解、鼓励、

尊重和信任。共 23 题 , 采用 5 点正向评分法，问卷总克龙巴
赫系数为 0.848, 各维度的 Cronbachα 分别为 0.631、0.658、
0.732、0.645 和 0.698。

3.2.2  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此量表由曾兴华改编，包括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

为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共 18 题，采用 5 级计分。总量表的
Cronbachα 为 0.825，效度为 0.891。

3.2.3  学业成就问卷
学业成就问卷采用文超等人编制 [14]，对语、数、英 3 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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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进行测量，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表现进行主观自我评定。问卷采用 5 级计分，最终用 3 个项目的均分来评定其学业成就水平，
分数越高代表其学业成就越高，Cronbachα 为 0.93。

3.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软件 23.0 对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4、结果

4.1  高中生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描述性统计

项目 N 最小值 最大值 M SD 题项 平均得分

关心关注 300 6 30 19.88 3.898 6 3.31

理解 300 5 25 16.36 3.213 5 3.27

鼓励 300 6 25 17.38 3.160 5 3.47

尊重 300 6 20 14.92 2.696 4 3.73

信任 300 4 15 11.75 2.062 3 3.91

教师情感支持总分 300 37 111 80.29 12.219 23 3.49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300 12 42 26.56 4.73 9 2.95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300 11 43 24.76 5.73 9 2.75

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 300 29 85 51.32 9.49 18 2.85

学业成就总分 300 1 5 2.57 0.69 3 0.85

表 4-1 高中生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描述性统计

由表 4-1 可知，在评分标准最高为 5 分的情况下，高中生教师情感支持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在 3 分以上，表明高中生教师
情感支持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从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可知其总体差异较大；由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均分及最大值与最小值差，
可看出其总体发展水平较好差异也较大；学业成就的总均分为 2.57，属于中等水平。

4.2  学业成就的差异分析
4.2.1  高中生学业成就在年级上的差异

项目 高一
（M±SD）

高二
（M±SD）

高三
（M±SD） F

学业成就总分 49.67±9.35 51.29±9.27 53.01±9.66 3.38*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4-2 高中生学业成就的年级上的差异 n=300

由表 4-2 可知，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不同年级高中生的学业成就总分存在显著差异（F=3.38，p<0.05），并且高三
学生高于高二、高一学生。

4.2.2  高中生学业成就在母亲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项目大专 （包括大专及以
上）（M±SD）

高中（含中专）
（M±SD）

初中
（M．±SD）

小学
（M±SD） F

学业成就总分 3.03±1.25 2.68±0.62 2.45±0.62 2.58±0.70 4.00**

表 4-3 高中生学业成就在母亲文化程度上的差异 n=300

由表 4-3 可知，高中生学业成就在母亲文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高中生母亲文化程度越高，其学业成就得分越高。

4.2.3  高中生学业成就在家庭经济条件上的差异

项目 较差
（M±SD）

一般
（M±SD）

较好
（M±SD） F

学业成就总分 2.05±0.64 2.58±0.64 3.42±0.81 22.32***

表 4-4 高中生学业成就在家庭经济条件上的差异 n=300

由表 4-5 可见，在学业成就上，不同经济条件的高中生学业成就的总均分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p<0.001），并且较好得分 >
一般得分 > 较差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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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中生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的关系
4.3.1  高中生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皮尔逊相关分析

项目 关心关注 理解 鼓励 尊重 信任 教师情感
支持总分

学习能力自
我效能感

学习行为自
我效能感

学业自我效
能感总分

学业成就总
分

关心关注 1.00

理解 0.59
** 1.00

鼓励 0.61
**

0.64
** 1.00

尊重 0.58
**

0.58
**

0.64
** 1.00

信任 0.46
**

0.41
**

-0.44
**

-0.20
** 1.00

教师情感支持总分 0.84
**

0.81
**

0.84
**

0.83
**

0.67
** 1.00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0.23
** 0.08 0.16

**
0.14
** 0.07 0.18

** 1.00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0.23
**

0.19
**

0.30
**

0.21
** 0.04 0.25

**
0.64
** 1.00

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 0.26
**

0.15
**

0.26
**

0.20
** 0.06 0.24

**
0.88
**

0.92
** 1.00

学业成就总分 0.04 0.00 0.10 0.03 -0.04 0.04 0.26
**

0.44
**

0.40
** 1.00

表 4-5 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相关分析结果

从表 4-5 可看出，在 P<0.05 的显著水平上，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存在显著正相关（r=0.40)，学习自我效能感越好，
学业成就水平越高。而教师情感支持及其各维度在与学生学业成就总分相关均不显著。教师情感支持在 P<0.01 水平上与学业自我
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但教师情感支持的信任维度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总分及两个维度均无显著相关，教师情感支持的理解维度
与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也无显著相关。

4.3.2  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成就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 方 调整 R 方 Beta F Sig. B

学业成就 学业自我效能感 0.40a 0.16 0.15 0.40 57.18
*** 0.00 0.029

表 4-6 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就的回归分析

从表 4-6 可知，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自变量、学业成就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顺利进入一元回
归，其对学业成就的变异解释率为 16%，相关系数 r 为 0.40，调整后的 R 方系数为 0.15，得出的回归方程为：学业成就总分
=0.029× 学业自我效能感 +1.065，这表明学业自我效能感这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学业成就水平。

5、讨论

5.1  高中生学业成就状况分析
通过描述统计和人口学变量分析后可知，高中生学业成就处于中等水平，高中生在学业成就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变量是年级、

母亲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条件，高中生学业成就总体具有发展动态性和相对差异性。

在年级上，高三学生学业成就显著高于高二、高一的学生。高中阶段的学习更强调系统化，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求也更高，
高一学生刚进入新的学习环境，可能因各方面不适应导致学业成就偏低，高二学生则处于高中学习生涯中期，各方面适应性较好，
学业成就水平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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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母亲文化程度的高中生学业成就存在显著差异，母亲
的文化程度越高，高中生的学业成就越好，这与朱巨荣的研究
结果一致 [24]。可能的原因是母亲在家庭关系中对孩子产生的影
响较大，文化程度越高的母亲越注重家庭问题的处理及沟通方
式和家庭良好氛围的营造，减轻了学生的心理负担，从而提高
其学业成就。

家庭经济条件方面，较好的学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教育资
源和经济支持，并减少了相应的心理负担，更投入学习。而条
件一般、较差的高中生这方面处于偏劣势，在没有得到及时的
心理疏导情况下，可能因经济原因造成某些学习条件的障碍以
及相应的心理弱势。

5.2  高中生教师情感支持、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
关系的分析探究

高中生教师情感支持与学业成就相关不显著的研究结果
与本研究的假设不相符合。但岳泉汐的一项干预研究发现，教
师支持有意识地对学生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关爱等情感支持，
整体上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成绩 [8]。我们的研究发现教师情
感支持虽然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但教师情感支持
的信任维度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总分及两个维度均无显著相
关，教师情感支持的理解维度与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也无显著
相关。这是否提示我们两点：一是教师情感支持对学生学业成
就的影响需要学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而我们的研究正好
表明教师情感支持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相关。二是教师
情感支持的核心维度是对学生的信任以及理解，特别是学习能
力自我效能感更需要得到老师的理解信任等积极支持和鼓励期
待。这两个方面都需要继续研究。

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相关显著。高中生有较强学业
自我效能感，更善于去约束自己和总结学习方法，运用学习策

略来提高自身的学业成就。然而高中生自我效能感水平差异较
大，学业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容易对学习失去信心而放弃努
力，对自身学业成就的要求不高。在实行新高考的情势下，选
考科目的做法或许有助于提升学业自我效能感特别是学业能力
自我效能感，一定程度上提高学业成就。但是，影响高考成绩
的因素多而杂，况且学业自我效能感存在学科差异，如何整体
优化学业自我效能感状态值得进一步探讨。

教师情感支持与学业自我效能感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
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但是教师情感支持的各维度对学业自我
效能感的具体作用有所差异，教师情感支持的信任维度与学业
自我效能感总分及其两个维度均无显著相关，教师情感支持的
理解维度与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也无显著相关。因此，虽然可
以认为教师对学生的情感支持能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自我肯定，
转化为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学习活动的投入水平。但是，教
师情感支持的各个维度并不等值，对于具有一定弹性阈值的学
习自我效能感，教师情感支持中的信任及理解可能具有更具共
感意义。教师情感支持的心理结构及其与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
的交互关系、教师对学生的一般信任以及学业信任对于学业成
就的影响机制仍需要深入研究。

6、结论

（1）山区市高中生学业成就在年级、母亲文化程度及家庭
经济条件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性别、户籍所在地和父亲文化
程度上无显著差异。

（2）山区市高中生教师情感支持与学业成就无显著相关。
（3）山区市高中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成就存在显著正

相关，学业自我效能感一定程度能够预测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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