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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专业本科生学术自我效能感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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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自我效能感个体对完成学业相关内容的效能期望。相关研究表明学术自我效能感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学术

成就有较强的预测效果。鉴于目前针对我国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的研究较少，本文采用《自我效能感量表》

（GSES）和《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CSES)对两所本科院校工程专业学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

结果显示专业背景对本科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水平没有显著影响，CSES和GSES都可以用来预测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学习成

绩并作为制定教学策略的依据，应根据不同的调查环境选择合适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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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self-efficacy individual’s efficacy expectation of completing academic related content. Related researches 

have proved that academic self-efficacy was a good predictor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achievement.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of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s in China was lack, this paper investigate 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by using the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and the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CS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ademic self-efficacy level of undergraduates in China was not affected by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both CSES and GSES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s 

and serve as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teaching strategies. Appropriate scales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urvey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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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指一个人对自己所能完成的一件事情的

推断和判断，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其自我效能感是

不同的 [1]。例如社会自我效能感、职业自我效能感和技

术自我效能感等等 [2]。学术自我效能感，也叫做学业自

我效能感，定义了一个人对其完成与学术相关内容的推

断和期望，是自我效能感在学习领域的应用及延伸。学

业自我效能感被认为与学习成绩有关，学术自我效能感

越强的学生学习成绩越高，取得的学术成果也越多[3]。

近年来国内外对学术自我效能感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实

证研究也开展的较多。例如，国内学者杨心德对学业困

难大学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结果

显示学业困难大学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水平明显低于普

通学生[4]；Margolis等人的研究表明学术自我效能感高的

学生学习更努力，并能够应用更有效率的学习策略[5]。

基于学术自我效能感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学术自我效

能感经常被用来预测教学产出，教师也经常把学生学术

自我效能感的初始水平作为设计和调整教学策略的依据，

让接下来的教学更有效。但就目前国内对学术自我效能

感的研究情况来看，针对我国工程专业学生的学术自我

效能感研究仍较少，不能确定这些常用测量工具对工程

专业学生学术自我效能感的适用性，也无法为国内工程

专业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研究提供有效参考。本文基于上

述问题，对国际上使用较多的学术自我效能感调查量表

对我国工程专业本科生的适用性进行了研究，为今后我

国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调查提供依据和参

考。

1  调查工具和对象

1.1调查对象

本文选择了两所学校的工科专业学生参与调查。学

校A共有300名学生参与调查，其中男生204人，女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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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包括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农业机械化及其自

动化和自动化三个专业，学校B共有265人参与调差，其

中男生172人，女生93人，包括机械工程和车辆工程两

个专业。

1.2 调查工具

本文的调查采用电子问卷的形式，选取了国内常

用的两个自我效能感调查量表组合成一张调查问卷。这

两个量表分别是：(1)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

Efficacy Scale，GSES），下简称GSES。此量表于1981年

由德国学家Ralf Schwarzer教授编制，王才康等人在2001

年将其翻译并修订成中文版，此量表曾多次用于调查大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6]。GSES包括10个题目，问题答案采

用李克特四级量表的形式，即每道问题有四个选项，包

括“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比较符合”、“完全

符合”，对应得分分别是1分至4分。此量表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0.88，有较好的信度；(2)《大学生学业自我效

能感问卷》，下简称CSES。此问卷是由华中师范大学梁

宇颂、周宗奎教授编著的，问卷一共有22个题目，所有

问题的一致性系数为0.85，有较好的信度[7]。此问卷一

般用于调查大学生学术自我效能感水平。问卷内的问题

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每个题有五个选择：“完全不符

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符

合”，对应得分是1分至5分。

该 调 查 问 卷 在 问 卷 星 网 站 上 发 布， 问 卷

ID134752459。调查问卷于2021年10月10日发布给学

生，并于2021年10月17日回收。对了后续对调查问卷

的得分和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统计，我们在调查

问卷里面收集了学生的一些个人和教育信息。为了保护

学生的个人隐私，学生在个人信息表中的个人姓名都是

由昵称代替。

2  调查结果统计

我们通过计算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效能感量表得分

的相关性(spearman相关系数)来评价不同效能感量表对

工程专业本科生的适用性。在收集到调查问卷后，利用

EXCEL软件整理调查数据，然后使用SPSS 25对统计结

果进行分析。

2.1 基本得分情况

GSES一共10道题，总分为40分。学校A学生取得

的GSES最低分为14分，平均得分为30.7分，最高分为

37分；学校B的GSES最低分为11分，平均得分为27.2

分，最高分为35分；CSES一共22道题，总分为110分。

学校A的CSES平均得分为84.2分，最低分为51分，最高

分为106分；学校B的CSES平均得分为77.8分，最低分

为60分，最高分为104分。总体来看，学校B的调查得

分高于学校A，用t检测对两所学校的得分进行了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学校A和学校B的GSES和CSES得分没有

显著差异。

2.2 效能感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我们以平均绩点来代表学生的学习成绩。考虑到

每个学校的考试内容有所不同，所以将两所学校分开

进行统计。分别对GSES和CSES得分与平均绩点之间的

spearman相关系数进行了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GSES和CSES得分与平均绩点的spearman相关系数

自我效能感量表 (GSES)

学校 A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

0.598* 0.464* 0.573*

学校 B
机械工程 车辆工程

0.487* 0.526*

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CSES)

学校 A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

0.794* 0.664* 0.789*

学校 B
机械工程 车辆工程

0.682* 0.747*

* 表示 p < 0.05

3  调查结果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两所学校学生的GSES和CSES

得分均高于总分均值，这与国内外以往的调查结果一致
[8-9]。在Sachitra, V.的调查中，来自于斯里贾亚瓦德纳普

拉大学的297名本科生在调查问卷中的所有问题得分都

高于平均分3；在朱川的一项关于学术自我效能感的调

查中，485名本科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得分均高于平均

分25。班杜拉认为成功的经历是自我效能感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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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考考入本科院校可以认为是学生在学术上最成功

的经历之一，所以我国本科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一般较

职业院校的学生高。t检验的结果显示两所学校的CSES

和GSES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两所学校学生的学术

自我效能感处于同一水平，不同学校之间的教学环境对

学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影响差别不大。我国的学术自我

效能感多集中在教育学、医学、文学方面，本文一致性

的调查结果表明CSES和GSES在工程专业本科生的自我

效能感和学术学术自我效能感预测方面与其它专业相同，

专业背景对本科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从表2中可以看出，GSES和CSES得分与学生的平

均绩点显著相关。从数值上来看，GSES与学习绩点呈中

等程度的相关性(0.464-0.598)，CSES与学习绩点呈高等

程度的相关性(0.664-0.794)。这说明CSES比GSES都可

以用来预测或者评估学生的学习状态。从相关系数看，

CSES比GSES与平均绩点的相关性要强，这说明对于学

科成绩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比自我效能感量表的

预测性更好。这是因为从量表内容上看，GSES调查的是

一般自我效能感，反应个人对其个人能力能否完成一般

事务的期望，而CSES在内容上更加针对学生在学习情

境中对所能完成学术任务的预测。学科成绩属于学术成

就范畴，由于自我效能感可以归属于不同的领域，所以

CSES对学科成绩更有针对性，也更适用。基于学术自我

效能感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学术自我效能感经常被用

来预测教学产出，教师也经常把学生学术自我效能感的

初始水平作为设计和调整教学策略的依据，让接下来的

教学更有效。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CSES和GSES都

可以用来预测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学习成绩，虽然GSES

比CSES与平均绩点的相关性要弱，但GSES的题目较少，

回答较容易，适用于在调查环境不充分、调查时间较短

的场合使用；CSES由于题目较多且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更强，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采用此量表更好。

4  结语

尽管自我效能感和学术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提出已久，

但有关我国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学术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仍

较少。本文对两种常用的自我效能感调查问卷：《自我

效能感量表》（GSES）和《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

(CSES)对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学业预测适用性情况进行了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专业背景对本科生的学术自我效

能感水平没有显著影响，CSES和GSES都可以用来预测

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学习成绩并作为制定教学策略的依据，

应根据不同的调查环境选择合适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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