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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的学习对幼儿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
汪雨萱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基于问题的学习是指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知识体系，掌握必备技能，实现全面发展教学模式，以小

组合作的方式进行项目实施，最终以产品的形式呈现。为了研究PBL教学模式对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影响，本研究

根据已有《3-9 儿童自信心（教师）评定问卷》改编《幼儿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定量表》，对随机整群抽取的 113 名中、

大班幼儿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中班、大班幼儿在PBL教学模式干预后，自我效能感维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
均<0.05）即中班、大班幼儿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均有所提升。结论：第一，PBL教学模式能够促进中、大班岁幼儿

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发展。第二，较中班年龄阶段幼儿，PBL教学模式对大班年龄阶段的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影响更显

著。第三，PBL教学模式对不同年龄阶段幼儿自我效能感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同。

关键词：PBL教学模式；自我效能感；幼儿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on Children’s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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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ans that students gradually build up knowledge system, master necessary skills, realiz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ode, carry out project implementation by group cooperation, and finally present it in the
form of products.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PBL teaching mode on children's self-efficacy, this study adapted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Evaluation Scale for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3-9 children’s Self-confidence (Teacher)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and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on 113 middle and large class children randomly selected by clus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lf-efficacy dimensions between middle and large class children

after PBL teaching mode intervention(P<0.05). Conclusion: First, PBL teaching mode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elf-efficacy of middle and large class children. 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children in the middle class, PBL teaching mode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lf-efficacy level of the children in the big class. Thirdly, PBL teaching mode has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ldren’s self-efficacy at different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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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

杜拉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是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

自我效能感指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中从事某种行为并取得

预期结果的能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指个体自身对自我有关

能力的感受。[1]自我效能感作为个性心理品质，一旦形成

就可以相对稳固地发挥作用，不仅影响儿童的行为倾向，

而且对儿童的选择过程、 认知过程、自我学习监控行为

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2]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能促进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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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自尊心和自我期望值的提高，从而使幼儿在生活中能

够悦纳自己、乐于交往、完善自我认知能力。人的成长过

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自我效能感是人格发展的核心内

容，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是在不断地提高自我效能感的过

程中形成的。而认识自我，悦纳自我作为一种积极的个性

特征，则与一个人幼年时的生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心理学家认为，4～6 岁是人格发展的敏感期。善用

此敏感期，对其健全个性的养成必有事半功倍之效。对此，

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加大了研究力度，但是大部分还停留在

缺少相关数据支撑的理论层面上。已有研究指出[3]，我国

自我效能感的现场研究以及复杂领域的任务研究较少，且

很少有涉及到研究幼儿自我效能感的问题。

本研究使用的PBL教学模式特指基于问题的学习，英

文全称是Problem-based learning（以下简称PBL）。它是

指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知识体系，掌握必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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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全面发展教学模式，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项目

实施，最终以产品的形式呈现PBL源于约翰•杜威反对传

统式以教师、课堂和教材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思

想。对于年龄较小的幼儿来说，单一的填鸭式和灌输式教

育十分不可取，这会扼杀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相比

之下，PBL教学模式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为幼儿创造一个

情境，由幼儿自行讨论和探索，教师加以引导，这就给幼

儿一个空间去探索、想象、发现、创造，对他们的沟通能

力、思维能力和观察能力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PBL教学模式进行教育实

验，探究PBL教学模式对幼儿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特点，为

探究幼儿自我效能感的发展规律提供数据支持，进而为提

高幼儿自我效能感提供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并提出相应

的教育建议，为促进幼儿自我效能感的提高和幼儿园PBL

教学模式的推广与组织提供相应的教育建议。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成都市某民办幼儿园作为实验园。在获得

园所以及家长的允许后，使用《幼儿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对园所全部中班、大班幼儿进行前测，选取自我效能感水

平相似的中、大班各 2 个班（共 4个班）的幼儿作为被试，

其中中班和大班各有一班为实验班、各有一班为对照班，

形成 2 个实验班，2 个对照班。选取班级幼儿数均为 30

人（共 120人），男女比例相当。

2.2研究工具

研究根据已有研究《3-9 儿童自信心（教师）评定问

卷》改编《幼儿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幼儿自我效能

感进行测量。由自信心、自我表现、成就感，三个维度组

成。其中，自信心 15题，自我表现 7题，成就感 4题。

该问卷采用李克特 5点计分法，从“1-5”分别表示，“完

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有点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

合”。幼儿总体分数越高，说明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

问卷自信心、自我表现、成就感、自我效能感（总体）C

ronbacha alpha 系数分别为 0.917、0.850、0.691、0.943，
均达到可靠性水平，是较为理想的研究工具。

2.3研究过程

2.3.1实验准备

由于小班幼儿自我中心意识较强、合作能力差，而P
BL模式下的教学活动需要幼儿合作完成。故选定实验对

象为中班及大班幼儿。该研究以PBL模式相关参考用书为

基础，通过与一线幼师、幼教专家共同研讨、筛选、改编，

分别设计 20个（共 40 个）PBL模式教学活动方案供中、

大班幼儿教师使用。实验实施前使用《幼儿一般自我效能

感量表》测查所有被试幼儿的自我效能水平，并对实验班

与控制班采用SPSS2.0进行同质性检验，数据结果表明，

实验班与控制班的幼儿自信心发展水平基本一致。

2.3.2实验实施

实验依据提前设计好的活动方案实施。实验班每周进

行两次活动，每次活动时间依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实验

实施时间为 10周，保证每次实验时间合理。控制班按原

有活动正常开展，对其他不相干变量严格控制。

2.3.3实验后测

实验结束后，使用《幼儿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实

验班、对照班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及其各维度进行测评。

2.3.4数据分析

研究使用SPSS 20.0（“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

件）对实验前、后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实验前后实验班幼儿自信心发展水平差异比较

为探究PBL教学模式对促进幼儿自信心的发展是否

有效，对中、大两个实验班前后测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
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中班、大班幼儿在PBL教学模式干预后，

中班幼儿：自我效能感（总体）（P＜0.001）、自我表现（P

＜0.05）、成就感（P＜0.01）、自信心（P＜0.001）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大班幼儿：自我效能感（总体）（P＜0.001）、
自我表现（P＜0.05）、成就感（P＜0.05）、自信心（P＜
0.001）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即中班、大班幼儿自我效能

感及其各维度均有所提升。

3.2实验前后控制班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发展水平差

异比较

对中班和大班两个控制班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前后

测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教育与学习 4卷 9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230

由表 2 可知，中、大班控制班幼儿的自我效能感（总

体）、自我表现、成就感、自信心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5）。即控制班的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及其各维度并

未发生较大的变化。

3.3实验班与控制班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差异比较

实验后，再次使用《幼儿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实

验班幼儿和控制班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情况进行测评，并

对得分情况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 可知，实验后中、大两个实验班与中、大两个

控制班幼儿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总体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

（P＜0.001）。其中，中班幼儿在自我效能感维度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在自我表现和成就感维度存在极其显

著性差异（P＜0.01）。大班幼儿自我表现维度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5），在自我效能感（总体）和成就感维度存

在极其显著性差异（P＜0.01）。

4 分析讨论

4.1 PBL模式对中、大班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发展的

作用

通过对全体被试幼儿自我效能感发展水平前后测的

成绩、实验后实验班与控制班幼儿自我效能感发展水平进

行差异比较，结果表明，PBL模式能够促进中、大班幼儿

自我效能感各维度水平发展。

幼儿的自我效能感水平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发展的

综合性，主要由自我评价、自我表现、独立性、主动性等

维度组成，各维度相互交织，共同发展。

4.1.1 PBL教学模式提高幼儿的自我评价水平。

自我评价主要表现为幼儿评估自己的能力以及推测

自己是否能够顺利完成某种任务。自我评价体验是自信心

的力量源泉，在幼儿自信心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

心理学家威廉·戴蒙认为幼儿的自我评价与非学术活动的

关系更为密切。在传统的教学中，幼儿获取的评价通常只

来自于教师。但在PBL教学模式中，评价是多维度的，尤

其重视学生为主体的自我评价。随着课程活动的不断开

展，在PBL教学模式下评价的环节中，通过教师评价、小

组互评，自我评价等环节，儿童逐步减轻对他人评价的依

赖性，在自己与别人相比较的过程中获得自我评价能力。

4.1.2 PBL教学模式提高幼儿的自我表现力

自我表现力主要是指幼儿在个人能力、智慧、思想方

面的自我表达能力。在PBL教学模式下，幼儿通过参与、

帮忙、合作，可以在活动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

成就感，找到归属感。其次在PBL教学模式的课堂上，不

存在“错”与“对”的绝对划分，该模式鼓励幼儿对未知

事物的尝试和挑战，孩子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拥有尝试

创新的勇气，从而找到轻松感。并且该教学模式常创造机

会给孩子表现，增加孩子的成功体验，从而找到价值感。

幼儿的自我表现力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当幼儿在

PBL教学模式下收获归属感、轻松感和价值感时，这种心

理需要得以满足，会促使幼儿在这一过程中对新事物、新

问题更有兴趣，从而获得新的提高，自信心也会得以增强。

4.2中、大班幼儿自我效能感发展的年龄特点

随着知识阅历的日益增加，儿童的身体机能、认知和

社会性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自我效能感

水平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中也有一定的差别。本文通过单

一因子差别分析，在所有被试样本中，不同年龄班幼儿自

我效能感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且年

龄越大幼儿的自我效能感发展水平越高。并且，中班幼儿

的发展水平与大班幼儿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极其显著性差

异，说明较中班年龄阶段幼儿，PBL教学模式对大班年龄

阶段的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影响更显著。

4.3 PBL教学模式对不同年龄阶段幼儿自我效能感

水平的促进效果

根据研究的数据结果显示，PBL教学模式对中班年龄

阶段的幼儿自我效能感发展水平中的“自我效能感（总

体）、自我表现”维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0.05），对

“成就感、自信心”维度具有极其显著的促进作用（p<0.

01）。对于大班年龄阶段的幼儿，PBL教学模式对幼儿自

我效能感发展水平中的“成就感”维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p<0.05），对“自我效能感（总体）、自信心、自我表

现”维度具有极其显著的促进作用（p<0.01）。本研究实

验班前后测数据结果显示，实验后中、大两个实验班在“自

信心”方面均有显著的提高，且根据实验后实验班与控制

班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得分差异比较，大班幼儿总体自我

效能感水平的比较差异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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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PBL教学模式对中、大班幼儿自我效能感

水平中的“自信心、成就感”维度促进作用明显，本研究

的数据结果显示，实验后的中、大两个实验班在“自信心”

方面均有明显的提升，其中中班实验班与其对应的控制班

呈现出显著的差异（p<0.05），大班实验班与控制班呈现

出极其显著性差异。（p<0.01）。

5 结论

（1）PBL教学模式能够促进中、大班幼儿自我效能感

水平的发展。

（2）较中班年龄阶段幼儿，PBL教学模式对大班年龄

阶段的幼儿自我效能感水平影响更显著。

（3）PBL教学模式对不同年龄阶段幼儿自我效能感发

展水平的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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